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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煤炭工业协会主办的“第二十二届太原煤炭（能源）工业技术与装备展

览会暨智能引领绿色发展大会”于 4月 22～24日在山西潇河国际会展中心成功

举办，收获满满。

本届展会是山西省能源领域开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

源安全新战略十周年纪念活动的一项重要实践活动。省委、省政府对展会高度重

视、关心支持。吴伟常务副省长 23日下午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会见了中国工程院

院士葛世荣、中国工程院院士康红普，并巡馆指导，参观了国家能源集团、晋能控

股集团、太重、山西焦煤集团、潞安化工集团、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中煤科工集团等

企业。

本届展会主题为“智能引领绿色发展”。本届展会从展览规模、展商数量、展品

重量和展示效果等方面取得了全方位的突破。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 13万平米，共

有 10个室内展馆和一个室外展馆，并特设一个国际展馆；国内外参展企业首次突

破 1200家，达到 1225家，其中世界五百强企业 35家，上市企业 67家，国外展商

83家，展品总重量突破 1.2万吨，特装展位占比首次超过 80%，达到 86%。参展参观

人员突破 10万人次，达到 10.34万人次，是我省参展企业最多、展览面积最大、装

备技术科技含量最高的一次盛会。

本届展会特邀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校长葛世荣，中国工程

院院士康红普，中国矿业大学、山东科技大学、应急管理大学（筹）等院校教授，矿

山充填安全开采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重点实验室等专家学者作主旨报告。参展企

业、参观企业分别举办 20场装备技术交流研讨会和信息发布会。

本次展会，不仅汇聚了国内外煤炭能源领域高端装备技术的领军企业和国内

顶级院士专家，而且集中展示了国内外煤矿数字化、智能化、煤矿绿色开采、清洁

高效利用、矿区生态保护、能源工业节能减排、电力环保、煤层气开发与利用等方

面的新技术、新装备、新工艺。为世界了解中国煤炭能源、中国煤炭能源走向世界

的对外交流、开放发展的平台和窗口，必将为加快推动山西和全国煤炭能源工业

科技进步和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太原煤炭工业技术与装备展览会”从 2002年开始至今，每年一届，已成功举

第二十二届太原煤炭（能源）工业技术装备展览会暨
智能引领绿色发展大会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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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

1、4月中旬，全国各煤种价出现了久违的全面上涨。各煤种具体价格变化情况如下：

无烟煤（洗中块，挥发份≤8%）价格 1053.3元 /吨，较上期上涨 52.8元 /吨，涨幅 5.3%。

普通混煤（山西粉煤与块煤的混合煤，热值 4500大卡）价格 628.9元 /吨，较上期上涨

3.2元 /吨，涨幅 0.5%。

山西大混（质量较好的混煤，热值 5000大卡）价格为 723.6元 /吨，较上期上涨 3.6元 /

吨，涨幅 0.5%。

山西优混（优质的混煤，热值 5500大卡）价格为 823.6元 /吨，较上期上涨 3.6元 /吨，

涨幅 0.4%。

大同混煤（大同产混煤，热值 5800大卡）价格为 868.3元 /吨，较上期上涨 3.8元 /吨，

涨幅 0.4%。

焦煤（主焦煤，含硫量 <1%）价格为 1860.7元 /吨，较上期上涨 57.1元 /吨，涨幅 3.2%。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4月中旬，无烟煤价格维持小幅上涨走势，焦煤、动力煤价格均

反弹上涨。

此外，4月中旬，全国焦炭（准一级冶金焦）价格 1655.8元 /吨，较上期下跌 28.5 元 /

吨，跌幅 1.7%。

2、一季度能源消费总量同比增长 5.2%，增速比 2023年放缓 0.5个百分点。随着国家大

力支持非化石能源发展政策逐步落实，新能源消费量快速增长，用能结构持续改善，绿色低

办 22届，被山西省政府列为“十四五规划”重点培育的国际品牌展会之一，已发展

成为山西第一大展会、全国煤炭区域性最大品牌展会，在国内外煤炭领域具有一定

的知名度和重要影响力，为煤炭行业技术与装备的提升和智能数字化发展发挥了

重要作用，为山西乃至全国煤炭工业高质量发展和能源安全保障提供强有力的技

术装备支撑。

在展会同期召开的“智能引领 绿色发展大会”上，山西省煤炭工业协会成立

了“绿色开采专业委员会”,同时和矿山充填安全开采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重点实

验室合作，共同成立了“山西矿山安全绿色充填开采联合研究中心”，并举行揭牌仪

式。

本届展会由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山西省能源局、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山西局等

省直有关部门指导，山西省煤炭工业协会主办。

煤电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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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转型步伐加快。初步测算，煤炭消费比重较上年同期下降 1.1个百分点，石油比重下降

0.2个百分点，天然气比重上升 0.5个百分点，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提高 0.8个百分点。

３、2024年 1-3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30.96万亿元，同比增长

2.3%。采矿业主营业务收入 14273.9亿元，同比下降 7.7%，降幅较前两月扩大 0.1个百分点。

其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7703.6亿元，同比下降 18.5%，降幅较前两

月扩大 1.6个百分点；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为 3023.5亿元，同比增长 5.0%；黑色金属矿采选

业为 1445.0亿元，同比增长 33.3%；有色金属矿采选业为 810.9亿元，同比增长 7.0%；非金

属采选业为 804.1亿元，同比下降 1.5%；其他采矿业为 5.5亿元，同比增长 139.1%。

2024年 1-3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15055.3亿元，同比增长 4.3%

（按可比口径计算）。采矿业实现利润总额 2961.7亿元，同比下降 18.5%；制造业实现利润总

额 10172.4亿元，增长 7.9%；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实现利润总额 1921.2亿元，

增长 40.0%。

其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实现利润总额 1526.9亿元，同比下降 33.5%，降幅较前两月扩

大 3.3个百分点；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实现利润总额 1028.2亿元，同比增长 3.8%；黑色金

属矿采选业实现利润总额 171.0亿元，同比增长 103.8%；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实现利润总额

163.0亿元，同比下降 14.9%；非金属采选业实现利润总额 73.5亿元，同比增长 1.8%。

此外，2024年 1-3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发生营业成本 26.38万亿元，增长 2.5%。其中

采矿业营业成本 9378.2亿元，同比下降 2.8%。煤炭开采和洗选业营业成本 5137.1亿元，同

比下降 11.9%。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营业成本 28233.5亿元，同比增长 4.6%。

★据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统计与信息部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 1-3月，排名前 10家企

业原煤产量合计为 5.5亿吨，同比减少 3676万吨，占规模以上企业原煤产量的 49.5%。其

中，国家能源集团 15543万吨，下降 1.1%。

★4月 22日，国家能源局 2023年法治政府建设年度报告。根据报告，2024年法治政府

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扎实推进能源立法。配合做好能源法立法审议工作，开展能源法出台

配套法规和政策预研，为能源法顺利实施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推动将电力法修订列为优

先立法事项。积极推进可再生能源法、煤炭法、石油储备条例、核电管理条例等制定修订。

加快能源法律制度体系建设，扎实推进依法行政，健全行政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推动构

建现代化能源治理体系，为能源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据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 4月 28日消息，国家矿山安监局、应急管理部、国家发展改

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部、财政部、教育部研究制定了《关于深入推进矿山智能化建设

行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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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矿山安全发展的指导意见》并于近日印发。其中明确，到 2026年，建立完整的矿山智能

化标准体系，推进矿山数据融合互通，实现环境智能感知、系统智能联动、重大灾害风险智

能预警，全国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不低于 60%，智能化工作面数量占比不低于 30%，智能化

工作面常态化运行率不低于 80%，煤矿、非煤矿山危险繁重岗位作业智能装备或机器人替

代率分别不低于 30%、20%，全国矿山井下人员减少 10%以上，打造一批单班作业人员不超

50人的智能化矿山。到 2030年，建立完备的矿山智能化技术、装备、管理体系，实现矿山数

据深度融合、共享应用，推动矿山开采作业少人化、无人化，有效防控重大安全风险，矿山本

质安全水平大幅提升。

★山西省应急管理厅、山西省地方煤矿安全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做好 2024年全省煤

矿“一通三防”工作的通知，要求强化企业主体责任落实，深化瓦斯抽采达标精细化管理，强

化通风系统管理，强化煤与瓦斯突出综合防治，强化瓦斯等级鉴定管理，强化防灭火管理，

强化粉尘管理，强化煤矿瓦斯监控系统管理，强化从业人员素质提升。

★煤与煤层气共采全国重点实验室科技成果荣获 2023年度山西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近日，山西省人民政府发布了《关于 2023年度山西省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晋能控股集团

煤与煤层气共采全国重点实验室提交的“煤炭采空区下伏煤层煤层气地面抽采关键技术与

示范”项目荣获 2023年度山西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实验室全面落实国家加快构建清洁低碳

安全高效能源体系重大部署，紧紧围绕山西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重点任务，开展煤与煤

层气共采关键技术研究，推动全省乃至全国煤与煤层气共采领域科技创新工作迈上新台

阶。

★山西日报消息，2024年，山西省财政继续扩大投入，安排数字经济发展领域资金 12

亿元，支持煤炭、煤电、钢铁等传统产业数字发展，着力培育壮大新兴产业，为聚力打造数字

基础设施一流，技术创新能力突出，产业生态体系完善，融合应用成效显著，新技术、新业

态、新模式蓬勃发展的数字经济发展新格局提供有力财政支撑。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 2024年山西省煤炭稳产稳供工作方案，其中提到，全面

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围绕煤炭产业安全高效和绿色智能发展，进一步优化产能

结构，提升先进产能占比，推进煤炭资源接续配置，提高煤炭资源保障能力，加快新增产能

手续办理，依法合规释放先进产能，强化煤炭产量监测调度，全力抓好电煤稳供，在确保安

全生产前提下，2024年全省煤炭产量稳定在 13亿吨左右。

★近日，山西省发改委印发关于完善煤电机组容量电费分摊结算方式的通知。 通知

明确，煤电机组容量电费由外送与省内公平分摊。其中外送分摊部分随山西电网送出省电

费一并收取。按以下原则计算。

外送分摊容量电费总额＝煤电机组跨省跨区外送电量×度电分摊标准。

度电分摊标准＝纳入容量电价范围的全部煤电机组当月考核后容量电费÷纳入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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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价范围的全部煤电机组当月上网电量。

煤电机组跨省跨区外送电量＝省间日前结算电量＋省间日内结算电量＋省间合约结

算电量（转让合约的煤电机组，按转让前合约计算）。

省内分摊部分纳入系统运行费用，随省内全体工商业用户当月用电量（含自备电厂自

发自用电量，余热、余气、余压自备电厂自发自用电量除外）收取，按月发布、滚动清算。按

以下原则计算。

省内分摊容量电费总额＝纳入容量电价范围的全部煤电机组当月考核后容量电费－

外送分摊容量电费总额。

省内工商业用户度电分摊标准＝省内分摊容量电费总额÷省内全体工商业用户当月

用电量（含自备电厂自发自用电量，余热、余气、余压自备电厂自发自用电量除外）。

同时鼓励煤电机组参与跨省跨区交易时，在交易双方充分协商一致情况下，单独约定

履约责任和对应的容量电费计算方式。

★山西装机容量最大的独立混合调频储能电站正式开工。 近日，由中国能建葛洲

坝电力公司承建的山西省装机容量最大，调频能力最强的翼城县 100兆瓦／50.43兆瓦时

独立混合调频储能电站正式开工。该项目位于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北侧约 3千米岳庄村

东南侧、规划建设 100兆瓦／50.43兆瓦时混合储能独立调峰调频储能电站一座、采用飞

轮储能系统＊磷酸铁缰宅池组成，配套建设 220千伏升压站一座，计划于今年 10月完成

设备安装并进入调试阶段、年底建成投产。

★全球首个二代技术直接液化煤制油项目在中国新疆开建。 总投资 1700亿元的

全球首个应用二代技术直接液化煤制油项目近日在新疆开建。该项目计划每年用煤 1420

万吨，产油品超 400万吨。其中，设计直接液化煤制油生产线年产油品 320万吨、间接液化

煤制油生产线年产油品 80万至 100万吨。最终，两种液化方式油品耦合，调制出特种油

品。

★近日，华阳集团与中国联通联合完成全国首个井工矿 RedCap商用测试，成功打造了

RedCap矿用专网的商用解决方案，助力煤矿 5G智能化建设。RedCap是 Reduced Capa-

bility（降低能力）的缩写，也称之为 5G轻量化技术。传统的网络设备通常体积庞大、功耗

高、终端贵，不适合大规模部署和移动应用。而轻量化的 5G网络可以通过减小设备的体积

和功耗，提高设备的便携性和灵活性，降低成本，更好地适应各种应用场景和需求。

★4月 20日，总长超 4公里、载重 3万吨级的货运重载列车，将从我国“西煤东运”第

二大通道———朔黄铁路肃宁北站出发，预计经过 3个多小时的运输后抵达黄骅港站。这是

目前我国铁路编组最长、载重最大的重载列车，成功开行后对提升我国煤炭运输能力及探

索重载技术前沿水平具有重要作用。重载铁路其实就是列车总重大、运量大和运距长的铁

路，主要是用于大型原材料货物运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