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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从业人员现状与原因研究 

——以毕节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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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毕节市水务局,贵州 毕节 551700) 

【摘 要】：采取调查统计的方法,对毕节市煤矿从业人员的年龄、从业年限、学历、技术职称等基础信息调查、

统计,结果表明:40-50年龄段人员占 39.84%,30岁以下年龄段人员占总人数 11.01%;工龄在 5年以下人员占 92.01%,

工龄 10年以上人员占 3.97%;大多数人员无任何技术职称,占到总人数 96.5%,高级职称技术人员仅占到 0.6%;中专及

以下学历人员占 41.2%,本科学历人员仅占 19.7%,煤矿从业人员目前普遍存在年龄老化、从业时间短、缺乏一定的

学历背景和技术职称。分析了毕节市煤矿从业人员现状问题的原因,主要有煤矿基础条件差、煤炭产业经济效益波

动大、煤矿从业人员待遇优势不明显三个方面。研究成果对于煤矿监察部门加强煤矿从业人员监督与培训、煤矿企

业针对性优化人力资源配置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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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导致我国煤矿安全生产事故的直接原因中,人为因素所占比例高达 97.67%,而从业人员安全素质低下又是诱发煤矿安全生

产事故的最主要的人为因素。为提高从业人员安全素质,防止和减少伤亡事故,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出台了《煤矿安全

培训规定》,对煤矿安全管理人员、特种作业人员及一般从业人员的学历、安全培训等做了详细规定。结合毕节市煤矿实际,对

煤矿从业人员年龄、从业年限、学历、技术职称等调查、分析,找出毕节市煤矿从业人员结构现阶段存在的问题,对其产生的原

因进行分析,进而采取针对性措施,不断优化煤矿从业人员结构,更好保障煤炭产业安全健康发展。 

1 研究背景 

本次以建立毕节市煤矿安全综合监控平台为契机,为实现对煤矿的动态监管、预警,平台对全市煤矿证照、采掘部署、从业

人员基本情况等情况进行了录入。其中,在从业人员基本情况方面,共录入 1 万余名名从业人员基础信息,统计范围广,涉及煤矿

多,人员数量大,代表性强。 

2 煤矿从业人员调查结果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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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从业人员年龄 

共收回 10931名从业人员年龄信息,各年龄段分布比例如图 1所示。 

 

图 1煤矿从业人员年龄分布图 

由图 1 可以看出,在毕节市煤矿从业人员当中,40-50岁年龄段的人员占 39.84%,30-40岁年龄段人员占 25.94%,50 岁以上人

员占比 23.21%,30岁以下年龄段人员占 11.01%。毕节市煤矿从业人员年龄普遍偏大,40-50岁年龄段人群是煤矿企业生产的主力

军,而 30岁以下从业人员在各个企业分布都较少,青年人员储备明显不足,未来可能会出现人员断档现象。 

2.2从业人员工龄 

根据 10931名煤矿从业人员的工龄数据,绘制了不同工龄段分布比重图,如图 2所示。 

 

图 2煤矿从业人员工龄分布图 

由图 2 可知,工龄 5 年以下的从业人员最多,占到总人数的 92.01%,工龄 5-10 年的从业人员占 4.02%,而工龄 10 年以上人员

占到总人数的 3.97%。大多数人员从业时间不足 5 年,从业人员资历普遍较轻,存在着严重的不愿长期从事煤矿工作的现象,有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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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的煤矿从业人员流失十分严重。 

2.3从业人员技术职称 

按照贵州省技术职称分类,工程技术人员的技术职称主要有高级工程师(简称高级职称)、工程师(简称中级职称)、助理工程

师(简称初级职称)。对 10931名从业人员的技术职称统计信息进行统计分类,各职称比例段人数分布如图 3所示。 

在 10834名煤矿从业人员当中,无技术职称人员最多,占总人数的 96.5%,而高级职称占比 0.6%,中级职称占比 1.6%,初级职称

占比 1.4%。单从技术职称情况看,全市煤矿从业人员专业技术水平较低。 

2.4从业人员学历 

对 3405名煤矿从业技术人员的学历信息进行统计分类,不同学历层次人数分布如图 4所示。 

 

图 3煤矿从业人员技术职称分布 

 

图 4煤矿从业人员技术职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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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科学历 670名,占比 19.7%,专科学历 1331名,占比 39.1%,中专及以下占比 41.2%。专业技术人员学历偏低。从从业人

员学历组成来看,全市煤矿从业人员学历普遍偏低,接受继续教育的程度较低。 

3 煤矿从业人员现状原因分析 

毕节市煤矿从业人员总体现状不容乐观,多数煤矿企业缺少具有一定学历层次、技术职称的工作人员,现今从业人员从业工

龄短、有老龄化趋势,以下从不同角度对这一问题的原因进行剖析。 

3.1煤矿基础条件相对较差 

毕节地区煤层赋存条件复杂,相对于我国其他矿区,瓦斯灾害更为严重,且多是民营煤炭企业经营生产,单井规模偏小,机械

化开采主要集中在国有煤矿和经济效益较好的私营煤矿。 

煤矿的基础条件决定了从业人员的基本结构。由于矿井数量众多、机械化水平较低,采掘生产活动就需要更多的从业人员。

同时由于山区丘陵地形特点,煤矿分布范围广、地理位置较偏僻,这对技术人员的吸引力低,从业人员多为当地农民工。据统计,

全市煤矿一线从业人员在农民占比达 84.89%,从业人员流动性大,从业年限短。 

3.2煤炭产业经济效益波动大 

2014-2016 年间,全国煤炭滞销严重,毕节市大量煤矿在此期间停产、关闭。在这期间,大量有经验的从业人员开始离开煤炭

行业,造成技术人员流失。受这一经济形势的影响,高校涉煤类毕业生就业开始出现困境,很多大学生对煤炭行业望而却步,这是

现阶段从业人员年龄结构不合理的一项重要原因。以在毕节市本科高校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为例,在 2014-2016年期间涉煤专

业招生人数大幅下降),随着近几年煤炭形势好转,涉煤专业招生人数也逐渐增多(图 5)。 

 

图 5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近年涉煤专业招生情况图 

通过对毕节市煤矿企业人才需求情况统计,2019 年全市 135 处煤矿计划招聘专业技术人员一千余人,在全市煤矿专业技术人

员总量短缺的情况下,贵州省高等院校相关毕业生的数量也远远满足不了需求。 

3.3煤矿从业人员待遇优势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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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对市内 135处煤矿专业技术人员工资待遇统计,采矿技术人员月平均工资 5822元,机电技术人员月平均工资 6056元,通风

技术人员月平均工资 6247元,地测技术人员月平均工资 6095元;在采掘工作面一线从业人员中,采煤工人平均工资最高,约为 300

元/班,其他辅助工种月工资多在 5000-8000元之间。而目前,我国 17-35岁的青年大学毕业生的月平均工资已达到 41820元。煤

炭开采作为高危行业,其从业人员工资待遇较其它行业优势不明显,大学毕业生、青年农民工不愿从事煤炭行业现象越来越突出。 

4 结论 

(1)对毕节市煤矿从业人员调查结果表明:40-50年龄段人员占 39.84%,30岁以下年龄段人员占总人数 11.01%;工龄在 5年以

下人员占 92.01%,工龄 10 年以上人员占 3.97%;大多数人员无任何技术职称,占到总人数 96.5%,高级职称技术人员仅占到 0.6%;

中专及以下学历人员占 41.2%,本科学历人员仅占 19.7%。 

(2)毕节市煤矿企业的从业人员现状具有以下特点:青年人员储备明显不足,缺乏具有一定学历和专业背景从业人员,尤其是

技术职称人员严重匮乏,而且大多数从业人员从业时间短、经验不足。 

(3)毕节市煤矿从业人员现状问题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三方面:煤矿基础条件差、煤炭产业经济效益波动大、煤矿从业人员待

遇优势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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