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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的矿物資源
2003年

矿物种类： 120种
已探明蔵量： 55种
全国前10位： 25种

第1位：７种：煤、铝土、耐火粘土、铁矾土、珍珠岩、镓、
沸石

第2位： 3种：金红石、镁盐、芒销
第3位： 1种： 钾长石
第4位： 3种：钛、鉄、熔剂石灰石
其它： 长石、石膏、钴、銅、锗、金 ⋯⋯

煤炭保有资源储量 2652.8亿t 

鉄矿石保有资源储量 38.2亿t



山西省煤炭生产消费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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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山西省煤
炭资源量为4.79亿
吨(当年的产量为
4.52亿吨),其中调
给外省约2.58亿吨,
供应出口约0.42亿
吨。

山西省所消费的煤
炭主要用于炼焦与
火力发电。 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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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生产煤炭的供应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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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的煤炭支持了中
国东南沿海的经济建
设，同时也对日本、
韩国及欧盟一些国家
的经济建设做出了贡
献



山西工业污染物排放量及占全国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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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投入状况及其变化

山西省累计基本建設投資比重
（1950～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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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产值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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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主要产品产量占全国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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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均GDP和全国的比较

2004年人均
GDP全国
10561元，山西
9150元，比全
国低141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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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适用CDM的可能性分析

山西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测算 (2003年)

山西煤炭的消耗量约1.8亿吨，

二氧化碳排放量大约为3亿吨。



山西温室气体减排潜力测算 (2003年)

山西生产焦炭6747万吨
其中约有2184万吨是非机焦

而每生产一吨非机焦与机焦相比多消耗0.338吨标准煤的能量

把非机焦改造成机焦
每年可节约738万吨标准煤（原煤885万吨）

按照标准煤炭温室气体排放系数2.686t-CO2/tce估算

节省的煤炭可减少约1982万吨CO2的排放
是日本温室气体排放应削减量的25%



山西省“十一五”工业发展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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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四大支柱产业
煤炭、焦炭、冶金、电力

1、淘汰年产9万吨以下小煤矿,约1300— 1400个，
2006年煤矿减少三分之二，达到3000个以内，
“十一五”末，煤矿减少到2000—2500个

2、改造年产20—30万吨的煤矿
3、培育大型煤炭企业集团

发

展

要

点

集约发展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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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

炭

经

济

1、控制产量，提高质量和效益， “十一五”煤炭
产量控制在7亿吨左右

2、大煤矿兼并小煤矿，提高生产能力
3、技术创新，煤炭回采率由40%提高到60%

内涵发展

1、实施蓝天碧水工程，治理大运髙速公路、汾河
两岸、11个中心城市、十大景区大气和水污染

2、实施造林绿化工程，每年种树500万亩，森林
覆盖率从13%提高到18%左右

3、实施煤矿沉陷治理工程，三年治理沉陷面积
1084平方公里

绿色发展

推动煤炭加工转化，煤、电、气、油共同发展
煤化工形成新的支柱产业

综合发展



重点发展以煤矸石、粉煤灰、工业废渣为原
料的新型水泥和新型墙体材料发

展

要

点

材料工业

重点发展甲醇及衍生物、乙炔化工、粗苯加
工、化肥、煤焦油深加工、煤制油以及煤层
气和焦炉煤气多联产利用等项目

煤化工业

装备制造业 实现载重汽车整车和煤机成套设备两大突破



CDM与山西省规划一致

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山西能源消耗
量大，能源效率低。提高能源效率的潜力很
大，山西省“十一五”期间计划将单位GDP能
耗下降25%，污染排放减少40%。这需要大
量的资金和技术，也符合CDM的规则，那
么，在山西建立清洁发展机制是完全可能
的。

1997年12月11日京都议定书通过后，中
国于1998年5月29日正式签字，2002年8月30
日核准了《京都议定书》，这为我们进行
CDM项目合作提供了政策依据。



CDM能使双方互惠

发达国家由于生产技术和环保技术比

较先进，能源利用效率高，CO2减排的难

度大，成本高，希望与发展中国家建立清

洁发展机制，通过共同减排的方式，完成

削减指标。适用CDM对合作双方都有利，
更有利于保护地球，防止变暖。

我们以日本为例，分析建立清洁发展

机制的可能性。



日本仅限于国内减排有难度

日本政府承诺削减6%的温室气体，但是
对于已适应了汽车、电气化的日本来说，
仅限于在日本国内来实现温室气体削减目
标，成本很高，阻力也很大，难以在限定
时间内完成削减目标。

与此相比，如果通过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技

术和资金实施减排项目，换取削减指标，

对位于世界经济第二大国的日本来说是比

较容易的。



山西省减排潜力大

日本是中国的邻邦，也是亚洲唯一承担减
排义务的国家，无论从完成削减指标讲，

还是从防止越境污染讲，与中国建立清洁
发展机制是最好的选择。

山西是能源大省，温室气体排放放量大，
温室气体排放削减的潜力也很大，山西省
适用CDM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应该成为实
施CDM的重点区域。中日双方都应该抓住
这个机遇。



山西省和日本的交流已久
与日本东北大学的合作是从山西与

日本埼玉县的合作开始的。
1986年山西与日本埼玉县设立经济协

力促进共同委员会 即SASEC

1995年山西邀请，日本埼玉县派遣
川原业三先生等十几名技术、管理专家
先后到山西五磷集团、安泰集团等企业
指导工作。川原先生回国后，将山西工
业发展的情况和环境污染的状况在母校
日本东北大学作了介绍，引起了东北大
学的关注。

1998年山西经促会邀请日本东北大学髙桥教授、大村教援、
张兴和博士等来山西访问，参观了炼铁、炼焦企业，并在省经贸
委举办了“清洁能源开发与环境保护演讲会”。



山西省政府支持实施CDM
这一研究课题受到山西省政府的高度重视，时任

省长刘振华批示“这个研究很有价值，有关部门应高
度重视…”，杨志明副省长、杜五安副省长、靳善忠
副省长先后分别会见日本东北大学大村教授、高桥礼

二郎等教授和日本大型企业代表团成员。

杜五安副

省长在会见代

表团成员时表

示，希望在

山西实施

CDM项目。



中日CDM研讨会(太原)
2005年9月8日，山西省企业联合会、中国再生能源委员

会、山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与日本东北大学、日本地球环境
战略研究机关，共同在太原举办了CDM研讨会。
山西省领导及

有关部门的领导、
国家发改委、国家
科技部、中国再生
能源委员会、日本
住华使馆、日本东
北大学、日本地球
环境战略研究机
关、中日双方企业
代表150余人参加了
研讨会。



希望我们进一步加强合作，通过
建立CDM机制，共同防止气候变暖，
保护人类生存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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