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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我国十四大煤炭基地中有晋北、晋东、晋中三大基地在山西，同时也是我国重要的煤电

基地。其中晋中基地是我国最大的炼焦煤生产基地，面向全国供应炼焦煤资源。山西三大煤

炭基地     基地   区域范围    矿区   发展重点       晋北   太原以北地区，包括

   大同市、朔州市、忻

   州市、太原市、娄烦

   县、吕梁市和岚县。   大同、平朔、

   朔南、轩岗、

   河保偏和岚县

   等 6 个矿区   重点培育同煤集团和中煤平朔两个亿吨级煤炭企

   业，加快煤电一体化进程和国家级千万千瓦级现代

   化大型煤电外送基地建设，面向煤基清洁能源和煤

   基高端石化产业两大发展方向。       晋中   山西省中部及中西

   部，跨太原、吕梁、

   晋中、临汾、长治、

   运城 6 个市的 31 个

   县（市）   西山、东山、

   汾西、霍州、

   离柳、乡宁、

   霍东、石隰矿

   区   重点培育焦煤集团亿吨级煤炭企业。利用洗中煤、

   煤泥、煤矸石等低热值燃料重点推进低热值煤电厂

   建设，加快国家级千万千瓦级现代化大型煤电外送

   基地建设，重点发展煤焦化产业，形成煤焦气化产

   业链。推进西山、离柳矿区瓦斯抽采利用矿区建设。       晋东   阳泉、长治、晋城和

   晋中等市县境内   晋城、潞安、

   阳泉和武夏等

   4 个矿区组成   重点培育阳煤集团、潞安集团和晋煤集团三大煤炭

   企业向亿吨级企业迈进，推进阳煤集团、潞安集团、

   晋煤集团煤电一体化。重点发展煤基合成油、甲醇

   制汽油、煤制烯烃、煤制化肥生产等产业。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山西煤炭工业行业深度分析与市场全景评估

报告》共十章。首先介绍了山西煤炭工业行业市场发展环境、山西煤炭工业整体运行态势等

，接着分析了山西煤炭工业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山西煤炭工业市场竞争格局。

随后，报告对山西煤炭工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山西煤炭工业行业发展

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山西煤炭工业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山西煤炭工业行业

，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

数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

市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

据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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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8   616       数量占比（%）   1.14   3.25   42.37   53.25   100       煤炭产能（亿吨）   1.05   1.31   4.8  

2.48   9.64       产能占比（%）   10.89   13.59   49.79   25.73   100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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