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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中东部地区的降雨，一扫多日的炎热，这也让陈升长舒

了一口气。陈升是湖南省某发电企业分厂的电煤采购负责人

，他告诉记者，每年进入四月，刚刚告别了冬季取暖的用电

高峰，夏季用电又将极大考验着电煤库存。 新出炉的《物流

业调整与振兴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将“煤炭物流通

道”纳入“十大物流通道”，体现了国家对煤炭物流的重视

。谈及煤炭物流通道，陈升坦承，“煤炭通道纳入《规划》

让我们看到解决煤炭运力紧张希望，对于急于改善煤炭运输

瓶颈的电企、煤企来说，更关注的是煤炭通道规划具体内容

”。 可能的线路图 对于我国是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煤炭

产地和消费地的脱节、承载着我国煤炭运输50%以上的铁路

运力的相对紧张等问题，业界人士早已烂熟于心。在能源结

构和产销脱节格局短期无法改变的情况下，从运输效率和节

能环保的角度，铁路是“性价比”最好的运输方式。 对于增

加煤炭运力，业界的主流看法是：在扩充大秦线和朔黄线的

运输能力的基础上，规划第三煤炭通道，缓解甚至解决“西

煤东运”的运力紧张的状况。 其实，早在2004年煤炭运输“

第三通道”的方案开始酝酿了。国内某大型煤企负责人向记

者透露，当时，大唐国际提出了修建“鄂尔多斯至京唐煤运

铁路专线”的方案，全长800余公里。神华集团也紧接着提出

了自己的方案：西起内蒙古准格尔地区的巴图塔站，在河北

唐山市西跨京山铁路，至曹妃甸港，全长1000余公里。 华能



、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也相继提出了各自的方案。这些方案汇

总到国家发改委后，即由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所牵头，

组建“新西煤东运大通道调研组”，联合铁道部计划司、交

通部以及几大电力公司一块做方案。最后确定的“第三通道

”全长约700公里，西起内蒙古集宁，在河北唐山跨京山铁路

后，分两路抵达唐山曹妃甸港和滦南站。而国投提出了北南

两个备选方案，但其相对倾向于北方案，即银川至曹妃甸，

正线全长1300余公里。设计运力5000万吨，远期将达到2亿吨

。 当时的“第三通道”的概念，就是由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

所王东明率先提出的。“当时提出的第三通道的概念现在被

分化了”王东明告诉记者，起初的“第三通道”是指从大同

往北一点包括集宁地区，经过张家口再到曹妃甸。但现在这

条通道已经有了，而在《中长期铁路网规划（2008年调整）

》中也被提及。现在蒙东地区发现了许多煤炭资源，通道走

向可能要让北移。因此，现在所提及的“第三通道”似乎也

变成了泛称。 金融风暴似乎给我国“煤炭物流通道”规划与

建设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在铁路方面的投资就高达2

万亿，这对煤炭物流通道的建设意义不言而喻。王东明认为

，“煤炭物流通道”的规划，应该依托于中长期铁路网的发

展规划，如，从锡林郭勒－多伦－张家口－曹妃甸；集宁－

张家口－曹妃甸；从霍林河－阜新－锦州等，已经出现在中

长期铁路网发展规划中。《规划》中的煤炭物流应该以此为

蓝本，在这个过程提出一些完善和补充的通道规划，及在网

络的衔接和配套工程方面进行详细考察和论证。 此外，我国

现有“西煤东运”的大秦线主要运的是山西煤，神朔黄线则

运神府煤，目前还缺一条以蒙西和宁东地区作为主要集煤腹



地的运煤通道。从促进山西以外地区煤炭能源开发的全国煤

炭生产布局调整的角度来看，“煤炭物流通道”的建设似乎

应以蒙西、陕西北部和宁东为集煤腹地，对保证我国煤炭生

产的长期稳定和国家能源安全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曹妃甸

是出海港？ 作为“煤炭物流通道”规划的参与者之一的国家

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副所长汪鸣，谈及通道规划内容，言

语谨慎，“‘煤炭物流通道’的详细规划内容可能要到八、

九月份才能出来。” 几经周折后，记者采访到了一位参与“

煤炭物流通道”规划的官员。据这位官员透露，现在“煤炭

物流通道”规划还未确定，争论焦点集中在关于第三条煤炭

通道的走向上。 在该 “西煤东运”通道建设上，起点在内蒙

古已经确定，但出海通道是建在曹妃甸，还是在日照港，现

在还有争议。 之所以如此强调“煤炭物流通道”的出海，与

我国煤炭产销地理结构不无关系。如上所述，我国“西煤东

运”靠铁路运输，而“北煤南运”则是以近海水运主。目前

，我国煤炭陆路运输是以大秦线和朔黄线为主。经过多次的

改扩建，大秦线在2010年将达到4亿吨。根据规划，朔黄线的

煤炭运输能力也将达到3亿吨。在铁路运输增长的同时，对煤

炭码头的接卸和疏运能力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王东明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说，以目前的港口配套能力来看，曹妃甸中标

的可能性更大。“曹妃甸港今年已经有5000万吨能力可以投

产了，根据国家规划，一个1.5亿吨的煤炭中转能力在十一五

期间肯定能形成。此外，按照曹妃甸的发展规划，还要增

加5000万吨。2亿吨的规模完全有形成一个通道的能力”。 但

对将出海通道首选曹妃甸，业内也不同的看法。一位不愿具

名的业内人士表示，由于一些首钢等能源相关企业的迁入，



对煤炭需求量也与日俱增，曹妃甸是作为储运港还是中转港

，现在下定论还为时过早。 从供应链上谋划 “除了铁路运力

相对不足，港口接卸和集疏能力不足，也加剧了电煤库存压

力”，陈升解释了造成其精神紧张的另一个原因，企业开工

不足导致了去年发生煤炭压港事件的发生，但是这并不能掩

盖我国煤炭码头中转能力不足的弊病。 北京交通大学现代物

流研究所张晓东教授也表达了相同观点，大秦线能成为我国

“西煤东运”的最主要的专用通道，铁路动力的相对充足是

一个方面，高效集疏体系的作用也不可小觑。在“煤炭物流

通道”的规划中，应该借鉴大秦线的运作经验，最大限度地

发挥现代铁路运营优势，做到煤炭运输的经济和高效。 “煤

炭物流通道”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国家规划时，在重点提

高煤炭运输能力的基础上，在港口接卸能力、吃水深度、班

轮密度等方面，都应该重点调研、周密布局。王东明也认为

，“我国的‘北煤南运’是以港口间的水运为主。目前一些

大型电厂都布局在东部沿海，在加强中转港口配套能力的同

时，在华南、华东等能源消耗大省，沿海机械港口的装卸能

力亟需提升”。 正如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所董焰研究员所言

，煤炭综合运输体系的建设，铁路和公路的建设与布局应该

与港口相衔接，即港口能力、功能应该与集疏运系统必须统

筹兼顾。 在采访中多位专家不谋而合地表示，相对于铁路部

规划的煤炭通道，《规划》中的“煤炭物流通道”，更侧重

“物流”的概念。物流强调供应链一体化的协同，对于煤炭

物流而言，侧重于煤电路港航的一体化运作。煤炭的采掘基

地一直到最后的电厂，应该完善以海铁联运为主的多式联运

和集疏运输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国内能源央企，都想



利用“煤炭物流通道”规划之际，借助国家在政策和资金上

的倾斜，完善自己的产业链条，实现煤电路港航的综合发展

模式。 对此，王东明指出，“从提高煤炭运输效率角度，供

应链一体化的发展思路无可厚非，但是，这种‘大而全’、

‘小而全’的发展模式，似乎与专业社会分工背道而弛。在

“煤炭物流通道”的规划中要综合考量：一是要判断是否有

这样的需求；二是对工程开工是否会造成重复建设。” 规划

背后的博弈 “2004年提出的煤炭‘第三通道’的备选方案，

从侧面反映出能源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利益纠葛。”一位参与

当年第三通道规划制定的专家表示。 出厂价和消费地价格差

距非常大。铁路运输本身的垄断体制，实际上把运输的高成

本和低效率转嫁给其它行业。铁路还是政企合一的垄断体制

，当运输和物流对经济发展越来越重要的时候，我们更多的

是关注是运输总量能不能跟上。如果垄断不开放，总量不足

是可能无法解决。 虽然运输价格都是明码标价，收费标准经

过物价局的批准。但在运力紧张的时候，为了获得车皮中而

引发的“寻租”现象，使煤炭运销过程中出现了很多“灰色

地带”。目前，由于非公开竞争的，部分企业的煤炭运力都

需要这种方式来获取。 因此，“煤炭物流通道”规划，应该

引入市场化运作方式，吸收社会多元化投资，建立新型铁路

运营和管理体制，既不会垄断运力或煤源，也不会出现独自

拥有第三煤运通道，影响北煤外运的整体运价，从而真正修

建一条公共大通道。国家如何兼顾各方并弥合其分歧，势必

有助于推进“煤炭物流通道”的建设和运营管理。 有专家指

出，项目建设与体制改革应同时推进，通道的建设可以通过

政府引导的方式组建项目法人，项目法人由多元投资主体组



成。 不过，张晓东认为，应该在资本运作方面做更多的研究

，对投资主体多元化一定要慎之以慎。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是

以煤炭市场对外开放为前提。我们加入WTO，就应该采取国

民待遇原则。一旦放开了，外资来做是批还是不批？毕竟煤

炭运输涉及到国家经济安全的问题。 把物流师站点加入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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