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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季，我国部分地区出现了

长时间的罕见高温天气。根据中央气

象台的通报，从7月下旬到8月中旬，

本轮高温天气强度已经达到中国有完

整气象记录以来（1961年以来）最

强，社会生产生活用能需求也随之飙

升。作为重要的煤炭生产基地，内蒙

古自治区（以下简称“内蒙古”）也

在加大煤炭开采马力。当下，内蒙古

煤炭外送的重要枢纽——呼和浩特南

站正在以日均40万吨的运输量向东

北、华北等地区输送原煤，以保障全

国的能源供应安全。

根据内蒙古能源局的数据，今年

上半年，内蒙古全区的煤炭产量约6亿

吨，同比增长约21%，全区煤炭日均产

量已连续9个月突破300万吨；全区煤

炭销量约5.9亿吨，同比增长约19%。

作为我国重要的能源和战略资源

基地，内蒙古拥有丰富的煤炭资源，

在过去几十年中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

了重要动力，也为社会的安全平稳运

行提供了坚实保障。但“双碳”背景

下，相较其他风、光资源型省份，因

煤而兴的内蒙古也面临着更为艰难的

能源转型路径。那么，保产能和绿色

转型如何两全？

去“两高”项目， 提能效
“十三五”期间，我国煤炭生产

重心从传统的东北、京津冀、华东、中

南、西南等地区加速向资源禀赋好、生

作为我国重要的煤炭生产基地，一直以来，内蒙古承担着全国能

源的保供重任。但“双碳”背景下，相较其他风、光资源型省

份，因煤而兴的内蒙古也面临着更为艰难的能源转型路径。那

么，保产能和绿色转型如何两全？

产条件好的晋陕蒙三省（自治区）转

移。目前内蒙古外输煤炭主要供应东

北、华北、华中以及沿海等地区。

根 据 内 蒙 古 能 源 局 的 数 据 ，

“十三五”期间，内蒙古累计生产煤

炭48.5亿吨，近60%的煤炭供应到全国

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占全国

跨省交易量的1/3。除了以原煤形式向

我国其他省区“输血”外，内蒙古的

煤炭还以煤电形式外送到10个省份。

“十三五”期间，3直2交5条特高压输

电通道在内蒙古区域内建成投运，新

增输电能力4400万千瓦；全区年外送

电量由2015年的1396亿千瓦时增长到

2070亿千瓦时。电力保障战略地位进一

步凸显。

内蒙古煤炭产业转型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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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支柱产业，煤炭消费在内蒙

古能源结构中的占比高达80%，但煤

炭生产和消费的过快增长也导致内蒙

古在“十三五”期间未能完成能源消

费总量控制指标。2021年2月，国家

发展改革委公布各省份2019年年度

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双控”考核结

果，内蒙古因未完成“双控”考核指

标被通报批评。究其原因，与内蒙古

的工业结构密不可分。

近年来，钢铁、煤化工、火电和

有色金属等行业一直在内蒙古的工业

结构中占据半壁江山，这些产业的发

展是内蒙古区域煤炭消费量增加的主

要原因，其中，煤电所消费的煤炭

量常年稳定在当地煤炭消费总量的

50%～60%。同时，这些高耗能产业

也兼具高碳排放的特征。因此，为重

点耗煤行业设定清晰科学的绿色转型

路径，是推动内蒙古煤炭行业整体绿

色转型的重要保障。

遏制“两高”项目盲目上马，是

内蒙古实施减煤降碳的第一步。

2021年3月，内蒙古发展改革

委、工信厅、能源局印发了《关于确

保完成“十四五”能耗双控目标若干

内蒙古鄂尔多斯，工作人员在伊金霍洛旗天
骄绿能50万千瓦采煤沉陷区生态治理光伏发
电示范项目区里进行绿化作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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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措施》，其中提到要控制高耗能

行业产能规模。从2021年起，不再

审批焦炭（兰炭）、电石、聚氯乙烯

（PVC）、合成氨（尿素）、甲醇、

乙二醇、烧碱、纯碱（《西部地区鼓

励类产业目录（2020年本）》中内蒙

古鼓励类项目除外）、磷铵、黄磷、

水泥（熟料）、平板玻璃、超高功率

以下石墨电极、钢铁（已进入产能置

换公示阶段的，按国家规定执行）、

铁合金、电解铝、氧化铝（高铝粉煤

灰提取氧化铝除外）、蓝宝石、无下

游转化的多晶硅、单晶硅等新增产能

项目，确有必要建设的，须在区内实

施产能和能耗减量置换。除国家规划

布局和自治区延链补链的现代煤化工

项目外，“十四五”期间原则上不再

审批新的现代煤化工项目。数据中心

这一高耗能项目也开始被管控，并严

禁新建虚拟货币挖矿项目。

截至2021年三季度，内蒙古停建

不符合条件的“两高”项目58个，缩

减建设规模的“两高”项目22个，压减

“十四五”新增能耗6400万吨标准煤。

在遏制高耗能、高排放和低水平

项目盲目发展的同时，对于已经存在

的高耗能项目或产业，内蒙古也在从

煤炭产业的供给侧和消费侧入手，推

动节能降碳。

在供给侧，首先是优化煤矿区域

布局。内蒙古提出提升鄂尔多斯煤炭

产能，稳定呼伦贝尔、通辽、赤峰、

锡林郭勒盟等地区煤炭产能，推进乌

海地区煤炭资源整合，优化开采布

局、科学合理开发。根据市场需求，

适时启动新建、扩建一批大型、特大

型现代化煤矿，核增具备条件煤矿

的产能。《内蒙古自治区煤炭工业

发展“十四五”规划》明确指出，

“十四五”期间，严格新建和改扩建

煤矿准入标准，新建井工煤矿原则上

产能不低于300万吨/年，改扩建煤矿

改扩建后产能不低于120万吨/年。

其次，随着智能化技术的发展，

数字化也开始为煤炭产业赋能。目

前，内蒙古启动实施了“5G+智慧矿

山燎原计划”，建设“5G+智慧矿山

示范基地”和“5G+无人矿卡联合实

验室”；鄂尔多斯宝利煤矿、通辽霍

煤集团南露天矿、锡盟白音华二号矿

等露天煤矿开展了无人驾驶卡车工业

性试验；通辽扎哈淖尔露天矿成功部

署5G基站组网应用，准格尔旗麻地梁

煤矿已建成基于5G 应用的智能矿山。

“十三五”期间，内蒙古共建成智能

化采煤工作面40个、智能化掘进工作

面9个，提高了煤矿开采的安全性和生

产效率。

在消费侧，一是加大煤炭的清洁

高效利用，提高煤炭就地转化率和精

深加工度；加快推进存量煤电机组节

能改造，持续降低发电煤耗；加快现

有煤化工项目升级改造，推动煤制

油、煤制烯烃、煤制乙二醇等产业链

向下游延伸，产品向高端专业化学

品、化工新材料方向延伸，提高附加

值；推进煤炭分级分质梯级利用，开

展褐煤、低阶煤制氢和热解综合利用

工业化示范。二是引入低碳工艺和循

环经济措施，提升已有产能的能源效

率与技术水平。例如钢铁行业，内蒙

古通过电炉冶炼和熔融还原，以及氢

冶金技术改进目前的生产技术，大幅

减少了钢铁冶炼过程中的焦炭使用。

“十三五”期间，通过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持续推进，内蒙古煤炭产业

累计退出产能0.69亿吨，新增优质产

能1.6亿吨/年；单矿平均产能达到259

万吨/年，较2015年提高32个百分点，

大型煤矿规模占煤矿总产能的89.3%，

较2015年提高4.2个百分点。

在推动煤炭产业转型升级的同

时，内蒙古也在探索废弃煤矿的重生

之路，而这也是我国煤炭资源型省份

“去产能”后普遍面临的问题。

新能源激活老矿区
“十三五”期间，我国煤炭行业

结构不断优化，淘汰退出煤矿多达

5464处。从目前废弃煤矿矿区所处位

置来看，不少地方适合发展光伏或者

风电等可再生能源。因此，探索和推

广将废弃煤矿矿区的生态修复与可再

生能源开发利用相结合，不仅可以激

励煤矿开发经营者开展废弃煤矿矿区

的生态修复，同时又能将废弃矿区资

源变废为宝，为国家可再生能源的开

发利用提供广阔的空间载体。

早在2014年9月，国家能源局就

发布了《关于进一步落实分布式光伏

发电有关政策的通知》，其中就提到

因地制宜利用废弃土地、荒山荒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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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大棚、滩涂、鱼塘、湖泊等建设

就地消纳的分布式光伏电站。2021年

8月，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发布的《关

于2021年风电、光伏发电开发建设有

关事项的通知》中也明确，集中式风

电、光伏发电保障性并网项目建设，

要重点在荒漠地区、边境沿线、采煤

沉陷区、露天煤矿排土场等地进行统

一规划、有序开展、分步实施。

位于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境内

的布尔台煤矿采煤沉陷区就是这样一

个利用“生态 + 光伏”让废弃煤矿焕

发新生的示范样板。

布尔台采煤沉陷区“生态 + 光

伏”示范基地生态治理区总面积为 4 

万亩，其中1.5万亩生态治理区位于规

划区内的林地和光伏板阵间，2.5万亩

生态产业区位于光伏板下和光伏板阵

间，按“林光互补”和“农光互补”

的模式种植饲料灌草，光伏发电整机

装机容量达50万千瓦。截至2021年12

月底，光伏发电示范项目全部建成，

已实现首期并网发电，年均发电量约9

亿千瓦时。

这种“生态治理 + 光伏产业 +X”

的生态治理新模式，不仅实现了土地

退化的治理，还推动了生态惠民与清

洁能源减排双行。据统计，在该模式

下，种植饲料灌草的年总产值约2788

万元，为当地居民带来了实际经济收

益；光伏板的清洗和维护等工作直接

带动了固定就业岗位300～500个，帮

助周边农牧民1200人实现产业增收。

不过，该模式想要在我国矿区大

范围复制和推广还存在一些挑战。一

是生态修复以及光伏项目构建成本较

高，项目内部收益率较低，成本回收

时间长且收效不稳定，此类项目承包

商多为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难以承

接，很难形成大规模的推广。二是市

场化交易价格低，由于清洁能源并入

局部电网并不顺畅、终端清洁电力消

纳能力缺乏，导致保障收购小时数与

保障收购小时之外上网电价均较低，

制约光伏项目发展。三是土地生态性

质限制，光伏项目自身对于土地面积

的要求较高，同时在生态修复及光伏

项目建设的过程中，需要考虑区域环

境的适宜性，但土地性质在不同区域

的定义有所差异且在生态修复的过程

中也会转变，会导致用地情况与统计

情况不符的情形发生，给光伏项目推

广带来较大限制。

尽管还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但

不可否认的是，光伏等新能源正在成

为盘活废弃煤矿矿区的重要抓手。

矿区之外亦如此。

当下，以风电、光伏为主的可再

生能源正成为内蒙古能源供给体系的

新名片。2021～2022年，内蒙古阿拉

善盟、锡林郭勒盟和乌兰察布等多地

市纷纷入选了国家第一、二批大型风

电、光伏基地建设名单，一座绿色新

区正在拔地而起。

截至6月底，内蒙古新能源装机

容量达到5653万千瓦，占电源总装机

容量的36%，较去年同期提高了0.8

个百分点；上半年内蒙古新能源发电

量为65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8%，

占总发电量的21.2%。根据内蒙古能

源“十四五”规划，到2025年，内

蒙古将在全国建成以新能源为主体的

能源供给体系，新能源装机容量将

达到1.35亿千瓦以上，装机占比超过

50%，年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左右。

（作者供职于自然资源保护协会）

内蒙古重点耗煤行业煤炭控制潜力分析

数据来源：《内蒙古煤炭生产和消费绿色转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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