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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内蒙古自治区煤炭资源丰富、地域广阔、价格低廉、供应充足，所产出的煤炭受到广泛的欢迎。随着内

蒙古煤炭经济的快速发展，一些矿区的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煤炭企业数字技术应用不足、地区生态补偿

机制不完整的问题越来越突出。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内蒙古煤炭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本文提出要在构建

煤炭生态工业园、推动煤炭业数字化建设、加强生态环境的综合治理这三方面采取积极举措,以促进内蒙

古煤炭经济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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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is rich in coal resources, vast in territory, low in price and 
sufficient in supply, and the coal produced is widely welcomed.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
ner Mongolia’s coal economy, the problems of seriou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damage in some 
mining areas, insufficient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 coal enterprises, and incomplete re-
gional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mechanisms have become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These 
problems have seriously restricte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Inner Mongolia’s co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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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aper proposes to take positive measures in three aspects: building a coal ecological indus-
trial park, promoting the digitalization of the coal industry,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so as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In-
ner Mongolia’s co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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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内蒙古自治区地域辽阔、横跨我国东北大部、中北部和西北区东端部分，全区超过 60%以上的旗县

都储存有煤炭资源，这些资源主要分布在鄂尔多斯市、阿拉善盟、通辽市等地。全区所含煤炭品种较为

齐全，煤质优良，有低灰、低硫低磷、高发热量的阿拉善古拉本优质无烟煤；有特低灰、特低硫、特低

磷、中高发热量的鄂尔多斯优质不粘结煤，又被称作绿色环保煤。按照煤炭变质程度由低到高排列分别

为：褐煤占 13.9%；长焰煤占 10.80%；不粘煤占 63.10%；气煤占 8.80%；肥煤占 0.1%；焦煤占 2.9%；

贫煤占 0.2%；无烟煤占 0.08%。内蒙古大部分煤田构造简单、埋藏较浅、开采成本低、煤层稳定、连续

性良好，较适合大规模的机械化开采。 
现如今，光伏发电、风能发电等新能源方式的出现，使得煤炭资源的使用范围较以前有所下降，但

煤炭资源也因其供应充足和成本低廉的特性仍被用于全国各处的发电厂、钢铁厂、热力公司等。煤炭经

济对于内蒙古来说是支柱型产业经济，其煤炭开采、洗选和煤化工等相关行业，利润总量大、增速快。

2022 年 1~10 月份，内蒙古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利润总额 3555.1 亿元，同比增长 31.9%，高于全国平

均水平 34.9 个百分点，其中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贡献率为 17.9%，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的贡献率达到

了 75.7% [1]。煤炭经济的高速发展除了能带动内蒙古当地公路、铁路等物流行业的发展，也能有效保障

国家煤炭能源的使用安全，对于促进内蒙古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2. 内蒙古煤炭经济发展情况 

2.1. 煤炭产量 

内蒙古是我国十分重要的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其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战略地位十分突出。数据显示，

内蒙古自治区的煤炭保有资源量为 5179.13 亿吨，居全国第一位，占全国煤炭保有资源总量的 29.02% [2]。 
在“十三五”期间，内蒙古全区累计生产煤炭 48.5 亿吨，近 60%供应华北、东北、华东等地区，占

全国跨省交易量的 1/3，为国家能源安全保障作出了积极贡献 1。2021 年，我国部分地区出现了缺煤、限

电现象，全国煤电供应紧张，内蒙古毅然扛起能源保供的重任，实现煤炭储量、煤炭产能、煤炭外运量

全国第一，完成了国家交付的大半个中国的煤炭保供任务。 
2022 年，内蒙古地区规模以上原煤产量创历史新高，达到 11.74 亿吨，比上年同期增加 1.4 亿吨，

约占全国煤炭总产量的 26.1%，在全国排名第二 2。其中外送煤炭 7.2 亿吨，占全国跨省外送煤炭的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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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据来源于《内蒙古自治区煤炭工业发展“十四五”规划》。 
2数据来源于内蒙古自治区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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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全国 25 个省区，产量、外运量均创历史最高水平。分盟市来看，2022 年，11 个产煤盟市规模以上

工业原煤产量“七升四降”。三大主产区鄂尔多斯市、锡林郭勒盟和呼伦贝尔市原煤年产量均创新高，

分别为7.79亿吨、1.35亿吨和1.04亿吨，分别比上年增长11.7%、10.7%和9.6%，合计产量占全区的86.7%，

占比较 2021 年提高 1.2 个百分点，上拉全区原煤产量累计增速 9.7 个百分点[3]。鄂尔多斯作为国家规划

的现代煤化工基地之一，煤炭资源储量 2535 亿吨，约占全国的 1/6、内蒙古自治区的 2/3，是我国主要的

产煤大市[4]。 

2.2. 煤炭消费量 

煤炭作为重要的战略资源推动了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但同时煤炭资源的消耗也成了二氧化碳的主要

来源。2020 年，内蒙古地区煤炭消费总量为 4.4 亿吨，较“十三五”初期 2015 年上升 0.7 亿吨，年均增

速为 3.5% [5]。同年我国的煤炭消费量为 40.4 亿吨，占能源消费总量的 56.83%。而内蒙古地区的煤炭消

费占比高出全国 25.2%，导致内蒙古地区的单位能源(吨标煤)消费碳排放高达 2.29 吨，超出全国平均水

平近 16% [6]。 
内蒙古生产的煤炭，除了以原煤的形式向我国其他省份输送外，还以“煤从天上走，电送全中国”

的形式送至其他省份。2020 年内蒙古的煤电发电量达 4782 亿度，约占总发电量的 85%，全区大部分地

方的电力生产主要还是依赖煤炭。同年内蒙古全区年外送电量由 2015 年的 1396 亿度增长到 2070 亿度，

增长了近 48%。煤化工、火电等相关产业的发展是近年来内蒙古区域内煤炭消费量占比增加的主要原因。

2021 年，内蒙古自治区外送电量达 2467 亿度，占全国跨省区外送电量的 15%以上，连续 17 年领跑全国

[7]。不仅是在电力生产，内蒙古地区的煤炭消费在能源结构中占比长期在 80%以上，呈现“一煤独大”

的局面。内蒙古近几年煤炭生产和煤炭消费量的快速增长导致了其能源消费总量居高不下，全区碳强度

不降反升，给当地的环境治理带来了一定压力。 

2.3. 碳排放效率 

当前，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而气候变暖主要是过度的温室气体排所

放引起的。2020 年，我国提出了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

和[8]。“双碳”目标的提出任重道远，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路径就是提升碳排放效率。碳排放效率可

以用碳强度来衡量，碳强度是指每单位 GDP 所带来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该指标主要是用来衡量经济发展

与碳排放量之间的关系。 
2018 年、2019 年内蒙古全区能源消费总量分别达到 2.31 亿吨、2.53 亿吨标煤，均超出国家下达的

“十三五”2.25 亿吨标煤的控制目标，其碳强度分别也上升了 10.39%和 6.03% [9]。2020 年全国碳排放

总量约 100 亿吨，人均碳排放约 7 吨左右，单位 GDP 碳排放约 1 吨左右。同期内蒙古的碳排放量为 7.97
亿吨，人均碳排放约 33.14 吨，单位 GDP 碳排放约为 4.68 吨，其碳排放强度与 2015 年相比上升了 13.86%
左右[10]，同时也达到了全国平均水平的近 4 倍。目前，内蒙古煤制油气和煤制烯烃完整煤化工产业链已

经形成，年转化煤炭超 1 亿吨，是我国最大、门类最全的现代煤化工生产基地。煤化工行业带来的高污

染、高耗水和高碳排放的问题，再加上煤炭生产与消费，导致了内蒙古地区碳排放强度远超于全国平均

水平。 

2.4. 煤炭资源开发利用现状 

煤炭经济对内蒙古的发展具有重要性、典型性，既需要保障国家能源的安全供应，又需要完成国家

下达的绿色减排任务。所以近年来，内蒙古一直努力加大产能结构的调整力度。2020 年，全区煤炭产能

结构不断优化，全区单矿平均产能达到 259 万吨/年，较 2015 年提高 32%，大型煤矿规模占全区煤矿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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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能的 89.3%，较 2015 年提高 4.2%，发展质量和效益有了显著提升。内蒙古煤炭产能结构的优化能有效

拓展其煤炭经济的发展空间。 
根据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公告，截至 2021 年 3 月底，内蒙古共有在产煤矿 329 座，合计产能 93595

万吨/年。其中，小型煤矿 9 座，产能合计 270 万吨，占煤矿产能的 0.29%；中型煤矿 124 座，产能合计

8055 万吨，占煤矿产能的 8.61%；大型煤矿 193 座，产能合计 84970 万吨，占煤矿产能的 90.78%，目前

内蒙古煤矿以大型煤矿为主 3。其中，鄂尔多斯煤矿数量最多，达到 229 座，占总数的 69.64%，总产能

为 62685 万吨，占内蒙古总产能的 66.95%4。 

3. 内蒙古煤炭产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问题 

3.1. 生态环境破坏严重 

煤炭作为一项重要的能源，在推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但其带来的

环境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在煤炭的开采过程中，首先是地表植被和土壤被破坏而难以恢复的问题，煤

炭露天开采导致了大量裸地的出现，地下开采导致的沉陷和裂缝也会严重影响到植被的生长，使得当地

环境问题愈发突出。据统计，每开采万吨煤炭造成的塌陷面积平均约 3.6 亩，每年产出的煤矸石达 6 亿

吨以上，约占全国大宗固废的 18.3% [11]。内蒙古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主要产生种类有尾矿、粉煤灰、煤

矸石、炉渣、冶炼废渣，四类固废的产生量占到内蒙古总产生量的 70%~90%不等。内蒙古煤炭资源分布

广泛、埋藏较浅，大面积露天开采煤炭导致了土地资源的破坏。这种破坏主要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土

地沙漠化和草场退化问题，另一方面是在煤炭加工利用过程中导致的污染问题，煤炭在加工过程中会产

生大量的煤矸石，煤矸石中的硫化物逸出会污染大气，雨水冲刷煤矸石渗入地下，会污染农田和水资源，

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地区水资源短缺的问题。此外，煤炭在开采、加工利用的过程中都会产生大量粉尘和

有害气体，会造成矿区空气质量恶化，给内蒙古煤炭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3.2. 数字技术应用不足 

根据 2021 年 5 月中国数字经济指数排名显示：全国数字经济指数最高的是 1461，最低的是 168，内

蒙古的数字经济指数为 391，排在倒数第 6 位 5。目前，内蒙古自治区 4G 网络覆盖率达 99.39%，边远地

区通信网络覆盖尚不完善，5G 网络只覆盖至城市范围，数据中心建设呈现碎片化分布，智能化装备应用

不足，工业互联网网络体系建设不平衡；内蒙古自治区各类产业数字化正处于起步阶段，各能源企业虽

已开始规划智慧化发展，但数字化技术尚未与能源领域深度融合。在煤炭行业方面，5G 网络的覆盖不完

善，井下智能化开采的应用处在试点示范阶数字化基础设施还不够完善。 

3.3. 生态补偿机制不完整 

生态补偿即指国家或社会主体之间约定对损害资源环境的行为向资源环境开发利用主体进行收费或

向保护资源环境的主体提供利益补偿性措施，并将所征收的费用或补偿性措施的惠益通过约定的某种形

式转达到因资源环境开发利用或保护资源环境而自身利益受到损害的主体以达到保护资源的目的的过程。

生态补偿往往涉及多个领域，包括经济、生态、法律等。当前，内蒙古对于煤炭开采和利用过程中造成

的资源损耗有一定的补偿政策和专项政策，但这些政策的收入规模小，不能满足补偿需要，并且这些政

策的实施范围较窄，部分地区还存在政策落实不到位的现象，面对复杂的生态环境破坏问题，内蒙古还

没有制定出可以有效执行的煤炭资源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内蒙古煤炭业的发展一方面可以帮助地区实现

 

 

3 数据来源于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 
4 数据来源于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 
5 数据来源于《2021 中国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指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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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快速增长，另一方面是突出的环境问题也亟需治理。如果煤炭在开采过程中所积累的外部非经济问

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这会极大影响接下来内蒙古煤炭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4. 促进内蒙古煤炭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4.1. 构建煤炭生态工业园 

煤炭生态工业园是将废物排放企业和再处理企业安排建立在一个工业园区内，通过物流等方式把不

同工厂和企业连接起来，使一家工厂的废物或副产品可以成为下一家工厂的原料或能源，这样园区内的

各个企业可以进行副产品和废弃物的交换和利用。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实现最大限度的减少废物排放，

最大限度实现物质的循环利用和最大限度提高能源的利用和转化效率，充分实现了煤炭经济的可持续发

展。当前，内蒙古各个盟市均存在有一个或多个煤化工园区，如果能够在这些化工园区内建立试点煤炭

生态工业园，就可以有效减少在煤炭在开采过程中带来的能源过度消耗和环境污染问题，实现从源头有

效处理废弃物和污染物，为内蒙古煤炭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能[11]。 

4.2. 推动煤炭业数字化建设 

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推动内蒙古煤炭行业数字化、智能化、信息化建设，也变得越来越重

要。对于煤炭企业而言，数字化可以有利于煤炭企业降低成本、节能减排，有效提高企业经营效益。内

蒙古煤炭企业要结合自身条件和经济效益，划出专项资金，积极开展数字化技术改造，制定合适的企业

数字化转型规划。政府部门也应该尽快制定煤矿数字化建设实施方案和技术规范、标准和验收办法，开

展智能煤矿建设示范，引导煤矿企业积极开展煤矿数字化建设。与此同时，还要建立统一的大数据中心

和工业互联网平台，提升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在煤炭行业的应用能力，开发出全面感知、实时

互联、动态预测的矿山智能系统[12]。通过推动内蒙古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加快煤炭行业物流数字化，这

样就可以实现减少排队时间、提高找货效率、结算数字化等，让司机和企业一起实现多销碳、多挣钱的

期望。同时政府部门也要鼓励社会资本积极参与煤矿智能化、数字化装备的研发与应用，大力发展智能

制造、高端制造。联合多方力量将内蒙古的资源优势培育为产业优势，增强内蒙古煤炭经济的可持续发

展能力。 

4.3. 加强生态环境的综合治理 

政府应该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加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设立森林、草原等重

点领域和禁止开发区域、重点生态功能区等重点区域，研究设立自治区生态补偿专项资金，推行煤炭企

业可持续发展准备金制度，严格把关煤炭企业对于土地复垦和再利用治理工作，强化环境保护的监督管

理职责，建立责任明确、上下协调的行业监督管理体制。鼓励煤炭企业采取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相结合

的方式，对已开采破坏的地区进行有效综合治理。同时开展编制环境污染治理规划和相应的项目工作，

将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纳入煤炭开采预算，使环境污染的治理成本内部化。不断推进煤炭领域执法公开规

范，建立完善信息通报制度，加强部门联动执法。加快建立煤炭企业信用记录平台，及时向社会公布，

提高企业环境违法成本，促进煤炭企业诚信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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