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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雨成

一、内蒙古能源保供取

得阶段性成效

2021 年内蒙古充分发挥作

为我国能源基地的优势，综合运

用经济、法律、行政等各种手段

引导鼓励煤电企业能产尽产、满

负荷生产，有效保障运力，煤电

气保供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一）煤炭产量增长持续加快

1-10 月份，全区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原煤产量达 8.32 亿吨，

同比增长 1.9%，增速较 1-9 月

份 加 快 1.3 个 百 分 点。 其 中 10

月 当 月 产 量 2021 年 以 来 首 超

9000 万 吨， 达 9377.5 万 吨， 同

比增长 6.8%，是自 2021 年 3 月

份以来当月最高增速，且连续两

个月保持增长 ；10 月份日均产

量 302.5 万 吨， 为 2021 年 当 月

最高日均产量，比 9 月份日均产

量增加 29 万吨。

分盟市看，1-10 月份，8 个

盟市原煤生产增速有所加快，其

中，鄂尔多斯市产量为 5.36 亿

吨，同比增长 3.3%，增速较前

三季度加快 1.3 个百分点 ；呼伦

贝尔市产量为 7667.9 万吨，同

比增长 5.2%，增速较前三季度

加快 2.5 个百分点，两个盟市合

计上拉全区累计增速 2.6 个百分

点 ；锡盟产量近亿吨，增速达两

位数，总量为 0.97 亿吨，同比

增长 10.7%。

政策成效 ：9 月底开始，内

蒙古按照煤炭增产保供有关工作

部署，先后三批核增 89 处煤矿

产能。核增产能煤矿所属的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10 月份合计生产

原煤 3352.1 万吨，占全区的比重

35.7%，同比增长 26.5%，环比增

长 14.5%，合计上拉全区当月原

煤产量增速 8.0 个百分点。

 （二）电力生产保持增长

1-10 月份，全区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发电量 4888.2 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 4.2%，增速较前

增强保供能力 推动内蒙古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

摘  要 ：实现煤电等能源产品增产保供是当前国家重要的调控方向，内蒙古作为我国重要的能源和

战略资源基地，对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承担着重要责任。9 月份以来，自治区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

策部署，压实责任、主动作为，从政治的、全局的、战略的高度做好煤电保供工作。从 10 月份数据看，

全区能源保供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效。表现为煤炭产量增长持续加快，日均产量创 2021 年新高 ；电力生

产保持增长，有效满足了全区及区外重点区域的用电需求。在保证产量的同时，全区也更加注重能源

产业结构的调整，可再生发电量较快增长，占比持续提高，高耗能行业及项目盲目发展势头得到有力遏

制，用能效率持续提升。

本文从全区能源保供、能源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及产业用能效率提升等方面取得的成效进行了具体

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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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20-2021 年内蒙古规模以上工业原煤产量月度增速走势图
数据来源 : 内蒙古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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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季度回落 0.7 个百分点。其中，

10 月份，全区发电量 483.8 亿千

瓦时，环比增长 3.0% ；日均发电

量为15.6亿千瓦时，与上月持平。

分 盟 市 看，1-10 月 份， 发

电量呈“七增五降”格局，其

中，锡林郭勒盟发电量增长最

快，同比增长 27.2% ；鄂尔多斯

市突破千亿度，为 1077.3 亿千

瓦时，同比增长 5.0%，两个盟

市合计拉动全区发电量增速 3.8

个百分点。

（三）天然气产量稳定增长

1-10 月份，全区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天然气产量为 216.3 亿

立方米，同比增长 5.5%，较好

发挥了增产保供作用。

二、能源供给结构持续

调整优化

在 完 成 能 源 增 产 保 供 任

务，确保总量增加的同时，内蒙

古能源供给结构也在同步调整优

化，表现为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

比持续提升，其他新能源产品产

量实现良好增长。

（一）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

比稳步提升

1-10 月份，全区可再生能

源发电量达 849.1 亿千瓦时，占

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发电量比重

的 17.4%，同比提高 2.5 个百分

点 ；同比增长 21.3%，高于同期

全部发电量增速 17.1 个百分点，

拉动全区发电量增长 3.2 个百分

点。

从发电类型看，1-10 月份，

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风力、太

阳能和水力发电量分别为 685.7

亿 千 瓦 时、117.7 亿 千 瓦 时 和

40.8 亿千瓦时，分别同比增长

27.4%、2.2% 和 2.5%。

（二）其他新能源产品产量

保持良好增势

部分符合现代能源产业高质

量发展方向的新能源产品产量保

持良好增势。1-10 月份，全区页

岩油产量同比增长 24.0%，致密

砂岩气产量同比增长 5.5%，再利

用煤气产量同比增长 6.4%，垃圾

焚烧发电量同比增长 24.6%。

三、重点产业用能效率

持续提升

通过今年能耗“双控”政

策的倒逼作用，全区部分重点产

业、重点行业节能意识明显增

强，节能手段更加丰富，节能技

术充分运用，使得用能效率稳步

提升。

1-10 月份，全区规模以上

工业每万元产值耗能 1.0 吨标准

煤，同比降低 0.4 吨标准煤。规

模以上工业能源利用效率提高，

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

能源加工转换效率提高。1-10

月份，全区规模以上能源加工转

换企业能耗占全区规模以上工

业能耗比重为 62.3%，加工转换

效率 68.4%，同比提高 0.9 个百

分点。二是能源回收利用率持

续提高。提升能源回收利用已

是全区实现节能降耗的重要方

式。1-10 月份，全区规模以上

工业能源回收利用率 2.0%，同

比提高 0.2 个百分点。三是产品

结构加速优化。1-10 月份，全

区高耗能产品产量增长明显放

缓，耗能较低的产品产量增长

较快。如非金属材料行业中单

位产品能耗较高的水泥熟料产

量同比下降 0.4%，单位产品能

耗较低的单晶硅产量同比增长

91.4% ；有 色 金 属 行 业 中 单 位

产品能耗较高的电解铝产量仅

同比增长 1.2%，单位产品能耗

相对较低的铝材产量同比增长

12.2%。

图 2    2020 年 -2021 年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发电量月度增速走势图
数据来源 : 内蒙古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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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快推动内蒙古能源

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建议措施

目前全区经济中能源经济

仍占很大比重，能源产业的发展

质量直接决定着全区工业经济的

发展质量。当前，全区能源产业

高质量发展已初见成效，但同时

也要看到，还尚未形成持续稳定

的高质量增长机制，仍需持续发

力，扎实推进。对此，提出如下

建议 ：

（一）增强保供能力，做好

煤炭产业延链补链强链

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完善和

强化跨部门协调机制，合理疏导

燃煤发电成本，推动煤电机组应

发尽发，坚决遏制“两高”项目

盲目不合理用能，指导各地区提

升用电管理水平，全力推动煤炭

增产增供，切实完成国家下达的

能源保供任务。同时，要实施煤

炭产业延链补链强链工程，形成

以煤矸石制砖、精煤炼焦、化工

产品回收深加工为重点的特色煤

基产业链，尽快形成较完备的煤

基产业链条，把煤炭资源“吃干

榨净”。

（二）重塑能源消费结构，

培育壮大风光资源全产业链

要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

逐步破除弃风弃光的痛点，着重

解决新能源投资收益较低的难

点，切实打通新能源发展“最后

一公里”的堵点。在应对全球气

候变化行动中，发展储能技术，

满足市场需求，释放市场红利，

重塑内蒙古能源消费结构。结合

全区房屋建筑实际，鼓励各地摸

索分布式光伏开发利用经验，将

推行分布式光伏与产业发展相融

合，不搞“一刀切”，稳步理性

加以推进。

（三）紧盯重点行业实现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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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碳，提升煤炭资源综合利用率

实现能耗双控目标任务及

碳排放下降要主抓重点行业和地

区，如能源消耗高密集型的钢铁

行业，要引导其坚持绿色可持续

发展理念，从生产和产品两端着

手，加快创新步伐，争做我国钢

铁行业低碳发展的先行者 ：同

时，要引导鼓励燃煤发电企业持

续降低供电煤耗，促进煤炭的清

洁高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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