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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置换让煤企去产能变主动

四川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对关闭退出煤矿的去产能指标进行交易，
使27家原本“不愿关”的煤矿主动关闭了矿井，占今年应完成任务数的56%

□ 丛 峰 陈 健

去年下半年以来，随着煤

炭市场价格反弹，一些煤矿对

于落后、过剩产能退出，变得有

些“不愿关”了。最近，四川省

通过“指标置换交易”引导煤炭

产能退出，尝到市场化手段带

来的“甜头”，27家原本“不愿

关”的煤矿主动关闭了矿井。

指标交易企业受益

宜宾市筠连县是四川的产

煤大县。筠连县合业矿业集团

公司今年关闭了当地一处产能

15万吨/年的夏泉煤矿。

“这个煤矿产能小、灾害

重。”合业矿业集团公司副总经

理李朝银说，“虽然关了有些舍

不得，但是以后我们可以把力量

集中投入到集团剩下的4个矿

上面，从而提升安全生产水平。”

李朝银说，夏泉煤矿的关

闭退出，得益于四川在煤炭行

业化解产能工作中尝试的“指

标置换交易”。这个煤矿按照

产能的30%比例，将4.5万吨的

指标在市场上交易，卖出了

139.93元/吨的价格，总共收入

600多万元。

煤炭去产能是我国深入推

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

容。四川省安监局副局长刘健

说，四川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

源的决定性作用，在西南联合

产权交易所通过竞价拍卖的方

式，对关闭退出煤矿的去产能

指标进行交易。

今年8月24日，四川省进

行了首场拍卖。参加此次交易

的指标1290.7万吨，来自山西、

陕西、山东、内蒙古、四川等地

的11家意向受让企业参与竞

拍。上拍的指标全部交易成

功，成交均价 142元/吨，交易

额18亿余元。

“交易指标量、指标需求

量、交易收益均超过预期，多渠

道为煤矿关闭退出筹集了资

金，提高了煤矿企业关闭退出

的积极性。”刘健说，这促使27

家原本“不愿关”的煤矿主动关

闭了矿井，占今年四川应完成

任务数的56%。

落后产能让出市场

去年国家出台政策，要求

3年内确需新建煤矿的，一律

实行减量置换。也就是说，这

些煤矿要使用其他企业退出的

产能指标。通过指标置换，老

旧矿井拿到钱退出了，产能减

少了，为新建煤矿市场留足更

多的空间。

“我们关闭退出的都是落

后产能。”宜宾市安监局副局长

李文仲说，一是安全条件较差

的矿，比如开采条件差、瓦斯突

出、治理灾害成本高的矿。二

是僵尸企业。三是小煤矿，去

年全市6万吨/年以下的煤矿已

全部退出，今年尽量让9万吨/

年的产能退出。四是不符合环

保要求的矿，比如高含硫的煤

矿、风景名胜区内的煤矿。

在各级政府投入110亿元

左右财政奖补资金的推动下，

从 2013 年到 2016 年，四川已

关闭煤矿 753 处，退出产能

7129万吨。但是，受煤炭市场

价格反弹及煤矿企业债务影

响，相当部分煤矿不愿主动关

闭退出，单纯依靠财政奖补资

金推动煤矿关闭退出的难度越

来越大。

雅安市安监局副局长程

月刚说，有的落后产能所在的

县是财政穷县，希望多渠道筹

措煤矿关闭所需资金。煤矿

企业也盼望在财政奖补资金

的基础上，还能有更多资金用

于化解抵押借贷、青苗补偿等

实际问题。指标市场化交易

的收入可以更好地解决这些

问题。

转型发展道路更宽

四川对退出的煤矿不是“一

关了之”，而是采取土地利用、转

产扶持等措施，积极引导帮扶

其转型发展。雅安市汉源县

“煤老板”李勇强去年10月关闭

了一处产能9万吨/年的煤矿，

转型加盟一家珠宝连锁企业，

如今在雅安各地开了11家店。

“现在国家号召‘双创’，市

场上机会很多。有了煤矿十几

年的管理经验，我们不管在哪

行创业，都比较容易成功。”

李勇强说。

“小煤矿投入越来越大，安

全压力也很大，不转型不行。”

四川蓝伯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田永奎说，他们关闭产

能15万吨/年的煤矿后，在当地

政府支持与帮助下“弃煤从农”

建起3万亩青蒿种植基地，组建

科研团队和生产线，转型生产

青蒿素产品，昔日黑乎乎的矿

山将变为绿水青山。

“一大批安全条件差、资源

利用率低、影响环境的落后煤

矿关闭退出了。”刘健说，四川

煤矿平均单井规模由2012年

底的12.9万吨/年提高至2016

年底的17.7万吨/年，生产集约

化程度得到提高。安全事故由

2012年的119起、死亡200人

降至2016年的28起、死亡42

人，分别下降76.5%和79%。

创新转型 煤电也可以撑起一片蓝天
华润电力唐山丰润有限公司进行29项优化设计，实现了环境

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多赢”

□ 本报记者 田新元

“这个发电厂好干净啊！”

“煤炭怎样变成了电？”“电厂的

煤藏在哪儿了？”“烧完的煤灰去

哪儿了？”……在华润电力唐山

丰润有限公司日前举行的“华润

80周年·绿色电厂探秘月”活动

现场，来自电厂附近的中小学生

很兴奋，好奇地问这问那。

华润电力华北大区副总经

理兼唐山丰润有限公司总经理

丁杰介绍，步入“十三五”以来，

经历了创新转型的华润电力，

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在促进地

方经济发展的同时，积极履行

社会责任，在节能减排、保障电

力环保、安全环境下，实现了环

境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

“多赢”。

大胆创新 优化设计

丁杰说，公司坚持以“低

碳、节能、环保”为宗旨，以“建

绿色电厂、创优质工程”为目

标，坚持新技术、新工艺、新流

程、新装备、新材料的应用，在

煤电清洁发展与环境保护方面

实行了大胆的创新。电厂通过

对烟塔合一布置、厂区总平优

化、除氧间前置布置、汽轮发电

机组纵向镜像对称布置、集控

室独立设置、汽轮机采用新产

品、取消启备变、取消电动给水

泵等进行了29项优化设计。目

前，年发电量达42亿千瓦时，供

热 600 万吉焦，供热面积约

1500万平方米。

与到处堆满黑色煤炭的传

统电厂不同，白色的工厂纤尘

不染，烟囱和煤炭去哪儿了？

丁杰介绍，电厂建设之初，电厂

采用烟塔合一技术，取消烟囱，

配置一座烟塔、一座常规塔，两

塔高度相同。采用高效的电袋

复合式除尘器，并同步建设脱

硫、脱硝设施。采用了高频电

源+高效电袋复合式除尘器，改

造后的排放指标完全满足河北

省超低排放标准。

“很多人以为是游泳馆，其

实是我们的蚕茧型煤场，电厂

的煤就‘藏’在这里。这个巨无

霸可存煤12万吨，保证满负荷

安全生产15天，真正做到烧煤

不见煤，美观又环保。”丁杰指

着一个巨大的蚕茧形建筑说，

煤场在混凝土基础安装了拱形

钢网架，钢网架上铺设彩钢板，

并在合适的位置安装塑料采光

带。推煤机和煤泥水处理池布

置在干煤棚内，减少污染，保证

不扬尘、不污染外部环境的同

时，又节约了成本。

电厂取消了外部灰场，灰

渣全部综合利用。由钢板封闭

灰罐取代露天灰场，既避免了

灰渣在运输和储存过程中的扬

尘污染，将粉尘污染降到最低，

又节约了用地。

淘汰落后 节能减排

据介绍，该厂施工工艺和

环保技术方面，采用“上大压

小”方式扩建，“压小”中，关停

了唐山市中心城区137台小锅

炉 。 关 停 了 赛 德 热 电 2 台

50MW机组，淘汰落后产能，实

现节能减排。

全厂补给水源实现了中水

的综合利用，循环水通过余热

再利用，提高了供热能力，满足

了路北区韩城镇130万平方米

的集中供热。同时降低了电厂

的煤耗和水耗，实现了能源综

合利用，节能减排。

据了解，结合电力行业“五

新”技术及建筑业“十项”新技术

的应用，该厂建设全过程形成了

科技创新、技术应用和质量创优

的良性循环，共获省部级以上奖

项23项，其中专利8项。

业内专家认为，该厂“上大

压小”扩建工程采用“集约高效

的能源基地模式”开发建设，符

合我国能源政策方向，在微油

点火、减少空间体积、减少材料

用量以及节水节煤节地等科技

创新方面做出很多有益的尝

试，充分证明了我国火电建设

的技术水平、设计水平、装备制

造水平、施工安装水平的国际

竞争力，为推动电力行业及设

备制造产业升级方面具有重要

的借鉴意义。

参观结束后，中小学生纷

纷在“发现不一样的电厂”的留

言板上写下了“环保、清洁、人

性、生态”“大美电厂”“美丽的

电厂，名不虚传”“环境友好”

“有趣”“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托起唐山的一片蓝天”等直观

感受。有学生表示，一定要好

好学习，掌握先进的技术，让新

技术带来生活的便利，让新技

术净化祖国的蓝天，让新技术

把我们的家园变得更美。

本报讯 西气东输主力气

田——克深气田日前日产气量

超1800万立方米，成为目前中

国石油塔里木油田产气量最高

的一块气田。

新疆塔里木油田库车油气

开发部克深作业区经理王金山

介绍，克深气田目前天然气产

气量稳定在1800万立方米以

上，相当于每天满足2000多万

户居民的用气需求。

克深气田是西气东输的主

力气田之一，位于塔里木盆地

库车县附近，地处南天山复杂

山地地区。气田于2008年 6

月发现，是世界罕见的超深超

高压裂缝性致密砂岩气藏。“塔

里木油田范围内目前最深的一

口气井就位于克深作业区，井

深达8038米。”王金山说道。

近年来，塔里木油田抓住

影响生产的多处“瓶颈”，升级

设备性能，提升装置处理能

力，同时加快新井投产步伐，

为克深区块产量的提高创造

了条件。

据塔里木油田克深作业区

采气队副队长蒋国军介绍，克

深气田的井筒完整性管理是世

界性难题，没有先例。“经过长

时间的探索和积累，现在技术

储备完备。”

据了解，截至 2017 年 9

月，克深气田已发现克深1、2、

6、8、9等多个气藏，克深2、克

深8等气藏已正式建成并投产

生产井61口，累计生产天然气

达189.22亿立方米。10月底，

3口生产井即将建成投产，预

计日增产天然气 150万立方

米，届时，克深气田日产气量将

超过1950万立方米。

据悉，加快克深气田天然

气上产是塔里木油田全力保障

西气东输供气的一个缩影。西

气东输工程投产13年来，塔里

木油田加大勘探开发力度，建

成7个西气东输主力气田，年

供气量达250亿立方米。

(耿丹丹)

本报讯 国家电网青海

电力公司近日对外披露，“电

力天路”自2011年底竣工投运

以来，累计向西藏输送电量

42.29亿千瓦时，同时藏中电

网外送西藏水电达16.47亿千

瓦时，在满足西藏、青海发展

需要的同时，已成为拉动青藏

两省区经济社会发展、清洁能

源输送引擎。

被誉为“电力天路”的青

藏交直流电力联网工程东起

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全

长2530千米，工程平均海拔

4500米，是迄今世界上最高海

拔、高寒地区建设的规模最

大、穿越冻土区最长、施工难

度最大的输变电工程。

“电力天路”柴达木换流

站站长张彦君介绍，投运至

今，该工程开启了资源配置之

门，将一直孤网运行的西藏电

网通过青海电网与整个西北

地区电网互联，优化了电力供

应结构，解决了西藏中部电网

长期缺电矛盾。

西藏水能资源丰富，其理

论蕴藏量达2.1亿千瓦，是“西

电东送”的重要能源接续基

地。由于西藏电网夏丰冬枯

的季节负荷特性，本地消纳能

力有限，西藏冬季缺电、丰水

期电力消纳难矛盾突出。

“‘电力天路’疏通了西藏

能源瓶颈，结合西藏电网夏

丰冬枯的季节负荷特性，实

现西藏水电外送常态化，在

夏季丰水期将西藏地区富余

的水电输送出来，使西藏的

水电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

势。”张彦君说。

柴达木盆地是我国太阳

能最丰富的地区之一，有可用

于光伏发电建设的荒漠化土

地10万平方公里，目前青海光

伏在内的清洁能源产业正以

每年100万千瓦的速度递增，

并相继建成柴达木、共和两个

百万级大规模集中并网光伏

发电基地。

“‘电力天路’的运行使得

青海新能源发展、青海电网从

西北电网的末端转变为电力

互换的重要枢纽，以柴达木大

规模集中并网光伏发电基地

为主的光伏新能源顺利就近

送出。”张彦君说。

(罗云鹏 马 洁)

本报讯 国家电网福建电

力公司近日通报称，福建企业

和居民每使用2千瓦时电就有

超过1千瓦时电来自清洁能源

发电。截至目前，福建发电装

机容量5349.2万千瓦，其中清

洁能源装机占比继续攀升至

54.3%。

具体而言，福建清洁能源

装机占比较2016年的 51.7%

提高了2.6个百分点，较2012

年的44.57%提高了9.73个百

分点。

今年前8个月，福建清洁能

源发电量持续提升，占比达到

58.6%，高于2016年的54.3%。

2016年，福建全省水电发电量

增长31%，核电利用小时平均

达到6492小时，风电利用小时

连续四年位居全国第一。

过去，福建省缺油缺气少

煤，能源形势一度比较紧张。

但凭借地理优势，加上清洁能

源重大项目相继落地，福建正

加快由昔日能源自然储备“小

省”蜕变为清洁能源“大省”。

一个月前，福清核电4号

机组正式具备商业运行条件，

福清核电一期工程(1-4号机

组)全面建成投产。

推动清洁能源发展是福

建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

的重要内容。福建省多山、多

水，森林覆盖率多年居中国前

列，“清新福建”成为金字招

牌，在保持经济中高速发展的

同时，交出大气、水、生态全

“优”的成绩单。

目前，福建正加快建设清

洁能源重大项目。其中，福清

核电5号、6号机组正在加紧建

设中，其中5号机组今年5月

25 日实现穹顶吊装，全面进

入设备安装阶段，较原计划

提前 15 天；6 号机组日前开

始反应堆厂房内层安全壳18

层结构施工。

从《福建省“十三五”能源

发展专项规划》可见，福建将

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的发展理念，积极推进能

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优

化能源结构和电源布局，努力

构建清洁、高效、安全、可持续

的现代能源体系和东南沿海

重要能源基地。 (龙 敏)

本报讯 “今年以来，关中

地区散煤治理和削减总体上进

展比较顺利，已削减了约522万

吨，完成全年目标的90.2%。”陕

西省发改委副主任刘迎军近日

表示，受高耗能产品价格和销售

量提升的影响，规上工业煤炭消

费不降反增，减煤的形势仍非常

严峻。

近年来，陕西关中地区频发

大规模雾霾天气，给民众健康生

活带来诸多不便。今年3月，陕

西多部门联手开展煤炭削减、散

乱污企业清理取缔、燃煤锅炉拆

改、扬尘治理等专项行动，采取

“铁腕”措施改善大气环境质量。

陕西省环保厅副厅长郝彦伟

表示，目前削减散煤522万吨，

拆改燃煤锅炉7594台，同时推

进工业企业生产、城乡居民取暖

电能替代和“煤改气”工程。

据了解，陕西已淘汰黄标车

31,108辆，基本完成全年任务。

造林绿化254万亩，湿地保护恢

复42万亩，沙化土地面积净减少

88万亩。关中水系规划有序推

进，城市周边生态体系逐步完善。

官方表示，尽管各项治理措

施深入推进，受地形地貌、气象

气候等诸多因素影响，当前关中

地区大气污染形势依然严峻。

“从 2013 年以来的环境监

测数据分析看，全省大气污染治

理的重点在关中，难点在冬季，

关键在PM10和PM2.5控制。”郝彦

伟称，今年采暖季前，陕西将印

发行动方案，提出以颗粒物整

治为重点的攻坚任务和若干强

化推进措施，还将制定配套的

巡查执法、量化问责、专项督察

等方案。

《陕西省重污染天气应急

预案》将于近期颁布执行，实现

关中地区统一预警分级标准，

统一应急响应等级，统一应急响

应措施。 (党田野 阿琳娜)

陕西关中今年已减煤522万吨

新疆克深气田日产超1800万立方米

“电力天路”向西藏送电42亿千瓦时

福建清洁能源装机占比54.3%

三峡工程三峡工程175175米米试验性蓄水进入最后冲刺试验性蓄水进入最后冲刺
10月15日，三峡水库水位突破174米，这标志着三峡工程新一轮175米试验性蓄水进入最

后1米冲刺阶段。按照计划，三峡水库水位将在本月底或11月涨至175米。图为水位上升后的

长江三峡枢纽工程夜景。 新华社发（郑家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