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煤炭去产能2.5亿
吨目标任务提前超额完成。但
是形势并不容乐观，去产能的
任务依然很艰巨。王明胜从五
个方面提出了制定深化煤炭去
产能政策方面的建议。

2017 年是推进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再次将去产能列

为“五大重点任务”之首。对

煤炭企业而言，去产能不仅是

煤炭行业适应经济发展新常

态的必然选择，也是推动经济

发展动能转换、实现传统产业

改造升级的必要前提，更是实

现煤炭行业扭亏脱困和持续

健康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体

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煤炭企

业的关心和关怀。

去产能是一项复杂艰巨

的系统工程，牵涉多方利益，

比如退出煤矿的资产损失问

题、债务处置问题、职工安置

问题以及地方经济增长问题，

诸多棘手难题都使化解产能

过剩成为一场难打的硬仗。

当前，在推进煤炭去产能过程

中，还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

矛盾和问题，制约了煤炭去产

能的深入实施。因此，包括煤

炭行业在内去产能还需要国

家进一步细化各项政策，并快

速而坚定地落到实处，只有这

样煤炭行业才能真正进入可

持续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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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淮北双龙矿业公

司认真做好“三供一业”分离移

交工作，多次召开“三供一业”

分离移交工作协调会，确保“三

供一业”工作稳步推进。

双龙矿业公司高度重视此

项工作，2017年以来，该公司党

委就把做好“三供一业”分离移

交工作提到议事日程。为加快

推进双龙公司工人村“三供一

业”分离移交工作，该公司及时

成立了以党委书记为组长的

“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工作领导

小 组 ，统 筹 推 进 分 离 移 交 工

作。领导小组下设供水供气、

物业办事专业组；供电专业组；

财务资产、政策应用、人力资本

专业组；宣传稳定专业组四个

专业组，并明确了各专业组的

工作职责。该公司高度重视政

策机遇，从思想上认识到位，工

作上抓实做细，吃透政策，引导

职工积极配合“三供一业”分离

移交工作，确保移交工作的顺

利开展。

国有企业职工家属区供

水、供电、供热(供气)及物业管

理统称“三供一业”。分离移交

是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的

重要内容，有利于国有企业减

轻负担、集中精力发展主营业

务，也有利于整合资源改造提

升基础设施，进一步改善职工

居住环境。按照淮北市国有企

业职工家属区物业分离移交和

维修改造要求，双龙公司多次

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三供

一业”分离移交相关工作。坚

持政策引导与企业自主相结

合，及时完成改造任务，促进双

龙公司工人村城市基础设施优

化整合，确保实现平稳分离移

交。

（赵素萍）

3 月 5 日，政府工作报告指

出：“今年要再压减钢铁产能

5000 万吨左右，退出煤炭产能

1.5亿吨以上。同时，要淘汰、停

建、缓建煤电产能 5000 万千瓦

以上，以防范化解煤电产能过剩

风险，提高煤电行业效率，为清

洁能源发展腾空间。”

全国人大代表、淮北矿业

集团董事长王明胜在审议政府

工作报告时表示，2016 年煤炭

去产能 2.5 亿吨目标任务提前

超额完成。随着去产能工作的

持续深入推进，企业现金流紧

张、安全投入欠账、欠发缓发工

资等问题有所缓解，但是形势

并不容乐观，去产能的任务依

然很艰巨。

去产能任务
复杂而艰巨
王明胜冷静客观地分析认

为，虽然煤炭去产能工作取得了

积极的进展，超额完成了2.5亿

吨的去产能任务，但是国内煤炭

产能过剩的局面并没有明显改

变，产能过剩问题依然比较严

重，煤炭去产能的信心不能动

摇。根据国家发改委发布的数

据，截至2015年底，全国煤炭生

产规模约为 57 亿吨（包括正常

生产规模 39 亿吨、改扩建或者

新增煤炭产能规模 15 亿吨，停

产矿井规模3亿吨），按照《煤炭

工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的总体

要求，8亿吨去产能目标全部完

成后，仍有49亿吨，如果把减量

化生产控制的规模 6 亿吨考虑

进去，生产规模仍有 43 亿吨。

而据预测，2020年我国煤炭消费

量至多41亿吨，扣除2亿吨进口

煤，国内煤炭的需求在 37 亿—

39亿吨之间，即使考虑现在煤化

工的合理需求，也很难有绝对量

的增长。如果不下决心将过剩

的产能去掉，煤炭这个行业要想

持续健康发展，煤价要想稳定在

合理水平，就非常困难。

五举措
深化煤炭去产能
对此，王明胜从五个方面提

出了制定深化煤炭去产能政策

方面的建议。一是去产能矿井

资产损失问题。他建议：首先要

研究出台相关配套政策，对去产

能矿井的资产损失予以核销；其

次要按照“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

项资金”的一定比例，中央和省

两级财政设立专项资金，分年度

拨补完成去产能任务的煤炭企

业，用于承担煤炭企业处置资产

损失而增加的财务负担，帮助企

业改善财务状况，提高融资发展

能力；最后要出台关闭去产能矿

井的资产补偿政策，妥善解决资

源整合矿井中的职工股份问题。

二是去产能矿井债务处理

问题。建议对煤炭去产能所涉

及的部分债务，首先是关闭退出

的国有煤矿，比照执行原国有煤

矿政策性关闭破产的有关政策，

对可以明确贷款主体的银行贷

款，视为呆坏账予以核销。其次

是对不能直接明确贷款主体、由

集团母公司“统借统还”的煤炭

债务，按退出产能占全公司总产

能的比例，由中央和省级财政统

一进行债务核销，以降低集团母

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帮助煤炭企

业脱困发展。第三是由财政部

发行特别国债，支持集团母公司

贷款银行剥离核销去产能涉及

的债务。第四是完善金融配套

政策，支持商业银行通过向金融

资产管理公司打包转让、市场化

债转股等方式，加快处置不良资

产。第五是对去产能矿井的债

务，可考虑采取停息挂账或计息

挂账的方式处理，切实减轻集团

母公司的财务负担，缓解去产能

对煤炭企业整体造成的巨大冲

击。

三是去产能矿井职工安置

问题。在王明胜看来，职工安置

是去产能工作的重中之重。他

建议，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提

高职工安置补偿标准，扩大奖补

资金使用范围。

四是关于产能减量置换问

题。建议产量置换要统筹考虑，

因地制宜，进一步修订完善相关

政策。首先要调整现行政策规

定，对国发〔2016〕7号文印发前

已核准的在建煤矿项目，特别是

已经投入巨资建设、工程形象进

度超过50%的在建煤矿项目，不

应承担化解过剩产能的任务，否

则将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五是关于煤炭先进产能释

放问题。去产能不仅要实现总

量控制，更要实现产能结构调

整，让其向技术领先、安全环保

标准达标的先进产能倾斜，最终

才能提升能源稳定供应的能

力。为充分发挥先进产能的引

领作用，提升煤炭行业整体生产

力水平，建议一方面要制定合理

先进产能评价标准，另一方面要

有序释放煤炭产能。

3月5日，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经

信委主任牛弩韬建议，《中国制造2025》

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加快建设制造强

国的重大战略决策、推动我国制造业转

型升级的总抓手和旗帜。当前《中国制

造 2025》“1+X”政策体系已经形成，各

地均在推动落地实施，组织了一系列宣

贯活动，配套了一批支持政策，全国一

盘棋推进制造强国建设的格局初步显

现。但从落实《中国制造2025》的实践

来看，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

少数地方对《中国制造 2025》理解

把握还不够，缺少整体谋划，对任务的

系统性、艰巨性认识不足。分领域、分

行业的发展方向还需细化，地方聚焦有

优势、有禀赋条件领域能力还不强，产

业雷同还一定程度存在。部门间政策

的联动、协调、互动不足，政策落实效果

有待加强。

为此，牛弩韬建议：一是强化部门

协同配合。进一步发挥制造强国建设

领导小组办公室的作用，注重强化协调

机制的系统性和整体性，加强国家部委

与各省市之间的纵向协作，推进《中国

制造2025》重点任务落实和重大工程实

施，形成协同推动《中国制造2025》落地

实施的强大合力。

二是推动区域协同发展。尊重各

地差异性，细化修订《中国制造2025》分

省市指南，并以此作为重大项目和资金

统筹的重点方向。指导各地挖掘发展

潜力，实施一批重大标志性项目，推动

产业集群、特色发展，实现区域错位、差

异化竞争。

三是加强政策协同配套。进一步

细化完善政策配套，建立健全推进《中

国制造2025》的法律法规政策体系，促

进产业政策加快向功能性、普惠性转

变，加强产业政策与财税、金融、贸易等

政策协同配套。

四是营造社会协同氛围。高举制

造强国大旗，唱响制造强国的主旋律，

建立《中国制造2025》考核评价机制，表

彰一批“大国工匠”和实业报国的企业

家典型，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创新创业

精神、企业家精神，掀起制造强国建设

的高潮。

全国人大代表、淮北矿业集团董事长王明胜：

煤炭去产能需要配套政策跟进
本报记者 张晓梅 / 吴明张骅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
经信委主任牛弩韬：

实现制造强国
要多方联动

本报记者 张晓梅 / 张骅

淮北双龙矿业稳步推进“三供一业”移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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