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同期声

A3经济导报 ECONOMICI HERALD Trends趋势
●责任编辑：王伟 电话：0531-8519650222E-mail:wangweicn2008@163.com2 2011年 7月 29日 星期五

◆导报记者 贾瑞涛 济南报道

前些日子的电荒虽有缓解，“缺煤”
的尴尬却日益凸显。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日前发布的 2011
年上半年煤炭经济运行情况通报显示，
我国煤炭供需平衡仍比较脆弱， 受天气
变化、水电出力、运输不畅等外部因素影
响， 区域性、 时段性的供需矛盾不时出
现，煤炭供应平稳运行面临压力。

同时，煤炭流通格局出现新变化。 近
年来，东部发达地区煤炭需求大幅增长，
一些原主要煤炭调出省（如河南、安徽、
山东）煤炭外调量大幅减少，调入量大幅
增加，有的省区已经变为净调入省，区域
调节难度加大。

面对此种现状， 包括山东在内的一
些煤炭大省正在多方找煤。

电煤储存量达 27天

山东省经信委经济运行局副局长史
玉明 28日对经济导报记者表示， 目前，
山东的煤炭供需基本平衡。 尽管近期天
气持续高温， 但全省沿海八大电厂的电
煤储存量依然维持在 27天以上，能够满

足全省用电需求。
据史玉明介绍，为了应对夏季可能到

来的电荒，山东省在今年 3月份即着手实
施 30天电煤储备战略， 力争在今年 5月
31日达到这一考核标准。但是，随着后期
气温逐步升高且下雨频繁，给用煤和储煤
管理带来不便。为减少企业运营和管理成
本，目前企业正稳步减少电煤储备，但总
体上仍然保持电煤储备量在 15天以上。

尽管山东有了 30天电煤储备的保障
措施，但面对严峻的煤炭供需形势，这显
然远远不够。

中国煤炭运销协会理事长王战军表
示，煤炭流通格局的变化将影响区域煤炭
供需平衡，并导致华东、华中等地区煤炭
紧平衡态势延续。 以往，河南煤炭供应湖
北、湖南，安徽煤炭就近供应上海、江西、
江苏。今后，长距离煤炭外送压力增大，特
别是煤炭调运难度增加。

“以前内蒙古的煤炭基本不出北京
局，随着京沪高铁的开通，客运货运线路
分开，我们正考虑是否可将内蒙古的煤炭
经北京局再往南运，从而缓解目前的紧平
衡状态。”史玉明说，目前铁路运输的煤炭
占山东省外煤调入的 60%左右， 如果能
够在上述线路获得突破，将对山东煤炭供

应产生重大利好。
海路方面， 去年山东经海路调入

1800万吨煤炭。而今年上半年，这一数字
便已达 998万吨。 山东省经信委预计，全
年海路调入煤炭有望达到 2000万吨。 另
外，山东正积极协调秦皇岛港、天津港等
港口， 使煤炭可经海路直接运抵山东烟
台电厂、百年电力、威海电厂等沿海发电
企业，保证山东煤炭供应；在公路方面，
山东也积极协调运力，多运煤炭。

多方开辟“煤路”

多方运煤的背后， 是我国煤炭区域
格局和流通格局的新变化。

据山东能源集团董事长卜昌森介
绍，山东省实有煤炭可采储量不足 40亿
吨，最大产能 1.5亿吨/年，20多年后山东
将面临无煤可采的境地。

然而， 近年来山东省耗煤量以每年
2000万至 3000万吨递增， 预计自 2010
年之后每年耗煤量将达到 3 亿吨以上，
每年需从外省净调入 2亿吨以上， 并且
对外省煤的依赖度会越来越大。

“从 2003年山东就变成了煤炭净调
入省，河南也在去年成为煤炭净调入省，

陕西、山西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史玉明表
示，山东现在的煤炭来源地已经开始向陕
西北部、 山西北部和内蒙古西部转移，不
仅运输距离变长，而且环节也增多，多方
开辟煤路已经成为必然之选。

据导报记者了解，随着用煤量大幅增
加， 为了应对本省煤炭的供应紧张局势，
一些省份开始采取多种措施优先满足本
省煤炭供应。一是采取各种手段限制煤炭
外流，如明令加大上马电厂、煤化工等煤
炭转化项目，二是增收煤炭价格调节基金。
有煤炭专家调研称，目前国内有 13个省份
采取经济、行政命令等措施限制煤炭出省。

史玉明表示，国家发改委、能源局明
令禁止地方出台措施限制煤炭流通，目前
山东并未出台限制措施。每年山东有近 1/
3的煤炭外运出省。 “一些优质精煤和焦
煤主要供应南方的一些钢铁企业，而质量
稍次的煤炭留做本省发电使用。 内蒙古、
山西等供应了山东大量煤炭，我们也不应
该限制自己的煤炭输出。 ”

对于山东在省外开拓的煤炭资源，史
玉明表示，这些煤炭资源除一部分就地消
化外，剩余的部分也基本运往距离较近的
地区。“如果把新疆的煤炭运往山东，成本
就太高了。 ”他说。

山东将加入长线“找煤”大军
虽然对外省煤依赖度增加，但不会限制煤炭输出◆导报记者 曹凤芹 济南报道

“现在大学生工作难找，一定
要替孩子选一个好就业的专业。”
28日，在济南市妇女儿童活动中
心举行的 2011年山东高考招生
咨询会（专科/高职场）现场，一学
生家长对经济导报记者表示。 导
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在今年
的高校招生咨询会上， 考生已学
会结合就业形势选择专业意向。
“好就业吗”成了考生和家长问得
最多的问题。

在济南广播电视大学航空学
院和潍坊学院的咨询台前， 围满
了考生和家长，空中乘务、空港服
务、民航商务、安检护卫等专业凭
借良好的就业形势、 优厚的薪金
待遇成为众多考生、 家长追逐的
热点。

学生家长陈女士告诉导报记
者，孩子的分数不甚理想，报考省
内好一些的专科学校有点困难。
如果报考普通职业学校， 专业选
择余地大， 但又感觉学校名气一
般，将来影响就业。

潍坊学院负责招生的李老师
说，学校开设了民航乘务（空中乘
务员）和民航地勤专业，针对性极
强， 专为国内各大航空公司输送
人才。学生入学后，学校与学生签
订《教学与就业协议书》，推荐合
格毕业生到各大航空公司及民航
系统就业。

此外，有的学校甚至打出“本
硕连读” 的条幅。 导报记者注意
到， 挂出条幅的学校打的是北京
大学的招牌， 负责招生的北京大
学昌平校区人力资源管理系华中
师大新农学院北京分院院长孙忠
业告诉导报记者， 本硕连读的本
科段只学两年， 取得本科文凭后
参加考研。 学生可根据自身条件
选择考研方式， 分为统招和在职
两种。 考上统招的研究生由所在
学校培养，考不上统招研究生的，
也能学到一门技能， 取得建造师
或软件工程师资质， 学校负责推
荐就业。

“入学即签就业协议”，在咨
询会现场，导报记者发现，目前不
少高校的成教都采取和技能培训
机构、用人企业合作的办学模式，
也就是学生既可拿到文凭， 又能
学到技能。 山东技师学院的招生
简章上， 就明确标示了各合作企
业以及毕业待遇。此外，由于是合
作办学， 部分专业的学费是由企
业承担的。 “我们是订单式培养，
根本不愁毕业找工作的事。”负责
招生的工作人员说。

为了吸引生源， 不少学校竟
然开出了“提前报名、优先录取”
的条件， 济南广播电视大学航空
学院等甚至在现场进行面试。 还
有的高校为了留住高分考生，现
场表示愿意与考生签订协议，以
保证被录取。

专科/高职招生咨询会：

就业出路成关注焦点

! ! ! !导报讯（记者 曹凤芹）27
日下午，省招考院发布 2011年普
通高校专科（高职）一批填报志愿
资格线，文科和理科资格线均为
410分，艺术、体育专科（高职）填

报志愿不设资格线。
根据志愿报考的相关规定，8

月 5日，专科（高职）一批征集志
愿，同时可填报专科（高职）二批
一志愿。

8月 5日起专科填报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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