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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随着双碳背景下国家能源结构调整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本文从保障国家主体能源安全和优化煤

炭资源勘查开发布局的角度考虑,阐述了中国煤炭资源分布特点及勘查开发现状;从坚持集约与协调发展、改革与

创新发展、绿色与清洁发展的基本原则出发,分析了新时期煤炭资源勘查目标:加强大型煤炭基地资源勘查、推进新

增煤层气资源储量、加快煤系矿产资源勘查;从资源禀赋、开发强度、市场区位、环境容量、输送通道等方面出发,阐
述了 14 个大型煤炭基地开发布局方向及建设规模,同时要加快煤层气的开发利用。 研究成果对未来一段时期煤炭

资源勘查开发及煤炭工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双碳背景;煤炭资源;资源勘查;开发布局

　 　 煤炭作为我国的基础能源和工业原料,长期以

来为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能源安全稳定供应提供了

有力保障。 根据地质勘查成果分析,我国能源资源

禀赋特点为“相对富煤、缺油、少气、缺铀”,这就决

定了煤炭资源作为我国最主要的基础性能源消费地

位短时间内难以改变(赵平,2018;王双明,2020)。
随着能源种类保障程度的多元化、新能源及非常规

能源的迅速发展,煤炭消费在在我国一次能源消费

结构中的比重在逐步降低,近 10 年占比从 69%下降

到了约 58%。
近年来,面对气候变化、环境风险挑战、能源资

源约束等日益严峻的全球问题,我国提出了“碳达

峰”“碳中和”这一新的目标和愿景。 我国碳排放的

主要来源是煤炭,煤炭资源的勘查开发从源头直接

影响着煤炭产业的整体低碳化水平,随着我国经济

发展进入新常态,煤炭工业发展进入新时代,煤炭勘

查开发进入转型发展的新时期,生态文明建设和能

源结构调整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推动着煤炭生产方

式、消费方式的深刻变革(秦容军,2021;朱超等,
2021)。 在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的新发展理念的基础上,立足煤炭在我国能源体系

中的主体地位和压舱石作用,重新对煤炭资源勘查

开发布局审视和优化,可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目标做出贡献(李浩荡等,2019)。 因此,在论述全

国煤炭资源分布概况、勘查开发现状的基础上,对新

时期全国煤炭资源勘查开发利用作出总体安排和布

局,有利于指导煤炭资源工作的宏观性、战略性、政
策性文件制定,进而促进煤炭工业绿色、低碳发展。

1　 我国煤炭资源分布特征

我国煤炭资源丰富,分布地域辽阔,根据《全国

煤炭资源潜力评价》 成果和最新收集数据,全国

2000
 

m 以浅煤炭资源总量达到 5. 9
 

Tt
 

(万亿吨,
 

×
1012 t),累计探获资源量 2. 02

 

Tt,其中,保有资源量

达 1. 95
 

Tt;预测资源量 3. 88
 

Tt(王海宁,2018)。 我

国煤炭资源总体分布情况特征如下:
(1)我国煤炭资源分布区域与消费区域的矛

盾。 我国煤炭资源储量的地域分布格局呈现西部和

北部多,东部和南部少,而煤炭消费需求主要是在经

济发达的东部地区,从而导致煤炭资源分布与消费

需求不匹配,区域供需矛盾突出(滕吉文等,2016),
随着国家去产能工作的实施速度加快,煤炭生产力

逐步向西部地区集中,供需矛盾将越发凸显。
(2)我国煤炭资源丰富区与生态环境脆弱的矛

盾。 我国煤炭资源储量丰富的区域,生态环境较脆

弱。 14 个大型煤炭基地中有 9 个分布于生态环境



脆弱的晋陕蒙宁规划区和西北规划区,这两个区域

是我国现今和今后煤炭生产建设的重点地区,也是

我国现今与未来煤炭供应的主要基地。 煤炭资源开

发活动具有较强的时间持续性、空间扩展性、开发周

期长等特点,必然要使本来就很脆弱的生态环境进

一步恶化(李霞等,2019;王玥等,2020)。
(3)我国煤炭资源煤类储量不均衡,优质煤炭

资源储量有限。 我国煤类齐全,从褐煤到无烟煤各

个煤化阶段的煤都有赋存,但各煤类在储量、区域分

布等方面存在不均衡性,与煤类消费需求也存在较

大的差距。 我国褐煤和低变质烟煤资源量占比较

大,而优质无烟煤和炼焦用煤储量有限。

表 1
 

我国各省生产煤矿数及产能情况

Table1
 

Number
 

and
 

capacity
 

of
 

coal
 

mines
 

produced
 

by
 

provinces
 

in
 

China

地区 省份
煤矿数(处)

大型 中型 / 处 小型 合计

产能

(Mt)
原煤产量

(Mt)

东

部

河北 19 13 5 37 61. 05 50. 752
山东 30 56 20 106 140. 03 118. 756
江苏 5 1 0 6 11. 14 11. 027
福建 0 1 32 33 6. 09 8. 317
合计 54 71 57 182 218. 31 188. 852

中

部

山西 305 332 6 643 994. 75 971. 094
河南 41 51 93 185 141. 62 108. 733
安徽 35 6 0 41 126. 96 109. 895
江西 0 4 78 82 8. 29 4. 412
湖北 0 0 10 10 1. 20 0. 385
湖南 0 3 78 81 12. 24 13. 747
合计 381 396 265 1042 1285. 06 1208. 266

东

北

黑龙江 26 12 266 304 81. 65 51. 950
吉林 5 6 21 32 18. 41 12. 170
辽宁 16 4 0 20 34. 65 32. 920
合计 47 22 287 356 134. 71 97. 04

西

部

内蒙古 198 162 23 383 897. 00 1035. 237
陕西 95 109 47 251 497. 73 634. 124
宁夏 15 4 3 22 73. 55 71. 680
甘肃 17 10 10 37 46. 93 36. 631
青海 3 6 8 17 11. 30 10. 072
新疆 35 37 5 77 169. 08 237. 733
重庆 4 8 30 42 17. 48 11. 508
云南 5 14 102 121 41. 63 47. 796
贵州 20 111 118 249 133. 52 129. 695
四川 8 24 282 314 88. 75 32. 964
广西 1 6 11 18 6. 86 3. 566
合计 401 491 639 1531 1983. 83 2251. 006

总计 883 980 1248 3111 3621. 91 3745. 525

注:数据来源于国家煤矿安监局和国家统计局。 Mt =百万吨。

2　 我国煤炭资源勘查开发现状分析

2. 1　 煤炭资源勘查现状

全国保有煤炭资源储量中尚未利用资源量为

1. 54
 

Tt。 按勘查程度划分:达勘探(精查)工作程

度的资源量为 0. 25
 

Tt, 占尚未利用资源量的

16. 2%;详查工作程度的资源量为 0. 30
 

Tt,占尚

未利用资源量的 19. 5%;普查工作程度的资源量

为 0. 51
 

Tt,占尚未利用资源量的 33. 1%;预查工

作程度的资源量为 0. 47
 

Tt,占尚未利用资源量的

30. 5%,勘查布局较合理(王海宁,2018)。
根据《全国煤炭资源潜力评价》最新成果,从

规划区勘查程度看,东北规划区、华南规划区勘查

程度最高,其详查程度分别达到了 71%和 89%,
黄淮海规划区、西北规划区、西南规划区勘查程度

均为中等, 详查程度分别达到了 58%、 69% 和

66%;晋陕蒙宁规划区勘查程度较低,其详查程度

为 48%。 我国总体上勘查程度中等,东部地区勘

查程度高,中、西部勘查程度低,具有进一步勘查

空间。
2. 2　 煤炭资源开发生产现状

按照《煤炭工业发展“十三五”规划》要求,全
国煤炭开发总体布局分为东部地区(包括河北、
山东、北京、天津、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海南和

台湾)、中部地区(包括山西、河南、安徽、江西、湖
北和湖南)、东北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
和西部地区(内蒙古、陕西、宁夏、甘肃、青海、新
疆、西藏、重庆、云南、贵州、四川和广西)。

从我国煤炭开发现状来看,根据国家煤矿安

全监察局公告,截止 2019 年 12 月底,具备安全生

产许可证等证照齐全的生产煤矿 3111 处,产能

36. 22 亿吨 / 年。 从矿井生产能力大小划分:小型

煤矿 1248 处,占生产煤矿总数的 40. 12%;中型煤矿

980 处,占生产煤矿总数的 31. 50%;大型煤矿 883
处,占生产煤矿总数的 28. 38%,说明我国大型和中

型煤矿占生产煤矿总数的 2 / 3,规模化程度在逐渐

提高。 从地区分布来看,东部地区生产煤矿 182 处,
中部地区生产煤矿 1042 处,东北地区生产煤矿 356
处,西部地区生产煤矿 1531 处,说明我国煤炭资源

开发存在不均衡性,随着小型煤矿逐步退出,未来煤

炭开发将进一步向西部地区集中 ( 樊大磊等,
2021)。

生产煤矿产能地区分布方面(表 1),东部地区

生产煤矿产能 218. 31
 

Mt(百万吨,
 

×106
 

t),中部地

区生产煤矿产能 1285. 06
 

Mt,东北地区生产煤矿产

能 134. 71
 

Mt,西部地区生产煤矿产能 1983. 83
 

Mt,
西部地区煤炭产能约占全国煤炭产能的 50%。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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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煤矿产能省份分布方面,山西 994. 75
 

Mt、内蒙古

897. 00
 

Mt、陕西 497. 73
 

Mt,合计产能 2389. 48
 

Mt,
三西地区集中化程度达到 63. 22%,产能集中化程

度愈发明显(林燕,2020)。
从煤炭产量生产情况看,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

数据,2020 年,全国原煤产量 3. 90
 

Gt(亿吨,×109
 

t)
比上年增长 1. 4%;我国进口煤炭总量为 0. 304

 

Gt,
同比增长 1. 5%;全国煤炭消费量同比增长 0. 6%。
全国 24 个产煤省区中,排名前十的分别为:山西、内
蒙古、陕西、新疆、贵州、安徽、山东、河南、宁夏和云

南,其中前 8 个省份产量均超过 0. 1
 

Gt。 山西、内蒙

古和陕西原煤产量分别为 1. 063
 

Gt、1. 001
 

Gt 和

0. 679
 

Gt,三省区原煤产量合计达到 2. 743
 

Gt,占全

国的 71. 4%。 从数据可以看出,我国煤炭开发布局

持续优化,煤炭产能进一步向资源禀赋好、开采条件

优、生产成本低的区域集中,中西部产煤区的重要作

用和战略地位进一步得到提高(张鹏,2019;周少

统,2020)。

3
 

　 双碳背景下煤炭资源勘查开发
布局研究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全面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和“四个革命,一个合

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深化煤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实施新型煤炭地质勘查战略、资源合理开发战略、大
型基地建设战略、绿色煤炭发展战略、资源节约和保

护战略,加快构建高质量发展的煤炭地质勘查产业

体系,科学规划煤炭产能,促进煤炭行业高质量发

展,为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安全稳定的能源

保障(霍超,2020;王旭东,2020)。
煤炭资源勘查开发布局基本原则为:
(1)坚持集约与协调发展。 根据我国能源消费

需求和煤炭资源赋存条件,全面统筹全国煤炭生产

能力,持续优化煤炭生产开发布局和产能结构,对优

质煤炭资源勘查的同时要化解煤炭过剩产能,进一

步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富煤的西部地区对煤炭资源

的开发,扩大优质增量供给,降低煤炭产能和市场供

需之间的矛盾, 促进供需动态平衡 ( 李红霞等,
2020)。

(2)坚持改革与创新发展。 深化煤炭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创新发展理念,优化煤炭资源勘查开发整

体布局,推动建立煤炭上下游协同发展机制,统一开

发,合理利用,推动煤炭产业从横向扩张向纵向延伸

转变(李惠云,2019)。

(3)坚持绿色与清洁发展。 煤炭资源勘查开发

应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将绿色发展

理念贯穿于煤炭勘查开发全过程,推进煤炭资源勘

查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最大限度减轻对生

态环境的破坏,实现煤炭产业绿色和可持续发展

(武强等,2019)。
3. 1　 煤炭资源勘查布局研究

按照“压缩东部、限制中部和东北,优化西部”
的总体要求,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煤炭资源勘查总体

布局的基本思路是:加强大型煤炭基地资源勘查,提
高勘查精度,满足新时期大型煤炭基地开发需要;推
进新增煤层气资源储量,为煤层气产业化基地建设

提供资源保障;加快煤系矿产资源勘查,提高资源利

用率。
(1)提高大型煤炭基地资源保障程度。 提高大

型煤炭基地详查、勘探资源占比,为矿区建设提供资

源保障;加大大型整装煤田地质勘探与评价工作力

度,为资源枯竭矿区产能转移和矿井接续提供基础;
加大生产煤矿深部区勘探力度,为矿井水平延伸、提
高矿井服务年限提供支持(张建强等,2020)。

(2)推进新增煤层气资源储量。 煤层气是赋存

于煤层中与煤共伴生、以甲烷为主要成分的优质清

洁能源。 一是以沁水盆地和鄂尔多斯盆地东缘为重

点,扩大储量探明区域,增加优质地质储量,为煤层

气产业化基地建设提供资源保障 ( 门相勇等,
2017)。 二是加快新疆、内蒙古、甘肃、四川、云南、
贵州等地区煤层气资源调查和潜力评价,力争在西

北中—低煤阶地区煤层气勘探取得积极进展(孙粉

锦等,2018;侯淞译,2018)。 三是在辽宁、黑龙江、安
徽、河南等省份高瓦斯矿区,加强煤炭与煤层气资源

综合勘查和评价,增加煤矿区煤层气探明地质储量。
(3)加快煤系矿产资源勘查。 我国煤系共伴生

矿物资源丰富,种类繁多,分布广且品质高,过去由

于多种原因,对煤系矿产资源勘查程度重视不高。
新时期需重视煤系伴生资源的勘查与评价,进一步

开展煤系中有工业应用价值的锗、镓、铀、锂、铝、稀
土等新兴战略性矿产和页岩气、油页岩、天然气水合

物、富铀煤资源等能源矿产以及石墨、粘土矿、高岭

土等其他非金属矿产资源的勘查和评价,推进由单

一煤炭地质勘查向煤系矿产地质勘查的转变,加强

资源协同开发与综合利用,提高资源利用率(黄炳

香等,2016;侯慎健等,2019)。
3. 2　 煤炭资源开发布局研究

长期以来,受煤炭资源分布及产业布局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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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我国煤炭产业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东、
中、西梯级开发的格局(图 1)。 东部地区离消费市

场近,开发时间早,资源日渐枯竭,中部和东北地区

开发强度大,投资效益降低,随着时间推移,煤炭开

发加速西移成为必然趋势。 按照《煤炭工业“十四

五”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中提出“优化煤炭资源开

发布局”要求,根据我国煤炭消费需求、资源潜力、
区域经济特征,结合 14 个大型煤炭生产基地建设实

际,科学评价 14 个大型煤炭基地的资源禀赋、开发

强度、市场区位、环境容量、输送通道等因素,对大型

煤炭基地功能合理定位和科学规划,进一步优化开

发布局,推动煤炭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系统性

规划,同时提高煤炭资源保障能力。

图 1
 

我国煤炭生产开发布局示意图

Fig.
 

1
 

Layout
 

of
 

China’s
 

coal
 

p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

(1)冀中、鲁西、河南、两淮基地:这 4 个煤炭基

地资源储量有限,地质条件复杂,生产成本高,随着

煤矿开采深度的加大使得安全生产压力增加,要逐

步降低生产规模,同时做好资源枯竭、灾害严重煤矿

的逐步退出。 根据《煤炭工业“十四五”高质量发展

指导意见》,冀中、鲁西、河南、两淮基地煤炭产量分

别稳定在 60
 

Mt / a(百万吨 / 年,
 

106
 

t / a)、120
 

Mt / a、
120

 

Mt / a、130
 

Mt / a 左右(图 2)。
(2)蒙东(东北)、晋北、晋中、晋东、宁东、云贵

基地:这 6 个煤炭基地开发强度大,要科学合理控制

煤炭生产总量,进一步推进煤炭基地提质,大力发展

大型、特大型煤矿,实现高产高效,保障区域能源需

求,尤其山西、陕西、蒙西地区是我国煤炭主产区,也
是我国主要的煤炭调出地区,担负着全国煤炭供应

保障的责任(郑文升等,2010)。 根据《煤炭工业“十

四五”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蒙东(东北)基地煤炭

产量稳定在 5
 

Gt / a;晋北、晋中、晋东基地煤炭产量

合计控制在 900
 

Mt / a 左右;宁东基地煤炭产量稳定

在 80
 

Mt / a;云贵基地煤炭产量稳定在 250
 

Mt / a
(图 2)。

(3)神东、陕北、黄陇、新疆基地:这 4 个基地煤

炭资源储量丰富,开采条件好,是承接我国煤炭产业

西移的重要基地(郑德志等,2019),在开发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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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4 个大型煤炭基地产能建设规模布局情况

Fig.
 

2
 

Capacity
 

construction
 

scale
 

layout
 

of
 

14
 

large
 

coal
 

bases

要统筹考虑生态环境、市场需求、基础设施等因素,
科学制定煤炭工业发展规划,充分衔接产业布局,优
化煤炭资源开发节奏和开发规模,有序推进基地建

设和煤炭产业发展。 根据《煤炭工业“十四五”高质

量发展指导意见》,神东基地煤炭产量稳定在 900
 

Mt / a;陕北和黄陇基地合计控制在 640
 

Mt / a 左右;
新疆基地煤炭产量稳定在 300

 

Mt / a(图 2)。
(4)加快煤层气的开发利用。 我国煤层气资源

丰富,据原国土资源部统计资料,埋深在 2000
 

m
 

以

浅的煤层气资源量为 30. 05 × 1012
 

m3 (康永尚等,
2017),占全球煤层气资源总量的 11. 6%。 煤层气

开发方面,2020 年全国煤层气产量为 102. 3×108
 

m3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煤层气开发总的来说进展缓

慢,目前主要集中在中—高煤阶煤层气分布区,对低

煤阶煤层气分布区开发程度较低。 应从煤层气自身

特殊条件和客观规律出发,加大煤层气资源开发利

用,除可作为补充能源,还有助于减少煤矿瓦斯事

故、降低环境污染、实现双碳目标等多重效应(徐凤

银等,2021)。

4　 结论

(1)我国煤炭资源丰富,累计探获资源量 2. 02
 

Tt
 

(万亿吨,
 

×1012 t),保有资源储量 1. 95
 

Tt,总体呈

现出煤炭资源分布区域与消费区域的矛盾、煤炭资

源丰富区与生态环境脆弱的矛盾、煤类储量分布不

均衡等特征。
(2)全国尚未利用煤炭资源从勘查程度(勘探、

详查、普查、预查)来看,总体上勘查现状程度为中

等。 东北规划区、华南规划区勘查程度最高,黄淮海

规划区、西北规划区、西南规划区勘查程度均为中

等,晋陕蒙宁规划区勘查程度较低。

(3)我国当前大型和中型煤矿占生产煤矿总数

的 2 / 3,西部地区生产煤矿数量、产能均约占全国的

50%,煤炭开发布局和保障能力得到持续优化,煤炭

资源开发战略重心逐步向资源禀赋好、开采条件优、
生产成本低的西部地区集中。

(4)根据我国煤炭资源赋存特点、消费需求、环
境承载能力等因素,新时期煤炭勘查开发布局主要

围绕 14 个大型煤炭基地开展,勘查布局方面主要提

高大型煤炭基地资源保障程度,同时提高煤层气资

源储量和加快煤系共伴生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布局

方面降低冀中、鲁西、河南、两淮基地生产规模,控制

蒙东(东北)、晋北、晋中、晋东、宁东、云贵基地生产

规模,有序推进神东、陕北、黄陇、新疆基地生产建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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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national
 

energy
 

structure
 

adjustment
 

under
 

carbon
 

neutrality
 

and
 

emission
 

peak
 

settings
 

as
 

well
 

a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requirements,
 

considering
 

from
 

national
 

main
 

energy
 

security
 

and
 

coal
 

resources
 

exploration,
 

this
 

paper
 

expounds
 

coal
 

resources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exploration,
 

exploitation
 

status
 

quo. Based
 

on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intensive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reform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and
 

green
 

and
 

clean
 

development,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oal
 

resources
 

in
 

China
 

and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intensive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reform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and
 

green
 

and
 

clean
 

developme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argets
 

of
 

coal
 

resources
 

exploration
 

in
 

the
 

new
 

period,
 

including
 

strengthening
 

the
 

exploration
 

of
 

large
 

coal
 

base
 

resources,
 

promoting
 

the
 

increase
 

of
 

coalbed
 

methane
 

reserves
 

and
 

accelerating
 

the
 

exploration
 

of
 

coal
 

measure
 

mineral
 

resources.
 

From
 

the
 

aspects
 

of
 

resource
 

endowment,
 

development
 

intensity,
 

market
 

location,
 

environmental
 

capacity
 

and
 

transportation
 

channels,
 

the
 

paper
 

expounds
 

the
 

development
 

layout
 

direction
 

and
 

construction
 

scale
 

of
 

14
 

large
 

coal
 

bases,
 

in
 

addition,
 

accelerating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coalbed
 

methane
 

. The
 

research
 

results
 

have
 

important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oal
 

resources
 

and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oal
 

industry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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