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煤炭何时称作“煤”

煤史钩沉

■ 吴晓煜

煤炭名称的演变，不仅反映出人们对煤炭认识的不断深

化，也是煤炭开发史的一个缩影。

唐宋以前，“煤”大多不是指今天的煤炭。

“煤”字最早见于《吕氏春秋》卷十七“君守”篇：“煤炱人甑

中，弃食不详，（颜）回擢而食之矣”。这个典故比较著名，说的

是孔子的学生颜回给孔子做饭吃，烟灰（煤炱）不小心掉入饭盆

里，颜回就把带灰的那几粒饭抓起来吃了。这里掉入甑（饭盆）

里的“煤炱”不是煤渣，而是“烟尘”，与煤炭没有任何关系。

从南北朝时期编的字书《玉篇》，一直到成书于宋代大中

祥符年间的《广韵》，“煤”都指的是“煤炱”，即烟尘，烟气凝聚

而成的黑灰。北宋以前许多讲制墨的文献中所提到“烟煤”

“煤炱”等，也都是指烟灰。迄今为止，学者们没有找到证明

北宋以前“煤”指煤炭的文字记载。甚至元明著作中不少的

“煤”字，也不是指今天的煤炭。

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煤”字有煤炭的含义呢？笔者认

为是从宋代后期才开始的。南宋周密的《志雅堂杂钞》卷下

的注中就有“石炭即煤”这句话。这个煤就是指今天的煤

了。这是目前已知较早称煤炭为煤的记载。到了元代，直接

称煤炭为“煤”的记载逐渐增多。至明代，“煤”则成为较普遍

的称呼，而且出现了“煤炭”的称呼。

在不少地区，“煤”与“炭”的含义是不同的。有的地方把

成块的称为“炭”，碎屑状的称为“煤”。光绪《皋兰县志》载：

“煤炭，细而为末者为煤，大而成块者为炭”；《阳曲县志》载：

“块曰炭，碎曰煤”。有的地方把硬度大者称炭，较软的称为

煤。还有的地方把烟煤称为炭，把无烟煤称为煤。光绪《重

修广平府志》载：“煤产于磁州者曰炭，煤之烟多，产于邯郸者

为煤”。

由于古代文献中“煤”字的含义较多，并非一律专指煤

炭，因此，对这些记载应该仔细分辨。切不可望文生义，武断

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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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9 日，国家能源局发布 1-6 月份全国电力

工业统计数据。

截至 6 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约 27.1 亿

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

约 4.7 亿千瓦，同比增长 39.8%；风电装机容量约 3.9

亿千瓦，同比增长13.7%。

1-6 月份，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 1733 小

时，比上年同期减少44小时。其中，水电1239小时，

比上年同期减少452小时；太阳能发电658小时，比

上年同期减少32小时；核电3770小时，比上年同期

增加97小时；火电2142小时，比上年同期增加84小

时；风电1237小时，比上年同期增加83小时。

1-6 月份，全国主要发电企业电源工程完成

投资 3319 亿元，同比增长 53.8%。其中，太阳能

发电 1349 亿元，同比增长 113.6%；核电 359 亿元，

同比增长 56.1%。电网工程完成投资 2054 亿元，

同比增长 7.8%。

新华社武汉7月21日电 截至7月15日，全国

碳市场碳配额累计成交量达 4.65 亿吨，累计成交

额近 270 亿元。在 21 日举行的“中国碳市场大会

2024·武汉”上，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在致辞中

表示，碳市场运行总体平稳有序，将稳步扩大行业

覆盖范围，加快将钢铁、水泥、铝冶炼等重点排放

行业纳入全国碳市场。

2021 年 7 月启动上线交易的全国碳排放权交

易市场，已顺利完成两个履约周期建设运行，覆盖

年二氧化碳排放量 51 亿吨，占全国排放总量的

40%以上，是覆盖排放量最大的市场。

会 议 同 期 发 布 的《全 国 碳 市 场 发 展 报 告

（2024）》显示，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第二个履约

周期碳排放配额累计成交量和成交额较第一个履

约周期分别上涨 47.01%和 125.26%。2024 年上半

年，月均成交量达 366.82 万吨，同比上涨 174.90%。

2023 年全国火电碳排放强 度 相 比 2018 年 下 降

2.38%，电力碳排放强度相比2018年下降8.78%。

继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之后，2024 年 1 月，

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正式启动，成为

我国推出的又一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

重要市场政策工具。两个碳市场既各有侧重、独

立运行又互补衔接、互联互通，共同构成了全国

碳市场体系。

黄润秋表示，未来将加快推进全国碳市场各

项建设工作，加快将钢铁、水泥、铝冶炼等重点排

放行业纳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持续强化数

据质量管理，逐步推行配额有偿分配，不断丰富交

易主体、交易品种和交易方式，研究探索碳金融活

动的可行路径，充分发挥碳市场推动低成本温室

气体减排功能，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据悉，本次大会由湖北省人民政府、上海市人

民政府和生态环境部共同主办，聚焦“深化碳市场

交流合作，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主题。

新华社北京7月21日电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

室 21 日印发紧急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

中央企业进一步拧紧责任链条，举一反三切实加强

当前主汛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极端恶劣天气引发

生产安全事故。

通知指出，要清醒认识今年主汛期不稳定不确定

因素明显增多带来的影响，增强做好主汛期安全生产

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进一步提高政治敏锐性，将

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作为重要政治任务，以“时时

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将

安全生产责任措施落实到基层末梢、岗位人头，进一

步完善汛期安全防范各项措施，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

险隐患，全力抓好当前主汛期安全生产各项工作。

通知要求，要进一步深化重点公共基础设施隐

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交通运输汛期安全运营水

平，进一步落实施工现场汛期安全防范措施，进一

步加强其他重点行业领域汛期安全防范，扎实做好

监测预警和值班值守工作。

新华社北京7月21日电 21 日发布的《中共中

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

决定》对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作出部署，提出健

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

决定提出，聚焦建设美丽中国，加快经济社会

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推进

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促进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

决定提出关于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的一系

列重大部署，如“实施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财税、金

融、投资、价格政策和标准体系”“优化政府绿色采

购政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立能耗

双控向碳排放双控全面转型新机制”“构建碳排放

统计核算体系、产品碳标识认证制度、产品碳足迹

管理体系”等。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俞海表

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加快绿色化、低碳

化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解

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

式和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

同时也要看到，我国绿色低碳发展水平整体还

不高，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内生动力不足、

基础薄弱。

俞海说，决定提出的一系列改革部署，力度

大、举措实，将进一步统筹好发展和保护的关系，

推动绿水青山的自然财富、生态财富转化为社会

财富、经济财富，同时将助推我国新型能源体系建

设更加健全，保障碳市场高效运行的基础性制度

更加完善。

“推动这些改革措施落实落地，将推进我国经

济社会绿色低碳发展迈上新台阶，以高品质生态环

境支撑高质量发展。”俞海说。

推进能源、铁路、电信、水利、公用事业等行业自然垄断环

节独立运营和竞争性环节市场化改革，健全监管体制机制。

推进水、能源、交通等领域价格改革，优化居民阶梯水价、

电价、气价制度，完善成品油定价机制。

深化能源管理体制改革，建设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优化

油气管网运行调度机制。

加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

覆性技术创新，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建立未来产

业投入增长机制，完善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

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生物医药、量子科技

等战略性产业发展政策和治理体系，引导新兴产业健康有

序发展。

继续实施“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加强绿色发展、

数字经济、人工智能、能源、税收、金融、减灾等领域的多边合

作平台建设。

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实施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财税、

金融、投资、价格政策和标准体系，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健全

绿色消费激励机制，促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建设。

完善资源总量管理和全面节约制度，健全废弃物循环利

用体系。健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机制。加快规划建设新型

能源体系，完善新能源消纳和调控政策措施。完善适应气候

变化工作体系。建立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全面转型新机

制。构建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产品碳标识认证制度、产品

碳足迹管理体系，健全碳市场交易制度、温室气体自愿减排

交易制度，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汛 期

水利常识

河水在一年中有规律显著上涨的时期。

流域内降雨或融冰化雪都可以引起河水显著上涨。春

季，气候转暖，流域上的季节性积雪融化、河流解冻或春雨，

引起河水上涨称春汛。因正值桃花盛开时节，故亦称桃汛

（或桃花汛）。中国北方，把春季河冰解冻引起的涨水现象专

称为凌汛。黄河在宁夏-内蒙段，山东河口段和松花江下游

等由南向北流的河段都有凌汛。夏季，流域上的暴雨或高山

冰川和积雪融化，使河水急剧上涨，称夏汛。中国习惯上把

发生在夏季三伏前后的汛水称为伏汛。秋季由于暴雨，河水

发生急剧上涨称秋汛。

中国不同地区的河流，汛期出现的时间、次数以及它们

的组合情况都不相同。

（来源：水利部网站）

三中全会决定中的能源金句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的决定》对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行部署，再次

阐明了能源发展方向。本期“能源视野”带您一起学习《决定》

中的能源金句，为推动能源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解读|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

国务院安委办紧急部署主汛期安全生产工作

煤电低碳化改造有了路线图

国家能源局发布上半年
全国电力工业统计数据

全国电力工业统计数据一览表

指标名称

全国发电装机容量

其中：水电

火电

核电

风电

太阳能发电

全国供电煤耗率

全国供热量

全国供热耗用原煤

全国供电量

全国发电设备

累计平均利用小时

其中：水电

火电

核电

风电

太阳能发电

全国发电累计厂用电率

其中：水电

火电

电源工程投资完成

其中：水电

火电

核电

风电

太阳能发电

电网工程投资完成

新增发电装机容量

其中：水电

火电

核电

风电

太阳能发电

新增220千伏及

以上变电设备容量

新增220千伏及

以上输电线路长度

单位

万千瓦

万千瓦

万千瓦

万千瓦

万千瓦

万千瓦

克/千瓦时

万百万千焦

万吨

亿千瓦时

小时

小时

小时

小时

小时

小时

%

%

%

亿元

亿元

亿元

亿元

亿元

亿元

亿元

万千瓦

万千瓦

万千瓦

万千瓦

万千瓦

万千瓦

万千伏安

千米

1-6月

累计

270772

41793

135698

5676

38921

47067

299.8

305991

18682

36704

1733

1239

2142

3770

1237

658

4.6

0.3

5.7

3319

392

392

359

761

1349

2054

14096

536

2602

119

2299

7842

12585

16876

同比增

长（%）

10.8

4.5

3.8

2.2

13.7

39.8

-0.34*

2.2

5.5

4.6

-44*

-452*

84*

97*

83*

-32*

0.06▲
0.08▲
-0.09▲

53.8

10.6

13.0

56.1

34.3

113.6

7.8

7186*

-405*

1282*

-109*

1005*

4754*

-1027*

314*

注：1.全社会用电量为全口径数据，全国供电量

为调度口径数据。

2.“同比增长”列中，标*的指标为绝对量；标▲的

指标为百分点。

（来源：国家能源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日联合印发

《煤电低碳化改造建设行动方案（2024—2027 年）》

提出明确目标：到2025年，首批煤电低碳化改造建

设项目全部开工，转化应用一批煤电低碳发电技

术；到2027年，煤电低碳发电技术路线进一步拓宽，

建造和运行成本显著下降；相关项目度电碳排放较

2023 年同类煤电机组平均碳排放水平降低 50%左

右、接近天然气发电机组碳排放水平，对煤电清洁

低碳转型形成较强的引领带动作用。

近年来，我国积极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大

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加快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取得积

极成效。但受可再生能源电力随机性、波动性影

响，煤电仍将在一定时期内发挥能源安全兜底保障

作用。截至去年底，我国煤电装机容量约11.7亿千

瓦，占全国电力总装机的40%，发电用煤约占全国煤

炭消费总量的60%，碳排放量约占全国碳排放总量

的40%。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主任张琳表

示，对标天然气发电机组碳排放水平，推动煤电低

碳化改造建设，既可以更好发挥存量煤电效能，又

可以有力支持新能源开发消纳，还可以助推新兴低

碳技术和产业发展，是主动适应新型电力系统建设

需要、加快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关键举措。

《方案》提出了3种改造建设方式：一是生物质

掺烧，充分利用农林废弃物、沙生植物、能源植物等

生物质资源，实施煤电机组耦合生物质发电。二是

绿氨掺烧，利用风电、太阳能发电等可再生能源富

余电力，通过电解水制绿氢并合成绿氨，实施燃煤

机组掺烧绿氨发电。三是碳捕集利用与封存，采用

化学法、吸附法、膜法等技术分离捕集燃煤锅炉烟

气中的二氧化碳，实施高效驱油、制备甲醇等资源

化利用，或因地制宜实施地质封存。

为有效激发煤电低碳化改造建设积极性，《方

案》提出，发挥政府投资放大带动效应，利用超长期

特别国债等资金渠道对符合条件的煤电低碳化改

造建设项目予以支持。相关项目择优纳入绿色低

碳先进技术示范工程。鼓励各地区因地制宜制定

支持政策，加大对煤电低碳化改造建设项目的投资

补助力度。同时，探索建立由政府、企业、用户三方

共担的分摊机制，对纳入国家煤电低碳化改造建设

清单的项目给予阶段性支持。鼓励符合条件的项

目通过发行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绿

色债券或申请绿色信贷、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

款等渠道融资，吸引各类投资主体参与和支持煤电

低碳化改造建设。电网企业要优化电力运行调度

方案，优先支持碳减排效果突出的煤电低碳化改造

建设项目接入电网，对项目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或

零碳发电量予以优先上网。

近年来，国内外就推进存量煤电机组低碳化改

造和新上煤电机组低碳化建设开展了探索，有关工

作仍处于起步阶段。要完成相应改造建设任务，离

不开科技创新的引领与支撑。《方案》提出，加强煤

电掺烧生物质、低成本绿氨制备、高比例掺烧农作

物秸秆等技术攻关，加快煤电烟气二氧化碳捕集降

耗、吸收剂减损、大型塔内件传质性能提升、捕集—

发电系统协同、控制流程优化等技术研发，补齐二

氧化碳资源化利用、咸水层封存、产业集成耦合等

技术短板。 （来源：新华网）

全国碳市场累计成交额近270亿元

国家统计局7月15日发布数据，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616836 亿元，按不变价格

计算，同比增长5.0%。国民经济延续恢复向好态势，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图为工人在宁夏吴忠市同

心县清洁能源产业园区生产光伏组件。 新华社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