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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煤炭产业链延伸不仅提高煤炭资源的利用效率，而且可以延长企业生命周期，保障煤炭企业

可持续发展。对煤炭产业链延伸的模式及延伸风险进行了分析，揭示了煤炭产业链延伸影响因素及延

伸机理，探讨了煤炭产业链延伸风险识别和控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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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从资源综合利用的角度看,煤炭既是燃料动力,又

是重要的化工原料,通过多条工艺线路的煤炭深加工,

可大大增加其附加值，而且深加工的链条越长,其附加

值也就越高，不仅提高煤炭资源的利用效率，而且可

以延长企业生命周期，保障煤炭企业可持续发展。近

年来在国家宏观调控下，煤炭行业通过建设大型煤炭

基地、培育大型煤炭企业和企业集团为主线的煤炭工

业结构调整，使煤炭产业链延伸由纵向为主开始向横

向及混合整合煤炭产业链的趋势发展。但是在煤炭产

业链延伸过程中，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资源约束, 而且

一些产业链延伸项目属于新兴产业, 科技含量高, 投

资巨大, 存在资源风险、技术风险、经济风险和政策

风险等，如果产业链延伸过渡，超出其合理边界，必

将增加产业链运行的成本和风险，由此导致煤炭产业

链的孤环、断链，形成了煤炭价值链的片段化，因此

煤炭产业链延伸过程的风险识别和风险控制非常必

要。 

2 煤炭产业链延伸模式 

煤炭企业主要以煤炭和煤系伴生资源的开采加工

作为纵向主导产业链，形成清洁能源、二次能源和煤

系化工转化的产业链， 目的在于取得能源利用效率的

大化。以煤炭资源为基础的产业链主要有： 煤炭—

电力—市场； 煤炭—洗选—焦化—焦炭、焦油、煤气

—市场； 煤炭—气化—化工—市场； 煤炭—液化(煤

制油) —化工—市场， 等等，如图 1 所示。近年来，

我国很多的型煤业集团以以煤炭企业为主导，以资源、

资本和知识为客体，对煤炭产业链实施纵向、横向、

侧向三维整合，实现产业链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由

面到网的演化突破。 

2.1 加重加粗原有纵向产业链 

近年来，在节能减排、低碳环保的理念主导下，很多

大型煤炭企业集团坚持以煤为本，相关多元的发展战

略，以固态、液态、气态废弃物吃干榨净为特征，以

现有产业链条为基础，加重加粗，形成产业链梯次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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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利用的线循环链条。 

 

 

 

 

 

 

 

 

 

 

 

 

 

 

 

 

图 1 煤炭企业产业链 

 

2.2.1 以煤矸石、煤泥利用为源头，形成煤—电、热

—建材产业链  

利用煤矸石、煤泥、劣质煤等低热值燃料发电，

建设综合利用电厂，一方面满足矿区日益增长的用电

需求，另一方面为矿区进行集中供热，替代大量燃煤

小锅炉，并且利用电厂余热为矿井实施降温，实现安

全生产。利用煤矸石、粉煤灰、炉渣等发展了粉煤灰

水泥、粉煤灰混凝土砌块、煤矸石烧结多孔砖、煤矸

石内墙砖等新型建材，将煤矸石、粉煤灰、炉渣等废

物变废为宝，将大大减少矿区的环境污染，节约占用

土地。 

2.2.2 以煤炭焦化为起点，形成煤炭—炼焦—焦油加工—

炭素化工产业链 

例如，平煤集团现有焦化企业 4 家，主要产品有

冶金焦、焦油、粗苯、化工用纯氢气、城市煤气、炭黑、

工业萘、纯苯、甲苯、二甲苯、煤沥青等多种煤化工产

品。已建成的年产超高功率石墨电极 2.2 万吨项目。产

业链条基本形成。下一步将扩大焦化规模，延伸煤炭产

品链条，与此同时对炼焦化工副产品焦炉煤气、焦油、

粗苯和硫铵等进行精细加工，延伸产品链条，增加产品

附加值，如图 2 所示。 

 

图 2 煤炭—炼焦—焦油加工—炭素化工产业链 

2.2.3 以煤炭气化为起点，形成煤炭—气化—精细化

工产业链 

例如平煤集团为加大对焦炉气等炼焦副产品的

利用力度，2004 年，投资 1200 万元建成了我国第一

套“焦炉气非催化转化制合成氨原料气”装置，将

6000 万立方米/年富余焦炉煤气替代煤炭生产合成

氨，该项目可年产合成氨2.5万吨，节约无烟块煤4.25

万吨，降低成本 700 多万元。2006 年建成的三源制

氢公司每小时可分解 1 万立方米的焦炉气，一年用气

量达 8000 万立方米，使天宏焦化公司富余的焦炉气

全部得到开发利用。下一步将重点发展煤制甲醇，提

高煤炭产品的附加值。利用合成氨装置产生的二氧化

碳，生产低盐重质纯碱、氯化铵，如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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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煤炭—气化—精细化工产业链 

2.2 以生态工业园区建设为平台，混合整合煤炭

产业链，构建矿区生态产业链 

生态工业园区(Eco-industrial park, EIP) 概念是由

美国 Indigo 发展研究所 Ernest Lowe 教授( Indigo 

development ,1992)提出来的，他将生态工业园定义为：

一个由制造业和服务业组成的企业生物群落,它通过

在包括能源、水、原材料这些基本要素在内的环境与

资源方面的合作和管理,来实现生态环境与经济的双

重优化和协调发展, 终使该企业群落寻求一种比每

个公司优化个体表现就会实现的个体效益之和还要大

得多的群体效益。 

从生态的角度出发，煤炭产业链的混合整合是以

采煤塌陷区和非煤产业为物质基础， 分类实施产业整

合， 形成矿业与发电、化工、轻工、建材等不同产业

部门的耦合， 构建生态工业网络， 形成多元发展的

产业格局。 

例如平煤集团充分利用平顶山地区丰富的煤、盐、

水资源和平煤集团现有循环经济产业基础优势，发挥

煤化、盐化、焦化、煤电相关产业共生耦合作用，采

用能源化工产业新技术、新装备，建设了平顶山煤盐

联合化工产业园、开封精细化工产业园、汝州、禹州

和以坑口电厂为中心的煤电工业园、驻马店煤化工产

业园等六个生态工业园，使平煤集团循环经济由点循

环、链循环向园区综合循环的方向发展，大大扩展了

平煤集团循环经济规模。如图 4、图 5 所示。 
煤 

 

 

 

 

 

 

 

 

 

 

 

 

 

 

 
 

图 4 平顶山煤盐联合化工产业链条图 

3 煤炭产业链延伸风险 

3.1 产业链风险 

产业链风险是指由于受风险因素的作用和产业链

上下游产业间的相互影响，对产业链发展造成损失的

可能性和损失严重程度的综合反映。产业链中一旦形

成，各节点企业就构成一个共同体，单个节点的风险

必然是其他节点企业风险的函数，即其他企业的风险

势必通过产业链环的供求传递和利益传递影响到自

身，这种风险在产业链中不同节点间传递而形成的链

式结构就是产业链的风险链。产业链的风险链是伴随

着产业链的产生而产生的，若产业链上的某节点企业

存在风险，就会迅速传递给其它企业。如产业链上的

某企业在财务上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其可能将无法正

常运作，从而致使产业链出现断裂，其自身的这种风

险就会立即传递给产业链上的其它企业。 

3.2 煤炭产业链风险 

基于煤炭产业链的特性，煤炭产业链风险包括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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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开封精细化工产业链条图 

第一类是来自产业链外部的风险，主要有自然灾害、

产业政策、环境风险、市场风险等；第二类是来自产

业链内部的风险，主要有决策风险、合作伙伴关系风

险、道德风险、信息传递风险等，这类风险主要蕴藏

于产业链上的节点企业；第三类是产业链扩展的风险，

主要指的是产业链过长、过宽或“断链”导致的风险。

根据诱发风险的因素不同，第一种风险可称其为系统

风险或不可分散的风险；第二种风险和第三种风险实

质是产业链本身的风险，是非系统风险或可分散风险。

鉴于我国煤炭产业链发展的现状，煤炭产业链大多是

由煤炭企业集团所控制的，煤炭产业链的第二类风险

实际上是煤炭企业的风险。 

3.3 煤炭产业链延伸风险 

研究表明，产业链延伸存在一个合理的边界。龚

勤林（2003）认为，从产业链延伸形成的附加价值看，

是否所有的链环延伸一定形成效果良好的追加价值，

即是否恒有价值增值大于零？实际上，如果不考虑中

间商品或 终商品的市场实现，假定不存在商品价值

的市场实现障碍，上述设想是合乎逻辑的。然而，现

实中并不是对产业链的每一次延伸，都能够产生正的

附加价值。刘贵富（2007）认为，对特定经济区域来

说，从纵向看，产业链条不是越长越好，如果产业链

条太长，可能会由于产业链过“细”而发生“断链”

现象。从横向看，产业链链条也不是越粗越好。如果

产业链条过“粗”就意味着产业链上的某个产业或企

业的产品过于繁杂，即经营过度多元化，很容易导致

企业经营出现严重危机。王如松等（2006）认为：产

业生态链不是越长越好，产业生态网也不是越复杂越

好，一定程度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可能带来稳定性，但

过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可能带来不稳定性。耿玉德

（2002）提出，产业链要足够长，但也不是说越长越

好；产业链不能太宽，否则会增加产业链的复杂程度；

但也不能太窄，否则会增大产业经营风险。现实中，

如果产业链延伸过渡，超出其合理边界，必将增加产

业链运行的成本和风险[1]。 

氢气 有机

硅 

4 煤炭产业链延伸风险控制 

4.1 煤炭产业链延伸影响因素 

煤炭产业链延伸的影响因素可以划分为两类：产

业链延伸的外部影响因素和产业链延伸的内部影响因

素。外部影响因素主要有：①产业政策；②技术进步；

③市场需求；④相关产业的变化；⑤环境承载能力。

内部影响因素主要有：①资源因素；②管理控制能力；

③技术创新能力；④投资能力。根据各影响因素对煤

炭产业链演化的影响方式、路径等，可以将 9 个影响

因素归结为三类：基础因素、行为因素和约束因素，

它们共同决定了煤炭产业链的延伸路径。 

基础层面的因素由构成企业边界的基本因素构

成。煤炭资源和企业能力是决定着煤炭企业边界的基

本因素。 

行为层面的因素是煤炭产业链延伸的行为驱动因

素。创新能力（知识）、投资能力（资本）是煤炭产

业链延伸的驱动因素。 

外部环境因素构成对煤炭产业链演化的约束因素，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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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煤炭产业链发展的现实看，5 个外部因素中，产

业政策、生态环境、市场需求、相关产业变化对产业

链演化的影响程度较为显著。 

这三个层面的因素之间关系密切，基础因素的不

同导致了煤炭企业行为因素的差异，而行为因素的不

同决定了煤炭产业链演化的路径。在这一过程中，约

束因素制约着产业链演化的全过程，如图 6 所示。 

 

 

 

 

 

 

 

 

 

 

图 6 煤炭产业链延伸影响因素 

 

 

 

 

 

 

 

 

 

 

图 7 煤炭产业链延伸过程与影响因素关系整合模型 

煤炭产业链的延伸过程，是煤炭企业不断采取新

对策来主动适应环境的变化的一个企业与与环境间的

动态博弈过程，如图 7 所示。 

第一阶段是环境变化对煤炭企业的影响，环境变

化主要体现在演化的约束因素发生了变化：技术变迁

导致了整个产业范式和规则的改变，产业政策的变迁

必然会影响资源的可获得性，需求的变化会导致供应

的有效性变化， 终导致的结果是企业的基础因素不

能适应新的环境，这时煤炭企业就产生了产业链延伸

与整合的需要。 

第二阶段是煤炭产业链的延伸与整合，这种演化

主要表现在煤炭企业的行为模式变化上。基于路径依

赖效应，煤炭企业面对环境变化可能产生三种行为：

维持产业链现状，即不断重复过去的行为模式来加强

惯例；实施产业链延伸，通过搜寻外界已经存在的技

术或创新自身惯例，增加产业链的长度、宽度或厚度；

实施产业链整合或业务外包，降低环境变化对产业链

的冲击， 终导致的结果是煤炭企业基础因素的变化

或不变，以此应对新的环境。 

第三阶段是环境选择阶段，煤炭企业产业链延伸

或整合行为的变化是否能够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

可持续发展能力，取决于环境对这种变化行为的选择

结果。企业行为与环境变化的相互作用将 终决定变

异的企业是否能够在新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适者生

存，不适者被淘汰。 

第四阶段是保留遗传阶段，在实践中被证明是有

效的产业链延伸与整合行为将被保留和传衍，成为企

业新的惯例。当然，煤炭产业链的变化又会导致新的

环境变化，煤炭产业链的演化就这样周而复始[2]。 

4.2 煤炭产业链延伸过程风险控制 

4.2.1 风险评估 

根据前面的分析，煤炭产业链延伸过程中受内外

9 种因素制约，这也可以看成是煤炭产业链延伸过程

中面临的风险源，作为煤炭企业可以按图 8 所示的风

险评估矩阵评估产业链延伸的风险程度，从而对关键

风险进行有效控制。矩阵的横向表示风险的可控性，

纵轴表示初始风险。 

初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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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始风险：指未对风险进行任何手段或机制的

控制情况下，风险对企业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通常为行业相关的主要风险。 

 管控有效性：指通过一定手段或机制对初始风

险进行管控后降低风险对企业可能造成的负面

影响的程度。管控后风险降得越低，说明管控

有效性越高。 

 

 

 

 

 

 

 

 

 

 

 

 

 

 

图 8 产业链延伸风险评估矩阵 

 

例如，煤炭资源和企业能力是决定着煤炭企业边

界的基本因素，但是煤炭开采成本的增加和煤炭资源

枯竭是不可抗拒的; 同时作为产业链上的煤炭资源消

耗型各产业, 与煤炭开采业的关联性较强。因此, 在产

业链延伸以后, 煤炭矿区作为产业部门的空间聚合体, 

随着原煤开采业的衰退, 煤炭资源消耗型产业的成本

优势会逐步丧失, 市场竞争力受到较大的影响, 产业

链可能面临断链风险，也会使企业所在矿区内经济、

社会、环境、人口、资源的矛盾突出[3]。所以资源风

险初始风险评价处于纵轴较高位置，同时由于资源储

备受资源禀赋、国家能源开发政策、企业战略决策及

扩张能力多方面因素制约，风险可控性较低。 

又如，投资风险的初始风险较高。目前煤炭产业

链延伸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煤炭企业发展战略趋

同，在产业规划布局上彼此雷同，普遍采取煤焦化、

煤电化、煤电铝等产业链发展模式。从区域经济看，

发展战略趋同实质上是指资源要素的增量投向或指向

同一产业，这种结构打破了区域的合理分工，使各地

区的资源难以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不可避免地会加

剧产业内部竞争，使资源优势大打折扣。尤其是对于

大型煤炭企业较为集中的省份和区域，重复建设更为

突出，导致了区域内部恶性竞争，已成为区域经济结

构不合理的突出问题[3]。以煤化工产业为例，在几乎

所有产煤省区制定的“十一五”规划中，煤化工都作

为重要产业来培育，许多省区已启动或规划建设规模

宏大的煤化工项目，动辄就是百万吨、甚至上千万吨

级项目。据中国煤炭工业协会 2008 年调查统计报告，

近年来，各主要产煤地区纷纷抛出了庞大的煤化工产

业发展规划，以合成氨、甲醇、PVC 等为代表的传统

煤化工产品的产能快速扩张，并且在建和规划建设的

产品主要定位在煤制油、甲醇、二甲醚和甲醇制烯烃

等方面。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在建和规划中的

煤制油项目总规模达到了 4017 万 t／a；在建和拟建

甲醇项目 34 个，到 2010 年总产能将达到 2600～3060 

万 t／a，二甲醚产能将达到 1000 万 t／a。由此也引

发了新一轮的大型煤气化技术的无序重复引进，其中

有些技术并不成熟，我国已经成为国外煤气化技术应

用于化工领域的试验或示范基地，承受着巨大的风险

和代价。但是投资决策权掌握在企业高层管理者手中，

可控性较强，所以在可控性维度上处于较高位置。 

4.2.2 风险控制 

首先构建公司层面风险应对机制。由于煤炭企业

风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这就要求煤炭企业必须建立

和完善一套有效的风险应对机制和措施，以增强企业

抗风险能力。风险应对措施包括以下四种[4]。 

 风险规避：通过公司政策、限制性制度和标准；

通过重新定义目标，调整战略及政策；审查投

资方案，避免承担不可接受的高风险；通过撤

出现有市场或区域，规避风险。 

  风险分担：不采取任何行动，将风险保持在现

有水平；根据市场情况许可等因素，对产品和

服务进行重新定价，从而补偿风险成本；通过

合理设计的组合工具，抵消风险。 

 风险降低：将资产分散放置不同地方，以降低

灾难性损失风险；借助内部流程或行动，将不

良事件发生的可能性降低到可接受的程度，以

控制风险；通过给计划提供支持性的证明文件

并授权合适的人做决策。 

 风险承受：保险。与资金雄厚的独立机构签订

保险合同；再保险。如有必要，可与其他保险 

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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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签订合同；转移风险。通过结盟或合资，投资

于新市场； 补偿风险。与独立机构签订风险分担

合同。 

 

其次针对评估结果，对关键风险进行控制。   

例如对投资风险、政策风险、市场风险等重大风

险建立控制流程，如表 1 所示。 

 
表 1 投资风险管控流程设计 

责任部门 流程 涉及的其他风险 

项目投资决策流程 
投资决策与管理风险、政府审批 

风险、煤炭/电力市场风险 

总体战略规划编制流

程 

战略决策风险、国家政策法规风险、煤

炭/电力市场风险 

年度生产运营计划制

定流程 
一体化运营风险 

战略规 

划部 

…… …… 

经营预算编制流程 一体化运营风险、预算管理风险 

资金收入入账流程 资金管理风险 

资金支付流程 资金管理风险 
财务部 

…… …… 

 

4 结束语 

由于产业链条上的个体行为取向是不断取得竞争 

优势, 这可能导致产业链延伸以后产业链的稳定运行, 

因为大多数矿区产业链延伸, 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资 

源约束, 而且一些产业链延伸项目属于新兴产业, 科 

技含量高, 投资巨大, 存在资源风险、技术风险、和 

政策风险等。所以煤炭企业要建立风险识别及风险评 

估机制，对产业链延伸过程中的重要风险建立控制流 

程，以保证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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