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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发展循环经济、实现资源节约利用是煤炭工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
径。本文结合宁夏煤炭工业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从循环经济的三个层面，提出了
宁夏煤炭工业发展循环经济的对策，为当地经济的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    循环经济；煤炭工业；宁夏  

        

循环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面临资源和环境压力的形式下，按照“减量化、再利用、再
循环”的3R原则，以最低的资源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产出和最少的污染排放，实现
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相统一的经济活动过程。煤炭工业是宁夏的主要能源工业，对
宁夏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尤为重要。由于过去片面追求煤炭产量而造成资源得不到充
分利用，同时由于开采、洗选、加工、运输、使用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没有得到科学
利用和处理，导致环境污染严重。循环经济已成为宁夏煤炭工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宁夏煤炭工业发展现状  

宁夏是全国富煤省（区）之一，境内含煤面积1 .17万km 2。煤炭资源集中于贺兰
山、灵盐台地、香山及固原县与彭阳线交界地区，按地理位置可分为四个含煤区：贺
兰山含煤区、宁东含煤区、香山含煤区和固原含煤区。截止2002年底，累计探明储量
为31 3 .6亿吨［1］，列全国第六；保有储量为308亿吨。垂深2000m以上的累计探明
储量及预测远景储量为2027亿吨，仅次于新疆、内蒙、山西、陕西、贵州等省区，居
全国第六位。  

宁夏煤炭不仅资源丰富，而且煤种齐全、煤质优良。在全国14大类煤种中，宁夏有11
种，其中：无烟煤、主焦煤和不粘结煤为宁夏优势煤种。汝箕沟矿区生产的太西煤质
量居全国之首。灵武矿区生产的不粘结煤具有低灰、特低硫、低磷、中发热量、热稳
定性高和化学活性好等特点，被誉为“环保煤”。宁夏各煤田的煤层一般埋藏较浅，
且多分布于山区、荒漠，不占耕地，便于开发和合理布局。另外，地质构造简单，开
采技术条件较好。  

宁夏煤炭工业起步于1956年。改革开放以来，宁夏煤炭工业得到了长足发展。1 998年
到20 00年，宁夏煤炭工业的发展也和其他省区一样，陷入了亏损的困境。近年来，在
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下，宁夏煤炭工业坚持以发展为中心，以结构调整为主线，
通过实施总量调控、关井压产、淘汰落后的生产能力、取缔和关闭小煤矿和企业改制
等一系列工作，从2 001年开始，煤炭工业整体经济效益逐步回升，到2002年末全行业
实现整体扭亏增盈。目前，全区有各类煤炭生产矿点121处，其中3万 t /a以上能力的矿
井30处，核定生产能力为1338万 t /a，基本形成了以勘探设计、煤炭生产、加工利用等
协调发展的煤炭工业体系。先后建成了石嘴山、石炭井、灵武、汝箕沟、王洼等矿区
和宁夏煤业集团，其中，王洼煤矿和宁夏煤业集团为国有重点煤矿，核定生产能力为
12 39万 t /a。200 2年宁夏原煤产量1818万吨［2］，其中国有重点煤矿1574万吨，占
全区总产量的86 .58%。煤炭工业完成工业总产值21 .4亿元，增加值13 .65亿元，销售
收入25亿元，实现利税2 .1亿元，出口创汇1622万美元。  

宁夏煤矿资源回收率达到50%。已建成太西洗煤厂、大武口洗煤厂和西大滩洗煤厂
等，并对现有洗煤厂进行了技改扩能，2005年国有重点煤矿原煤入洗率达到8 0％以
上，但地方及乡镇煤矿洗选率不足30%。宁夏焦化工业基础比较薄弱，最早于197 5年
投产，目前有宁夏焦化厂和石嘴山焦化厂［3］，年产冶金焦20万吨以上。宁夏大小
活性炭厂家达到6 0家，生产能力达到5万吨。以太西无烟煤生产的活性炭微孔发达，
碘值800~1050mg/g，四氯化碳吸附率5 0 ~ 7 0 %，强度大于90%，灰分6 ~ 1 5 %。  

   二、宁夏煤炭工业存在的问题  

1、开采技术落后。宁夏煤矿采煤机械化率仅为35 .6％，全员效率仅为2 .84吨 /工，与
全国平均水平和其他煤炭省区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乡镇煤矿的科技含量和技术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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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更低。地方小煤窑普遍存在开采方法落后、支护手段简单等问题，甚至有的小煤
窑仍采用人拉肩扛、手镐刨煤的原始生产作业方式。  

2、煤炭深加工能力弱，产品单一。区属国有重点煤矿非煤产业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不足
30％［4］。煤炭产品深加工和精加工不足，产业链短，附加值低，多数煤炭企业以
销售原煤为主。煤化工、煤液化、煤层气开发利用等项目进展缓慢，煤炭产品没能合
理开发利用，煤炭工业循环经济的理念还只停留在工业经济的层面上，如：煤焦化、
煤电、煤化工等，而在与生态农业、有机农业联系的研究及应用方面还是空白。  

3、缺乏规模优势。与全国相比，宁夏属产煤小省行列，在全国27个产煤省份中居20
位左右。宁夏煤矿企业规模较小，区属以上煤矿企业的合计产量不抵产煤大省一个矿
务局的生产能力。产业集中度低，生产效率低下，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很大。目
前，全区有各类煤炭生产矿点121处，核定生产能力为1338万 t /a，其中，年产煤量3
万吨以上的矿井只有30处。在121处生产矿点中，市、县煤矿43处，总核定生产能力
仅99万 t /a；乡镇煤矿数量高达61处，但原煤产量仅占全区总产量的4 .73％。  

4、经营管理体制不合理。长期以来，计划经济体制所形成的思维与行为模式，依然影
响着煤炭企业的管理制度，无论自身体制的转轨还是思想观念的转变都跟不上市场的
变化。国有重点煤矿虽然进行了公司制改造，但仍然是单一的国有独资形式，企业内
部尚未形成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和现代企业运行机制，管理还比较粗放。  

5、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使得宁夏的生态环境不断遭到破
坏。煤炭在生产消费过程中排放的煤矸石、废渣、废气、废水等物质没有得到很好的
解决。煤矸石、粉煤灰的利用率很低，以致大量堆积，占用大片土地，不但造成资源
浪费，而且还引发诸多环境问题。由于煤炭开采技术落后，与煤共生或伴生的其它有
价值的矿产资源没有被合理开采，矿井水直接排放，没有得到有效利用。近年来，宁
夏煤炭洗选技术有了很大发展，但洗选量仍很低，煤炭燃烧过程中废气排放量较大，
冬季采暖期大气环境污染严重。煤炭在燃烧过程中产生的致癌物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5］。  

   三、宁夏煤炭工业发展循环经济的对策  

作为宁夏地区的重要产业 ,煤炭的开采、加工等都造成了资源的严重浪费和对环境的破
坏。如不对其进行有效的控制，无论是对企业的运营，还是对环境造成的破坏，都是
制约宁夏地区可持续发展和威胁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主要因素。基于循环经济的三个
层面，宁夏煤炭行业可从企业内部、企业之间（行业内）以及保障机制三个方面采取
措施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  

（一）煤炭企业内部发展循环经济。企业根据循环经济的思想设计生产过程，促进原
料和能源的循环利用，通过实施清洁生产和 I S O环境管理体系，在企业内部实现物质
的闭路循环和高效利用，减轻甚至避免环境污染，节约资源和能源，实现经济增长和
环境保护的双重效益。  

1、鼓励采用环保型煤炭开采技术。环保型煤炭开采技术是一个在不增加煤炭企业自身
负担的前提下系统协调发展的环保型煤炭综合利用技术，是煤炭企业实现循环经济的
重要手段。根据各煤层煤质的不同，在确定煤层的开采方法与开采顺序时，改变单一
煤层开采，尽可能对各煤层进行合理协调配采，减少矿井煤炭灰分和有害气体的含
量。积极进行煤层气开采技术研究，提高瓦斯抽放效果。加大对小煤矿的关井、压产
力度，坚决取缔对环境造成严重破坏的矿井。  

2、大力发展洁净煤技术。进一步加强选煤新技术的开发，通过技术改造和工艺设备简
化充分发挥现有洗煤厂的生产能力，增加原煤入洗率，降低洗精煤成本，提高煤炭洗
选的经济效益。加大研究开发和技术推广力度，加强煤炭焦化以及向洁净二次能源
（电力、燃料气、燃料油）的就地转化，强化以获取化工原料或产品为目的的深度加
工［6］。积极推广普及燃用动力配煤和型煤，银川市区等有条件的地方鼓励其以燃气
取代燃煤。积极引进先进燃煤技术和设备，加大烟气脱硫力度。  

（二）煤炭行业发展循环经济。借鉴国内其他省区煤炭行业的发展，以煤炭综合利用
多联产为核心，以宁夏煤业集团为依托，延伸以煤为主的清洁能源和废渣综合利用产
业链。鼓励发展煤炭企业与化工、电力、建材等企业联营 ,实现资源的跨产业循环利
用 ,推进煤炭产业优化。  

1、延伸煤——电——化工产业链。宁夏80%以上的煤炭资源分布在宁东煤田 ,以此为
基础的宁夏宁东能源重化工基地的建设是宁夏今后几十年实现工业跨越式发展的战略
性措施。以脱灰、降硫为目标的煤炭洗选加工 ,在宁夏已经有了长足发展 ,生产技术水
平达到并超过国家同行业水平。在洗选的基础上，配建煤炭深加工单位，充分利用宁
夏煤炭资源优势及其煤质特征 ,积极推进煤炭的高效、高产洁净矿井生产—高效洁净燃
烧坑口发电—气化液化产业链的发展速度。大力发展坑口电站，积极发展洗中煤、煤
矸石和煤层气发电，鼓励煤电一体化，实现煤电联产、输煤与输电并举。积极发展煤
炭液化、气化、焦化、煤基二甲醚等煤化工项目，提高煤炭的利用效率，增加煤炭产
品的附加值，大力发展煤炭深加工 ,延伸煤化工产业链。  

2、强化煤矸石、粉煤灰——电——环保建材产业链。对现有两座矸石电厂进行技改和
扩建，进一步提高企业用电自给率，带动相关产业和多种经营的发展；利用煤矸石建
设低热值电厂，将有污染一次能源转变为清洁的二次能源，为煤炭开采企业提供动力
保障的同时，通过配建建材厂，利用坑口电厂的电力和热量，以及矿井水，把煤矸
石、粉煤灰用来造砖、制水泥等建材，不但节省了宝贵的土地资源，还解决了令人头
痛的固体废弃物问题，变废为宝，保护了环境，一举数得。  



3、开辟煤——电——生态复垦一体化产业链。在煤电联产的基础上，利用充足廉价的
煤电资源，开展生态复垦。利用煤矸石、粉煤灰回填废弃矿井、塌陷土地，开展养
殖、种植活动。例如，利用荒废塌陷土地，净化后的矿井水进行水产养殖。利用回填
土地作企业建设用地。这样，企业既治理了荒废的土地、矿井，又消减了矸石、煤灰
等难以处理的固体废弃物，还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为荒废土地的进一步治理筹集
了资金。要抓紧矿山塌陷土地复垦以及生态环境综合整治。  

（三）建立相关保障机制，促进循环经济发展  

1、建立舆论引导机制。按照面向社会、面向公众、面向决策层的原则 ,充分利用报
纸、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宣传媒体 ,宣传发展循环经济的意义 ,普及循环经济知识 ,倡导
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消费行为 ,逐步提高公众参与的积极性 ,树立起循环经济理念 ,形
成良好的舆论氛围。强化公众的资源意识和环境意识 ,使发展循环经济成为自觉行动
［7］。  

2、建立科学规划机制。各企业要考虑各自的优势和条件 ,认真组织研究 ,制定发展循环
经济的中长期规划 ,制定具有科学性、前瞻性、可行性的规划方案 ,以科学的规划指导
循环经济的发展。同时 ,进一步增加各行业的融合度 ,实现均衡发展。在自身发展的同
时 ,要不断总结不同行业、不同地区发展循环经济的成功经验 ,大力进行宣传引导、推
广示范 ,并将其应用到煤炭产业内部 ,创造更好的效益。  

3、建立政策法规激励机制。政府必须从多个渠道建立有关激励机制 ,促进企业发展循
环经济。激励经济政策主要包括政府奖励政策、税收优惠政策、政府优先采购以及原
料、废弃物的税收和收费政策等。通过相关优惠政策的出台，规范煤炭行业，促进循
环经济的发展。  

   四、小结  

宁夏地处内陆深处，又处富煤省份包围之中，不利的区位决定宁夏煤炭工业的发展必
须立足于地方工业的发展，立足于煤炭的深加工和转化，才能把资源优势变为经济优
势。煤炭工业循环经济的发展不仅能够有效的提高煤炭资源利用率，减少煤炭开采对
环境的污染，更能够带动附加产业的发展，提高宁夏的经济效益。煤炭工业发展循环
经济要将3R原则贯穿于整个行业，从循环经济的三个层面出发，促进经济效益、社会
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同步增长，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最终使宁夏煤炭工业更健
康、稳定、持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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