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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从山西煤炭资源型城市的现状出发 ,针对产业转型中面临的困境 ,着重分析了这些城市产

业转型的科技需求 , 并提出了推进山西煤炭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科技对策 , 以期对全国其它地区的煤

炭资源型城市顺利推进产业转型也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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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煤炭资源丰富 ,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化工基

地.目前 ,山西典型的煤炭资源型城市有大同 、阳

泉 、晋城 、朔州 、古交 、霍州 、孝义和介休.这些城市

在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中发挥了功不可没的作用.伴

随着煤炭资源的大规模开采 ,一些优质的煤炭储量

已近枯竭 ,新探明的资源储量相对减少 ,造成这些

城市某些矿井关闭或废弃的现象已初见端倪.但这

些城市在推进产业转型中困难重重 ,急需国家有关

部门和地方政府的政策扶持和资金援助 ,顺利推进

产业转型 ,从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本文拟探讨

山西煤炭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科技支撑 ,并提出

促进其产业转型的科技对策 ,以期对全国其它煤炭

资源型城市推进产业转型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1　煤炭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面临的
困境

1.1　煤炭产业 “一业独大” ,发展接续产业难度大

产业结构单一 ,煤炭产业 “一业独大 ”是山西

煤炭资源型城市的典型特征 ,更是影响产业结构转

换的主要障碍
[ 1]
.2003年大同 、阳泉 、晋城及朔州

等煤炭资源型城市采掘业从业人员占第二产业的

比重均在 50%以上
[ 2]
(表 1).煤炭产业是这些城

市的主体 ,第一 、第二产业发展相对滞后 ,且在第二

产业中采掘业与配套产业关联度大 ,城市经济发展

对资源的依赖型很强 ,煤炭产业所创造的产值对

GDP的贡献很大.但煤炭资源的有限性和不可再

生性决定了要保持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转型是必

然的
[ 3]
.2004年与 2000年相比 ,各煤炭资源型城

市开采强度加大 ,煤炭产量翻了翻.煤炭产业的迅

速发展与煤炭资源型城市服务年限的有限性矛盾

突出
[ 3, 4]
(表 2).煤炭资源型城市发展非煤产业难

度很大.

表 1　2003年山西部分煤炭资源型城市采掘业人员情况表

Tab.1　Numberofemployeesofminingandquarrying
intheminingindustrialcitiesofShanxiin2003

城市
采掘业人员
(万人)

第二产业从业人员
(万人)

采掘业从业人员占
第二产业的比重(%)

大同 13.08 23.28 56.2

阳泉 8.08 12.90 62.6

晋城 6.99 10.80 64.7

朔州 3.01 5.77 52.2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004年)有关数据整理
得到.

1.2　企业积累有限 ,地方财政拮据

山西煤炭资源型城市的发展始终没有摆脱计

划经济的阴影.企业 、地方政府资金积累有限 ,财政

拮据 ,可持续发展能力弱.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煤

炭企业 “企业办社会 ”的支出比例较大;煤炭行业

与一般行业相比 ,税费负担较重 ,上交上级财政多 ,

当地留成少;企业管理体制和国家对煤炭资源的价



格管制等;煤炭资源型城市如同其他资源型城市一

样 ,主导产业为上游基础性产业 ,产品的附加值低

于下游加工业 ,这是造成煤炭资源型城市财力薄弱

的根本原因
[ 5]
.这种种原因导致煤炭资源型城市

凭借自身的财力实现产业转型举步维艰.

表 2　山西主要煤炭资源型城市煤炭可采年限及产量表
Tab.2　Theallowableproductionlifeandtheoutput
inthemajorminingindustrialcitiesofShanxi

单位:亿吨

城市
探明

储量

可采年限

(年)
2000年

产量

2004年

产量

大同 376 71 0.5435 0.824

阳泉 100 34 0.2569 0.538

晋城 271 70 0.3807 0.7499

朔州 403 112 0.2883 0.7195

霍州 62 63 - -

孝义 45 50 - -

　　资料来源:《山西统计年鉴》(2001年 , 2005年)和牛冲
槐 , 白建新.山西煤炭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思考.中国能
源 , 2003, (7):42.

1.3　生态环境破坏加剧 ,环境污染严重

山西煤炭资源型城市长期对资源的粗放经营 ,

地下水系 、耕地和植被遭到严重破坏 、地面塌陷以

及部分基础设施毁坏.再加上煤炭开采 、加工 、运输

以及利用等环节产生的气体 、液体和固体污染物对

生态环境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污染.据统计 ,全省 8

大矿务局的 43个煤矿中就有 29个矿造成塌陷 ,影

响面积达 400多 km
2
.全省已存在多种废渣 4亿吨

左右 ,占地 2万余亩 ,而且还在以每年 1000多万吨

的速度递增.山西水资源缺乏 ,而这有限的水资源

也受到严重的破坏.按单位面积计算 ,烟尘排放量

为全国平均值的 7倍 ,二氧化硫排放量为全国平均

值的 6.5倍
[ 6]
.因此 ,这些城市面临着严重的生态

环境整治难题.据估计 ,环境污染还有恶化的趋势 ,

并已经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 7]
.

1.4　科技人才缺乏 ,人才流失严重与科技投入不

足并存

山西煤炭资源型城市除一部分管理人员和技

术人员从外部引入之外 ,相当一部分劳动力来自周

边农村 ,他们文化水准偏低 ,技术水平不高 ,技能单

一.城市产业转型面临着高层次 、复合型人才缺乏

的难题.山西科教文卫事业投入总体来说不断增

长 ,但与省内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需求仍有一定差

距.纵向来看 , 1985年以来科教文卫事业支出比重

不断攀升 , 但 1995年以来该比重开始下跌 , 到

2004年下降了 7.3个百分点 ,加剧了科技投入不

足的现状
[ 4]
(表 3).矿区与城区间交通不便 、生活

环境欠佳 ,本地人才流失严重 ,引进人才更加困难.

据山西省政协和山西省人事厅的调查表明 , “九

五”计划时期 ,省内 14个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中 ,

近十年通过出国 、考研 、辞职而流失的高级专业人

员高达 985人 ,这其中不包括那些不要档案 ,自行

调走的人才.在外读书回省就业的大学生不到

20%,研究生不到 10%,博士不到 2%
[ 8]
,充实到煤

炭行业的人才更少.

表 3　1985— 2004年山西主要年份文教卫生科学事业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

Tab.3　Theexpenditureforculture, education, scienceandhealthcareinmajoryearsofShanxi

项　目 1985 1990 1995 2000 2004

文教卫生科学事业费支出(万元) 81659 156039 3404496 5619926 1190530

文教卫生科学事业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 23 28.4 30.2 25.0 22.9

　　　资料来源:根据《山西统计年鉴》(2005年)有关数据整理得到.

1.5　下岗人员多 ,潜在就业压力大

煤炭采掘行业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行业 ,从业

人员数量多 ,再加上企业办社会连带的其他从业人

员 ,职工规模更加可观.煤炭资源型城市的从业人

员主要集中在与煤炭有关的行业 , 2003年部分城

市采掘业从业人员占第二产业的 50%以上(表

1).同煤集团现有职工 15万人 ,连同家属共有 60

多万人 , 2000年前后企业最困难时累计下岗职工

1.9万人
[ 9]
.下岗人员相对集中 ,在解决他们再就

业及其家属的安置问题上显得十分困难.这些劳动

力对煤炭资源依赖性大 ,其中多数的职工都是几代

人从事煤矿工作 ,因此 ,随着煤炭资源的枯竭 ,这支

庞大的下岗队伍将给煤炭资源型城市带来巨大的

就业压力.

2　煤炭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科技
需求

2.1　新兴产业的培育与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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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煤炭资源的减少 ,改造传统产业 ,发展新

兴产业是摆在煤炭资源型城市面前的重大课题.发

展高新技术产业 ,建设高新技术科技园区 ,这需要

雄厚的科技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本做后盾.但煤炭资

源型城市的科技人才缺乏 ,科技投入不足 ,由此产

生的科技需求很大.因此 ,加大科技投入的力度 ,积

极研发新工艺 、新技术 ,开发新产品将会极大地迎

合煤炭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需求.具体包括:

(1)适当地延长煤炭产业生产链条.借鉴国内外煤

炭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成功经验 ,可以尝试在洁

净煤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和新一代煤化工技术上大

做文章 ,努力延长煤炭产业生产的产业链条.21世

纪洁净煤利用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及多联产工艺技

术将是煤化工发展的重点领域 ,产业化的重点应放

在发展量大面广 ,在能源安全和环境保护上具有影

响的煤制马达燃料和洁净煤发电技术.特别地 ,在

条件成熟的城市大力推进煤电一体化生产
[ 10]
;(2)

注重煤层气和与煤伴生矿物的开采技术的研究与

开发应用.煤层气在山西煤炭资源型城市的储量相

当可观.与煤伴生矿物综合技术的研发不仅有利于

洁净煤技术的研发应用及煤炭资源利用率的提高 ,

而且有利于伴生矿物利用率的提高及环境污染的

减轻.

2.2　生态环境的整治

山西煤炭资源型城市生态环境治理有两大特

殊的科技需求.一个是因采煤对地下水系的破坏而

缺口日益增大的城市用水难题的解决.目前 ,各煤

炭资源型城市不同程度地存在人畜饮水难题.大同

煤炭资源的开采对地下水的破坏在山西煤炭资源

型城市中比较典型 ,目前水资源短缺 ,城市定时定

点供水相当普遍 ,甚至一些矿区附近的村落迫不得

已而搬迁.

另一个科技需求是大气污染的治理.临汾 、阳

泉以及大同近两年来城市空气污染严重 ,是全国大

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此外 ,还有矸石山以及煤炭

开采塌陷区的治理而产生的科技需求.

2.3　人才的引进与合理利用

煤炭资源型城市科技人才缺乏.为了促进产业

转型 ,各煤炭资源型城市应建立发挥已有科技人员

作用的有效激励机制 ,并构建引进和合理利用外部

科技人员的机制 ,逐步走上 “能引进 、留的住 、能进

能出”的人才利用轨道上来.做好科普场馆 、基础

设施的建设工作 ,建立并完善科技培训网络 ,对在

职人员要加强科技培训 ,对下岗人员要进行必要的

再就业培训.

2.4　科技工业园区的建立和完善

科技工业园区是煤炭资源型城市研发新产品 、

新工艺以及新技术的科技平台 ,是未来为煤炭资源

型城市推进产业转型提供科技支撑的核心部门 ,是

煤炭资源型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产生的科技

需求是多方面的 ,包括科技工业园区的总体规划 ,

城市功能定位等;科技成果与生产力的快速转化;

企业 、政府以及各中介机构利益关系的协调;高科

技工业园区与煤炭资源型城市接续产业的培养 、成

长等.

2.5　区际交流与合作

山西煤炭资源型城市应注重与国内甚至国外

煤炭资源型城市在新技术研发与应用等方面建立

合作关系.但主要应把目光定位于我国东部沿海技

术发达区 ,在高新技术研发与应用等高技术层次上

进行合作与交流.由此产生的科技需求主要有:在

围绕煤化工和某些特色领域新工艺 、新技术 、新产

品的研发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注重营造良好的科

技交流 、合作的氛围;建立研发技术转移的畅通机

制.

3　促进煤炭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
科技对策

3.1　制订煤炭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总体规划及

相应的政策法规

山西煤炭资源型城市应充分借鉴国内外煤炭

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成功经验 ,尽早地制订适合

区情的产业转型总体规划 ,构建产业转型政策 、法

规支持体系.依据资源型城市发生 、发展的生命周

期规律 ,科学规划 、总体部署 ,在对现有资源高效利

用的基础上 ,积极培育新兴产业作为接续产业 ,防

止产业空洞化 ,保证经济持续平稳发展.

对已面临资源枯竭威胁的资源型城市 ,应充分

估计其未来经济发展中可能遇到的困难 ,积极发展

新兴产业作为接续产业 ,努力新增就业岗位确保众

多的潜在失业人员得到及时安置.对近期尚有一定

资源优势的城市 ,要转变观念 ,增强产业转型的紧

迫意识 ,未雨绸缪 ,争取顺利转型 ,避免经济发展的

大起大落.环境保护方面 ,要明确责任与义务 ,走

“谁污染 、谁治理 ”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3.2　建立煤炭资源型城市科技创新基金 ,促进城

市科技支持体系的构建与完善

科技创新基金可以考虑由国家有关部门和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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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共同筹集一部分资金作为基金的启动资金.同时

要做好基金动态积累 , 在煤炭资源型城市处于稳

产 、高产的时期 ,从经营利润中提取一定的比例作

为后续积累.建立有关激励机制 ,鼓励煤炭企业适

当地加大自身投入.

科技创新基金主要用于煤炭资源型城市对新

工艺 、新技术 、新产品的研发与推广应用以及促进

煤炭资源型城市科技支持体系的构建与完善.具体

包括 ,促进高科技工业园区的建设和完善;利用高

新技术对新产品 、新工艺 、新技术的研发与应用 ,从

而培育新兴产业;注重引导并激励山西煤炭资源型

城市科技创新制度的创新.

3.3　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培育新兴产业

煤炭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关键问题是对传

统产业的改造和新兴产业的培育.实践表明 ,注重

科技创新 ,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培育新兴产

业将会极大地加速产业转型的进程.因此 ,要高效 、

充分地发挥高新技术的作用 ,促成煤炭资源型城市

产业改组 、改造以及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推进生

产力的快速发展.具体而言 , (1)发展资源型高新

技术产业 ,通过高科技作用于资源开发和多层次加

工并获得高附加值;(2)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

业;(3)率先进入高科技产业中劳动力使用比较密

集的区域
[ 10]
.依据以上途径 ,煤炭资源型城市要转

入 “以引进技术 、模仿学习为主 ,自主研发为辅 ,逐

步走上自主研发为主”道路.努力加强政府间和企

业间的交流与合作 ,引进国外先进技术 ,吸引国外

投资的注入.当然也要激励煤炭企业在资源枯竭前

做好一定的资金积累.从而 ,不断优化城市就业结

构 、技术结构 、要素禀赋结构 ,并推进产业结构的升

级.

3.4　加大煤炭资源新矿点的勘探投入力度 ,延长

矿山服务年限

煤炭资源型城市往往是 “缘煤而建 、依煤而

兴 ”.因此 ,一下子放弃煤炭资源相关行业的经营

显得很不现实.山西煤炭资源型城市大都处于高

产 、稳产期 ,因此 ,此时是产业转型的关键期.一方

面要对现有资源高效 、合理地利用 ,在适当延长煤

炭产业链条上下功夫 ,为产业转型赢得必要的资本

积累和比较充裕的时间.另一方面 ,要加大对现有

矿区附近新的煤炭资源储藏的勘探投入 ,这是为产

业转型赢得必要时间的根本性措施.这要求煤炭资

源型城市根据各个矿点的资源禀赋情况 ,组织有关

专家 、科技人员进行实地考察 、科学评价 ,必要时可

以考虑制订煤炭资源型城市新矿点勘探总体计划.

具体可以市场为导向 ,由政府牵头 ,鼓励企业加大

自身投入 ,吸引民间资本的参与 ,积极探测新的矿

点 ,为资源型城市的转型赢得相对充裕的时间.

3.5　构建完善的人才引进和利用机制 ,营造良好

的人才利用环境

构建完善的人才引进机制.它将是解决煤炭资

源型城市产业转型对高层次 、复合型技术人才需求

的长远之计.直接引进人才是解决人才缺乏的主要

途经.但加强对现有在职人员的培养是缓解人才缺

乏的有效手段.具体可以派送在职人员到相关的科

研院所进行短期学术访问与技能培训 ,使得他们尽

快地成长并充实到企业科技创新的人才队伍中来 ,

进而使他们成为某一特定领域的带头人 ,从而不断

优化人才结构 ,促进城市就业结构的改善.

另外 ,要营造良好的人才利用环境.煤炭资源

型城市的有关部门依据区情为高科技人才提供优

惠条件 、解决实际问题 ,包括住房 ,配偶的工作安置

及其子女的上学问题的解决等.为科研人员配备一

定数额的科研启动资金等.要建立一套激励机制 ,

根据他们技术贡献的大小 ,企业予以不同程度的奖

励 ,并鼓励他们进行技术入股 ,按照要素投入获得

合法的收入 ,参与企业经营分红 ,增强他们对企业

经营的责任意识 、主人翁意识 ,真正地融入资源型

城市产业转型的科技队伍中来.

3.6　加大科教投入的力度 ,注重科技人力资本的

积累

实践表明 ,加大 “科教 ”投入是人力资本形成

和积累的有效手段.人力资本的不断积累 ,其知识

效应 ,外部效应以及 “外溢”效应必将显现出来 ,将

极大地加速煤炭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进程.煤炭

资源型城市要充分发挥城市科技支持体系的作用 ,

利用科技创新基金 ,根据煤炭资源型城市发展的生

命周期规律 ,科学预测 ,分批 、分次做好下岗再就业

人员的技能培训 ,尽可能使这些劳动力转移到接续

产业中劳动力需求密集的区段.对在职管理人员 、

技术人员也要定期进行业务培训 ,使他们的成长与

城市产业转型的步调一致起来 ,从而加速科技与经

济一体化的进程.另外 ,要利用当地的高等院校及

科研院所 ,特别地在某些条件成熟的院校可根据需

要开设对口于产业转型的特色专业 ,为产业转型储

备高层次 、综合性的人才 ,以适应产业转型中对这

些人才的强烈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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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udyontheTechnologicalSupportofIndustrial
ConversionoftheMiningIndustrialCitiesinShanxi

ZANGuo-jiang, WANGRui-juan, ANShu-wei

(1.SchoolofUrbanandEnvironmentScience, ShanxiNormalUniversity, Linfen041004 , Shanxi, China;

2.SchoolofEconomicandManagement, ShanxiNormalUniversity, Linfen041004, Shanxi, China)

　　Abstract:ShanxiisoneoftheprovinceswhichisrichincoalresourcesinChina.However, inrecent

years, thetendencyofthemineexhaustingandthecitydecliningappearsinafewminingindustrialcities, such

asDatong, Yangquanetc..Someofthesecitieshavetomeetthechallengeofindustrialconversion.Basedonthe

situationoftheminingindustrialcitiesinShanxiandthedifcultiesmetonindustrialconversion, wemakeapre-

liminaryestimationonitsindustrialconversion, thenanalyzethetechnologicalneedofindustrialconversionin

thesecities.Andwegivesomesuggestionsontechnologicalneedforacceleratingtheindustrialconversion.

　　Keywords:theminingindustrialcities;industrialconversion;technologicalneed;technological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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