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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中国煤炭产能和铁路运力分布向“三西”（中国山西、

陕西、内蒙古西部）地区集中、环保和安全检查的常态化以

及“公转铁”政策的实施 [1]，针对一些自身煤源不足、运力

匮乏、无铁路站台、无煤炭集运站、无自有港口中转场地、

供应基础并不牢固的火力发电企业而言，只有积极开展燃料

供应链建设，进而可以掌控一定的资源，从培育紧密型、核

心供应商和自主可控供应链条入手，构建电煤供应新格局，

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打造低成本竞争优势，提高火电板块核

心竞争能力。

“三西”地区煤炭资源分布广泛、种类齐全、品质优良，

但煤源和铁路运力并不是很匹配，也很不平衡。蒙西地区煤

炭产量全国最大，但铁路运输存在瓶颈，且运力主要由神华、

伊泰控制，鄂尔多斯地区 46% 的煤炭还需通过汽车向外运

输；晋北地区煤炭产量相对鄂尔多斯较少，但铁路运力充足，

是全世界运力最集中的地方；陕北地区煤源充足且主要由陕

煤化集团控制，但铁路运力一般，大量煤炭需通过准朔铁路

转大秦铁路发运至港口或汽运至山西朔州、五寨等地区进行

发运。因此，很有必要对“三西”地区燃料供应链建设情况

进行研究、分析，以便指导具体工作。

2 供应链建设的现状

2.1 山西地区
山西地区煤源丰富、品种齐全，购销市场成熟度高，市

场竞争激烈；煤炭发运顺畅，但铁路计划审批竞争激烈，车

皮分配主要取决于行政命令，而不是市场竞争。

2.2 陕西地区
陕西地区煤炭资源主要集中在陕北、渭北，煤质优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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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煤化集团一家独大，市场战略扩展意愿强烈，采取“远交

近攻”的销售策略；西安局同样向外拓展业务的意愿强烈，

省外较远地区的发运计划审批相对容易。

2.3 蒙西地区
蒙西地区煤源集中、储量巨大，但受车体不足影响，运

输存在瓶颈，常常出现有运力计划、无车体拉运的现象，煤

矿生产的煤炭除地销外，大部分煤炭只能作为神华和伊泰的

外购煤进行销售。

3 开展供应链建设的必要性
3.1 应对“三西”地区的煤炭生产集中度越来越高

的需要
中国煤炭资源呈现“北多南少、西多东少”的格局，去

产能政策和资源分布特点决定了动力煤集中度越来越向“三

西”地区集中，该地区原煤产量占全国的 60% 以上，在“三西”

地区开展供应链建设可以充分发挥煤源腹地的区位优势。

3.2 提高应急保供能力的需要
在迎峰度夏、迎峰度冬之时，电厂负荷增加，保供将受

到严峻的考验。发电企业与大型煤企的整合以及电厂自有库

容能力的限制，导致电厂可调节空间不足，在“三西”地区

开展供应链建设，逐步形成“煤源—集运站—港口—电厂”

的动态“储水池”循环体系，可以有效保障供煤渠道的畅通，

及时保障个别电厂在个别时段的应急之需。

3.3 补充进口煤缺口的需要
今年 1~5 月份中国共进口煤及褐煤 1.11 亿吨，同比下

降 25.2%[2]。特别是 4~5 月度的进口煤量为近 5 年来最低，

有专家预计今年全年进口煤量较往年仍有一定缺口，在“三

西”地区开展供应链建设，可以及时补充进口煤缺口。

3.4 优化内部资源配置的需要
通过开展“三西”地区燃料供应链建设，将优质煤在系

统内部统一进行优化配置，打破了电厂之间、区域之间限制，

实现了内部资源的动态优化配置，可以发挥统筹调运优势，

更好地优化资源配置，创造效益。

4 供应链建设的原则
4.1 效益优先

坚持“价值思维、效益导向”的核心理念，积极开发投

资少、见效快的燃料供应链项目，打造成本更低、效率更高

的燃料供应链条。

4.2 统筹规划
从整体和长期利益出发，统筹考虑调出、调入区域的煤

种、煤质和通道需求，统筹考虑不同区域之间资源的优化配

置，统筹考虑供应链项目的保供、控价以及增值等综合效益，

统一规划建设燃料供应链。

4.3 因地制宜
综合考虑各区域资源赋存、运输条件、市场状况，结合

集团公司电厂需求实际，确定不同区域的供应链建设方案，

在具体项目中可以采取战略合作、租赁经营、参股控股、独

资建设等多种方式。

4.4 防控风险
既要解放思想、勇于开拓，也要稳妥审慎、防范风险，

要有底线思维意识，采取分步实施、稳步推进的方式，有效

防范政策、法律、市场、决策、廉政等方面的风险。

5 供应链建设思路
5.1 总体思路

依托采购规模优势，努力打造以“三西”地区煤源开拓

为重点、以铁路沿线集运站为支撑点、以物流为突破点的煤

炭供应链，从“三西”煤源地采购低价煤替代煤源所在区域

及其辐射区域的高价市场煤和中长协煤。

5.2 分区思路

5.2.1 山西地区
山西供应链建设工作立足山西地区布局供应链项目，重

点围绕山西省、河北省、河南省、山东省等区域电厂的燃煤

需求来布局煤运通道，紧紧抓住铁路货运组织改革带来的机

遇，以创新为驱动，依托充足的运力优势，积极布局大秦铁

路、朔黄铁路、瓦日铁路、侯月铁路等沿线供应链项目，发

挥成本竞争优势，打造智能绿色燃料供应链 [3]。

5.2.2 陕西地区
陕西供应链建设工作立足陕西地区布局供应链项目，重

点围绕陕西省内、四川等西南地区、两湖一江地区电厂的燃

煤需求来布局煤运通道，将陕西区域煤炭资源吸纳至包西线

及蒙华铁路向下游发运，打造持续、稳定的燃料供应链。

5.2.3 蒙西地区
蒙西供应链建设工作立足蒙西地区布局供应链项目，重

点围绕呼和浩特以西区域电厂、京津冀地区电厂的燃煤需求

来布局煤运通道，在既有的煤运大通道、规划建设的煤运通

道沿线以及煤炭输出地开拓煤运通道配套项目，并兼顾当前

和未来、短期和长远，积极布局蒙冀铁路、蒙华铁路、大准

铁路、准朔铁路等沿线供应链项目，确保蒙西供应链项目既

满足现实需求，又满足未来发展需要。

6 供应链建设规划研究
6.1 山西地区

山西地区煤源丰富、品种齐全，煤炭生产企业较多，购

销市场成熟度高，但地方保护主义强烈。晋北煤炭除地销

外，主要通过北同蒲线转大秦线发往环渤海北方港口及沿线

电厂，或通过朔黄线发往黄骅港及沿线电厂，或通过丰沙大

线发往沿线电厂，或汽运至河北曲阳、涞源、阜平进行分

销；晋中煤炭除地销外，主要通过石太线转京广线发往沿线

电厂，或通过太焦线转焦柳线发往沿线电厂，或通过瓦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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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助力电商协会的发展
第一，可以通过组织论坛，提升当地电商从业者的能力。

现阶段农村电商从业者往往存在分散的特点，无法形成合力

带动整个村通过电商实现快速发展。对此，优良的电商示范

村的电商从业者可以自发地组建电商兴趣论坛，互相交流电

商热点，实现合作共赢并助力农村经济。

第二，可以组织培训会，培育潜在电商从业者。村内存

在一定数量的潜在电商从业者，对农村电商存在兴趣但缺乏

相关技术支持与引导，农村电商论坛可以不定期视需求举办

电商培训会，让更多对电商兴趣的村民掌握技能成为电商从

业者，助力本地经济。

5 结语
综上，新时期电商扶贫应当以为实现村民增收为目标，

与旅游扶贫、产业扶贫等其他精准扶贫措施相结合，不断提

升村民自身致富能力。电商扶贫需要政府、企业及电商从业

者三方配合，在全面脱贫的现状下进一步促进村民增收。既

要提高当地企业电商和个体户电商的能力，发挥电商能人的

积极带动作用，又要充分发挥政府的扶贫增收功能，有针对

性地建设电商扶贫长效机制，实现真正的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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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往沿线电厂，或通过阳涉线转邯黄线发往黄骅港及沿线电

厂，或汽运至河北井陉进行分销；晋南煤炭除地销外，主要

通过南同蒲线转陇海线发往沿线电厂，或通过侯月线转焦柳

线发往沿线电厂，或通过瓦日线发往沿线电厂，或通过长邯

线转邯黄线发往黄骅港及沿线电厂，或汽运至河南三门峡进

行分销。

6.2 陕西地区
陕西地区煤炭资源主要集中在陕北、渭北，煤质优良，

陕煤化集团一家独大，市场战略扩展意愿强烈。煤矿生产的

煤炭除地销外，主要通过包西线转陇海线发往连云港及沿线

电厂，或通过宝成线转成渝线发往沿线电厂，或通过西合线

发往沿线电厂，或汽运至山西运城、河南三门峡进行分销。

后期随着蒙华铁路的开通，资源外调量进一步加大，资源采

购竞争力增加，将带动产地煤价上涨。目前，陕西调研小组

将煤源选择在陕北禾草沟煤矿、隆德煤矿及榆神、彬长矿区。

6.3 蒙西地区
蒙西地区煤源集中、储量巨大，但受运输瓶颈影响，除

地销外，大部分煤炭只能作为神华和伊泰的外购煤进行销

售；少部分煤炭汽运至山西大同、朔州、五寨转火车发往环

渤海北方港口及沿线电厂，或通过蒙冀线发往秦皇岛港或曹

妃甸港，或通过京包线、丰沙大线发往沿线电厂。准朔线、

蒙华线的开通及蒙冀线运能的提升，彻底打开了蒙西煤源的

外运通道。

7 结语
随着煤炭产能和铁路运力分布向“三西”地区集中、环

保和安全检查的常态化以及“公转铁”政策的实施，火力发

电企业很有必要开展燃料供应链研究和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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