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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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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阐述了循环经济理论，提出煤矿企业选择循环经济发展的必要性、对策及建议，实现

煤矿企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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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循环经济的理论与实践

循环经济是一种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

用为核心，符合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经济发展模式。
从资源流程和经济增长对资源、 环境影响的角度

考察，循环经济是一种“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

资源”的反馈式循环过程，是以尽可能小的资源消

耗和环境成本， 获得尽可能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 从而使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

环过程相互和谐的经济增长方式。
循环经济把经济发展、 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

有机地统一起来。作为一种新的环保理念，循环经

济首先要求减少经济活动源头的污染物产生量，
其次对于源头不能削减的废物要加以回收利用，
使它们回到经济循环中去， 只有当避免产生和回

收利用都不能实现时， 才允许将最终废物进行无

害化处理，这对末端治理的模式是深刻的革命。
（1）传统经济模式。 这是一种由“资源-生产

（污染物排放）-消费（丢弃包装物和其他废物）”构

成的物质单项流动的线型经济。在这种经济中，人

们以越来越高的强度把地球上的物质和能源开采

出来， 在生产加工和消费过程中又把污染和废物

大量地排放到环境中去， 对资源的利用常常是粗

放的和一次性的， 通过把资源持续不断地变成废

物来实现经济的数量型增长， 这样最终导致了许

多自然资源的短缺与枯竭， 并酿成了灾难性的环

境污染，其严重程度已危及人类的生存。
（2）以“先污染，后治理”为特征的“过程末端”

治理模式。 这种模式的进步表现在已意识到在经

济发展过程中需要治理污染、保护环境，但这种事

后治理往往需要付出极高的成本和代价。 它是一

条牺牲资源与环境为代价而换取经 济 繁 荣 的 道

路。为了追求利润采取低成本工艺，把大量有用资

源当做废物排泄到自然环境中， 使环境受到严重

污染。
（3）循环经济模式。 这是一个“资源-生存（减

少污染）-消费-资源再生（废物回收再利用）”的物

质不断循环流动的过程， 是一种建立在物质不断

循环利用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 它要求把经济

活动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的模式，组成一个“资源-
产品-再生资源” 的物质反复循环流动的过程，使

得整个经济系统以及生产和消费的过程基本上不

产生或者只产生很少的废物。 循环经济从而最大

限度地消除长期以来环境与发展之 间 的 尖 锐 冲

突， 可以使资源在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中得到利

用。

2 煤矿企业选择循环经济发展的必要性

党的十六大提出“走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

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得到充

分利用的新兴工业化之路”。煤炭企业应积极承担

社会责任，从传统的粗放型煤炭产业，逐步转变为

循环经济综合利用性的生态产业。 通过发展循环

经济，充分利用煤矿现有的煤矸石、煤泥、矿井水、
瓦斯等资源优势，使资源良性循环利用，实现经济

效益和环境保护双赢。
（1）发展循环经济是缓解资源约束矛盾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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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出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用以煤炭为主的

能源消费翻一番支持了 GDP 翻两番。 到 2020 年，
要再实现 GDP 翻两番，即使是按能源再翻一番考

虑，保障能源供给也有很大的困难。如果继续沿袭

传统的发展模式，以煤炭、石油的大量消耗实现工

业化和现代化，是难以为继的。为了减轻经济增长

对资源供给的压力，必须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实现

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
（2）发展循环经济是从根本上减轻环境污染

的有效途径。据测算，我国煤炭利用率若能达到世

界先进水平， 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硫排放 400 万 t
左右； 煤矸石等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若提高 1
个百分点，每年就可减少约 1 000 万 t 废弃物的排

放； 粉煤灰综合利用率若能提高 20 个百分点，就

可以减少排放近 4 000 万 t；这将使环境质量得到

极大改善。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行清洁生产，可

将经济社会活动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和生态环境的

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 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发展与

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
（3）发展循环经济是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措

施。 目前我国煤炭利用效率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

较仍然较低，突出表现在：产出率低、利用效率低、
合理利用水平低、再生资源回收和循环利用率低。
实践证明， 较低的利用水平已经成为煤炭企业降

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和竞争力的重要障碍；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已经成

为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4）发展循环经济是煤矿实现可持续发展的

本质要求。 目前，中国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建设的

国有矿山，有三分之二正进入“老年期”。在传统的

经济发展模式下，资源的枯竭带来了诸如“四矿问

题”、“四万矿工下农村”的“阜新困局”等社会问

题， 这归根到底还是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低下的

结果。
因此，煤矿特别是处于衰老期的煤矿，必须大

力发展循环经济，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

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

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3 对策和建议

3.1 建立和完善环境保护的各项法律法规，加大

环境执法监管力度

循环经济是一种新兴的经济发展模式， 是实

现社会经济和资源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而资

源的利用涉及社会、经济、环境等各个方面，这就

需要建立有效的机制，进行科学和严格的管理。首

先要制定必要的综合性资源管理法规和一些 “循

环经济法规”，并制定出具体的实施细则。 同时要

强化执法机构和执法队伍的职能， 提高执法人员

的素质。对不遵守法律法规、污染破坏环境的行为

要不留情面地予以批评、曝光；对垃圾的排放进行

收费， 使传统的外部不经济生产方式变成内部不

经济，迫使企业改变生产方式，降低生产过程中的

外部不经济程度，以减轻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
3.2 积极推行清洁生产

（1）努力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以矿区主产品煤

炭为起点的生态工业链， 既是煤炭企业发展循环

经济的最重要产业链内容， 又是发展各种资源综

合利用类生态工业链的基础和前提。 要 是 从 原

煤—精洗煤—煤泥—煤泥水循环—洗矸石—煤矸

石和煤泥发电的生态工业链条的经济产出最大，
必须加大对煤炭深加工的力度。

（2）大力开展资源综合利用。煤矸石发电是煤

炭资源综合利用的一个重要方面， 国家一直积极

推广。 对于煤矸石发电，由于燃用煤矸石热值低，
导致发电成本高，规模效益难比大电厂，竞价上网

没优势， 但是国家有优惠政策， 如国家税务总局

2001 年以 198 号文件下发的《关于部分资源综合

利用及其他产品增值税政策问题的通知》 规定：
“利用煤矸石、煤泥、油母页岩和风力生产的电力，
自 2001 年 1 月 1 日起实行按增值税应纳税额减

半征收”。 同时煤矿利用煤矸石发电，最大的效应

还在于环保效益。建设煤矸石发电厂，不仅可以解

决煤矿用电问题， 更重要的是为煤矿解决了煤矸

石污染占地问题，解决了矿井水的问题，可以把矿

井水集中处理后的水作为公共用水， 通往矸石发

电厂、洗煤厂，并在洗煤中通过不断挤压和沉淀循

环利用。 同时还可以用电厂灰渣和烟囱灰来转化

新型建材砖，实现矿区资源优化配置，形成煤炭—
电力—化工—建材多元化经营体系，延长产业链，
促进煤炭产业结构调整，培植煤矿的持续产业。

（3）积极推行土地资源复垦。 地下资源的开

采，带来了土地塌陷等问题，严重的地表塌陷和斑

裂造成农田、建筑物等大面积破坏，为恢复矿区生

态环境，应应用高压注浆充填等成熟技术，控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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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斑裂和下沉， 同时加大力度对已毁土地进行恢

复整治，对不积水的塌陷地进行人工整平，对塌陷

积水区回填复垦， 将以采矿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向

工、农、牧、副、养多元化产业结构过渡和调整，发

展种植与养殖相结合的高效生态农业。
3.3 广泛开展循环经济的宣传教育，树立可持续

发展观

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培训活动， 运用各

种手段和舆论传媒加强对循环经济和节约型社会

的宣传教育， 大力宣传循环经济的理念和重大意

义，普及循环经济知识、增强企业的资源忧患意识

和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责任意识，让循环经济的

理念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把节能、节水、节材和

垃圾分类回收等活动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 逐步

形成循环型企业的价值观念、 生活方式和消费模

式。 同时，开展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科普活动，引

导公众树立现代生态价值观，增强保护环境、节约

资源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营造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氛围。
3.4 用利益机制驱动企业实现“循环经济”

企业是经济的细胞，也是污染的主要源头，循

环经济应从企业抓起。 从本质上说，循环经济的基

本原则与企业的效益原则是一致的，尤其是减量化

原则，要求用较少的原料和能源投入来达到既定的

生产目的或消费目的，在经济活动的源头就节约资

源和减少污染，显然与企业的经营目标是统一的，
企业是有动力开发新技术发展循环经济的。

!!!!!!!!!!!!!!!!!!!!!!!!!!!!!!!!!!!!!!!!!!!!!

减轻检验人员的心理压力。随着消费者(客户)
维权意识日益增强，对检验质量的要求日益增高，
实验室检验工作已然成为高风险行业， 检验人员

的工作压力和风险也越来越大。因此，实验室实施

风险管理的同时要注意检验人员的心理健康，通

过文化建设和心理疏导协调好内部的人际关系，
使实验室的人员形成各有分工、各司其责、相互联

系、相互配合的有机整体，使检验人员在劳逸结合

的基础上认真细致地做好日常检验工作。

4 结论

随着我国外贸格局和出口商品结构的显著变

化， 社会发展对大通关势在必行的需求与检验监

管资源相对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 如何通过合适

的风险评估与风险控制决策机制实现实验室检验

服务的风险控制是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 无处不

在的风险提醒提供社会服务的检测机构要有危机

意识，在检验工作中要充分考虑风险，尤其是面向

市场的实验室在尽最大可能考虑客户需求的同时

更应围绕可能出现的风险。 基于风险的检验检疫

监管模式要求实验室必须形成一套系统的风险管

理组织系统，构筑实验室风险管理机制，塑造风险

管理文化， 增强全员风险管理意识， 通过风险转

移、风险规避、风险转换等策略制定有效的风险应

对措施， 通过合适的风险评估与风险控制决策机

制实现检验检疫监管服务的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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