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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经 INDUSTRY北方经济

高 艺

内蒙古能源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一、内蒙古能源行业运

行特征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

严峻考验和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

境，2020 年内蒙古全区上下扎

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

“六保”任务，统筹推进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有

序恢复。

（一）煤炭产量小幅增长，

价格波动明显

受新冠肺炎疫情、全年水

电出力偏多、进口煤月度到货

量不均、寒冬等意外因素的影

响，年内多次供需错配。从煤

炭产量上看，全区 2020 年前三

季度原煤产量同比下滑明显，但

自 10 月以来，各项增产保供措

施效应逐步显现，全区煤炭日

产量明显提升，截至 12 月底，

全区全年煤炭产量 10.06 亿吨，

与上年基本持平，其中鄂尔多

斯、锡林郭勒等主产盟市的煤炭

日均产量均超过去年的同期水

平，有力保障了全国煤炭市场

稳定供应。从煤炭价格上看，

年度价格波动较大，最高值与

最低值相差 12.59%。12 月底，

全区主产地动力煤平均坑口结

算 价 格 为 259.04 元 / 吨， 同 比

上涨 21.80%。其中，东部地区

褐煤平均坑口结算价格为 227.42

元 / 吨， 同 比 上 涨 17.24% ；鄂

尔多斯动力煤平均坑口结算价

格 为 371.67 元 / 吨， 同 比 上 涨

53.79%。煤炭供需关系有所改

善，煤炭价格逐步回归合理。

（二）电力需求稳步提升

受疫情严重冲击上半年停

工停产，全区全社会用电量增

速放缓，但随着下半年复工复

产加快，电力行业发展形势逐

步向好，全区电力需求旺盛。

2020 年，内蒙古全年全社会用

电量 3900.5 亿千瓦时，同比增

长 6.8%。分产业看，第一产业

累计用电量 24.5 亿千瓦时，同

比 增 长 21.2% ；第 二 产 业 累 计

用电量 3423.9 亿千瓦时，同比

增长 6.9% ；第三产业累计用电

量 298.0 亿 千 瓦 时， 同 比 增 长

2.9% ；城乡居民生活累计用电

量 154.1 亿 千 瓦 时， 同 比 增 长

9.5%。全社会用电量工业用电量

增速的提升也从侧面反映出内蒙

古经济企稳回升态势进一步巩固。

（三）能源供给保障进一步

增强

电力供应方面，截至 2020

年底，全区电力装机容量达到

1.45 亿千瓦，居全国第一 , 全区

发电量达到 5811 亿千瓦时，同

比增长 5.7%。电力输送方面，

“十三五”期间全区建成 5 条特

高压、11 条超高压电力外送通

道，输电能力达 7000 万千瓦，

居全国首位，有力地保障了电力

供给。在油气方面，全区推进多

元油气供应，油气保障能力进一

步增强，同时建成煤化工行业供

需循环，内生动力不断增强。

（四）电力生产结构进一步

优化

近年来，内蒙古加快可再

摘  要 ：2020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经济外部循环受阻、国内市场需求不足，全国宏观经济遭

受前所未有的冲击，能源经济发展也面临严峻考验。2020 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

2021 年重点任务时提出，力争 2030 年前碳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并要求抓紧制定 2030 年前碳排

放达峰行动方案。内蒙古自治区作为全国重要的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更应该积极响应政策号召，发挥

能源资源富集的优势，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和稳定产业链、供应链，以推动内蒙古现代能源经济高

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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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能源规模化、基地化发展，着

力提高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生产供

应中的比重，可再生能源装机

比重进一步提高。截至 2021 年

1 月，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发电

装机占容量全区电力总装机容量

的 33%，全社会用电量的 18%

以上来自新能源。受限于内蒙古

地区火电机组占比重、冬季调峰

能力差、送出受限，全区弃风

率、弃光率一度高企，但随着

“十三五”期间政策逐步转向解

决新能源消纳问题，建立清洁能

源电力消纳保障机制、继续扩大

电力交易、推进增量配电网改革

等各项举措落到实处，弃风率、

弃 光 率 显 著 降 至 2020 年 底 的

6.0% 和 2.5%，基本实现新能源

消纳目标。能源结构持续优化，

延续绿色低碳发展趋势。

二、存在的问题

内蒙古能源矿产资源具有

得天独厚的优势，近年来全区依

托资源禀赋优势大力发展能源产

业，能源基地建设工作取得了积

极成效。内蒙古的各项能源指

标，如煤炭生产规模、电力装机

容量、总发电量及外送电量等均

居全国前列，全国性能源供应基

地的分工地位已现雏形，能源产

业作为全区 “六大支柱产业”之

首，为内蒙古的经济发展做出了

举足轻重的贡献，但能源对全区

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还远未充分

发挥，不能适应构建双循环发展

格局的要求。

（一）能源产业层次低、链

条短

内蒙古能源输出与就地转

化比例失衡。全区每年近 10 亿

吨的煤炭产量中约 2/3 以原煤形

式直接销往区外，1/3 留在区内

加工转化。就地加工转化的比例

中有约 50% 用于火力发电，约

20% 用于煤化工产品生产。火

力发电是煤炭转化链条中环节最

短的路径，煤化工产品产业属于

初级原材料生产环节。目前内蒙

古的能源深加工产品结构单一、

附加值低、上下游产业链的延伸

拓展远远不够。

（二）能源结构有待进一步

调整

近年来，内蒙古一直在加

大能源结构调整力度，能源品种

不断增多、产品结构有所改善，

尤其是在国家及自治区的大力支

持下，内蒙古风电、光伏等可再

生能源得到快速发展，到 2020

年底，全区风电装机规模已突

破 3700 万千瓦，居全国首位，

太阳能发电装机规模超过 1100

万千瓦，居全国前列。尽管已经

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火电仍占

内蒙古电力装机总量的 67% 左

右，能源结构仍有待进一步改善。

三、发展趋势分析

随着全民新冠疫苗免费接

种工作的有序推进，新冠肺炎疫

情将进一步得到有效防控，全国

全区范围内的能源生产和消费也

将稳步恢复，加之“十四五”开

端之际，国家对能源发展目标进

行了新的规划，内蒙古自治区结

合实际情况也制定了能源规划方

案，全区现代能源经济发展将得

到扎实推动。

（一）增强能源供给保障能力

依 托 内 蒙 古 能 源 储 量 优

势，推进大型煤炭生产基地建

设，一方面，提高煤炭生产集中

度和安全保障能力，提升煤炭生

产技术水平，推进优质煤炭资源

的高效开发利用，适度控制并逐

步淘汰相对落后的煤炭产能技

术，推广应用煤炭井下采选充一

体化、保水开采、煤与瓦斯共采

等先进技术。另一方面，政策及

环境约束日益趋紧，内蒙古需大

力发展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 , 对

煤炭相关行业如煤电、焦化、煤

化工等，采取更有力的节能环保

措施，做好煤炭的清洁利用。最

后，整合能源与化工、有色、冶

金和建材等优势特色产业，推进

煤电用产业向高技术、高附加值

的新型材料及下游加工产业延伸

发展，打造煤电用一体化产业链

竞争新优势。

（二）政策引导能源结构调整

在“碳达峰”“碳中和”的

发展目标驱动和市场引导下，内

蒙古将进一步优化能源结构，建

立健全清洁低碳的绿色能源产业

体系。尽管近年来内蒙古加快推

动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

发展，但从整体来看，“一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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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问题仍未有效解决，除煤

炭以外的其他能源仍未得到充分

发展，因此，必须在大力推进煤

炭清洁高效利用的基础上，着力

发展非煤能源，提高天然气产

量，稳步发展可再生能源，形成

煤、气、可再生能源多轮驱动的

能源供应体系。一是进一步提高

风电整体技术水平，打造乌兰察

布、锡林郭勒等大型风电基地，

稳步推进光伏发电发展，有序推

进分布式光伏、集中式光伏发电

及“光伏 +”领跑基地建设。二

是加快重点区域油气勘探开发进

度，稳步提高油气产能和综合利

用水平。三是加快氢能源产业的

布局研究，做好规划引导和顶层

设计，并在条件相对成熟、相关

产业配套较好的地区引进氢能源

项目，提升内蒙古在全国氢能源

产业分工中的竞争力。

（三）科技创新推动现代能

源经济发展

要鼓励科技创新与技术进

步，破除体制机制壁垒，推进煤

炭、石油、天然气等传统能源及

风力、光伏、煤层气、页岩气等

新能源的数据资源整合，实现能

源生产、加工、传输、消费等全

链条数据的收集、分析、共享及

应用，搭建自治区能源大数据平

台，利用大数据优化传统能源

利用场景、提高新能源使用效

率。建设“互联网 +”智慧能源

（能源互联网）、多能互补集成优

化、新能源微电网、并网型微电

网、储能技术试点等示范项目，

在试点基础上积极推广应用。此

外，构建新形态的能源生产和消

费模式，持续推动绿色低碳能源

与其他产业深度融合，比如“低

碳能源 + 建筑”“低碳能源 + 交

通” “低碳能源 + 旅游”“低碳能

源 + 智能制造”等产业共同体。

（四）推动区域能源合作

内蒙古在“一带一路”、建

设中蒙俄经济走廊战略实施过程

中具有最佳的区位条件和独特的

功能作用，要大力整合境内外能

源资源，推动能源资源落地加

工，进一步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一是积极参与国家“一带一路”

战略建设，加强与境外国家基础

设施互联互通、装备技术、资源

开发的合作共赢，鼓励以直接投

资、收购并购或参股等多种方式

参与境外煤矿、电源点、煤炭清

洁综合利用等项目建设，推动能

源装备、技术、标准和服务“走

出去、引进来”双向合作。二是

依托内蒙古与蒙俄各自的资源和

技术优势，以成立合资公司等方

式组建煤炭、石油、天然气开发

公司，进行能源的勘探、开采以

及下游化工产品生产，保障我国

能源需求，并为周边国家甚至全

球提供产品。三是支持内蒙古企

业参与蒙俄电厂建设和输电线路

建设以及可再生能源方面的合

作，建立煤电基地和可再生能源

基地。

（五）以市场机制激励企业

主动减排

建设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

场，利用市场机制控制和减少温

室气体排放，推动绿色低碳发

展，是落实我国二氧化碳排放达

峰目标与碳中和愿景的重大制

度创新。《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

法 ( 试行 )》自 2021 年 2 月 1 日

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施行，我国

的碳市场发展将进入新阶段。内

蒙古应为碳市场正式交易做好准

备，积极开展区内重点企业碳排

放基础数据的收集与报告，落实

碳排放配额的分配、清缴、核查

以及各项监管工作，确保全区企

业顺利的参与到全国统一碳排放

权的交易市场中去。通过奖励先

进、淘汰落后的激励机制，为企

业主动减排提供更有效的经济动

力。

（作者单位 ：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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