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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煤炭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杨昌德 

一、贵州煤炭产业发展的基本情况 

产销量呈下降趋势。2015年产煤下降为1.74亿吨。今年1－8月全省原煤产量完成10600.72万吨，与去年同期11267.95 万吨

相比减少667.23 万吨，同比下降5.92% ，低于全国4.08个百分点。1－8 月全省销售商品煤10363.17万吨，与去年同期11013.43

万吨相比减少650.26 吨， 降幅为5.90% 。1－8月全省煤炭行业完成工业总产值791.31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6.79% ，全

省煤炭行业完成投资193.89 亿元， 与去年同比减少24.24% 。 

二、贵州煤炭产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困难 

（一）煤炭产业发展方式较为粗放 

一是产业结构仍不尽合理。全省单井规模30 万吨以下的小煤矿现有699处，仍占全省煤矿的55% ；企业总规模300万吨以上

的大型煤炭企业集团现有35家，仅占全省煤矿企业集团的30% 。煤矿企业集团化、煤矿开采规模化、机械化占比仍然严重偏低，

煤矿和煤矿企业结构仍不尽合理，煤矿多、小、散的局面仍需调整。二是煤矿规划产能过剩严重。按照贵州煤炭“十三五”规

划，规划产能过剩达7000万吨/年。而且全省长期停建的僵尸企业煤矿达460处，停建煤矿资金占压成本高、社会矛盾多、维稳

压力大。三是煤炭资源综合利用率不高。全省煤矿瓦斯抽采利用率不足35% 、煤矸石综合利用率低于60% ，与国家要求的高浓

度瓦斯和煤矸石全部利用差距明显。四是煤炭深加工产业发展滞后。煤炭产品结构单一，仍以销售原煤为主，洗选比例低，产

业链条短，现代煤化工产业发展滞后，也未形成煤电联营和煤电加下游企业一体化的产业集群。 

（二）煤炭税费成本高 

在税负方面，国家规定煤炭资源税率幅度为2% －10% 。贵州税率为5% ，位列全国第7位，煤矿企业税费负担改革前后基本

持平，税率较周边省份明显偏高，广西、湖南、四川、重庆的税率分别为2.5% 、2.5% 、2.5% 、3% ，河南、河北、安徽等10 余

产煤省份均为2% 。在开采成本方面，贵州每吨煤生产成本平均为330~360 元，而内蒙古和山西等北方煤炭每吨煤生产成本平均

为30~60元。在费用方面，贵州煤炭运输主要依靠公路，但由于高速公路桥隧比例高，通行费用高，煤炭运输成本大。 

（三）煤炭去产能中涉法涉诉较普遍 

随着煤炭企业经营状况不断恶化，兼并重组过程中的债务、违约问题不断累积，部分煤矿企业资金链断裂，主体企业收购

关闭资金不能按时到位，后续资金难以兑现，导致贵州涉法涉诉问题增多，关闭煤矿难度进一步加大。 

三、贵州煤炭产业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一）机遇方面 

1.煤炭在“十三五”及今后相当长时期仍将是我国的主打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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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型工业化、城镇化持续推进，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实现全面小康、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我国能源消费总量还将增加。能源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据测算，煤炭在一次能源生产结构中每下降一个百分

点，非化石能源就需要增长8% 。到2020年和2030年煤炭在一次能源结构中分别占60% 和占50% 以上，这为贵州继续发挥南方煤

炭大省的重要作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2. 国家优化能源开发布局为贵州煤炭建设提供了巨大助力 

国家“十三五”能源发展规划提出，重点建设五大国家综合能源生产基地，这五个基地除了西南基地外，都在北方，贵州

是西南基地的重点。这不仅明确了贵州能源发展需要重点突破的领域，更是贵州煤炭产业发展的巨大助力和政策保障。同时，

《能源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提出，国家对煤炭项目实行“控制东部、稳定中部、开发西部”政策，在京津冀鲁、长

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区域实施煤炭减量替代，到2020年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煤炭消费总量负增长，对电力的需要必然增长，为

贵州发挥“西电东送”煤电基地优势提供了巨大空间。 

3.周边省份煤炭去产能后腾出更大市场空间 

根据国家大型煤炭基地规划，云贵基地作为南方煤炭调出基地，2020年预计调出量为4000万吨，调出量基本上全由贵州承

担。“十二五”期间贵州煤炭调出量占周边省份煤炭供需差的17.8% －28.9% ，根据贵州煤炭“十三五”规划，预计“十三五”

期间，贵州周边五省（市、区）煤炭缺口为2.3 亿吨左右， 预计每年调出量在4000万吨~6000万吨之间。在落实国家煤炭去产

能政策后，周边省份将腾出更大的市场空间。 

（二）挑战方面 

1.我国煤炭产能严重过剩，供大于求的趋势没有根本改变 

今后一个时期，我国能源消费强度将有所回落，煤炭的市场需求很难有绝对增长的空间。2020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预期

在50亿吨标准煤以内，煤炭消费量至多41亿吨。目前，全国各类煤矿产能总规模全部形成有可能超出60亿吨，国内煤炭的市场

空间仅在34亿－36亿吨。 

2.国外进口煤和北煤南下加剧贵州传统煤炭市场的竞争 

一方面，国外进口煤的冲击。自2011年以来，我国煤炭进口每年净进口量超过2亿吨，占国内煤炭消费总量的8% 左右。另

一方面，北煤南下的冲击。贵州煤炭与北方煤炭相比存在安全投入大、开采成本高等问题。随着西北华中运煤通道的建成，晋、

陕、蒙煤炭南下一定程度上影响贵州传统的周边省份煤炭市场。 

3.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加快发展缩小了煤炭的消费空间 

有关研究表明，到2020年、2030年，中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消费比重将分别达到15% 和20% ，届时将有较大数量的煤炭

被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替代。 

四、推动贵州煤炭产业转型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坚定不移去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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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贵州有68处煤矿、产能1035万吨完成关闭，完成国家目标责任书签订2016年度关闭任务的54.56% 。要按照依法淘汰

关闭一批、重组整合一批、减量置换退出一批、依法依规核减一批、延缓开采或通过市场机制淘汰一批的要求，有序退出煤炭

过剩产能。要严格控制新增产能。停止审批新建煤矿项目、新增产能的技术改造项目和产能核增项目；确需新建煤矿的一律实

行减量置换。在建煤矿项目应按一定比例与淘汰落后产能和化解过剩产能挂钩，完成淘汰落后产能和化解过剩产能任务后方可

投产。 

（二）坚定不移推进煤炭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一方面，加快煤炭产业绿色发展。大力推广先采气后采煤和充填开采等技术，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推动煤炭、煤层气

企业对矿业权重叠区域采取兼并、重组和合作等方式，加快综合开发。另一方面，鼓励开展煤炭深加工。支持具有资金、技术、

管理优势的大型化工、建材、电力等企业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控股、参股煤矿主体企业。加快发展煤炭洗选加工，优化

煤炭产品结构。支持重点煤炭生产企业有序发展煤化工产业，发展以煤制烯烃、天然气、乙二醇等现代煤化工产业。 

（三）精准把握煤炭行业的有效产能据调研反映，贵州停产半年以上 

的煤炭企业，要恢复生产需要的时间大概在6个月至12个月。同时，贵州煤炭企业的实际产能平均为设计产能的55% 。因此，

在测算煤炭生产保障能力时，不能以煤炭企业的设计产能为依据，而是要以煤炭企业的有效产能为依据，这就需要精准摸清煤

炭行业的现实产能。建议对贵州每一个煤炭企业两年内的实际产能进行摸底调查，真正整体上把握全省煤炭企业的有效产能，

提高煤炭供应的可靠性，避免发生煤炭供给短缺的现象。 

（四）适时推进贵州煤电联营和煤电联动 

一方面，要贯彻落实国家发改委关于发展煤电联营的指导意见，适时推进贵州煤电联营工作，建立以“市场为主、企业自

愿，统筹规划、流向合理，调整存量、严控增量，互惠互利、风险共担，联营合作、专业经营”的煤电联营机制。另一方面，

在煤电联营未全面实施之前，完善煤电联动机制要以企业自协商为主、政府积极协调为辅，合理确定电煤价格。此外，可考虑

在特殊时期特定区域开展电煤政府指导价试点。 

（五）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在法治环境建设方面，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煤炭产业发展，依法行政、依法监管，当前有关部门要抓紧分类梳理

兼并重组中的涉法涉诉煤矿，帮助涉法涉诉煤矿抓紧结案。在煤炭税费成本落实方面，要认真落实贵州2015年出台的煤炭减负

30条政策，降低煤炭企业税负；加强铁路、水路、矿区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形成多元的煤炭运输方式，降低煤炭运输成本。

建议研究对运煤车辆高速公路通行费实行分时段优惠政策，减轻煤炭企业运输成本，提高高速公路运煤车辆通行率。在财政支

持方面，建议建立贵州煤炭转型升级专项奖补资金，对实行转型升级煤炭的项目进行奖补。在金融支持方面，对具有市场竞争

力的骨干煤炭企业，给予合理信贷支持力度。在风险可控前提下，支持企业以采矿权、应收账款等资产做抵押进行融资，减轻

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严格落实国家严禁银行业金融机构在发放贷款时附加不合理的贷款条件等政策，减轻企业融资贵的问题。 

(作者单位：中共贵州省委政策研究室，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