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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内蒙古能源基地建设

的资源条件

（一）内蒙古拥有丰富的矿

产资源

内蒙 古幅员辽阔， 横跨 东

北、华北和西北三大地理区域。

在内蒙古境内有着丰富的矿产资

源，主要包括煤、铁矿石、磷矿

石、 铅、 铜、 锌 等。 截 至 2020

年，煤的保有储 量达到 5179.13

亿吨，铁矿石的保有储 量达 到

42.15 亿吨，磷矿石的保有储量

为 2.9 亿吨，铜、铅、锌的保有

储量分别为 748.18 万吨、1879 万

吨、3975.22 万吨。此外，内蒙古

还含有丰富的油气资源，这些油

气资源星罗棋布地从东到西分布

在内蒙古的广大地区。丰富的矿

产资源不仅为内蒙古的工业化和

城市化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为打

造我国的能源生产基地奠定了物

质基础。

（二）内蒙古风能、太阳能

等清洁能源潜力巨大

内蒙 古地 形以高原为主，

全区地势较高，整 体平均 海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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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十四五”时期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时期。作为国家重要的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内

蒙古需要聚焦于自己的优劣势，在保障能源安全有效供给下，积极调整能源的生产与消费结构，并推动

能源相关产业向着绿色、数字、创新等方向转型，建立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 ；在保障能

源安全供给中，提升内蒙古能源开发的“现代性”与 “经济性”，充分发挥保障首都、服务华北、面向全

国的清洁能源输出基地的定位和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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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安全视角下内蒙古能源基地建设研究

在 1000 米左右，是我国四大高

原中的第二大高原。全年拥有充

足光照，蕴含着丰富的太阳能资

源。仅以 2020 年全区主要城市

的光照时间来看，全年光照时间

总量平均为 2900 多小时，光照

时间最长的包头市达到了 3167 小

时，光照时间最短的海拉尔也达

到了 2676 小 时。 同时， 内蒙 古

地域广袤，所处纬度较高，气候

以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为主，大

风和多风的天气大多分布于春、

秋、冬季。内蒙古不仅风能的潜

力大，此外还兼有风能分布广、

风能开发的历史早以及风电产业

发展迅速的特点。风力发电厂分

布广泛并且具有一定的规模，从

巴彦淖尔市到乌兰察布市、锡林

郭勒盟、赤峰市、通辽市和兴安

盟等蒙东地区风电厂项目较多。

在“双碳”目标的背景下，新能

源的开发与使用越来越占有重要

地位，内蒙古在清洁能源上具有

很大潜力与优势。

二、内蒙古能源安全现状

分析

（一）能源供给安全

能源安全首当其冲的就是能

源的供给安全。保障能源的持续

有效供给，是保障社会经济平稳

运行和发展的关键。其中，储采

比是衡量能源供给安全的重要指

标。

能源的储采比是能源产量与

当年剩余能源储量的比值，仅以

2020 年的数据来看，以我国能源

消费占比最大的煤来看，2020 年

全区的原煤产量达到了102550.9

万吨，而 2020 年煤的保有储量

为 5179.13 亿吨，以此来看，内蒙

古煤的储采比较大，能够担负起

我国主要能源消费种类中占比最

大的煤的消费。因此，从煤炭能

源的供应上来说，内蒙古具有很

大的优势，煤炭能源十分充足，

煤炭能源安全系数高。

（二）能源需求安全

能源的需求安全包括能源的

合理利用情况，也反映能源与经

济在日常生活中满足人们生活需

要的程度。主要的衡量指标有能

源强度、能源的消费弹性系数等。

能源强度指的是 创造万元

INDUSTRY 产经 2022 03



56

产经 INDUSTRY北方经济

GDP 所消耗的能源，内蒙古万元

GDP 能源消费量高于同时期国家

平均水平，在“十三五”中期，

内蒙古的万元 GDP 能耗是全国

平均 水平 的 2 倍 左 右， 更 是 远

远高于同时期的发达国家平均水

平。这反映出内蒙古的经济发展

对能源依赖度相对较高，同时也

说明了内蒙古的能源使用效率有

待提升。

能源弹性系数 指的是能源

消费增长速度与 GDP 的增长速

度之比，主要反映的是能源增长

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同

时也能够反映出经济增长过程中

经济结构、能源利用效率等相关

问题。如果经济中重工业比重较

大，能源的利用效率有限的情况

下，能源增长的速度会高于 GDP

增长的速度，其能源消费弹性系

数便会超过 1，反之亦然。通过

能源的消费弹性系数来看，内蒙

古的能源消费弹性系数是不稳定

的，在 2000 年到 2019 年 20 年时

间中，有 6 年的能源消费弹性系

数超过了1，能源消费弹性系数

在 2018 到 2019 年分别为 3.22 和

1.9，这种能源消费结构弹性所

反映的就是能源利用效率低下，

经济结构以能源消耗为主，技术

水平较低。在这 20 年中，即使

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低于 1，但很

多年份中也是达到了 0.8 左右。

因此，较高的能源消费弹性系

数，说明了能源消费的增长相较

于经济的增长也是很高，反映出

内蒙古的能源利用效率较低，且

不稳定。

（三）能源环境安全

党的十八大以后特别强调了

能源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尤其在

2020 年 9 月， 中国明 确 地 提 出

了“双碳”目标，即“碳达峰”与

“碳中和”，这是中国主动承担应

对气候变化责任的大国担当。因

此，在能源的开发与利用中，必

须要注意生态环境的承载力和影

响。能源的环境安全主要是能源

在开采与使用时对环境所造成的

影响，对环境的破坏程度。能源

的开发与使用过程中所产生的固

体废弃物与排放出的废气等，是

生态环境破坏的主要来源之一。

2020 年，“双碳”背景下内

蒙古废气的排 放依然严峻，特

别是二氧化硫气体的排放达到了

27.39 万吨， 居全国之首。 在一

般工业固体废弃物的产生量上，

2020 年内蒙古一般工业固体废

弃物产生量达到 35117万吨，在

全国仅次于山西省而居第 2 位。

从内蒙古工业固体废弃物的排放

量来看，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的

产生量是逐年增加的。此外，从

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的综合利用

以及处置能力来看，仍然有很大

的提升空间，一般工业固体废弃

物的综合利用量仅为固体废弃物

产生量的 35%，一般工业固体废

弃物的处置量仅占固体废弃物产

生量的 39%，低于同一时间段一

般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第一的山

西 省的 40% 和 45%。 因 此， 内

蒙古的能源环境安全仍然有很长

的路要走，在今后的能源生产与

消费中，必须加快能源的绿色生

产，降低能源生产过程中污染物

的排放，另一方面则要加强对固

体废弃物的综合利用，提高能源

使用效率的同时，加大对废弃物

的利用效率提升，使之能够“变

废为宝”。

三、内蒙古能源基地建设

存在的问题

（一）内蒙古的能源生产与

消费结构单一

通过内蒙古能源的生产种类

占能源的生产总量的比重来看，

原煤的生产占比一直 是居高不

下， 持 续 在 90% 以 上。2019 年

原煤占能源生产总量的比重达到

了 95.36%，而其他的能源生产

特别是新能源的生产比重十分微

小，反映出上述中的太阳能和风

能等能源虽然开发早但却程度有

限。在能源的消费上来看，煤品

燃料、油品燃料等化石能源所占

的比重巨大，这与内蒙古丰富的

化石能源储量和经济结构有着密

切的关联。而在其他能源消费上

有限，反映出内蒙古能源消费结

构单一的同时，也反映出内蒙古

以重化工业为主要的经济结构。

（二）内蒙古能源效率低下

与产业落后

通 过前面的数 据 来 看，内

蒙古经济增长的能源强度大，对

资源的依赖性大，经济的效率低

下。这与内蒙古产业结构有着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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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关系。内蒙古承接产业转移

主要是第二产业的高耗能产业，

2020 年，内蒙古生产总值的构成

中，第二产业比重为 39.6%，侧

面反映出地区经济对能源的依赖

程 度。在内蒙 古区域内对 GDP

增长贡献较大的主要是制造业和

采矿业，如化学原料制造业、煤

炭的开采和洗选业等，同时也是

消耗能源最大的行业之一。

内蒙古的经济发展不仅 对

资源依赖性较大，同时能源的利

用效率以及所产生的废物处理有

限。能源利用效率有限和废物的

低利用导致了能源消耗高，这不

仅容易对环境安全产生挑战，更

反映出了产业结构落后，经济增

长上仍然对能源有着很大的依赖

和消耗。“双碳”目标表面上看

是要减少碳的排放强度的问题，

实质上是对产业转型和生态保护

提出的新要求。内蒙古也要在保

障能源安全的同时，实现能源相

关产业的转型与升级，降低经济

发展过程中对能源的过度依赖与

消耗，向着高效、低碳的方向转

型。

（三）内蒙古的能源环境安

全压力大

内蒙 古丰富的自然资源开

采，加大了生态环境的压力，一

些煤炭的开采仍然存在着乱采

滥挖，为了经济效益而忽视生态

环境的变化，资源的开采与浪费

现象严重。一方面，一些煤矿、

铁矿等坐落于山区、牧区、林区

等生态环境较为脆弱的地区，加

上不合理的开采，使生态环境进

一步恶化。另一方面，在能源的

利用效率以及所产生的废物利用

上，其能源的利用效率还有待提

升，能源开采与使用过程中所产

生的废物多，而废物的综合利用

与处理上能力有限，这一涨一消

中，加重了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四、内蒙古能源基地建设

的对策建议

把内蒙古建设成为我国重

要的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是习

近平总书记立足于全国发展的大

局，精准把握内蒙古产业发展的

优势特色和优先方向，为内蒙古

量身定制的发展定位。目前，随

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打造内蒙古

能源基地建设来保障我国能源安

全是必要的。内蒙古在保障能源

的安全发展中，必须向着绿色、

低碳、高效的能源基地方向建设。

（一）调整能源生产与消费结

构，加大清洁能源的使用与开发

内蒙古打造能源和战略资

源基地的建设，要立足于自身的

资源禀赋。“双碳”目标下内蒙

古能源基地的建设首先要调整能

源的生产与消费结构。在生产上

推动能源生产方式的变革，在

化石燃料的开采中，要注意有效

供给，降低开采能源的消耗与污

染的排放，推动煤电机组的超低

排放和节能改造，推进煤炭等

化石能源的绿色开发。在清洁能

源上，还应该大力开发风能、太

阳能等资源，坚持煤、电、油、

气、风、光并举，形成多种能源

协同互补、综合利用、集约高效

的供给能源。在能源的消费上，

要在节约能源上下功夫，推动钢

铁、电力、化工等高耗能产业进

行节能管理。在能源消费的结构

上，加大对清洁能源的开发和使

用力度，推动能源产业的绿色转

型。内蒙古的绿色能源转型要立

足于内蒙古资源禀赋，要在能源

生产与消费上共同下功夫，推动

能源生产消费结构的同时调整。

（ 二） 发展战略 性 新兴产

业，优化产业结构布局

战略性新兴产业以重大的技

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

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

引领和带动作用。能源行业实现

低碳发展，离不开战略性新兴产

业。内蒙古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

的建设，则要加大战略性新兴产

业的发展力度，发展非煤产业与

高新技术产业，实现能源的绿色

转型发展，大力发展风力发电与

太阳能发电来补充替代部分的煤

炭发电。

内蒙古的能源供给主要是

以煤炭为主，煤炭占能源生产的

90% 左 右， 这种 能源 结 构的比

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首先要以

能源的相关产业提升能源产业的

装备制造，打破“一煤独大”的

局面，采用多种能源的生产与消

费，促 进能源产业的环 保。其

次，要通过技术和信息，培育现

代能源新动能的同时，对产业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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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升级与改造，提升能源资源的

使用效率，提高能源的循环利用

能力。最后，要合理优化产业布

局，及时淘汰掉落后的、布局不

合理的产业，推动产业的升级与

改造。通过技术与创新，提升能

源生产与消费过程中的“质量”，

建设一批附加值高、技术含量

高、节能环保效率高的能源密集

型产业。

（三）加大科技创新及政府

支持的力度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只

有在科技的推动下，突破关键技

术瓶颈，产业才能够得到高效发

展，资源的利用效率才会提升，

绿色发展才能够实现。要顺应

时代的潮流，对大数据、云计算

等相关的信息技术与能源的需求

深度融合，培育现代能源发展新

动力与构建综合能源基地建设。

通过互联网的信息收集和处理能

力，推动能源产业创新。

此 外， 财政 是内蒙 古 能源

基地建设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部

分。无论是推动能源产业的技术

创新与转型，还是相关人才的培

养和基础设施建设，都离不开财

政的支持。政府通过财政手段，

来弥补市场的不足，通 过 财政

的拨付与使用，合理布局能源产

业，布局一批国家级重大示范项

目，对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给予

支持，引导能源产业的发展，推

动能源建设向着绿色、高效、低

碳领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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