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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产业的环境保护问题及建议

闫 楠

（国电科技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100039）

【摘  要】  从煤炭产业所面临的产能过剩、环境污染和开发布局不合理的困境出发，说明了煤炭行业环境污染
产生的途径和污染源，从经济成本、健康损失和国际影响力、竞争力方面阐释了煤炭产业绿色发展
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并讨论了煤炭产业绿色发展转型的三点政策建议：研
发绿色开采技术、推广煤炭清洁利用技术、优化煤炭产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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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内外“去煤化”舆论盛行，在国外，英

国、法国、加拿大等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成立了国际性反

煤组织——弃用煤炭发电联盟；在国内，伴随着雾霾现

象，部分地区甚至脱离实际地采取“一刀切”的限煤措

施，对人民生活和煤炭产业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习近

平总书记曾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指出“大力

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这才是我国确保能源安全、建

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现实

和明智的选择。

随着供给侧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入，我国能源经济呈

现市场回暖、结构趋优、效益和动力兼备的良好势头。

其中，煤炭消费占一次能源的比例自 2011 年达到 70.2%
的最高点后，连续六年持续下降，2017 年煤炭消费占

能源消费总量的比例下降到 60.4% ①左右，能源消费结

构明显优化，新能源消费比例正逐渐上升，标志着我国

经济增长已经与煤炭消费增长脱钩 [1]；煤炭消费总量也

在 2014 年达到拐点 27.93 亿 t 后逐年下降，但煤炭开采

和洗选业利润额在 2016 年和 2017 年分别实现 223.6%、

290.5% 的增长②，煤炭市场正逐渐回暖，迎来经济增长

的新势头。总体上，我国煤炭行业去产能进程取得显著

成就，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布局优化取得积极进展，煤

炭清洁高效利用的成效也得到进一步显现，2017 年全国

单位国民生产总值能耗下降 3.7%，节能降耗也取得了突

出成就，我国能源经济和结构总体上向好发展。

但煤炭产业的改革仍需要漫长而艰巨的过程，不能

一蹴而就，也不能浅尝辄止，产能过剩的问题仍没有从

根本上得到解决，煤电等产业链条中下游产业间发展不

平衡尤为突出，煤炭开采、运输和利用产业所带来的环

境污染依旧明显，不但治污过程中产生经济损失，对人

民的健康危害也同样造成生命财产的威胁，资源开发布

局不科学、技术不成熟、参差不齐均为限制煤炭产业绿

色、清洁、低碳和可持续发展的因素。

因此，对煤炭产业的结构改革和技术优化，需要进一

步政策推进，以实现经济转型和生产模式开放式循环，由

传统的劳动和资源密集型煤炭产业，向清洁高效和技术创

新型的智能化煤炭生产加工产业转变，而非盲目地“去煤

化”。坚持对煤炭产业深化改革，无论对我国经济长远发

展，还是对生态环境的改善，均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1  煤炭产业环境保护现实意义

1.1  煤炭产业污染主要来源

煤炭产业对环境的污染主要产生于三个环节，即开

采、运输和加工利用环节，主要污染物和引发的环境问题

如表 1 所示。其中，煤炭开采过程中除造成矿区生态破坏

外，开采中飞扬的烟尘和煤尘会威胁一线工人的身体健

康，地下水资源和周边农田污染更为矿区附近居民的健康

带来隐患；而中西地区的煤炭产区与消费地区所在的东部

沿海工业城市距离较远，故运输污染也是煤炭产业干预生

态环境的一环；煤炭电力、化工利用对于环境的污染是毋

庸置疑的，燃烧所排放的二氧化硫气体作为典型环境污染

物，严重影响农业生产、人民生活，煤烟污染又会诱发、

提高呼吸道疾病的患病率，威胁居民人身财产安全。这三

大基本环境污染产生途径中，煤炭开采和煤炭电力、化工

利用方面的污染是煤炭产业的主要污染源，也是可以通过

清洁生产和利用技术的研发显著缓解的。 

1.2  煤炭产业绿色发展的现实意义

煤炭产业发展与生态平衡之间存在明显的矛盾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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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煤炭丰富的资源储备和低廉的成本的情况，决定了煤

炭产业在中国能源利用结构中的主体地位，因此，在煤

炭产业和生态文明间寻找平衡点，需要明确煤炭产业绿

色发展的现实意义。

1.2.1  降低经济和健康成本

煤炭燃烧不可避免会产生二氧化硫气体和烟尘等污

染物，据统计，1kg 二氧化硫对建筑物、生态环境等方

面的损害，所造成的经济成本约为 20 000 元，每年由于

二氧化硫污染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可计数。而如果对二

氧化硫排放进行治理，按照每燃烧 1t 高硫煤会产生 25kg
二氧化硫计算，每千克二氧化硫的治污成本约合 2 元钱，

那么将产生 50 元治污成本，每处理 1t 二氧化硫废气将

造成约 2 000 元经济损失，远低于不处理二氧化硫废气

所带来的经济成本。但是，按照现有的国家排污费标准

来看，2017 年《排污费征收标准管理办法》中规定，每

一污染当量征收标准为 0.7 元，远低于治污所需成本，

企业也根本没有改善污染治理和研发绿色生产技术的积

极性，有碍于煤炭产业环境治理的效率和进度。

此外，煤炭燃烧所产生的煤烟，也就是生成的烟气中的

固体颗粒物，会对人的身体健康产生威胁，而 1t 颗粒物将

会造成 9 960～21 580 元的健康损失，每年因为吸入颗粒物

所带来的健康损失，仍远高于污染处理成本，故而煤炭产业

绿色发展从宏观角度来看，是完全符合国家和民众利益的。

而在微观企业层面，要想鼓励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行为，需要

政府调控和市场监督双管齐下，共同引导企业技术应用。

1.2.2  增强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

我国煤炭生产量、消费量均居于世界首位，巨大的

经济体量、人口规模和能源消耗量更是处于世界前列，

在全球环境治理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理应承担相

应的环境保护责任和义务。在 2015 年巴黎气候大会上，

我国做出将在 2030 年单位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比

2005 年下降 60%～65% 的承诺，并表态非化石能源消

费比重将达到一次能源占比 20% 左右。为实现上述节能

减排目标，我国必须要在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和废气排放

处理方面采取行动，改变煤炭在能源消费中的主体地位，

逐步推进新能源的研发和普及，兑现我国对国际社会的

减排承诺。而逐渐被设置和提高的绿色贸易壁垒，正成

为限制国际竞争力的又一利器。要在世界贸易竞争中获

得各国的广泛认同并获得一席之地，绿色生产技术是提

高煤炭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标准。

2  煤炭产业绿色发展的建议

2.1  研发绿色开采技术

现阶段我国煤炭行业开采过程中所产生的污染和浪

费现象十分严重，是制约我国煤炭产业生态发展的重要因

素，政府和企业宜研发煤炭绿色开采技术从源头降污，降

低开采为煤炭矿区所带来的生态环境威胁。采取“绿色开

采为基础，精准开采为辅助，总量控制为导向”[2] 的战略

布局，开采满足安全、技术、经济和环境要求的绿色煤炭

资源，并按袁亮院士对煤炭精准开采的科学构想 [3]，将互

联网技术和智能设备引入传统采矿业，通过物联网、大数

据和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对矿山实现数字化、可视化和

智能化的管理 [4]，以实现清洁、高效的绿色开采并防控灾

害，最大限度地减少煤炭开采所带来的生态失衡问题。

在此基础上，需要加强基础设备、关键技术的研发

工作，建立绿色煤炭精准开采的国家级研究平台，鼓励

煤炭企业、高等院校和研究平台合作研究，为煤炭绿色

精准开采提供技术和人才支持。政府可以通过颁布煤炭

精准开采技术税收优惠政策，激励企业研发清洁、高效、

绿色、智能的煤炭开采技术，并建立国家级煤炭精准开

采工程示范基地 [5]，扶持区域展开精准开采、智能化开

采的工作，实现科学闭坑与灾害防治、生态环境美化恢

复的全生命周期的可持续发展。

2.2  推广煤炭清洁利用技术

从煤炭绿色利用技术普及方面，也可实现能源损耗

和污染降低的目的。目前相关煤炭专项利用产业的资源

利用效率低，清洁煤生产利用工艺应用并不普遍，大中

小企业基础加工设备水平参差不齐，对环境污染监测难

度较大且效率不高，源头降污对于煤炭加工产业转型迫

在眉睫。要实现煤炭高效集约化、多元化、绿色化利用，

必须推广煤炭清洁利用技术，可依赖直接燃烧煤炭过程

中的洁净技术，从煤炭选洗、型煤加工和水煤浆等燃烧

前净化加工技术，到流化床净化燃烧，再到脱硫脱硝等

燃烧后净化处理技术，将燃烧前、燃烧中和燃烧后三个

环节产生的污染最大限度地降低；也可以发展战略性新

型产业煤制油工艺，对传统煤化工进行技术升级改造，

成为高端煤化工产业，实现低污染甚至“零污染”的战

略目标，但受较高的技术门槛和资金投入的限制，煤制油

产业亏损状态一时难以扭转，目前仍处于示范项目阶段。

建议政府对煤炭利用效率低、高污染的企业出台相

表1  煤炭开采、运输和利用过程中产生的主要污染物和环境问题

污染来源 煤炭开采 煤炭运输 加工利用

主要污染物
烟尘、尾煤、煤尘、炉渣、瓦斯、矸石堆放、废水、矸石

自燃（二氧化硫、一氧化碳、二氧化碳）、噪声
煤尘

废渣、废水、烟尘、二氧化硫、二氧化碳、

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噪声

环境问题
矿区大气污染、水资源短缺和污染、水土流失、土壤沙

化、地面塌陷、噪声污染
农业污染

酸雨、温室效应、农业污染、大气污染噪声

污染、水资源污染

影响地区 晋陕蒙宁甘区、华东区、东北区、华南区、新青区 铁路沿线为主 东部地区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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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处罚性政策，通过环境规制 [6, 7] 或市场竞争手段，督

促企业创新研发和进行相关技术引入，将煤炭化工产业

由资源消耗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提升煤炭资源清洁生

产的利用效率，缓解产业污染强度较大的现状，提高煤

炭产业整体生态效率。另外，对清洁煤利用技术产业，

建议政府出台相关保护性政策，通过减免燃油税等税收

优惠，缓解煤制油企业亏损现状，保障产业健康发展。

2.3  优化煤炭产业结构

煤炭行业作为供给侧改革的重点产业领域，长期内

规模溢出效率正逐渐下降，要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需

要对煤炭产业进行兼并重组，“关停并转”高污染、低效

率的不合格中小企业 [8]，并以股份制形式建设大型煤炭

集团，在提高煤炭产业集中度的同时，整体的技术水平

和资产基础均有一定的提升，先进的产能得到进一步的

释放。但转型仍需漫长、逐步的进展过程，不能急于求

成，短期内仍需从环境管制方面加快煤炭清洁利用技术

的推广，降低其所带来的环境污染的危害。

此外，在优化产业结构的过程中，需要对进入煤炭市

场的企业设置低碳准入门槛，建立公开、透明的市场进入

条件，规定相关企业的最低规模标准和技术水平要求，并

制定煤炭行业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以限制效率低、技术差、

地质条件复杂的煤炭企业，通过市场调控调动行业内竞争

的积极性，监督企业生产和生活行为，减少“批小建大，

未批先建”的违规行为；而对退出煤炭行业的企业，应逐

步完善市场退出机制，政策上支持退出市场的煤炭企业职

工的安置和分流问题，逐步解决煤炭行业近百万的冗余劳

动力权益保障问题，减少遗留问题和后续投入，减轻国家

长期负担 [9]，同时，政府需要健全产权交易机制，解决市

场退出壁垒较高的现状，并对不同类型的企业，提出差异

性的退出政策，逐步地有计划地解决煤炭产业转型问题。

3  结论与启示

加强顶层设计，为煤炭“正名”。界定清洁能源，应

该只论排放，不问出身。站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稳定供

应的战略高度，在发展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的同时，充

分发挥煤炭资源丰富性、经济性、可洁净性和保障程度

高的优势，全面推进安全高效绿色智能化开采和清洁高

效低碳集约化利用，这是构建我国清洁高效安全可持续

的现代能源体系的立足点和首要任务 [10]。煤炭产业作为

能源消费结构的主体，通过传统方式进行地开采、运输

和利用产生的废气、烟尘、粉尘等污染物将严重影响人

民生活质量，造成的水土污染和流失更使矿区产地生态

严重失衡，产量带动经济的模式下，是以生态系统破坏

和人民健康损害为代价的。无论是从经济成本、健康损

失，还是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要求来说，煤炭产业绿

色发展都十分必要。由此，秉承着“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煤炭产业绿色化、低碳化、

高效化转型迫在眉睫。

其中，煤炭产业绿色发展的重点在于生产和利用技

术的创新，从传统劳动密集型生产模式向创新驱动的新

科技煤炭集团转变，由自我闭路的循环生产模式深化为

原煤深加工产业链的开放式循环生产，加强智能矿山建

设并推广煤炭清洁利用技术，实现煤炭产业的绿色化、

智能化、高效集约化应用。所以，政府需要在政策上探

求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的方式，利用立法手段规范企业行

为，利用市场机制监督企业生产，基于环境治理倒逼能

源消费结构转变 [11]，鼓励企业兼并重组扩大固定资产规

模，为产业绿色技术研发营造良好政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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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ssues and Suggestions of China’s Coal Industry
YAN Nan 

( Guodian Technology & Environmental Group Corporation Limited, Beijing 100039, China )

Abstract: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predicament of overcapacity,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unreasonable arrangements of China’s coal industry and explains the 
source and process of pollution related. Furthermore, the importance and necessity of green development of coal industry are illustrated from the aspects of economic 
cost, health loss,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and competitiveness. Based on this, it proposes three policy suggestions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al industry in China are 
proposed, involving the R&D of green mining technologies, promotion of clean coal utilization technologies and optimization of coal industry structure.
Keywords: coal industry;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green produc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