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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煤炭企业发布2018年度社会责任报告显示——

煤炭业逐步摘掉污染落后帽子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林火灿

近日，多家煤炭企业集

中发布了 2018年度社会责

任报告，披露了其在去产

能、绿色发展和产业多元化

等方面取得的进展。记者通

过梳理发现，煤炭行业正逐

步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

国现代化煤炭经济体系正加

快形成——

近日，多家煤炭企业集中发布的
2018年度社会责任报告显示，煤炭企业
在去产能、绿色发展和产业多元化等领
域取得了成效。专家表示，煤炭行业仍
然要以煤炭安全绿色智能化开采和清洁
高效低碳集约化利用为主攻方向，建设
现代化煤炭经济体系。

产能减了 效益增了

2018 年，煤炭企业继续深入推进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年产 30万吨以下煤矿
产能减少到 2.2 亿吨/年以内，全行业由
总量性去产能转向系统性去产能、结构
性优产能。

国家能源集团去产能完成 5 处煤
矿、共340万吨，移交6处煤矿、产能240
万吨。全年完成煤炭产量5.1亿吨，销量
6.8亿吨，创历史最好水平。

中煤集团完成了杨村煤矿、依兰露
天矿去产能任务，退出产能 760万吨，核
减 3 座矿井产能 270 万吨，合计去产能
1030 万吨。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刘勇告诉记者，公司商品煤
产量15999万吨，同比增长3.6%。

晋煤集团提前完成晋圣七岭煤业、

太原煤气化清河一矿、嘉乐泉矿 3 座矿
井以及长沟煤矿关闭任务；并通过产能
置换，加快大型现代化高效矿井落地建
设。17 座矿井达到高产高效标准，先进
产能占比达到 60%，超出全省总体水平
近10个百分点。

同煤集团共关闭退出矿井 3 座，退
出产能 311 万吨；核减 3 座矿井 550 万
吨。2016 年至 2018 年，共退出、核减产
能 1606 万吨，超过“十三五”规划 381 万
吨，超额完成化解过剩产能任务。通过
调增产量，全年增产煤炭400万吨。

污染少了 矿山绿了

近年来，煤炭企业把建设生态文明
矿井，实现煤炭绿色开采、清洁利用作为
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内容。数据显示，
2018年，全国原煤入选率达71.8%，煤矸
石综合利用率达 67.3%，矿井水利用率、

土地复垦率分别达72.8%、49.5%。
神东煤炭集团采取节电、节煤、节

油、节水等措施，原煤生产综合能耗降至
2.52kg 标准煤/吨，低于国家标准要求。
公司实现了“采煤不见煤”，烟气排放全
部达标，矿井水利用率达83%。

在大同煤矿集团忻州窑矿，近 30年
来排放的 366万吨煤矸石堆积成山。从
2016 年起，这座百年老矿有重点、分层
次地对矸石场区绿化、硬化和美化。

上海大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完成了
17940 亩采煤塌陷地农作物两季补偿及
380 亩采煤塌陷湖区一次性补偿处理；
完成了徐庄煤矿煤矸石充填采煤塌陷区
复垦可行性论证和环境影响评估报告；
完成了姚桥、孔庄、徐庄三矿 3663 亩塌
陷地治理可行性研究及 1653 亩塌陷治
理方案的编制工作。

淮北矿业集团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形成了临涣工业园“煤—焦—化—电”

“煤—电—建材”，定远盐化工业园“煤—
电—电石—PVC—水泥”等若干产业链。

兖矿集团深入推进“蓝天工程”，形
成了居民生活清洁供暖、小区域集中清
洁供热、中小型工业锅炉清洁燃烧三套
治理方案，建成了山东邹城、河北承德清
洁供暖两个示范区。

陕煤集团持续加大“三废”治理力
度，不断推进超低排放改造，在治污减排
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果。2018年，集团环
保项目投资24.83亿元，实施环保重点项
目359项。

协同多了 实力强了

在构建现代化煤炭经济体系中，煤
炭企业在做强做大、做精做优主业同时，
多点产业支撑、多元优势互补的综合能
源产业体系日趋完善，产业协同进一步
强化，企业经营全面提质增效。

国家能源集团 2018 年实现营业总
收入5423亿元、利润总额735亿元，同比
分别增长 6.2%、12.7%，主要生产经营指
标超额完成年度计划，实现了国有资产
保值增值。

淮北矿业集团着力打造以煤电为一
体，煤化工、盐化工为两翼，金融、现代服
务、现代物流统筹发展的产业格局。

伊泰煤炭股份公司总经理王三民介
绍，伊泰集团继续把煤化工作为转型升
级主攻方向，煤化工技术不断向高端精
细化学品方向延展下游产业链，实现从
基础原料到清洁燃料，再到精细化学品，
最后到功能材料的不断转化和跨越，实
现产品终端化、高端化。

中煤集团旗下煤化工企业深入推进
精细化管理，保持稳产高产；电力企业推
进节能降耗、创新创效和提质增效；煤矿
建设企业努力承接优质项目，抢占高端
市场；煤机装备企业着力提高研发制造、
市场营销和经营创效能力。

上海大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包正明表示，到2020年，该公
司煤矿产量将达1020万吨，煤炭生产基
地西移布局初步建立。同时，在电力、铝
加工、综合服务业等领域继续发力。

应用大数据技术降低重复劳动

工程造价管理心中“有数”
本报记者 吴秉泽 王新伟

在日前举办的“2019数博会”上，贵州省建设工程造价
管理总站、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等 13家机构联合发布了《数
字造价管理》白皮书。白皮书认为，全过程、全要素、全参与
方的结构化、在线化、智能化是工程造价管理的发展趋势，
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手段，可以实现对建设工程智能
计价、快速决策。

随着大数据应用全面融入各行各业，在工程造价领域，
数字造价管理成为大势所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
研究所副所长胡传海认为，推进建设工程造价行业数字化
升级，合理确定和有效控制建设项目工程造价，可有效提升
投资效益。

同时，工程造价企业也有转向数字化的愿望。据了解，
工程造价服务商在计量、计价等低附加值重复劳动中投入
大量人力物力，技术含量不高、服务门槛低，陷入同质化低
价竞争，导致企业利润空间大幅压缩。

此外，各工程造价管理参与方都积累了一定数量的工
程造价成果数据，但由于缺乏标准，结构化程度低，采集分
析难度大，这些数据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效益。“企业期望对
数据深度挖掘，形成新的生产力。”胡传海说。

近年来，各地在数字造价管理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
中国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理事长杨丽坤表示，当前一些
企业利用 BIM、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管理项目全寿命
周期，也有企业积极研发工程项目相关配套软件。不过，与
其他行业相比，工程造价行业数字化发展仍较滞后，如工程
造价信息发布不及时、信息不准确、缺乏数据积累、共享机
制不健全等，同时还存在工程进度、质量、安全、环保等要素
未与工程造价有效集成等问题。

杨丽坤表示，“工程造价行业数字化水平尚处于比较低
的层次，造价权威指数及指标体系尚未形成，数据深加工程
度较低，难以为业主提供高附加值服务”。

造价数字管理今后发展方向在哪里？广联达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高级副总裁刘谦表示，随着造价数据开放和
透明化后，如何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把供应厂商和
金融杠杆融入造价管理过程中，从而获得更好的造价服务，
将是数字化技术在工程造价行业落地的关键。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袁正刚认为，建筑业与
制造业存在着很大区别，建筑领域的信息化、数字化不能照
搬照抄制造业的方式，需要推进认知变革，把工程造价管理
放到建筑全生命周期中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