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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al industry chain extension process is to increase the industrial value-added, industrial op-
timization process. In determining the path of a logical extension of the coal industry chain, we need a com-
prehensive, objective analysis of the coal industry chain,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in order to ensure that 
the chain extension of the social, technological and economic benefits. This paper has researched various in-
ternal and external impacting factors chain on the coal industry chain extension, and then has built a GEM- 
based two-factor evaluation model to judge the impact of various factors on the importance of the coal indus-
try chain extension, and ultimately determining the overall impact of factors affecting the coal industry chain 
for extension in the end which is a key factor in promoting or inhibiting. It will play a key role in decision 
support for the coal industry chain ext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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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煤炭产业链延伸是增加产业附加值，实现产业优化的过程。在确定煤炭产业链合理延伸路径

之前，需要全面、客观地分析煤炭产业链的内外部影响因素，才能确保产业链延伸的社会、技术和经

济效益。本文通过构建影响煤炭产业链延伸的内部外各个影响因素，进而构建基于 GEM 的双因素评

价模型，来评判各个影响因素对煤炭产业链延伸的重要性， 终确定影响因素的整体作用对于煤炭产

业链的延伸到底是有促进作用还是阻碍作用，将为煤炭产业链延伸起到决策支持作用。 

 

关键词：煤炭产业链；延伸；影响因素；GEM 模型 

1. 引言 

目前，我国煤炭产业已经形成了多条煤–电，煤

–焦化、煤气化和煤化工等不同类型的煤炭产业链。 

总体来说，现有的煤炭产业链仍然存在着产业链太

短、太窄，产品附加值低，产业结构过于单一，导致

经济效益差，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相对较低等问题。

特别是国内煤炭行业从 2003 年开始的新一轮产业发

展高涨期的结束，煤炭市场呈现出下滑，使得煤炭企

业赢利能力大幅度下降，煤炭企业只有走创新、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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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路，合理地延伸煤炭企业产业链，有效地促进煤炭

资源的高效利用，实现良性循环进而实现煤炭经济可

持续发展。然而，在确定煤炭产业链合理的延伸路径

之前，需要全面、客观地分析煤炭产业链的影响因素，

才能确保产业链延伸的社会、技术和经济效益。 

2. 文献回顾 

产业链是一个中国化的名词，国外没有将其视为

独立研究对象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而在国内却是一

个相当热门和前沿的问题。按照芮明杰等、张晖和张

伟等人[1-3]的观点，产业链是从一种或几种资源通过若

干产业层次不断向下游产业转移直至到达消费者的

路径，它描述了厂商内部和彼此之间为生产 终交易

的产品或服务所经历的价值增值的活动过程，涵盖了

商品或服务在创造过程中所经历的从原材料到 终

消费品的所有阶段。产业链表述了产业之间关联程

度，当这种关联性越强，则产业链条结合得越紧密，

资源的配置效率也就越高。产业链延伸是将一条既已

存在的产业链尽可能地向上下游拓展延伸。产业链向

上游延伸一般使得产业链进入基础产业环节和技术

研发环节，向下游拓展则进入到市场拓展环节。产业

链延伸越长，表明产业生产加工可以达到的深度越深

(周顺奎，2009；金贤峰等，2010)[4,5]。 

作为基础性能源，煤炭是我国的工业生产中是不

可或缺的原料。例如，电力、钢铁、建材、化工等产

业都是耗煤大户，其消费量占煤炭总消费量的 90%以

上(程宏伟等，2008)[6]。因此，对于煤炭产业来说，与

其相关产业依据内在的经济、技术联系形成了环环相

扣、首尾相接的产业链接关系。煤炭产业链延伸则是

沿着煤炭生产企业，围绕满足其生产及应用过程中所

涉及到的一系列具有上下游关系的企业产品集合(肖

芬等，2009；陈立民，2012)[7,8]。由于原煤产品的特

性适合于向下游的煤炭产业链的延伸，因此煤炭产业

链延伸主要体现产业链前向关联的特性(邓娟等，

2010)[9]。阎磊(2010)[10]认为煤炭产业链延伸是以产业

链节点企业为主体，以资源、资本和知识为客体，以

煤炭企业为主导，根据煤炭产业链的内在关联，依据

产业链演化发展的方向，对煤炭产业链进行拓展来提

高各类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的过程， 终目标是实现

产业链整体效用 大化。 

3. 煤炭产业链延伸的影响因素 

煤炭产业链的延伸不仅仅是对现有煤炭生产链

条的上下拉伸，同时还包含着对现有生产链条的左右

拓展，是一个全方位的扩展的过程。然而，现有的煤

炭产业链延伸还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资源约束，而且一

些产业链延伸项目属于新兴产业，科技含量高，投资

巨大，存在资源风险、技术风险、经济风险和政策风

险。因此，根据在产业链延伸过程中发挥的不同作用

和范围，将煤炭产业链各种影响因素划分为内外两个

方面，其中的内部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煤炭企业利益、

资本、技术、管理、资源；外部影响因素主要有：市

场需求、生态环境和国家产业政策。 

3.1. 煤炭产业链延伸的内部影响因素 

1) 煤炭企业利益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任何企业都是以盈利为目

的。煤炭企业作为企业法人必定以盈利为目的，利润

大化也是煤炭企业发展的终极目标。如今的能源市

场竞争激烈，传统的煤炭生产和加工在质量、数量以

及生态环保方面都有着固有的劣势，煤炭企业面临着

愈来愈大的危机。为了煤炭企业利益的 大化，企业

需要整合上下游以及左右相关联的企业对现有产业

链进行延伸和拓展，生产出质量好价格便宜的产品在

激烈的竞争市场中占得一席之地。 

2) 资本 

资本作为一个企业生存和发展的血液，是企业发

展的不竭动力。特别的对资源产业这种资金密集型产

业，资本的作用更是不可或缺的。资本把企业发展中

的各种因素如技术、人力资源、机器设备、土地等系

统的组合起来。它可以在先进的技术条件下直接作用

于产业系统，使产业链延伸加速，规模扩大，实现量

的扩张。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研发费用的增加实现产业

链升级实现质的跃迁。因此从本质上说产业链延伸的

过程就是资本的形成和积累的过程。从煤炭产业链延

伸的角度来看，产业链延伸表现在资源、知识和资本

相互作用下的非线性演化。 

3) 技术 

技术代表的就是现在的生产能力，或者就是在现

有的技术条件下投入和产出的比例。产业演化和产业

成长总是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产生的。从人类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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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可以看出每一次技术的进步都会给产业的演化和

发展带来新的飞跃。技术是产业链延伸的直接动力，

而产业链延伸是技术进步的必然结果。反过来，产业

链的延伸的同时也会带动技术的进步以及技术路径

的选择，二者协同相互影响。新技术的采用会对煤炭

企业产业链延伸提供新的机会，但是我国煤炭企业整

体上技术水平不高，同质化严重，产业链延伸项目的

技术开发尚不成熟，在实施的过程中面临很多的风险

性，这必定阻碍煤炭企业产业链的延伸。 

4) 煤炭资源 

煤炭企业是既是资金密集型企业也是资源密集型

企业，资源在煤炭企业的发展中起着无可取代的作用，

是煤炭企业发展的物质基础和约束条件。煤炭资源是

不可再生资源，其矿产品位和资源储量决定了其长期

的投资价值，也在很大一部分上决定了产品的竞争力

水平。由此可见，煤炭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煤炭

企业的规模和收益水平。品位高开采方便的煤矿可以

让煤炭企业节省大量的开采成本，增强了企业的竞争

力，相反对于品位低、开采难度大的煤炭资源由于成

本的问题在产品的市场竞争中会受到掣肘。对于进行

产业链延伸的煤炭企业来说，资源的不可再生性以及

在产业链延伸过程中的巨大消耗给煤炭企业带来巨大

利益的同时，也会使煤炭企业面临着资源枯竭的风险。 

5) 管理 

根据交易费用理论的观点，产业链延伸目的就是

去除较高的市场交易费用把资源配置转移到企业内

部，用内部交易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产品的竞争力。

但是在降低成本的同时也为企业的管理掌控能力提

出了新的要求。企业能力决定了企业成长的速度、方

式和边界。煤炭产业链延伸 终要煤炭企业主导整条

产业链，并且 终要掌控整条产业链，所以煤炭企业

的管理能力决定了产业链的绩效。这给煤炭企业的管

理能力提出了巨大的挑战。我国的煤炭企业一般都是

从计划经济阶段走过来的，虽然经历了企业改革改制

但整体上管理层知识水平不高，管理能力低下，这在

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产业链延伸的速度，限制了产业扩

张的边界。 

3.2. 煤炭产业链延伸的外部影响因素 

1) 市场需求 

在经济学中，市场的需求是指在现有的价格和一

定的市场上消费者愿意对某种商品购买的总和。市场

的需求总是受到各个方面的影响，主要受到收入、偏

好、替代品、预期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消费者在市场

上的需求会拉高相应产品的价格，这会直接驱使煤炭

企业为了利润的 大化进行相关产业产业链延伸来

满足市场的需要。煤炭企业为了更好的满足消费群体

的需要就会采用新技术、更新新设备或者延伸现有产

业链进行深加工把链外环节纳入链内以减少企业生

产的成本，迎合市场的需求。 

2) 国家产业政策 

国家的产业政策是指国家为了保持宏观经济的

长期发展和长远利益的实现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要

求，调整产业结构、产业组织形式以及产业布局的各

种政策措施的总称。产业政策的制定是为了弥补市场

缺陷的需要而进行的宏观调控，是政府干预、参与经

济的一种形式。产业政策对市场的运行和企业的发展

会产生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

促进作用；一是阻碍作用。从煤炭产业链延伸过程来

看，产业政策对煤炭产业链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国家

在 近几年相应出台了完善煤炭产业链的相关政策，

为煤炭产业链延伸发展扫清了政策性的障碍，为煤炭

产业链延伸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3) 生态环境 

煤炭企业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在我国石油缺乏的情况下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必不

可少的能源，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能源主力军。但

是长期以来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发展模式已

经严重阻碍我们煤炭企业的发展。由于环境的公共属

性，使得煤炭企业在生产的过程中往往仅仅看到了经

济利益，而忽略和牺牲了周围的生态环境。这种传统

的“资源–消费–污染–治理”的方式是以不断的加

重环境的污染来实现经济的增长的。我国 90%的矿区

生态环境十分脆弱，矿区的生态系统面临崩溃，环境

的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极限。新世纪我国急需一种新的

生产发展模式取代传统的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生产

经营方式，建立以资源节约、绿色环保为目标的低投

入、高产出、低污染、零排放的新型发展模式。产业

链延伸不仅仅能减少资源的浪费加强资源的循环再

利用，而且对废弃的重复利用使污染降到 低。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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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循环经济理论构建和延伸煤炭产业链，促进煤炭

产业发展是摆脱传统发展模式困境、实现煤炭产业发

展模式根本转变的必经之路。 

总结起来，以上的这些内外部因素其对煤炭企业

的影响可以分为正影响作用和负影响作用，正的影响

因素积极地促进煤炭产业链的延伸，而负的影响因素

消极的阻碍煤炭产业链的延伸。促进因素主要有：煤

炭企业利益、市场需求、国家产业政策和生态环境等

四个，其中煤炭企业利益属于内部影响因素，而市场

和国家产业政策、生态环境属于外部影响因素；阻碍

因素主要有：资本、技术、管理、资源等四个。其中

资本、技术、管理、资源都属于内部影响因素。正是

在这二者因素的相互影响下，决定了煤炭产业链延伸

的成败。 

4. 影响煤炭产业链延伸的 GEM 模型 

在对煤炭产业链延伸主要影响因素分析基础上，

为了更直管的描述出促进因素和阻碍因素对产业链

延伸的共同作用，借鉴 Padmore 和 Gibson(1998)[11]提

出的 GEM 模型概念框架本文构建了煤炭产业链延伸

的 GEM 双因素模型，如图 1 所示。 

在实际运用过程中，首先把各个指标量化赋值，

用来计算各影响因素对产业链延伸的单独影响作用，

其计算公式如式(1)。 
 

 

Figure 1. The GEM model of factor influencing extend the coal 
industry chain 

图 1. 煤炭产业链延伸影响因素的 GEM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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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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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子。各指标是通过专家打分得到，打分的过程

是个主观评价的过程，打分者应该对煤炭产业链的相

关知识有着相当的了解，并且对煤炭矿区的生产或销

售活动有着实际工作经验。然后，计算出正影响因素

YC 和负的影响因素 YD 分别对产业链延伸的影响力，

如下式(2)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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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求和。把以上的正的影响因素和负的影

响因素各自对产业链的影响力求和加总，可以得到双

方相互作用后的 终影响力如式(4)： 

4 4

4 4

1 1 

  i
i i

T C iD           (4) 

通过以上的计算，如果 终 ，则表明

以上各影响因素的总和对产业链的延伸会产生阻碍

的作用，不利于当前煤炭产业链的延伸，企业则应借

鉴其他的发展模式；如果 终

 5,0 T

 0,5T ，则表明各影

响因素的总和对产业链延伸起到促进作用，有利于企

业煤炭产业链的延伸；如果 T = 0，则表明产业链延伸

的正负影响因素的促进阻碍因素相互抵消，企业则应

该保持现有的产业链条。 

5. 基于淮北矿业集团产业链延伸的 
案例分析 

以淮北矿业集团为例来对其内部产业链延伸进

行影响因素研究，这是一家是以煤炭洗选加工和煤化

工、煤电、煤焦化等多种产品生产为主，多种经营、

综合发展的特大型煤炭企业集团。目前该企业正在实

施以煤炭资源开发以及综合利用和开发战略，初步形 

Copyright © 2013 Hanspub 20 



基于 GEM 模型的煤炭产业链延伸影响因素分析 

成了煤电、煤焦化、煤化工等整体产业的投资规划，

同时煤化–盐化一体化项目也在酝酿之中。研究所需

要的数据主要是通过对集团煤炭生产、经营、中利发

电公司、焦化厂相关部门以及高校研究人员领域发放

《煤炭产业链延伸主要影响因素》调查问卷来获得

的，本次研究功发放问卷 127 份，回收 85 份，剔除

其中未完成等无效问卷 6 份， 终有效问卷 79 份。

通过对收集到的有效问卷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筛选，

利用 GEM 模型对淮北矿业集团产业链发展的内外影

响因素的正影响因素 YC 和负的影响因素 YD，得到的

影响力分析表 1 和 GEM 模型图 2。 

根据计算结果表 1 并结合图 2 可以看出，位于内

圆中的影响因素即重要影响因子共有 5 个，其中促进

因素包含企业利益(4.251)、市场需求(3.932)和产业政

策(3.170)，阻碍因素包含资源(−3.163)和资本(−3.052)，

并且越接近中心，其影响作用越大。根据计算得出的

产业链延伸的影响力，依据双因素模型，由式(2) 
 
Table 1. Influence factors analyzing on the industrial chain exten-

sion of Huaibei Mining Group 
表 1. 淮北矿业集团产业链延伸的影响力分析 

促进因素 Ci Yc 阻碍因素 Di YD T 

企业利益 4.251 资本 −3.052 

生态环境 2.534 管理 −1.571 

市场需求 3.932 技术 −2.312 

产业政策 3.170 

3.404 

资源 −3.163 

−2.433 0.971

 

 

Figure 2. The GEM model extends the industrial chain of coal in 
Huaibei Mining Group 

图 2. 淮北矿业集团煤炭产业链延伸 GEM 模型 

计算出该企业促进煤炭产业链延伸因素依次为企业

利益、市场需求、产业政策和生态环境，正总影响力

为 3.404；由式(3)计算出阻碍因素对该企业煤炭产业

链延伸发展的排序为资源、资本、技术和管理，尤其

是资源和资本将是其重要影响因子，总的阻碍因素影

响力为−2.4334，二者相互作用后的总体影响力由式

(4)计算出为 0.971，大于 0，表明各指标共同作用的

结果对于该企业来说，将有利于对当前的产业链进行

延伸。 

结合以上煤炭产业链延伸影响因素分析，该矿业

集团在制定煤炭产业链的发展规划时，应该综合考虑

如下几点建议： 

1) 以市场、政策为导向，优化产业链内部投资结

构，充分利用资源优势进行煤炭产业链延伸。 

集团的产业链延伸应以国家政策和市场需求为

导向，通过其引导作用来优化集团产业投资结构。依

据是否有利于整体产业链发展、是否能给企业集团带

来长远的效益、是否有利于整体清洁能源的发展来优

化产业链内部的投资结构。通过产业链延伸来增加主

导产品的附加值，变资源开采型为资源增值型。以市

场为导向，通过产业链的延伸优化集团内部产业结

构，促进资源的合理有效利用，为集团的整体发展创

造更大的利益。 

2) 重点加强煤焦化、煤化工产业链的投资。 

进行产业链延伸，不断进行产业链相关产品的技

术创新，增加产品附加值，例如：对伴生的焦炉煤气

再利用进行甲醇加工制备各种化工原料，对焦油加工

分离各种重要的工业元素，这不仅仅可以加速推动煤

炭产业链的发展，还可以给集团带来丰厚的利润回

报。 

3) 资源再利用，大力发展煤电产业链。 

由于动力煤目前的市场利润较低，如果就地转化

用来发电是一种有效利用的途径。这样不仅仅减少了

运输成本，而且减少的运输过程中的污染。同时，在

煤炭的洗选加工中，会产生很多相对较差的“废弃

物”，例如高热煤矸石，中煤，煤泥等。它们不断形

成堆积的废弃物，污染环境，占据大量空地。利用这

些废弃物进行发电和再利用，不仅仅可以节省用地，

还可以为集团的发展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是经济效

益和生态效益结合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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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加大产业链延伸中的招商引资。 

投资在煤炭产业链的延伸发展中起到重要的作

用，而加大的投资可以加速这种转化效率，加速产业

链的延伸发展，为企业整体发展快速抢占市场的制高

点。因此，在资源优势的基础上加大招商引资，加速

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优化先用的产业链，加速产业

链的延伸，充分发挥煤炭产业链的辐射效应，促进淮

北矿业集团的整体快速发展。 

6. 总结 

总之，在进行煤炭产业链延伸前，通过构建影响

煤炭产业链延伸的内部外各个影响因素，进而构建基

于 GEM 的双因素评价模型，来评判各个影响因素对

煤炭产业链延伸的重要性， 终确定影响因素的整体

作用对于煤炭产业链的延伸到底是有促进作用还是

阻碍作用，将为煤炭产业链的延伸决策起到关键作

用，并据此提出相应的政策措施来促进其延伸。对于

未来煤炭产业链的延伸，一方面需要解决产业结构

“单”的问题，使煤炭产业得以持续发展和煤炭开采

伴生资源产业迅速崛起，从而形成新的主导支柱产

业。同时以深度利用煤炭资源，发展精深加工制品，

实现转化增值，可以有效地解决产业结构“浅”的问

题。与此同时，进一步通过研发投入，开发出煤炭产

业链上的新产品，促进现有煤炭产业的提档升级，解

决产业链“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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