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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实现煤炭资源的清洁高效利用ꎬ在论述我国能源资源现状的基础上ꎬ对我国发展洁净煤技

术的 ＳＷＯＴ(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Ｗｅａｋｎｅｓｓ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Ｔｈｒｅａｔ)进行分析ꎬ为推进我国洁净煤技术发展提出相关政

策建议ꎮ 发展洁净煤技术ꎬ实现煤炭资源的清洁开发利用是我国能源战略的现实选择ꎮ 在机遇与挑

战并存的当前ꎬ我国应充分发挥洁净煤技术优势ꎬ通过技术改进、政策支持等方式补足其劣势ꎬ推动洁

净煤技术的发展ꎮ 结合 ＳＷＯＴ 分析结果ꎬ提出应科学部署ꎬ系统规划煤炭产品全产业链ꎬ实现跨领

域、跨计划集成推进ꎻ加强政策扶持ꎬ需要政府在技术研发、工业化示范以及后续的推广过程中给予政

策扶持和财税优惠ꎻ完善科学技术创新体系ꎬ推进洁净煤技术的研发、推广、工业化ꎻ建立健全相关配

套制度体系ꎬ包括标准体系、法律法规体系、投融资体系等方面ꎬ推进我国洁净煤技术的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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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能源与环境的统筹协调是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

的必然要求ꎬ实现能源利用的高效化、清洁化是能源

行业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由之路ꎮ 在我国以雾霾为主

要特征的大气污染不断加剧的背景下ꎬ面临“以煤

炭为主体、多种能源并举”的能源结构现实ꎬ洁净煤

技术作为我国能源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被

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ꎮ 不少学者对洁净煤技术发展

环境进行了研究ꎮ 陈贵锋[１] 基于“十一五”以来我

国洁净煤技术的重要进展ꎬ提出“十二五”我国洁净

煤技术值得关注并取得实质成效的领域ꎮ 侯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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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２]分析了我国洁净煤技术产业发展面临的机遇

与挑战ꎬ以期为推动洁净煤技术产业的发展提供帮

助和建议ꎮ 李中元[３]基于我国能源结构现状ꎬ阐述

了低碳经济发展背景下ꎬ我国洁净煤技术发展存在

的困难和问题ꎬ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ꎮ 陈贵锋等[４]

对我国煤炭清洁利用发展模式与科技需求进行了研

究ꎮ 笔者立足于我国能源资源现状ꎬ对我国发展洁

净煤技术进行 ＳＷＯＴ(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Ｗｅａｋｎｅｓｓ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Ｔｈｒｅａｔ)分析ꎬ为推进我国洁净煤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提供理论和数据依据ꎬ基于分析结果ꎬ提出我国发展

洁净煤技术的政策建议ꎮ

１　 煤炭的重要地位

　 　 一直以来而且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ꎬ煤炭是支

撑我国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ꎬ这与我

国资源禀赋ꎬ长期以来形成的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
能源价格等密切相关ꎮ
１ １　 资源禀赋决定了煤炭是我国的主体能源

　 　 我国拥有丰富的煤炭资源ꎮ 据最新国家煤炭资

源潜力评估ꎬ截至 ２０１２ 年底ꎬ我国 ２０００ ｍ 以浅煤炭

资源总量 ５ ９ 万亿 ｔ[５]ꎮ 据«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１３»统
计ꎬ截至 ２０１２ 年底ꎬ在我国现有技术水平下ꎬ可开采

的煤炭资源储量为 ２２９８ ８６ 亿 ｔꎬ占化石能源资源储

量的 ９４％还多ꎬ同比ꎬ石油、天然气仅占不到 ６％ꎮ
因此ꎬ“富煤、贫油、少气”的资源结构决定了煤炭是

我国主要的化石能源ꎬ在我国能源结构中占据主体

能源的地位ꎮ
１ ２　 从能源保障分析ꎬ煤炭是我国最可靠的能源

　 　 改革开放以来ꎬ特别是近 ２０ 多年来ꎬ我国国民

经济保持了较长时间的快速稳定增长ꎮ 同时ꎬ全国

煤炭产量由 １９９０ 年的 ７ ７ 亿 ｔｃｅ 增加到 ２０１３ 年的

２５ ７ 亿 ｔｃｅꎬ年均增长 ５ ４％ꎻ煤炭消费量由 １９９０ 年

的 ７ ５２ 亿 ｔｃｅ 增加到 ２０１３ 年的 ２４ ７５ 亿 ｔｃｅꎬ年均

增长 ５ ３％ꎬ保障了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能源需求ꎮ
　 　 从能源生产结构的角度分析ꎬ煤炭是我国能源

供应的主体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３ 年ꎬ我国煤炭产量占全国

能源总产量的 ７３ ０％ ~ ７７ ８％ꎮ 近两三年来ꎬ受煤

炭行业经济下滑影响ꎬ煤炭生产放缓ꎬ但其产量仍占

能源总产量的 ７５％以上ꎮ 从消费结构的角度分析ꎬ
随着我国能源供应的多元化ꎬ煤炭在我国能源消费

结构中的比例呈逐步下降趋势ꎬ但仍然是我国主要

的能源消费ꎮ 截至 ２０１３ 年ꎬ我国煤炭消费量占能源

消费总量的 ６６％ꎮ 另据«ＢＰ 世界能源展望 ２０３５»预

测ꎬ到 ２０３５ 年ꎬ我国煤炭消费量仍占能源消费总量

的 ５２％[６]ꎮ 一直以来以及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ꎬ煤
炭都将是支撑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可靠能源ꎮ
　 　 另一方面ꎬ与其他能源相比ꎬ煤炭是我国能源安

全的有力保障ꎮ 我国石油、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逐

年提高ꎬ截至 ２０１３ 年ꎬ其对外依存度分别达到

５８ １％和 ３１ ６％[７]ꎮ 面对国际油价起伏不定且我国

没有话语权、地缘政治等因素的影响ꎬ石油的安全稳

定供应尚具有不确定性ꎮ 我国能源的新生力量———
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受技术、成本、安全性和经济性

等方面的约束ꎬ近期乃至未来一段时间内尚不能在

我国能源结构中发挥安全保障和替代作用ꎮ 因而ꎬ
本土资源煤炭是我国最可靠的能源ꎮ
１ ３　 与油气相比ꎬ煤炭是我国最经济的能源

　 　 据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９ 日ꎬ发改电[２０１４]２９６ 号«国
家发改委关于降低国内成品油价格的通知»ꎬ调整

后国内汽柴油零售价格平均约为 ８０５２ ５ 元 / ｔꎮ 据

国家煤炭工业网统计ꎬ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主要港口

动力煤价 ４７０ 元 / ｔꎮ 同期ꎬ发电用天然气价格 ２ ７１
元 / ｍ３ꎮ 按照同等热值折算价格ꎬ煤炭、石油、天然

气的价格比约为 １ ∶ ９ ∶ ４ꎬ相当于同等热值的煤炭

价格是汽柴油价格的 １ / ９ꎬ天然气价格的 １ / ４ꎮ 煤炭

是我国最经济、最廉价的能源ꎮ
　 　 在国家建设生态文明战略的大背景下ꎬ煤炭开

发利用的清洁化ꎬ不仅意味着煤炭的清洁生产ꎬ还意

味着我国涉煤基础行业燃煤发电、钢铁行业、建材行

业、化工行业燃料或原料的清洁利用ꎬ是我国生态文

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洁净煤技术是煤炭产品全

生命周期的洁净化技术ꎬ包括煤炭绿色开采、高效分

选加工、煤炭产品的清洁利用、工业“三废” (废水、
废气、固体废弃物)的综合利用、ＣＯ２捕捉(利用)与
封存(ＣＣ(Ｕ) Ｓ)等ꎮ «洁净煤技术科技发展“十二

五”专项规划»指出ꎬ“十二五”期间乃至更长时间

内ꎬ我国洁净煤技术重点方向在于煤提质与综合利

用技术、煤基清洁燃料、高效燃煤发电技术、燃煤与

工业节能技术ꎮ 因此洁净煤技术是我国能源与环境

统筹协调ꎬ特别是煤炭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

护协同发展的现实选择ꎮ

２　 我国发展洁净煤技术的 ＳＷＯＴ 分析

　 　 对我国洁净煤技术发展的内外部条件进行梳

理ꎬ建立我国发展洁净煤技术的 ＳＷＯＴ 模型ꎬ具体

见表 １ꎮ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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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我国发展洁净煤技术的 ＳＷＯＴ 模型

外部环境

内部环境

优势(Ｓｔｒｅｎｇｔｈ):原料充足ꎻ具备

一定技术基础ꎻ发展前景广阔

劣势(Ｗｅａｋｎｅｓｓ):科学技术水平有待

提高ꎻ经济性差ꎬ进一步产业化受阻

　 机会(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符合

国家节能环保政策导向ꎻ正
值国内外洁净煤技术大力

发展的有利时机

　 ＳＯ 战略:充分发挥洁净煤技术发展优势ꎬ抓住国

家政策导向的有利时机ꎬ充分利用国内外相关资源ꎬ
大力发展洁净煤技术

　 ＷＯ 战略:建立洁净煤技术发展科技创新体系ꎬ充分

调动科研机构力量ꎬ开展校企联合ꎬ通过自主创新、合作

研发等ꎬ突破目前遇到的技术瓶颈ꎻ通过提高技术水平

等方式降低成本ꎬ通过争取国家相关政策优惠ꎬ创新投

融资等方式ꎬ为洁净煤技术发展拓宽资金来源

　 威胁(Ｔｈｒｅａｔ):可再生能

源发展挤压洁净煤技术发

展空间ꎻ传统石油化工的威

胁ꎻ低碳政策影响ꎻ煤炭行

业整体经济形势下滑

　 ＳＴ 战略:通过科技创新、技术改进ꎬ在煤炭利用可

持续性、技术成熟度、低碳 / 减碳等方面提高竞争力ꎻ
实现煤炭由燃料向燃料与原料并举的转变ꎬ扩大煤

炭产品应用范围ꎬ缓解产能过剩危机ꎻ提高洁净煤技

术经济性ꎬ使其成为企业新的经济增长点

　 ＷＴ 战略:完善科技创新体系ꎬ提高技术水平ꎬ增强竞

争力ꎻ利用先进技术ꎬ降低成本ꎬ提高经济性ꎻ积极向国

家、地方政府寻求政策支持ꎬ落实相关政策

２ １　 优势(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１)原料充足ꎮ 洁净煤技术是基于煤炭资源的

清洁开发利用技术ꎮ 我国煤炭资源储量丰富ꎬ一
直以来乃至 ２０５０ 年ꎬ我国煤炭产量和消费量均在

一次能源中占据主体地位ꎮ
　 　 ２)具备一定技术基础ꎮ 我国一直重视洁净煤

技术的发展ꎬ“十二五”期间又将洁净煤技术作为

我国能源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领域ꎬ并出台专项规

划ꎮ 目前ꎬ我国已开发出一批具有世界领先 /先进

水平的洁净煤技术ꎬ如国内具备了制造 １０００ ＭＷ、
２５ ＭＰａ、６００ ℃等级发电机组的基础和能力ꎻ“６００
ＭＷｅ 超临界循环流化床”已完成设计、制造技术研

究[８－９] ꎻ２５０ ＭＷ 整体煤气联合循环( ＩＧＣＣ)示范工

程正在建设ꎬ将逐步进入试运行阶段ꎻ国内已投入

示范运行的煤制油总规模达到 １８８ 万 ｔｏｅ / ａ、煤制

烯烃 １１５ 万 ｔ / ａ、煤制乙二醇 ２０ 万 ｔ / ａꎻ煤制烯

烃[１０] 、浆态床费托合成[１１－１２] 、煤加氢液化[１３] 等工

业技术达到国际领先 /先进水平ꎻ１００ ｋＷ 微型燃气

轮机及供能系统已完成微型燃机整机、燃烧室和

永磁电机等工程设计ꎻ在燃煤烟气 ＣＯ２捕集和提纯

利用[１４] 、富氧燃烧、煤化工高纯 ＣＯ２地质封存、驱
油(ＥＯＲ) [１５]和增采煤层气(ＥＣＢＭ)等方面开展了

研究和工业示范ꎮ 我国洁净煤技术储备已达到一

定水平ꎬ为其发展做了充分准备ꎮ
　 　 ３)发展前景广阔ꎮ 长期以来ꎬ煤炭大多作为

燃料使用ꎮ 现实生活中ꎬ６０％的煤炭用于发电ꎬ近
３０％的煤炭直接用于工业锅炉和民用[１６] ꎮ 随着石

油替代需求的强烈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ꎬ以煤为

基础的化学转化技术得到发展ꎮ 煤炭转化技术具

有良好的系统性、清洁性、高效性ꎬ在节能环保的

约束下为实现煤炭资源充分有效利用提供了一条

新思路和新途径ꎮ 在如今煤炭面临产能过剩的大

背景下ꎬ发展先进煤炭转化技术可拓宽煤炭的应

用领域ꎬ推进煤炭由燃料向燃料和原料并举转变ꎬ
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ꎮ
２ ２　 劣势(Ｗｅａｋｎｅｓｓ)
　 　 １)科学技术水平有待提高ꎮ 当前我国洁净煤

技术已得到长足发展ꎬ但发展空间还有待扩展ꎮ
«洁净煤技术科技发展“十二五”专项规划»指出ꎬ
我国重点洁净煤技术中ꎬ先进燃煤发电技术在高

参数大容量机组的设计制造、系统优化、高温部件

材料等方面与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ꎻ煤基清洁

燃料技术中煤气化技术在某些核心技术及装备制

造方面与发达国家仍有一定差距ꎻ某些洁净煤技

术如 ６００ ＭＷｅ 超临界循环流化床、ＩＧＣＣ 技术、燃
煤污染物控制与治理技术还需进行工业化试验后

才能工业推广ꎮ 因此ꎬ我国洁净煤技术水平还需

进一步提高ꎬ以备未来工业化发展需要ꎮ
　 　 ２)进一步产业化受阻ꎮ 受经济性、政策环境

等因素影响ꎬ目前我国不乏洁净煤技术ꎬ且许多技

术在煤炭燃烧污染物控制方面具有良好效果ꎮ 如

高效、低排放煤粉工业锅炉ꎬ高效工业煤粉锅炉技

术系统ꎬ燃煤锅炉的脱灰、脱硫、脱氮技术等ꎬ但并

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化推广ꎮ 究其原因主要

为某些技术应用成本高ꎬ经济性不足ꎻ约束型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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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经济型环保的政策环境不利于企业主动性和

积极性的发挥ꎮ
２ ３　 机会(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１)符合国家节能环保政策导向ꎮ 节约能源和

环境保护是我国的基本国策ꎮ 特别是中国共产党

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ꎬ生态文明建设提到

“五位一体”(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

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着眼于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
体布局的高度ꎮ 洁净煤技术是煤炭工业以及煤

电、钢铁、建材、煤化工等涉煤行业的生态文明建

设的重要方面和主要抓手ꎮ 因此ꎬ国家节能环保

政策导向为洁净煤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推

动力ꎮ 另一方面ꎬ生态环境保护是传统煤炭开发

利用方式的软肋ꎬ也是在强调生态文明建设的新

的历史发展时期ꎬ进行煤炭资源开发利用的必要

条件ꎮ 特别是近来受雾霾天气频繁出现的影响ꎬ
甚至出现了“去煤化”风潮ꎮ 所以ꎬ生态环保对当

前煤炭开发利用形成约束ꎬ则国家节能环保政策

体系对我国煤炭开发利用方式转变、煤炭产业链

上各相关行业转型升级形成倒逼机制ꎬ进而有利

于推进我国洁净煤技术的发展ꎮ
　 　 ２)正值国内外洁净煤技术大力发展的有利时

机ꎮ 当前面对资源与环保双重压力ꎬ全球 ２ 个煤

炭消费大国———中国和美国同时对洁净煤技术给

予高度关注ꎬ并切实采取措施推进洁净煤技术ꎮ
奥巴马政府为加速洁净煤技术的商业部署ꎬ特采

取 ５０ 亿美元洁净煤技术和研发投资战略ꎻ２０１２ 年

７ 月ꎬ美国能源部宣布对 ９ 所高校发展洁净煤技术

的创新和发展提供资助ꎻ２０１３ 年 ２ 月ꎬ美纽约州拨

款 ２０００ 万美元支持热电联产等在内的清洁能源

项目ꎮ 我国自“十五”以来ꎬ通过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９７３ 计划)、国家

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８６３ 计划)、国家科技支撑

计划等国家科技发展计划持续推进洁净煤技术的

研发和创新ꎮ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１ 日ꎬ中国工程院在北

京启动了重大咨询项目“中国煤炭清洁高效可持

续开发利用战略研究”ꎮ 因此当前正是国内外发

展洁净煤技术的有利时机ꎮ
２ ４　 威胁(Ｔｈｒｅａｔ)
　 　 １)可再生能源发展挤压洁净煤技术发展空

间ꎮ 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会对传统能源形

成替代ꎬ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自然会对煤炭能源利

用的发展构成一定威胁ꎮ 当前我国能源结构日益

朝多样化方向发展ꎬ而且据国际能源机构 ＩＥＡ 发

布的«世界能源展望 ２０１３»ꎬ到 ２０３５ 年可再生能源

将占据全球发电能力增长的近 １ / ２ꎬ可再生能源在

全球能源供应量中将占据 ３１％ꎮ 据我国«可再生

能源发展中长期规划»ꎬ到 ２０２０ 年我国可再生能

源消费量将达到能源消费总量的 １５％左右ꎮ 那

么ꎬ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必然降低煤炭在能源消费

中的比例ꎬ挤压煤炭能源的利用空间ꎬ进而影响洁

净煤技术的发展空间ꎮ
　 　 ２)传统石油化工的威胁ꎮ 与传统石油化工相

比ꎬ以煤制油、煤制气、煤制烯烃、煤制乙二醇为代

表的现代煤化工还处于发展初级阶段ꎮ 目前我国

多数煤基清洁燃料技术还处于工业示范阶段ꎮ 那

么在终端化工产品市场ꎬ占有绝对优势的石油化

工产品将是煤基清洁燃料强有力的竞争对手ꎮ 在

以市场为导向的市场经济环境下ꎬ发展成熟的石

油化工技术必然对煤基清洁燃料技术构成一定

威胁ꎮ
　 　 ３)低碳政策的影响ꎮ 在全球气候变化不断严

峻的背景下ꎬ减少碳排放延缓气候变化ꎬ引起世界

共鸣ꎮ 每年一度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正在逐步

推进全球碳减排进程ꎮ 低碳、减碳成为目前各行

业发展的新契机和新要求ꎮ 煤炭是高碳能源ꎬ近
年来为实现高碳能源低碳化ꎬ低碳技术层出不穷ꎬ
如 ＣＣ(Ｕ) Ｓ 技术[１７－１８] 、森林碳汇技术[１９－２０] 、高效

节能(煤)技术[２１] 等ꎮ 国内外也通过各种政策手

段推进低碳发展ꎬ如联合国的清洁发展机制ꎬ许多

国家开始施行的碳税等ꎮ 总体来说ꎬ低碳政策使

煤炭利用更生态化、清洁化、精细化ꎬ对我国洁净

煤技术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ꎮ
　 　 ４)煤炭行业整体经济形势下滑ꎮ 近年来ꎬ国
际经济疲软和新能源替代的双重影响改变了国际

煤炭贸易形势ꎬ国际煤价下滑态势明显ꎮ 虽然自

给自足是我国煤炭市场的惯有特点ꎬ但近年来煤

炭进口量逐年加大ꎬ对国内煤炭市场产生了相当

冲击ꎮ 自 ２００９ 年以来ꎬ我国煤炭行业经济开始出

现下滑ꎬ并一路保持低位运行ꎬ至今整体行业经济

不景气ꎮ 这必然影响煤炭企业对洁净煤技术的投

资力度和应用积极性等ꎬ最终不利于洁净煤技术

的推广ꎬ阻碍其工业化进程ꎮ
　 　 通过对我国发展洁净煤技术的 ＳＷＯＴ 分析可

知ꎬ发展洁净煤技术ꎬ实现煤炭资源的清洁开发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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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是我国能源战略的现实选择ꎮ 当前我国发展洁

净煤技术机遇与挑战并存ꎮ 在我国强调生态文明

建设的大背景下ꎬ面临洁净煤技术发展存在的种

种危机ꎬ在充分发挥洁净煤技术优势的基础上ꎬ应
通过技术改进、政策支持等方式补足其劣势ꎬ推动

我国洁净煤技术的发展ꎮ 大力发展洁净煤技术对

推进我国洁净煤技术的研发、推广及利用ꎬ促进煤

炭全产业链的洁净化发挥了积极作用ꎬ是煤炭工

业转型升级的重要着力点ꎬ是实现我国煤炭开发

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和谐统一的必然要求ꎮ 推动

煤炭资源的清洁化利用ꎬ大力发展洁净煤技术势

在必行ꎮ

３　 我国发展洁净煤技术的政策建议

　 　 在煤炭行业践行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背景下ꎬ推
进煤炭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保协调统一ꎬ煤炭工

业转型升级势在必行ꎮ 此时ꎬ作为我国能源可持续

发展的重要领域ꎬ洁净煤技术将得到很大发展空间ꎮ
结合 ＳＷＯＴ 分析结果ꎬ为推进我国洁净煤技术的发

展ꎬ本文提出以下建议ꎮ 首先ꎬ科学部署ꎬ系统规划ꎮ
目前ꎬ我国洁净煤技术发展已经具备一定的理论和

技术基础ꎮ 自“十五”以来ꎬ我国已经开发出一批具

有世界领先 /先进水平的洁净煤技术ꎬ并在我国能源

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这主要得益于国家政府的

超前规划、持续部署ꎮ 现阶段推进洁净煤技术的发

展需做好科学部署ꎬ系统规划ꎮ 具体为合理把握洁

净煤技术发展脉络ꎬ瞄准洁净煤技术前沿ꎬ立足洁净

煤技术现状ꎬ理清洁净煤技术发展思路ꎬ加强顶层设

计ꎬ明晰洁净煤技术发展路径ꎮ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ꎬ
面向煤炭产品全产业链系统规划ꎬ跨领域、跨计划集

成推进ꎮ 其次ꎬ加强政策扶持ꎮ 洁净煤技术还处于

发展初级阶段ꎬ需要政府在技术研发、工业化示范以

及后续的推广过程中给予政策扶持和财税优惠ꎮ 再

次ꎬ完善科学技术创新体系ꎬ推进洁净煤技术的研

发、推广、工业化ꎮ 最后ꎬ建立健全相关配套制度体

系包括标准体系、法律法规体系、投融资体系等ꎮ

４　 结　 　 语

　 　 煤炭是我国最丰富、最可靠、最廉价的基础能

源ꎮ 大力发展洁净煤技术ꎬ实现煤炭的清洁高效利

用是我国能源战略的现实选择ꎬ是国民经济呈现

“新常态”ꎬ资源环境约束趋紧ꎬ全面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的需要ꎬ也是新时期我国煤炭工业结构优化、产

业升级的重要着眼点和推动力ꎮ 当前我国发展洁净

煤技术机遇与挑战并存ꎮ 复杂环境下ꎬ我国洁净煤

技术的大力发展需要国家层面加强顶层设计ꎬ出台

优惠扶持政策ꎬ建立健全配套机制体制ꎬ促进洁净煤

技术的健康稳定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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