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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China�s coal resources are mainly concentrated in a few provinces , and the coal brings
these provinces a lot of economic benefits while also brings them many heavy disasters . The paper ana-
lyzes the legitimacy and rationality of cartel , and it also studi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a�s coal in-
dustry and the interests of constructing the coal cartel . At the same time , based on these , the feasibility
of constructing Chinese coal cartel is analyzed . Finally , the membership and the internal cooperative
game of Chinese coal carter are studi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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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近年来 ，中国经济迅速增长 ，重工业发展进程再

次加速 ，明显拉动了煤炭的生产和消费 。煤炭资源

在中国常规能源中的比重占 ９０％ 以上 ，未来几十

年内 ，中国的非煤能源比重会有所增加 ，但以煤炭为

主的能源结构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 ，煤炭在我国当

前和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仍然是最可靠 、最经济的主

导能源 。但煤炭行业重复建设严重 、产业集中度低 、

自主创新能力不强 、市场竞争力较弱的问题仍很突

出 。在资源环境约束日益严重 、国际间产业竞争更

加激烈的形势下 ，构建煤炭卡特尔是推进企业兼并

重组 、实现煤炭产业集约化生产 、增强抵御国际市场

风险的最好的方法和途径 。

1 　卡特尔的合法性研究及其成果分析

1 ．1 　卡特尔的定义及其形成条件

卡特尔（源自法语 Cartel）原义为协定或同盟 ，

是垄断组织的一种重要形式 ，指生产同类商品的企

业为了获取高额利润 ，在划分销售市场 、规定商品产

量 、确定商品价格等方面达成协议而形成的一种垄

断联合 。参加卡特尔的企业在生产上 、贸易上 、财务

上和法律上都保持各自的独立性 。

卡特尔的形成条件 ： ①卡特尔必须具有提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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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价格的能力 ； ②卡特尔成员被政府惩罚的预期较

低 ； ③设定和执行卡特尔协定的组织成本必须较

低 。其中 ，使组织成本保持在低水平的因素有 ：涉

及的厂商数目较少 ；行业高度集中 ；所有的厂商生

产几乎完全相同的产品 ；行业协会的存在 。

1 ．2 　卡特尔的合法性及其合理性研究

卡特尔是一种垄断组织 。根据垄断合理与否 ，

当代法学界将垄断分为合法垄断与非法垄断
［１］

。合

法垄断指因不具有社会危害性和可责难性 ，因而为

法律所承认 、容忍 、保护的垄断行为或状态 。合法垄

断的表现形式各异 。根据适用对象的不同 ，合法垄

断（现象）大致分为四类 ，其中就有一项是非特定行

业组织的合法垄断行为 。一般而言 ，非特定行业组

织的垄断行为都应该受到反垄断法的追究 ，但是出

于社会公益价值和公平价值的考虑 ，并结合“合理原

则”来考察 ，这也会有例外 。适用“合理原则”的卡特

尔 ，即应该视卡特尔的具体情况和对市场的影响程

度而具体分析 。对于其中某些协议 ，如果协议的一

方或双方已经取得市场优势地位 ，就产生了反竞争

的效果 ，当在反垄断法的禁止之列 ；否则 ，协议只是

提高了市场的竞争力 ，则应受到法律的保护 ，属于反

垄断法的适用例外之列
［２］

。例如有以下特征的行为

应受到法律的保护 ：为应付不景气 ，企业合理组合的

共同行为 ；以维持转卖价格为目的 ，符合一定条件的

共同行为［３］
；因为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 ，签订减

少竞争的保护性协议及其他行为 ；为达到发展科学

技术 、增强国际竞争力 、提高社会生产力 、调整产业

结构等国民经济目的 ，所做出的限制竞争的协议 、合

同 、联合等特定的合法垄断行为等
［４］

。

所以 ，只要卡特尔的行为符合合法行为的条件 ，

则该卡特尔可视为合法卡特尔 ，应受到法律的保护 。

而且在我国现行煤炭市场形成卡特尔是比较合理

的 ，它对我国煤炭价格趋向合理化有着重要的影响 。

对我国现行煤炭价格的分析发现 ，我国煤炭产业资

源回收率低 、安全生产形势严峻 、矿区环境恶化 、能

源强度高等问题都间接反映出煤炭产品价格体系的

不合理 。因此 ，建立合法有效的煤炭卡特尔组织对

解决这种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将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

用 。

1 ．3 　卡特尔在国外的简要成果分析

１ ．３ ．１ 　石油行业的卡特尔组织 OPEC
１９６０ 年 ９ 月 ，为对付西方石油公司再次降低石

油标价 ，伊拉克政府邀请沙特阿拉伯 、伊朗 、科威特

和委内瑞拉四国的代表在巴格达举行会议 ，决定成

立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 。该组织的总部设在奥

地利首都维也纳 。其宗旨是 ：协调成员国的石油政

策 ，采取集体行动同外国石油公司进行谈判 ，维护本

国的石油权益 。它是一个自愿结成的政府间组织 ，

对其成员国的石油政策进行协调 、统一 。 OPEC 旨
在保持石油市场的稳定与繁荣 ，并致力于向消费者

提供价格合理的稳定的石油供应 ，兼顾石油生产国

与消费国双方的利益 。该组织通过自愿减少石油产

量 ，或在市场供应不足时以增加石油产量的方法来

达成上述目标 。例如 ，１９９０ 年海湾危机期间 ，OPEC
大幅度增加了石油产量 ，以弥补伊拉克遭经济制裁

后石油市场上出现的每天 ３００ 万桶的缺口 。

１ ．３ ．２ 　铁矿石行业的卡特尔

澳大利亚的必和必拓和力拓公司以及巴西的淡

水河谷公司等 ３ 家国际矿山巨头控制了全球 ８０％

的铁矿石供应量 。 ２００９ 年 ，澳大利亚两大铁矿石巨

头力拓和必和必拓宣布 ，就合并两公司在西澳的铁

矿石业务签署正式协议 。此举使中国在铁矿石的谈

判中陷入了被动地位 ，澳大利亚却因此掌握了铁矿

石的定价权并将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 。另外 ，国际

铝矾土联合会 、国际铀卡特尔 、水银欧洲卡特尔等在

维护行业竞争力方面都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

2 　构建中国煤炭业卡特尔的可行性分析

2 ．1 　中国煤炭业存在的问题

近几年 ，我国煤炭工业发展取得较大成绩 ，但也

有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尚未解决 。有关专家认为 ，煤

炭工业的发展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

１）资源配置不合理 ，资源破坏严重 。我国煤矿

企业资质管理制度尚不完善 ，在资源价格走向市场

的过程中 ，一些不具备办矿条件的企业和个人利用

其经济实力上的优势参与矿业权竞争 ，通过炒卖资

源牟利 ，对行业的持续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 。

２） 先进与落后生产能力并存 ，整体技术水平

低 。我国煤炭行业科技贡献率仅为 ２４ ．２％ ，不但低

于全国 ２９ ．５％ 的平均水平 ，更低于美国 、英国 、日

本平均 ６０％ 以上的水平 ，煤炭行业整体生产技术

水平相对落后 。除部分国有大矿之外 ，大多数煤矿

生产技术水平低 、装备差 、效率低 。

３）开采主体过多 ，煤炭产业市场处于过度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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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无序竞争状态 。世界主要产煤国家的煤炭企业 ，

大都以经营规模大 、经济实力强的大集团和大公司

为主 。以美国为例 ，２００７ 年美国前 ４ 家煤炭企业的

产业集中度 （CR４ ）为 ４５ ．９％ ，前 ８ 家煤炭企业的

产业集中度 （CR８ ）为 ６０ ．５％ ，而 ２００８ 年中国前 ８

家煤炭企业的产业集中度 （ CR８ ） 不足 ３０％ ，见

表 １ 。此外 ，数量众多的乡镇小煤矿为了追求高额利

润 ，安全方面投入少 ，煤矿事故时有发生 ，这严重影

响了煤炭工业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 。

　 　 　 表 １ 　中国各年度煤炭产业集中度［５-６］
　 　 ％

年份 １９９０ O１９９１ 妹１９９２ 7１９９３ ǐ１９９４  

CR８ 佑１４ !１３ 晻１３  １２ }１２ 耨

年份 １９９５ O１９９６ 妹１９９７ 7１９９８ ǐ１９９９  

CR８ 佑１１ !１１ 晻１１  １１ }１２ 耨

年份 ２０００ O２００１ 妹２００２ 7２００３ ǐ２００４  

CR８ 佑１３ !２０ g．８ ２１ 哪．１１ ２１ 8．４１ ２０ �．３７

年份 ２００５ O２００６ 妹２００７ 7２００８ ǐ

CR８ 佑２４ 苘．６２ ２５ g．４ ２８  ２９ 8．０１

2 ．2 　构建中国煤炭卡特尔的有利条件

２ ．２ ．１ 　产业结构优势

从中国煤炭产业整体来看 ，以下属性化特征都

符合卡特尔的形成条件 ：

１）煤炭输出地比较少且集中在少数几个省份 。

新疆 、山西 、陕西和内蒙古等 ４ 个省份的煤炭储量

超过了 ７５％ ，并且输出量也占全国输出总量的

８０％ 以上 。

２）购买者众多 。煤炭主要用于电力工业 、建材

工业 、冶金工业 、化学工业 、生活用煤 、出口等 ，煤炭

资源的用途广泛 ，需求很大 ，且需求弹性小 。

３）煤炭产品的价格弹性低 。它是目前中国最

主要的能源供给产品 ，不存在很强的替代品与竞争 ，

其价格的上升也不会引起石油进口量的剧烈下降 。

４）虽然不同煤炭生产厂商生产的煤炭具有某

些差异性 ，如因地域不同而导致煤种的差异 ，但煤炭

产品基本上还是相同的 。

５）不同经济类型的企业进入或退出煤炭产业

的难度很大 。特别是在煤炭资源整合后 ，主要煤炭

大省的煤炭生产主要集中在少数几家大企业 ，其他

生产者无法进入
［７］

。

２ ．２ ．２ 　政府的支持

国家能源局副局长吴吟认为 ：“提高煤炭产业集

中度 ，就是兼并重组整合的方向 。”“不仅在山西 ，还

要在全国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 ，以进一步提高煤

炭产业的集中度 。”他还指出 ：“目前我国煤炭行业前

４ 家的市场集中度（占有率）为 ２０％ ，前 ８ 家市场集

中度（占有率）只有 ２８％ 左右 ，而比较合理的比例

应该是 ，前 ４家的市场集中度（占有率）为 ４０％ ，前 ８

家市场集中度（占有率）为 ６０％ 。”由此看来 ，实际比

例和理想比例有比较大的差距 。

政府这种支持提高煤炭产业集中度的态度 ，无

疑是对煤炭行业的垄断表示支持 。因为市场结构是

反映市场竞争与垄断关系的最基本的概念 ，对产业

内部的竞争程度和价格形成有着战略性的影响 ，而

在诸多决定市场结构的因素中 ，市场集中度被认为

是最为首要的因素 。所以 ，提高煤炭市场集中度实

际上是加强了垄断 。

吴吟还表示 ，山西煤矿兼并重组符合煤炭工业

的发展方向 ，同时也是提高煤炭产业集中度的重大

举措 。要提高煤炭产业集中度 ，我国的煤炭产业应

该朝着“寡头竞争”的模式发展 ，也就是少数比较大

的企业应该占有比较大的市场份额 ，石油和电力也

是如此 。这一“寡头竞争”模式的提出为煤炭卡特尔

提供了又一重要条件 ，同时也说明了政府对卡特尔

的支持 。

2 ．3 　实现中国煤炭卡特尔的利益分析

２ ．３ ．１ 　 *煤炭卡特尔的形成有利于改善煤炭行业的

现状

１）煤炭卡特尔的形成有利于合理配置资源 ，减

少资源的破坏和浪费 。煤炭卡特尔形成后的集中化

生产避免了一些不具备办矿条件的企业和个人利用

其经济实力上的优势参与矿业权竞争 ，通过炒卖资

源牟利 ，从而有利于完善煤炭企业资质管理制度 。

２）煤炭卡特尔的形成有利于改进落后的生产

能力 ，提高整体技术水平 。高度集中的煤炭资源生

产提高了煤炭行业的整体水平 ，煤炭生产商的合作

更能促进技术的改进 。

３）有利于提高煤炭产业集中度 。美国经济学

家迈克尔·波特指出 ，在一个相对统一的市场中 ，生

产相同产品的前 ４ 家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只有达到

４０％ 以上 ，该产业的竞争秩序才可能趋于正常 ，否则

必然导致过度竞争或无序竞争 ，煤炭产业目前的形

势也正验证了这一点 。国家能源局副局长吴吟也曾

表示 ，类似煤炭行业这样的基础产业需要有合理的

产业集中度 ，这样有利于降低安全事故的发生率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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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资源利用率 ，加强资源保护能力等 。他还指出 ，随

着产业集中度提升 ，煤矿事故死亡人数从 ２００５ 年

的 ５９３８ 人下降到 ２００９ 年的 ２７００ 人左右 ，尤其

２００９ 年比 ２００８ 年的死亡人数下降了 １８％ ，煤炭产

业集中度每上升一个百分点 ，事故死亡率将下降

０ ．５８％ 。因此应构建煤炭卡特尔 ，减少无序竞争 ，减

少安全隐患 ，为煤炭产业的和谐发展创造条件 。

２ ．３ ．２ 　煤炭卡特尔的形成有利于资源可持续发展

各煤炭输出地组成卡特尔 ，合作生产煤炭 ，有利

于煤炭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 如果没有卡特尔的约

束 ，各煤炭输出省为了使本省利润达到最大化而大

量开采煤炭 ，容易导致它们之间的盲目竞争 ，而煤炭

是一种稀缺的且不可再生的资源 ，如此盲目竞争可

能使煤炭过度开采 ，对煤炭资源造成严重浪费 。这

个过程继续下去 ，年复一年 ，就有可能导致煤炭的枯

竭 ，最终损害煤炭生产者的利益 。

此外 ，煤炭卡特尔的形成对煤炭资源可持续发

展的有利方面还体现在规模经济上 。规模经济是指

伴随着生产力的扩大而出现的生产批量的扩大 。煤

炭生产的规模经济性体现在煤炭勘探开发 、储运 、加

工等环节 ，煤炭的勘探开发不需要原材料的投入 ，主

要是大量的固定成本投入 ，而煤炭的储运 、加工只有

在一定规模之上才可以体现经济效益 。所以煤炭卡

特尔形成后的大规模生产和加工有利于节省煤炭 ，

避免了乱采滥挖以及不合理的储运和加工造成的煤

炭资源浪费现象［８］
。所以 ，基于自身利益和资源可

持续发展的角度 ，煤炭输出地应加强合作 。

２ ．３ ．３ 　  煤炭卡特尔的形成有利于改善能源消费结

构

在中国目前的能源消费结构中 ，煤炭的消费量

虽然有所下降 ，石油和水电 、核电 、风电的消费量有

所提高 ，但煤炭的消费一直处于主导地位 ，占比

６０％ 以上 ，如图 １ 和图 ２ 所示 ，中国在今后的几年

甚至几十年都可能维持这种状况 。然而中国的这种

图 １ 　中国能源消费总量

能源消费结构存在很大的缺陷 ，因为煤炭是一种稀

缺的不可再生资源 ，一旦这种资源耗尽对中国未来

的发展造成的威胁是不可小觑的 。所以应通过煤炭

卡特尔制定合理的煤炭价格来促进煤炭资源的合理

开采和利用 ，从而优化能源消费结构 ，进一步增加天

然气 、水电 、核电 、风电等清洁能源的开发 。

图 ２ 　中国能源消费总量的构成比例［９］

2 ．4 　煤炭卡特尔构建的不利影响分析

对煤炭卡特尔形成后一系列有利影响的分析 ，

可以增加我国构建煤炭市场卡特尔的信心 ，为煤炭

市场的有序发展提供条件 。但我们在讨论它的利益

的同时 ，也应当更全面地分析它可能带来的一些不

利影响 。首先 ，构建煤炭卡特尔后形成的垄断竞争

可能使煤炭市场的竞争进一步恶化 。煤炭生产集中

在少数几个厂商 ，他们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进行恶

性竞争 ，可能导致煤炭价格的迅猛增长 ，使煤炭处于

不合理的高价位 ；其次 ，煤炭卡特尔的形成也可能导

致煤炭资源的浪费 ，掌握煤炭生产的少数厂商可能

为了追求更大的自身利益而对煤炭进行盲目甚至过

度的开采 ，造成煤炭资源的严重浪费等等 。

因此 ，如果不能形成合理而有效的煤炭卡特尔 ，

它可能给我国带来的损失将会大于利益 ，所以对煤

炭卡特尔内部合作的研究硬显得尤其重要 。只有各

煤炭输出地在基于全国利益的基础上来共同合作构

建合法并且合理的卡特尔 ，而不是单纯地追求本省

甚至本企业集团的利益 ，则可以适当避免煤炭卡特

尔可跑造成的不利影响 。

3 　煤炭卡特尔的主要成员及其合作博弈

3 ．1 　煤炭卡特尔的主要成员分析

３ ．１ ．１ 　从产量和外运量来看

根据中国煤田地质总局的统计数据［１０］
，中国探

明埋深 １ km以浅的煤炭资源量为 １８ ４４０ ．４８亿吨 ，

９４（总第 １１６期） 　 　 　 　 　 　 　 　 　 　 　 　构建中国煤炭卡特尔的可行性分析（黄 　欢等）



而探明的埋深 ２ km 以浅的煤炭资源储量为
４５ ５２１ ．０４ 亿吨

［１１］
。其中新疆为 １８ ０３７ ．３０ 亿吨 ，内

蒙古为 １２ ２５０ ．４３ 亿吨 。预测资源量在千亿吨以上

的依次为陕西 、山西 、贵州 、宁夏 、甘肃等省 ；预测

资源量为 １００ ～ １ ０００ 亿吨的有河南 、河北等 ８ 个

省 ；其余 １２ 个省（区）的预测资源量均不足百亿吨 ，

如图 ３ 所示［１２］
。可见 ，新疆 、内蒙古 、陕西和山西

的煤炭资源量占全国最大的比重 ，这是他们构建卡

特尔最大的优势 。

图 ３ 　中国埋深 ２ km 以浅预测煤炭资源分布直方图
对占全国煤炭资源量最大的新疆 、内蒙古 、山

西 、陕西 ４ 省的具体生产及外调情况分析如下 ：

１）山西的煤炭输出和消费情况 。山西是我国发

现和利用煤炭最早的地区之一 ，被称为“煤炭之乡” 。

据统计 ，从 １９９６ 年起 ，连续 １０ 年山西煤炭产量均

占到全国总产量的 １桙４ 左右 ，全省生产的 ２桙３ 的煤

炭外运全国及出口 ，大部分供给京 、津 、沪等 ２８ 个

省 、市 、自治区 ，全国 ７０％ 以上的外运量来自山西 ，

山西煤炭和焦炭的调出量占全国市场交易量的 ２桙３

以上 。山西作为产煤大省 ，为全国经济建设做出了

巨大贡献 。其产量和外运量具体数据如表 ２ 所示 。

表 ２ 　山西省煤炭资源生产量 、消费量与外调量 　万吨

年份 ２０００ 妹２００１ 7２００２ ǐ２００３  

生产量 ２５ @１５２ ２７ 创６６０ ３６ (７６２ ４５ 湝２３２

省内消费量 １２ @７０４ １３ 创２７１ １６ (５８７ １８ 湝８２９

外调量 ２２ @５４２ ２５ 创３１２ ２７ (７５０ ３０ 湝００９

年份 ２００４ 妹２００５ 7２００６ ǐ２００７  

生产量 ５１ @４９５ ５５ 创４２６ ５８ (１４２ ６３ 湝０２１

省内消费量 １９ @１１２ ２２ 创６３１ ２５ (５１４ ２７ 湝７７２

外调量 ３５ @６５４ ４３ 创２７７ ４６ (６４３ ５３ 湝６２８

　 　 ２） 内蒙古的煤炭产量和外运量 。 ２００７ 年 ，内

蒙古煤炭产量达到 ３ ．５ 亿吨 ，其中外运量达到

１ ．９ 亿吨 。从 ２００２ 年到 ２００７ 年 ，内蒙古累计给其他

省市区供应煤炭 ６ ．９３ 亿吨 ，占煤炭生产总量的

５０ ．３０％ 。２００９ 年 ，内蒙古煤炭产量增加 ３７％ ，到

６ ．３７ 亿吨 ，比 ２００８ 年增产 １７ １８８ 万吨 ，超过山西

省位居全国第一 。 ２０１０ 年 ，内蒙古煤炭产量为

３３ ７７８ 万吨 ，同比增长 ５ ３１１ 万吨 ，增长了 １８ ．７％ ；

销售量为 ３３ ５５０ 万吨 ，同比增长了 ５ ３５０ 万吨 ；出

区量为 ２１ ８０８ 万吨 ，同比增长 ６ ２９８ 万吨 ，增长

４０ ．６％ 。

３）陕西的煤炭产量 。 ２００８ 年 ，陕西省生产原

煤 ２ ．８３ 亿吨 ，仅次于山西 、内蒙古 ，居全国第三 ，同

比增长 ３３％ ，其中国有重点煤矿增幅为 ５８％ 。 据

了解 ，２００５ 年 ～ ２００９ 年 ５ 年间 ，陕西省煤炭产量由

１ ．３２ 亿吨增长到 ２ ．８３亿吨 ，年均增长 ３ ０２０万吨 。

２００９ 年原煤产量 ２ ．８ 万吨 ，较上年增长 １５ ．７％ 。

４）新疆的煤炭外运量 。新疆拥有丰富的煤炭

资源 ，随着国家“西煤东运”发展战略的实施 ，新疆启

动了准东 、伊犁 、库拜和吐哈盆地 ４ 大煤田 、１３ 个重

点矿区和 １１ 个一般矿区总体规划的编制工作 。目

前已经编制 ３５ 个矿区总体规划 ，规划年生产能力

８ ．３４ 亿吨 。其中吐哈盆地位于新疆东部 ，相对靠近

煤炭需求市场 ，因而定位在“外运” ，吐哈盆地预测资

源储量达 ５ ７００ 亿吨 ，占全国煤炭预测总量的

１２ ．５％ 。地质勘探部门最新的报告称 ，新疆吐哈盆地

近期又探明煤炭资源储量 ２ ０５８ 亿吨 ，加上去年已

探明的 １ ９００ 亿吨 ，“西煤东运”的资源量可供开发

百年以上 。根据新疆自治区的规划 ，新疆西煤东运

今年向东部调运 ３０００ 万吨煤炭 ，２０１２ 年调运量达

到 ５ ０００ 万吨 ，２０１５ 年达到 １ 亿吨 ，２０２０ 年达到

５ 亿吨 ，２０２５ 年达到 ８ 亿吨以上 。

以上数据显示 ，山西 、内蒙古 、陕西和新疆无论

是在产量还是在输出量方面都为国家做出了重要的

贡献 ，而且将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 ，这为他们组成

煤炭卡特尔提供了最为重要的条件 。

３ ．１ ．２ 　从现实性来看

近年来煤炭资源整合也为煤炭卡特尔的形成创

造了现实条件 ，如山西煤炭资源整合后煤炭生产集

中在 ９家煤炭企业 ，内蒙古的煤炭国企基本上被神

华整合完毕 ，陕西把主要的国企整合入了陕西煤化

工集团 。以上整合基本上由政府主导 ，希望能形成

强有力的大煤企 ，做大做强本地煤炭企业 。通过整

合 ，这 ４ 大煤炭输出地的煤炭市场集中度得到了很

大的提高 ，因此 ，以这 ４ 省组成卡特尔并且制定合

理的煤炭价格 ，可以对中国的煤炭价格起到引领作

用 ，中国煤炭的价格也能朝着更合理的方向发展 。

3 ．2 　煤炭卡特尔的内部合作博弈分析

由于煤炭资源的稀缺性 ，煤炭卡特尔建立之后

是比较稳定的 ，因为一方的不合作只会给本省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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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影响 。例如 ，如果卡特尔组织中陕西省违背卡

特尔的意愿 ，自行降低煤炭价格 ，这时它可以因低价

而获得高销售量 ，但煤炭在本省的储量有限 ，随着时

间的变化 ，陕西省可能率先耗尽资源 ，这对本省的发

展将产生很大的威胁 。所以基于成员的自身利益 ，

卡特尔成员应该遵守规则 ，通过共同合作来维持煤

炭卡特尔的长期发展 。而且 ，在它们的合作博弈中

可以找到一个让它们共同利益最大化的均衡点 。

记 ４ 个省份的集合 I ＝ ｛１ ，２ ，３ ，４｝ ，对于 I 的
任一子集 S（４ 省中的任一种合作）都对应着一个实

值函数 V （s）满足
V （ 饱 ） ＝ ０ ， （１）

V （S１ ∪ S２ ） ≥ V （S１ ） ＋ V （S２ ） ，

S１ ∩ S２ ＝ 饱 ． （２）

称 ［ I ，V ］ 为 ４ 省合作对策 ， V 为对策的特征函
数 ，其中 V （S）是合作 S 的效益 。

记 Xi （ i ＝ １ ，２ ，３ ，４）表示 I 的成员 i 从合作的
最大效益 V （ I）中应得的收入 。 X ＝ （X１ ，X２ ，X３ ，

X４ ）是最大效益的分配 。其中

∑
４

i ＝ １

Xi ＝ V （ I） ， （３）

Xi ≥ V （ i） ，i ＝ １ ，２ ，３ ，４ ， （４）

即所有成员从合作的最大效益 V （ I） 中应得的一
份收入之和为合作的最大效益 ，即可分割性 ，并且成

员 i（ i ＝ １ ，２ ，３ ，４）从最大效益 V （ I） 中应得的收
入大于等于成员 i 单个省合作所得的收入 ，否则就

失去合作的意义 ，记 shapley 值 X ＝ （X１ ，X２ ，X３ ，

X４ ） ，它是由特征函数 V 确定的 。

其中 Xi ＝ ∑
S ∈ S i

W （ | s | ）［V （s） － V （s桙 i）］ ，

i ＝ １ ，２ ，３ ，４ ， （５）

W （| s | ） ＝ （n － | s | ） ！（| s | － １） ！桙n ！． （６）

　 　在合作博弈中 ，把山西 、陕西 、内蒙古和西藏 ４

个省份博弈的支付矩阵代入上式就可以求出 ４ 个

省份效益最大化的效益分配 。在不考虑成本的情况

下 ，效益 ＝价格 倡产量 ，在求出效益分配后就可以根

据效益公式求出每个省份在效益最大化条件下的产

量分配［１３］
。因此 ，在内部合作博弈中存在使卡特尔

组织成员效益最大化的均衡点 ，从而使各成员的效

益达到最大化 。

4 　结束语

由于过去各煤炭产出省的煤炭散而乱的开采以

及煤炭企业之间分散的低级竞争 ，从而产生了煤炭

价格长期低位运行 、煤矿简单再生产难以为继 、安全

投入欠账较多 、防灾抗灾能力下降 、安全基础十分薄

弱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严重等现象 ，这些现象严

重威胁了社会的和谐发展 。所以 ，改变过去煤炭行

业的那种盲目竞争机制 ，改进煤炭开采技术 ，加强安

全设施建设迫在眉睫 。

近年来 ，各行业 、各领域企业通过合并股权 、资

产收购等各种形式积极进行整合 ，兼并重组步伐加

快 ，产业组织结构不断优化 ，取得了明显成效 。国家

为提高煤炭的市场集中度 ，也提出了煤炭资源整合

措施 ，各个煤炭生产省份相继进行了煤炭资源整合 ，

这大大增强了煤炭开采及生产的集中度 ，也为煤炭

卡特尔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因此 ，主要煤炭

输出地应从社会效益最大化 、资源可持续发展和社

会和谐的角度出发 ，组成煤炭卡特尔 ，不断完善煤炭

市场机制 ，提高煤炭行业的抗风险能力和竞争实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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