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ine Engineering 矿山工程, 2025, 13(1), 169-177 
Published Online January 2025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me 
https://doi.org/10.12677/me.2025.131021   

文章引用: 王洪亮, 马龙, 仙文豪. 煤炭行业新质生产力的探索: 创新驱动与绿色转型[J]. 矿山工程, 2025, 13(1): 169-177.  
DOI: 10.12677/me.2025.131021 

 
 

煤炭行业新质生产力的探索：创新驱动与绿色

转型 

王洪亮1，马  龙2，仙文豪2* 
1国家能源集团内蒙古平庄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六家煤矿，内蒙古 赤峰 
2煤炭科学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应急科学研究院，北京 
 
收稿日期：2024年12月17日；录用日期：2025年1月12日；发布日期：2025年1月28日 

 
 

 
摘  要 

在“双碳”目标和全球能源转型的背景下，煤炭行业作为我国能源供应的重要支柱，面临着向高质量、

可持续发展的转型挑战。本文围绕煤炭行业新质生产力的建设，从政策导向、科技创新、绿色低碳转型、

智能化建设及产业链延伸五个方面进行系统探讨。研究指出，煤炭行业应通过完善政策体系、强化技术

研发、推进绿色低碳技术应用、建设智能化生产体系以及延伸产业链条，全面推动行业创新驱动和绿色

转型，突破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的双重瓶颈，为煤炭行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技术支撑与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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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dual carbon” goals and global energy transition, the coal industry, as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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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ant pillar of China’s energy supply, faces the challenge of transitioning towards high-qual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explores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n the coal industry from five aspects: policy orientati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green 
and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intelligent construction, and industrial chain extension.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he coal industry should comprehensively promote innovation drive and green trans-
formation by improving the policy system, strengthening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
moting the application of green and low-carbon technologies, building an intelligent production sys-
tem, and extending the industrial chain, breaking through the dual bottlenecks of resource utiliz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providing techn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paths for the coal indus-
try to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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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煤炭行业是我国能源供应的基石，也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领域。在当前国家“双碳”目标

与全球能源转型的背景下，煤炭行业正面临着转型升级的重要任务[1]。新质生产力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关键，要求行业通过创新驱动、绿色转型、智能化升级和产业链延伸等手段，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全面

提升[2]。本文将从政策导向、科技创新、绿色低碳转型、智能化建设及产业链延伸等五大方面，系统探

讨煤炭行业如何实现新质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为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思考与实践路径。 

2. 构建煤炭行业新质生产力的顶层设计与政策支持 

政策是推动行业转型发展的核心抓手。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科学规划、统筹部署，煤炭行业应紧密

结合国家发展战略，积极完善政策体系，构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坚实基础。 

2.1. 推动“双碳”目标实现，助力煤炭行业绿色转型 

煤炭行业作为碳排放的重点领域，应当将“双碳”目标纳入顶层设计，推动减排增效政策落地[3]： 
1) 制定减排路线图和时间表：明确煤炭行业碳达峰、碳中和的具体路径，并将其作为企业规划的重

要内容。这需要综合考虑不同区域的资源禀赋、产业结构以及技术水平，分阶段、分步骤实施达峰行动

计划。例如，西部能源大省可优先推动新能源与煤炭的融合发展，东部地区则可聚焦于高效利用和技术

升级。这一过程中，政府需要通过政策引导企业优化能源结构，支持先进绿色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同时

确保阶段性目标的实现。 
2) 推动碳交易机制的完善：碳交易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市场化手段，但其运行效率和公平性

需要进一步优化。政府应制定清晰的交易规则，包括碳排放核算方法、减排量认证标准等。推动碳市场

与国际碳交易机制的接轨，为企业参与国际碳市场创造条件。此外，可以引入智能化技术提升碳交易平

台的效率，例如区块链技术用于确保交易数据透明与不可篡改。 
3) 政策激励绿色投资：绿色投资是煤炭行业向低碳转型的核心推动力。政府可以通过增加绿色信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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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度、设立绿色发展基金等方式，降低煤炭企业投资绿色项目的成本[4]。同时，通过政策激励措施，例

如税收优惠、补贴计划和贴息贷款，推动社会资本流入煤炭清洁利用领域。对于重大绿色技术研发项目，

建议提供专项奖励，鼓励行业龙头企业发挥引领作用。 

2.2. 加强技术研发支持，推动煤炭行业创新驱动发展 

技术研发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动力。国家应围绕技术研发与创新，提供全方位支持，构建完善

的技术支持体系： 
1) 设立专项科研基金：当前，煤炭行业的技术瓶颈主要集中在清洁利用、CCUS 技术和绿色开采技

术等领域[5]。国家科技计划应加大专项科研基金投入，尤其是在煤炭清洁利用、煤基新能源转化技术方

面形成重点支持。例如，煤制氢、煤基合成燃料等低碳技术方向，需要建立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机制，

以保障技术开发的连续性和深度。 
2) 推动产学研协同创新：产业界、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协作是实现技术创新的有效路径。煤炭行业应

鼓励龙头企业牵头组建跨领域的技术创新联盟，与国内外知名高校、研究机构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共同

承担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同时，政府应设立针对中小企业的技术支持平台，帮助中小企业获得前沿科技

资源。 
3) 技术孵化与应用平台建设：创新技术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过程需要一个高效的孵化与转化平台。

建议各省份设立煤炭技术转化示范基地，通过政策支持和资源整合，推动技术在实际生产中的试验应用。

设立技术交易平台，为技术供需双方提供对接服务，降低技术转化的交易成本，提升转化效率。 

2.3. 优化资源配置，提升煤炭行业资源利用效率 

资源配置的优化是提升煤炭行业整体效率的重要保障。通过政策调控，可以有效提高资源利用率，

避免资源浪费和无序开发。 
1) 淘汰落后产能：政府应出台强制性政策，要求高能耗、高污染的落后煤矿尽快退出市场。对于产

能过剩的地区，可通过兼并重组、优化布局等方式提高行业集中度[6]。例如，西部煤炭资源丰富地区

应加快推动煤炭开采的规模化、机械化和智能化转型，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并通过标准化生产降低运

营成本。 
2) 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我国煤炭资源分布不均，东部地区煤炭资源相对贫乏，而西部地区则资源集

中且开采条件较好[7]。因此，需通过跨区域合作机制，合理调配资源。例如，建设区域能源交易中心和

煤炭物流枢纽，提高资源流通效率。同时，在煤炭资源丰富的西部地区，优先发展深加工和转化产业链，

为东部地区提供高附加值的煤炭产品。 
3) 设立资源利用考核机制：将资源回收率、能源利用效率和环境保护绩效纳入企业的年度考核指标

体系。对于实现高效资源利用和清洁生产的企业，应给予政策奖励，如税收优惠和绿色认证，鼓励更多

企业积极参与资源优化配置。利用智能化监测手段，实现对资源利用过程的动态监督，为政策调整提供

数据支持。 
通过以上政策优化，煤炭行业将从传统粗放式生产向高效、绿色、可持续方向迈进，为新质生产力

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3. 科技创新驱动煤炭行业新质生产力发展 

科技创新是煤炭行业发展的第一动力，是推动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煤炭行业应立足全球科技前

沿，在基础研究和技术应用上取得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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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深化前沿基础研究，攻克煤炭行业技术瓶颈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泉，也是解决煤炭行业技术瓶颈的关键： 
1) 突破煤炭清洁利用技术：煤炭清洁利用技术的核心在于如何最大程度减少煤炭使用过程中的污染

物排放。当前，煤炭燃烧排放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及颗粒物是影响环境质量的主要因素之一[8]。推进

煤炭清洁燃烧技术的研发，可以通过高效燃烧、催化分解等手段减少排放。同时，发展煤气化技术，可

将煤炭转化为清洁气体燃料，为后续的能源转化提供清洁原料。 
2) 发展 CCUS 核心技术：碳捕集与封存技术是实现煤炭低碳化发展的重要路径。目前，CCUS 技术

的高成本和复杂性限制了其大规模应用[9]。通过基础研究，降低碳捕集过程的能耗和成本，例如研发新

型吸附剂和高效捕集设备。同时，探索碳的资源化利用途径，例如将捕集的二氧化碳用于生产化工原料

或农业用途，提高 CCUS 的经济性。 
3) 创新煤矿生态修复技术：煤矿开采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地表塌陷、水资源破坏和土地退

化等方面。针对这些问题，基础研究应聚焦于矿山生态修复材料和修复技术的开发。例如，利用生物技

术修复受损土壤，结合植物种植技术恢复矿区生态系统。 

3.2. 加快技术转化与应用，促进科研成果落地 

推动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市场是实现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一环： 
1) 打造技术示范工程：示范工程是新技术产业化应用的桥梁。政府应鼓励企业牵头建设煤炭清洁利

用技术、低碳煤化工等领域的示范项目。例如，建设一批以煤制天然气、煤制氢为核心的工业园区，通

过实际运行验证技术的可行性和经济性。同时，这些示范工程还可作为技术推广的窗口，吸引更多企业

参与技术应用。 
2) 加速成果转化平台建设：当前，煤炭行业的科技成果转化效率较低，主要原因在于企业与科研机

构之间的沟通不畅。通过建立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可以为技术供需双方提供高效对接服务，减少技

术转化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同时，政府应通过政策支持，降低技术转化的交易成本，例如减免技

术转让税费、提供技术转化补贴等。 

3.3. 构建全球化技术创新平台，提升国际竞争力 

构建开放的技术创新平台，吸引全球资源共同推进科技进步： 
1) 成立国际化研发中心：煤炭行业的技术创新需要与国际接轨。例如，可以与欧美发达国家的知名

研究机构合作，共同开展煤炭清洁利用和低碳技术的研究。同时，通过参与国际科研合作项目，提升我

国在煤炭技术领域的国际影响力。 
2) 创建国家级实验室：实验室是基础研究和技术攻关的核心载体。国家应支持建设一批煤炭行业的

重点实验室，例如煤炭清洁燃烧实验室、矿区生态恢复实验室等。通过集中资源开展科研攻关，推动行

业技术水平迈上新台阶。 
通过不断深化科技创新，煤炭行业将具备更强的技术优势，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4. 绿色低碳转型：煤炭行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路径 

绿色低碳转型是煤炭行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路径，也是构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目标。通过绿色

开采、清洁利用、低碳技术推广等多方面努力，煤炭行业能够在实现能源保障的同时，助力全球气候目

标的达成。数字智能绿色三化协同模式是煤炭行业探索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路径之一。这一模式通过数字

化赋能、智能化驱动和绿色低碳转型的深度融合，实现资源高效利用、环境友好和产业协同升级。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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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技术提升了信息流通效率，为智能化提供精准决策支持；智能化技术则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手段

优化生产流程，降低碳排放；绿色转型进一步通过清洁技术和可再生能源的引入，助力行业可持续发展。 

4.1. 推进绿色开采与生产，实现低碳高效开采 

绿色开采与生产是煤炭行业实现低碳发展的首要任务。通过采用绿色开采技术，能够降低煤炭开采

过程对环境的破坏程度，同时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 
1) 推广充填开采技术：充填开采技术能够有效减少地表塌陷，保护生态环境。通过将废弃物或低品

位矿石填充到采空区，不仅降低了废弃物的占地面积，还能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例如，近年来在一些

矿区实施的废料充填开采工程，不仅显著减少了矿山环境破坏，还提高了资源回采率。 
2) 发展水力采煤技术：水力采煤是通过高压水流将煤层切割、破碎并输送至地面。这种方式不仅能

减少井下作业的安全风险，还能降低粉尘、噪音和振动污染，极大改善了矿区的作业环境。水力采煤技

术特别适用于深埋煤层和复杂地质条件的矿区，其应用前景广阔。 
3) 智能绿色采矿系统建设：引入人工智能和自动化设备，实现采矿全流程的绿色化、智能化管理。

例如，通过大数据分析优化采矿作业计划，利用无人驾驶运输设备减少人为干预，从而降低作业对生态

环境的影响。 
通过绿色开采技术的推广与应用，煤炭行业可以实现从传统高污染、高消耗的生产模式向绿色低碳

模式的转型，为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4.2. 加快煤炭清洁利用，推动能源高效转化 

煤炭清洁利用技术是煤炭行业实现绿色低碳转型的关键。通过深度加工和高效转化技术的研发与应

用，可以大幅减少煤炭燃烧过程中的污染物排放。 
1) 发展煤制氢技术：氢能是清洁能源的重要方向之一，而煤制氢是现阶段具有成本优势的制氢路径

之一。在煤制氢过程中，通过气化技术将煤炭转化为合成气，再进一步分离得到氢气。同时，结合碳捕

集与封存技术，可将煤制氢过程中的碳排放降至最低，助力氢能经济的发展。 
2) 推广煤基化学品生产：煤基化学品是煤炭清洁利用的重要形式之一。例如，通过煤炭间接液化技

术，可以生产清洁燃料油、甲醇等高附加值产品。此外，煤基化学品生产过程中可实现污染物的集中处

理，有效减少传统燃烧方式的环境影响。 
3) 加速煤电高效清洁发电技术的应用：通过超超临界发电技术、循环流化床发电技术等，提升煤电

机组的热效率，同时降低氮氧化物和硫化物的排放。例如，某些地区已经开始实施“超净排放”改造工

程，使煤电排放达到甚至优于燃气电厂的排放标准。 
通过推动煤炭清洁利用技术的发展，煤炭行业能够在保持能源安全的同时，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

益的双赢。 

4.3. 推广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技术，推动碳中和目标实现 

CCUS 技术是煤炭行业减少碳排放的重要技术路径，也是实现碳中和目标的核心技术手段。 
1) 推广规模化 CCUS 示范工程：目前，CCUS 技术的推广应用主要面临高成本和技术复杂性问题。

因此，政府和企业应共同推动大规模示范工程的建设，例如在大型煤电厂和煤化工项目中应用 CCUS 技

术，以验证其经济性和技术可行性。 
2) 探索碳资源化利用的多样化路径：将捕集的二氧化碳用于生产高附加值化工品，例如聚碳酸酯、

甲醇等，既能提高经济效益，又能降低碳排放强度。同时，利用二氧化碳进行增强油气开采(EOR/EGR)，
实现经济价值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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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优化 CCUS 全生命周期管理：在实施 CCUS 项目时，需要从捕集、运输到封存的全过程进行优化

设计。例如，通过优化管道运输方案降低二氧化碳的运输成本，利用地质条件优越的储存库提高封存效

率，从而提升整体效益。 
通过 CCUS 技术的推广与应用，煤炭行业将为实现碳中和目标提供重要技术支撑，同时开拓低碳发

展的新路径。 

5. 智能化建设：提升煤炭行业效率与安全的核心动力 

智能化建设是煤炭行业实现现代化发展的重要路径。通过智能化技术的应用，可以显著提升行业生

产效率和安全水平，同时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 

5.1. 智能矿山建设：提升生产安全与效率的智能化方案 

智能矿山建设是煤炭行业实现生产安全化、高效化的重要方向[10]。通过应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和自动

化设备，能够全面提升矿山作业效率，降低安全风险。 
1) 矿山自动化设备的普及：自动化采掘设备的应用可以显著减少矿山作业中的人工参与，降低安

全事故风险。例如，智能采掘机和无人运输车能够高效完成采掘、运输等高危工作，同时通过实时监控

系统保障设备的正常运行。这些设备还能够在复杂环境下持续高效作业，提高了资源回采率并降低了

成本[11]。 
2) 智能监控系统的部署：通过构建物联网传感器网络，可以实现对矿区环境、设备运行状态的全方

位监控。例如，对瓦斯浓度、地层移动、温湿度等关键参数进行实时监测，提前预警潜在风险，确保作业

安全。特别是在高瓦斯矿井，智能监控系统能够显著降低瓦斯爆炸等重大事故的发生概率。 
3) 人工智能算法优化矿山管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分析矿山生产数据，可以优化采掘路径，制定高

效的生产计划，减少资源浪费[12]。同时，基于 AI 的故障预测技术可以提前发现设备隐患，降低维护成本。

例如，一些先进矿山已经实现了 AI 驱动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大幅提升了设备的利用效率和生产安全性。 
智能矿山的全面建设将大幅提升煤炭行业的生产效率与安全水平，为推动行业现代化发展提供重要

支撑。 

5.2. 智慧能源管理：优化煤炭全生命周期能源利用 

智慧能源管理是实现能源利用效率最大化的重要工具。通过构建能源管理数字化平台，可以实现对

煤炭开采、加工、运输及利用全生命周期的动态优化。 
1) 能源数字化平台的构建：利用大数据技术整合能源供需信息，构建智慧能源管理平台，实时分析

能源流向和效率。例如，通过优化运输路径、调配储存资源，可以显著降低物流环节的能耗。此外，

数字化平台还能提高能源使用透明度，帮助企业发现生产过程中的能耗瓶颈，从而制定针对性的节能

方案。 
2) 智能能源调度系统：结合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技术，建立智能能源调度系统，根据市场需求和生

产能力动态调整煤炭产量和分配计划，减少资源浪费，提升供应链效率。例如，在用电高峰期间，通过

智能调度系统优先分配低碳煤电，可以有效缓解供需压力，保证能源稳定供应。 
3) 碳足迹监测与管理：在能源管理平台中集成碳足迹计算模块，对煤炭开采、运输和利用过程中的

碳排放进行精确追踪，为企业制定减排策略提供数据支持[13]。例如，某些煤炭企业已经通过智能系统将

碳排放核算精度提高至小时级别，实现了对碳排放的实时优化管理。 
智慧能源管理的广泛应用将帮助煤炭行业实现绿色高效的能源利用目标，为实现“双碳”目标提供

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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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数字孪生技术：推动矿山全生命周期精准管理 

数字孪生技术是一种通过虚拟仿真技术构建矿山全生命周期管理的创新工具。它能够在虚拟空间中

模拟真实矿山的运作情况，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14]。 
1) 虚拟矿山建模：通过高精度数据采集和处理技术，将矿山的地质结构、设备运行状态等信息集成

到虚拟模型中。例如，某些大型矿区已经开始试点虚拟矿山系统，实现了采掘计划、环境监测等工作的

实时模拟和优化。 
2) 生产流程的优化：基于数字孪生模型，可以对采掘、运输等环节进行多场景仿真，预测不同操作

方式的影响，从而选择最优方案。例如，通过模拟井下运输路径，可以有效减少设备运行时间和能耗。 
3) 故障预测与维护管理：数字孪生技术还可以用于预测设备故障，提升维护效率。例如，通过虚拟

系统实时监测设备运行参数，可以提前识别潜在问题，避免因设备故障导致的停工。 
数字孪生技术的应用将推动煤炭行业向智能化、精准化方向发展，为新质生产力的构建提供技术

支撑。 

6. 产业链延伸：释放煤炭行业新质生产力的潜能 

煤炭行业的价值提升不仅体现在传统能源领域，还可以通过产业链延伸释放更大的潜能。通过深度

加工、与新能源融合发展以及服务业拓展，煤炭行业可以突破单一能源供应的传统定位，实现更高的附

加值和多元化发展。 

6.1. 深度发展煤化工产业：提升煤炭附加值 

煤化工产业是煤炭行业实现高附加值的重要途径。通过深度加工和转化，煤炭可以成为多种高附加

值产品的原料，推动产业链向高端延伸。 
1) 煤制烯烃和芳烃：煤制烯烃和芳烃是煤化工的重要产品，用于制造塑料、纤维等高附加值材料[15]。

例如，通过煤炭间接液化技术，可将煤炭转化为甲醇，再进一步制成乙烯、丙烯等烯烃产品。这些产品

具有广阔的市场需求，是化工行业的重要原料。 
2) 煤制乙二醇：乙二醇是制造聚酯纤维和防冻剂的重要原料。近年来，通过技术改进，煤制乙二醇

的生产成本和能耗显著降低，逐步具备了与传统石油路线竞争的能力。 
3) 煤基合成氨和尿素：煤基化工产品在农业领域的应用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例如，利用煤制氢技术

生产合成氨，可进一步转化为高效化肥，助力农业绿色发展。 
通过发展煤化工产业，煤炭行业可以突破传统能源原料的单一定位，实现产业链高端化转型。 

6.2. 拓展新能源融合应用：实现煤炭与清洁能源互补 

煤炭与新能源的融合发展是实现多能互补的重要方向。通过整合煤炭与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的

优势，煤炭行业可以实现能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 
1) 煤矿区光伏发电：利用废弃煤矿区和采空区建设光伏电站，不仅能为矿区提供清洁电力，还能有

效利用土地资源。例如，某些地区已经建成了“采煤沉陷区光伏发电示范项目”，每年可提供数亿度清

洁电力。 
2) 煤电与储能结合：通过建设储能设施，将煤电厂与储能系统联动运行，可以有效提高煤电机组的

调峰能力。例如，在用电低谷期，利用储能系统存储富余电力，在高峰期释放，既能提升煤电经济效益，

又能满足清洁能源调节需求。 
3) 氢能与煤炭融合：结合煤制氢技术与新能源制氢技术，可打造煤基氢能供应链。例如，利用风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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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发电为煤制氢过程提供可再生能源支持，进一步降低氢能生产的碳排放。 
通过多能融合应用，煤炭行业能够在能源转型中找到新的发展机遇，助力我国构建多元化、清洁化

的能源体系。 

6.3. 发展煤炭服务业：拓展新的盈利增长点 

煤炭服务业是煤炭行业实现价值延伸的重要方向。通过发展能源交易、物流管理等增值服务，煤炭

企业可以在传统生产之外开拓新的利润增长点。 
1) 建设能源交易平台：利用区块链等新兴技术构建能源交易平台，可以实现能源交易的透明化和高

效化。例如，通过区块链技术跟踪煤炭物流和碳排放数据，为买卖双方提供精准的交易支持。 
2) 智慧物流管理：在煤炭运输环节，引入智能物流系统，通过大数据分析优化运输路径、提高装卸

效率。例如，某些大型煤炭企业已经采用智能化运输平台，将物流成本降低了 20%以上。 
3) 设备租赁与智能运维：提供采掘设备的租赁与运维服务，是煤炭服务业的重要发展方向。例如，

通过智能化管理平台，为设备租户提供远程维护和性能优化服务，可以显著延长设备寿命。 
通过发展服务业，煤炭行业可以摆脱对原料市场的单一依赖，形成更加多元化的收入结构。通过系

统推动煤炭行业在智能化建设和产业链延伸方面的改革创新，将为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在

实现“双碳”目标的大背景下，煤炭行业必将在创新驱动中迎来新一轮转型升级，为高质量发展作出积

极贡献。 

7. 总结与展望 

煤炭行业作为我国能源安全的重要保障，需要在新发展阶段中主动顺应时代变化，积极推进新质生

产力的构建。在“双碳”目标的指引下，通过政策引领、科技创新、绿色低碳转型、智能化建设和产业链

延伸，煤炭行业不仅能够满足传统能源供应需求，还能够探索出更加可持续、高效和多元化的增长路径。 
当前，全球能源转型进入加速阶段，我国煤炭行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一方面，传统高

碳能源模式逐渐失去竞争力，清洁、高效、智能化成为行业发展的主旋律；另一方面，煤炭在未来能源

结构中的角色定位逐渐向综合能源服务商转变。 
未来，煤炭行业需要持续深化技术创新，推动清洁能源与传统煤炭的深度融合。同时，通过加强国

际合作与经验交流，吸纳全球先进技术与理念，为行业发展注入新活力。政府与企业需要通力合作，共同

构建政策支持与市场驱动相结合的发展机制，确保煤炭行业在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之间实现平衡发展。 
在这个承前启后的发展阶段，煤炭行业只有牢牢把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契机，勇于改革，敢于创新，

才能在能源革命和“双碳”目标的历史机遇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成为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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