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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本报告为2007年度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亚洲经济研究所与中国山西省社会科学院能源

经济研究所合作开展的海外共同研究项目的研究成果报告。本项目可以看作是亚洲经济

研究所在日本国内以“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够克服资源和环境制约吗？”为研究

课题的研究会的子项目。 

研究会是在一方面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功，已经保持超过四分之一世纪的高速增

长，但同时作为制约今后发展瓶颈的资源和环境问题日益引发关注的背景下设立的。研

究会以中国今后仍然会保持高速增长为前提，为就资源稳定供应方面存在的课题，经济

增长将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大气污染及水质污染等环境问题的制约等问题给出答案，将研

究目标首先放在了准确把握当前的实际情况上。 

在“十一五规划”（2006-2010 年）中，鉴于资源和环境问题可能成为经济发展的瓶

颈，中国政府明确提出要把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作为重要的发展战略。现在随着“十一

五规划”的时间即将过半，这一战略的成果也逐渐以具体可见的形式显现出来。而在作

为本报告中主要内容的煤炭领域的市场和价格制度改革，由于其符合从根本上改善中国

的与煤炭利用有关资源和环境问题的大方向，可以说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应该予以特

别介绍的大事。 

为了把握煤炭市场和价格制度改革的实际状况并进行分析评价，项目组从 2007 年起

在作为改革试点地区的山西省对煤矿、煤炭经销商、煤炭用户、居民的煤炭利用情况进

行了问卷调查。通过分析问卷调查结果，就煤炭市场和价格制度改革给市场各个主体的

利益带来了怎样的变化，并因此怎样影响了市场各个主体的行为进行了考察。考虑到这

一改革是仍在进行之中的热门话题，敬请各位读者能够针对我们所做的分析是否正确不

吝赐教。 

本报告在提供煤炭生产－流通－消费等中国煤炭市场各环节最新数据的同时，从历

史、制度角度对最终走向煤炭市场和价格制度改革的一系列市场经济化的变迁进行了梳

理。希望本报告能够对读者了解中国的资源和环境问题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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