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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收贡献
能源生产行业营收贡献60.48%

煤炭行业营收贡献4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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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行业 非常规天然气行业 焦化行业 电力热力行业

税收贡献
能源生产行业税费贡献80.37%

煤炭行业贡献72.77%

就业贡献
能源生产行业就业贡献55.05%

煤炭行业贡献4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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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支柱产业

2015-2022年山西省能源生产行业贡献

引用《山西省能源低碳发展数据报告（2023）》



2022年山西煤炭外调情况
数据来源于山西统计年鉴与统计公报

山西煤炭（储量24%、产量29%、外调量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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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2023年山西煤炭产量
数据来源于山西统计年鉴与统计公报



山山西煤炭企业画像

888座煤矿

国有煤矿占74%
民营煤矿占26%

省属四大煤炭集团 全国煤炭企业10强产能超15亿吨

下属煤矿超过400座
产能超50%

国有产能占80%
民营产能占20%

晋控第3；潞安第6
山焦第7；华阳第8



山西焦炭（产量20%、外调量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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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山西焦炭企业画像

先进产能>96%

在产产能1.2亿 新建焦炉为主

民营企业＞90%独立企业＞90%
2018年在产4.3m焦
炉146户，9000余万

吨

民营企业为主独立企业为主



山西煤炭行业绿色低碳转型02



煤炭需求逐步压减

来源：清华大学能源经济环境研究所（2021）

p“十四五”严格合理控制煤炭

消费增长

p“十五五”逐步减少煤炭消费



立足以煤为主的基本国情和省情，

守牢煤炭供应安全底线，充分发挥

煤炭的“压舱石”作用，以煤炭清

洁高效利用为方向，以科技创新为

根本动力，提升全产业链碳减排水

平，推动煤炭产业绿色低碳转型，

助力全省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山西省煤炭行业碳达峰实施方案



建设国家煤炭供应保障基地 强化煤炭资源绿色开发

深入推进煤炭生产节能降碳 促进矿区低碳供能与增汇

1.持续优化升级煤炭生产结构。

2.建设煤炭清洁运输储备体系。

3.健全煤炭高效应急保供机制。

4.推进全域绿色矿山建设工作。

5.推动煤炭开采方式变革。

6.加快绿色开采技术应用推广。

7.开展存量电机节能改造。

8.提高余热资源利用水平。

9.强化企业节能低碳管理。

10.推动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

11.提升矿区生态环境增汇能力。

山西省煤炭行业碳达峰实施方案（8大任务23条举措）



实施资源循环利用减碳 推动瓦斯综合利用减碳

推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 强化煤炭领域低碳科技创新

12.加强矿井水治理与综合利用。

13.强化煤矸石资源综合利用。

14.加快完善煤矿瓦斯数据管理。

15.推进煤矿瓦斯治理和综合利用。

16.开展关闭煤矿瓦斯治理与利用。

17.加快促进煤炭使用提质增效。

18.持续提升电力热力用煤效率。

19.推动非电燃料用煤有序替代。

20.提高原料用煤综合利用效能。

21.因地制宜推进区域散煤治理。

22.开展煤炭技术创新攻关。

23.全力推进煤矿智能化建设。

山西省煤炭行业碳达峰实施方案（8大任务23条举措）



零碳矿山模式打造

生产系统减碳

能源系统去碳

生态系统固态
零碳矿山

山西首批零碳矿山试点：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马兰矿/同煤大唐塔山煤矿有限公司/山西潞安集团余吾
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煤炭企业多元化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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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各公司2022年度报告



云丘山，全国5A景区
隆水实业集团投资开发

运城职业技术大学，山西省第一所本
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院校

宏源集团投资建设

煤炭企业多元化经营？(民营企业的积极探索)



山西省焦化行业绿色低碳转型03



发展定位转变

全国布局

产业链

产业生命周
期

山西经济发
展

焦化企业组
织方式

焦化副产品
深加工

达峰平台期 加速减排期

2030年

深度减排期 碳中和期

2025年2022年 2050年 2060年

全国焦炭生产基地 全国最后退出焦化产业的省份

钢铁行业重要的原材料

2040年

保障钢铁产业链安全 支撑钢铁产业链安全

经济支柱产业 基础产业 低经济贡献产业

成熟期 衰退期（衰而不亡）

独立焦化企业为主 独立焦化与钢焦并重 钢焦企业为主

高附加值利用 高附加值固碳利用



转型路径探讨
2025年 2030年 2050年 2060年

焦炭产能 14300万吨 13000万吨 3500万吨 1500万吨

焦炭产量 9200万吨 6600万吨 2300万吨 1100万吨

产量份额 23% 23% 25% 25%以上

严控
产能
产量

开展
节能
改造

山西省焦化行业碳中和路线图

路径举措

实施
能源
替代

分布式光伏 10%企业布局光伏 50%企业布局光伏 100%企业布局光伏 100%企业布局光伏

单位产品能耗 115kgce/t 110kgce/t 98kgce/t 96kgce/t

装备水平 全面关停4.3米焦炉 5.5米及以上：100% 6米及以上：100% 6.5米及以上：100%

发展
负碳
技术

生态固碳 在厂区内植树造林，打造花园式工厂

碳捕集 总结示范项目经验 建成运行3个示范项目 建成运行6个示范项目 保留的焦化项目全部配套碳
捕集装置

先进节能技术
干熄焦改造、余能回收利用等

成熟技术 应用先进节能技术

延伸
产业
链

焦炉煤气

煤焦油

粗苯 向精苯、甲苯、二甲苯等下游延伸发展高端精细化工产品

清洁能源车辆 应用10% 应用50% 应用80% 应用100%

制取高端医药、化工中间体和炭基新材料等

延伸发展高附加值化学品产业链；发展焦炉煤气制氢；焦炉煤气炼钢；发展氢碳互补生产
化学品

阶段 达峰平台期 加速减排期 深度减排期 碳中和期

推动已规划备案项目建设

限制焦油初加工项目的建
设

限制粗苯精制项目的建设



转型影响因素

2021-2025年：节能改造，62.5%

2026-2030年：粗钢需求，41.4%

2031-2035年：电炉钢发展，44.6%

2036-2060年：氢冶金发展，29.3%



近中期转型建议：严控焦炭产能，建立生产灵活
调控机制

严控产能：顺应行业趋势，严格控制焦化行业产能规模，力争到2025年
将产能控制在1.4亿吨以内，到2030年压减至1.2亿吨以下；

差异化生产机制：探索建立焦化行业能源消耗、碳排放、污染物排放指标
与产量挂钩的约束机制，开展焦化企业级别认定，实施差异化生产



近中期转型建议：全力打造3-4
个绿色焦化园区/基地，解决产
业“聚而不合”的问题 

——提高园区能源、水、土地等资源利用效率，大幅降 低园区三
废排放；

——促进项目之间、企业之间、产业之间物料互联互供、闭路循
环，提高资源产出率；

——推进园区 集中供气供热、污水固废集中处置、能源梯级利用
和余热余压回收利用，提高园区能源利用水平；强化园区综 合管
理水平和服务水平

——组建区域焦化副产品资源管理公司，促进焦化副产品深加工
产业规模化、集约化发展，提高煤炭利用效率，实现经济效益和
碳减排效益最大化。

孝义、介休、河津、潞城4个千万吨级焦化集聚区



截至2023年1月临汾市焦化企业分布情况

展望：着眼长远

产业布局调整后临汾市焦化产能分布情况



展望：着眼长远

• 树立长线思维，制定长期战略规划：强化风险意识，探讨产业合理退出路径。

• 依托气候投融资试点，创新转型金融模式：制定产业转型金融标准，明确支持的脱碳
措施及减排标准，引导和促进更多资金投向焦化、煤炭等传统企业转型发展的重点转
型项目。

• 引导资金投资非煤经济，做好退出衔接。营造良好投资环境，维护企业家投资权益，
留住退出企业投资人的资金，鼓励将资金再投资于本区域的非煤经济产业、区域新型
基础设施、新型城镇化等重大工程和补短板领域建设。

• 做好退出用地再开发利用和职工安置。盘活关停搬迁后的工业用地资源，重点引进高
附加值低排放的绿色低碳项目，提升土地产出效益。健全退出企业的职工社会保障机
制，做好职工再就业期间的社会保险关系接续工作；强化转岗职工再就业培训，培养
工作新技能，提高职工再就业能力。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