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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山西省基本情况



山西省：煤炭供应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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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主要产煤省份煤炭保有储量占比
数据来源：2021 年全国矿产资源储量统计表

2021年主要产煤省份煤炭产量占比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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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21年山西省煤炭产量及外调情况
数据来源：山西省统计年鉴2016-2022

l 2021年煤炭产量达12.03亿吨，占全国煤炭产量的29%，居全国

之首；向河北、山东、江苏、河南等14个省市外调煤炭7.60亿

吨，占全省煤炭产量的比重达63.14%



山西省：非常规天然气供应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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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各省非常规天然气保有储量占比
数据来源：2021 年全国矿产资源储量统计表

2015-2021年山西省非常规天然气产量
数据来源：山西统计年鉴
注：山西非常规天然气2019年及以前年份只包含煤层气，2020年起包含煤层气和致密砂岩气

l 非常规天然气：

Ø 2021年，山西省非常规天然气保有储量达3336.57亿立方米，占全国储量的37%，居全国第二位，仅次于四川；

Ø 2021年，山西省非常规天然气产量为123.35亿立方米，是2015年产量的3倍多。占全国天然气产量的5.94%，位居第6位，仅次

于四川、新疆、陕西、内蒙古、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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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电力供应基地、焦炭供应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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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全省外送电量保持增长态势，占发电量比重波动增加。截至2021

年底，山西电力已外送至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山东、江苏、

河北、浙江、湖南、河南等14个省市。2021年外送电量1234.65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18%，占全省全社会发电量32.13%
Ø 2022年，外送电量超1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约18%

2015-2021年山西省发电量和外调电量
数据来源：山西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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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21年山西省焦炭产量及外调情况
数据来源：山西统计年鉴2016-2022

Ø 2021年，山西省焦炭产量9857.24万吨，占全国焦炭产量的

21.22%，位居全国首位

Ø 2021年，焦炭外调量7641.05万吨，占产量的比重达到

77.52%



山西省：煤炭贡献

5792.41

13580.11
58.12

184.59

780.5

3070.45

1501.24

2589.85

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营
业

收
入

（
亿

元
）

煤炭行业 非常规天然气行业 焦化行业 电力热力行业

营业收入

90.94 87.86

0.56 0.66
9.18 8.72

9.23 10.44

0

20

40

60

80

100

120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平
均

用
工

人
数

（
万

人
）

煤炭行业 非常规天然气行业 焦化行业 电力热力行业

平均用工人数

401.69

1425.07

2.91

8.22

18.23

73.18

85.11

58.47

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1600

1800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税
费

缴
纳

（
亿

元
）

煤炭行业 非常规天然气行业 焦化行业 电力热力行业

税收

营收工业贡献：
煤炭、天然气、焦化、电力四大行业：57.67%

煤炭行业：40.32%

税收贡献：
煤炭、天然气、焦化、电力四大行业：78.55%

煤炭行业：71.53%

就业贡献：
煤炭、天然气、焦化、电力四大行业：54.23%

煤炭行业：44.25%



图  2015-2020年山西省能源消费碳排放总量情况
                     注：基于能源平衡表核算，山西能源平衡表为实物量，全国能源平衡表为标准煤量

p 碳排放总量：能源消费碳排放总量逐年增加，位居全国第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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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2020年能源消费碳排放量位居全

国第5，仅次于山东、内蒙古、河

北、江苏；

Ø 碳排放量占全国的5.84%，占比较

2015年增加0.57个百分点。

山西省碳排放特征



Ø 2020年，山西省单位GDP碳排放（2020现价）为3.04吨/万

元，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以上，居全国第4位，仅次于

内蒙古、宁夏、新疆。

p 碳排放强度：山西省单位GDP碳排放居于全国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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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全国单位GDP能源消费二氧化碳排放分布图（现价）
       注：暂无西藏、香港、澳门、台湾地区能源平衡表，未核算

 2015-2020年山西省单位GDP碳排放

山西省碳排放特征



2020年山西省二氧化碳排放结构

p 工业领域是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的重点领域

电力（48%） 电力（48%）

工业（31%）

钢铁（16.3%）

其他工业（4.7%）

炼焦（4.4%）

供热（2.3%）

有机化学（1.7%）

水泥（1.5%）

交通（5.5%） 道路（5.2%）航空（0.3%）铁路（0.1%）

建筑（3.3%） 服务业（1.4%）农村生活（1.1%）城镇生活（0.8%）

农业（＜1%） 农业（＜1%）

Ø 山西省电力行业碳排放占比近50%，其次为钢铁、焦化行业，碳排放占比分别为16.3%、4.4%，电力和工业行业碳排放占比约80%

数据来源：山西统计年鉴

2020年山西主要工业行业能源消费占比

山西省碳排放特征

煤炭 25%

焦化 12%

化工 14%
建材 6%

钢铁 27%

            有色金属 7%

            电力热力 9%



二、山西省“双碳”战略



山西印发双碳意见和方案

• 2030年：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前提下，二氧化碳排放量力争达到峰值。



山西“双碳”核心工作

以能源绿色低碳发展和核心抓手，
发挥好煤电煤炭的兜底保障作用，
推动传统能源与新能源优化组合

工业领域钢铁、焦化、化工、建材
等传统优势产业的全面高质量发展

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集群规模化发展，

为山西转型和双碳目标实现提供新动能



主要目标

• 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初步形成，重点行业能源利用效率大幅提升；

• 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下降确保完成国家下达目标；

• 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2%；

• 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装机占比达到50%、发电量占比达到30%；

• 森林覆盖率力争比2020年提高2.5个百分点。

• 资源型经济转型任务基本完成，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取得显著成效，重点耗能行业能源利

用效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 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持续下降；

• 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8%；

• 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装机占比达到60%以上，风电、光伏装机达到1.2亿千瓦左右；

• 森林覆盖率和森林蓄积量稳步增长；

• 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前提下，二氧化碳排放量力争达到峰值。

• 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和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全面建立；

• 整体能源利用效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 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大幅提升，在全国一盘棋中奋力实现碳中和目标。

2025年

2030年

2060年



重点工作

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推动传统能源大省向新型综合
能源大省转型

加快推动产业结构深度调整

着力提升交通运输低碳水平

持续提升城乡建设绿色低碳发展
质量

增强生态系统碳汇能力

构建低碳技术创新体系

传统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行动

新能源和清洁能源替代行动

节能降碳增效行动

工业领域碳达峰行动

城乡建设碳达峰行动

交通运输绿色低碳行动

循环经济助力降碳行动

科技创新赋能碳达峰行动

碳汇能力巩固提升行动

全民参与碳达峰行动

双碳意见 双碳实施方案

深化能源革命试点
夯实碳达峰基石

聚焦重点领域突破
打好碳达峰攻坚战

大力推动精准赋能
助力实现碳达峰



能源领域主要任务



三、山西省“双碳”具体实践



具体实践：可再生能源快速推进

Ø 国土部门开展可再生能源资源的调查

Ø 煤矿与新能源的融合：晋北采煤沉陷区大型光伏基地的建
设：利用大同-怀来-天津北-天津南1000千伏特高压通道
建设，结合采煤沉陷区治理，配套600万千瓦新能源装机

Ø 煤电与新能源的融合：风光新能源指标向完成灵活性改造
的火电企业倾斜，激励火电行业加快实施灵活性改造；

Ø 其他产业与新能源的融合：光伏+农业/交通/建筑等分布式
光伏的推进

Ø 新能源消纳能力的保障：抽水蓄能（1+2+10）；新型储
能（15个项目，780MW）

Ø 山西国网时代华电储能项目：大同市，
山西省第一个大型独立储能，总规模
300MW/600MWH；一期150MW，
300mwh；总占地70万亩

Ø 利用火电厂退役后场地设备建设储能



具体实践：可再生能源快速推进

2021年 2015年

2015、2021年山西省发电装机容量结构

u 2021年，山西省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达到3805.1万

千瓦，较2015年增长2.71倍，六年间年均增速

24.41%；

u 占全省发电总装机的比重达到33.56%，较2015年

增加18.83个百分点。

82.24%

0.98%

11.95%
4.83%

火电 水电 风电 太阳能发电

95.14%

1.19%
3.50% 0.13%

火电 水电 风电 太阳能发电



具体实践：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立法

Ø 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是指在煤炭生产、加工、 运输、利用和转化过程中,降低能源消耗,控制和减少污染物
和温室气体排放,提高煤炭利用效率的活动；

Ø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将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建立议事协调机制；
Ø 市、县政府：依法落实税收、土地等支持政策，设立专项资金；
Ø 国有企业：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研发投入纳入绩效评价；



具体实践：近零碳排放试点——碳普惠

Ø 应用范围的拓展

Ø 本地特色场景的拓展

Ø 碳普惠交易制度的设计

Ø 可持续运营



谢谢大家！

开放共享  协同创新  守正笃实  久久为功

秦艳   山西科城能源环境创新研究院  战略中心主任；
 
手机：13466815041；

微信：yellowriver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