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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章
矿业及能源

１．煤炭
2022年中国原煤产量45.6亿吨，同比增长10.5％。

煤炭进口量2.93亿吨，同比下降9.2％。同年煤炭消费量
增长4.3％，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56.2％，比上
年上升0.3个百分点。

受国际能源价格大涨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二季度以后

煤炭价格呈现高位波动态势，年内价格峰谷差达到900元／

吨左右；10月份以后，随着中国动力煤供需形势逐步改善，

煤炭进口快速恢复，动力煤市场价格持续下行，年末北方港

口动力煤市场价格较年内高点下降500元／吨，并继续向合

理区间回归。

2023年，随着中国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发挥煤炭主

体能源作用，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将带动中国煤炭消费

保持增长。同时，中国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实施新能源

和可再生能源替代，钢铁、建材等主要耗煤行业需求或有所

减弱。预计2023年煤炭需求将保持适度增加。从煤炭供应

看，预计2023年中国煤炭产量将保持增长，增幅回落。煤炭

进口形势逐步改善，进口煤进一步发挥调节和补充国内煤炭

市场的积极作用。预计煤炭中长期合同覆盖范围扩大。综合

判断，2023年，预计煤炭市场供需将保持基本平衡态势。但

当前国际能源供需形势依然错综复杂，加之受极端天气、水

电和新能源出力情况、安全环保约束等不确定因素影响，区

域性、时段性的煤炭供需矛盾依然存在。

＜建议＞
＜关于引进燃煤锅炉先进技术的建议＞

① 引进燃煤锅炉节能和二氧化碳减排技术
　2021年11月3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国家

能源局发布了《全国煤电机组改造升级实施方
案》，要求到2025年，全国火电平均供电煤耗降
至300克标准煤／千瓦时以下。此外，要求对供电
煤耗在300克标准煤／千瓦时以上的煤电机组实
施节能改造，并且要求“十四五”期间的改造规
模不低于3.5亿千瓦。要实现2060年碳中和目标，
努力提高燃煤火力发电的效率至关重要，最好能
够实现低成本、高效益的节能改造。无需对现有
锅炉进行改造、无需增加设备、现场工作量较小
的节能改造方式或许更为理想。例如，引进先进
技术，在无需设备改造的前提下，通过改变运行
条件来改善炉内燃烧状况，以及优化锅炉控制，
从而实现节能和二氧化碳减排。我们认为这是最
为可行的一种方法。我们认为，只要这类先进技

术具有显著的节能和二氧化碳减排效果，能够取
得很好的经济效益，那么无论其来自于国内还是
国外，都应考虑予以引进。希望政府在引进节能
改进技术方面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持。

② 考虑采用燃煤锅炉内煤碳与生物质燃料混燃的
方式

　在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各项措施中，生物质混燃被
认为是一项非常有效的技术，即将生物质作为燃
料，使其与煤碳在燃煤锅炉内混合燃烧。生物质
燃料是以植物作为原料，植物在生长过程中会通
过光合作用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这可以与燃
烧时排放的二氧化碳相抵消，由此，其二氧化碳
排放实质上可计为零。因此，在燃煤锅炉中将生
物质作为燃料混燃可以减少煤炭的使用量，从而
可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在日本，燃煤锅炉生
物质与煤碳混燃技术的开发和商业化均已在推
进中，其中，半碳化黑色颗粒作为一种与煤炭极
为相似的生物质燃料，正在逐渐普及。目前，日
本已完成相关生产技术和设备的开发，在解决生
物质混燃对锅炉设备的影响等问题方面以及混
燃技术方面拥有专业的知识和经验。可以认为，
生物质混燃作为一种极具可行性的二氧化碳减
排措施，能够对中国的碳中和起到巨大的推动作
用。因此，希望政府在煤碳和生物质混燃技术的
引进方面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持。

＜关于发布煤炭市场数据的建议＞

③ 发布煤炭市场数据
　准确分析和判断煤炭市场的发展趋势，确保业务

交易的透明度，离不开市场数据的支撑。此外，
市场数据在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同样发挥着
非常重要的作用。此前，相关机构会定期发布煤
炭市场的相关数据，但最近停止了对部分数据的
更新和发布，这引起了人们对市场不确定性的担
忧。因此，希望政府提供相应支持，以确保煤炭
市场数据定期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