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山西试点改革的评价，今后全国普及的展望 

 

煤炭是中国重要的基础能源和重要原料，为经济和社会发展

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煤炭仍将是中国一次

能源的主体，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在山西开展煤

炭工业可持续发展政策措施试点，是党中央、国务院从国家能源

安全和全国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出发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 

 

5.1 山西试点改革的评价 

山西是中国最大的煤炭生产与输出基地。 据统计，仅改革

开放以来，山西累计生产煤炭 90 多亿吨，占同期全国煤炭生产

总量的 30%；累计调出煤炭 60 亿吨，占全国省际间调出量的

70%； 煤 炭 出 口 占 全 国 的 70%。 由 于 长 时 间 、 大 规 模 向 国 内 外

输送煤炭，山西煤炭工业存在的问题也格外突出，严重制约了煤

炭工业和产煤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国务院决定开展煤炭工业

可持续发展政策措施试点工作，就是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

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两大战略，研究建立一种体制和机制，全面、

系统、彻底地解决制约煤炭工业发展的问题，使煤炭工业走上可

持续发展的道路，更好地担负起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重任。 



 

5.1.1 山西试点改革的背景及内容 

中国的能源结构是以煤为主。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煤

炭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有所上升，煤炭生产

带来的资源、安全、环境、转产发展等方面的问题也更加突出。

国家高度重视煤炭工业发展，温家宝总理多次主持召开国务院常

务会议（2004 年 9 月 6 日，国务院第 63 次常务会议审议煤炭

工业中长期发展规划；2005 年 2 月 23 日，国务院第 81 次常务

会议专题研究煤矿安全问题；2005 年 6 月 1 日，国务院第 92

次常务会议专题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促进煤炭工业健康发展的

若干意见》；2006 年 4 月 19 日，国务院第 133 次常务会议审议

通过山西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试点意见），黄菊副总理、曾培炎

副总理、华建敏国务委员等多次主持召开有关专题会议，研究解

决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中的问题。国务院决定开展煤炭工业可持

续发展政策措施试点工作，就是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两大战略，研究建立一种体制和机制，全面、系

统、彻底地解决制约煤炭工业发展的问题，使煤炭工业走上可持

续发展的道路，更好地担负起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重任。  

2006 年 4 月，国务院 133 次常务会议决定，在山西省开

展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政策措施试点工作。 



试点政策有六方面内容：强化煤炭行业管理，完善煤矿安全

生产机制，深化煤炭企业改革，推进资源市场化管理，建立煤炭

开采综合补偿和生态环境恢复补偿机制以及煤炭企业转产、煤炭

城市转型发展的长效机制，探索实现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

途径。 

此次试点出台了 4 项经济政策：即征收煤炭可持续发展 基

金、有偿出让煤炭资源矿业权、提取矿山生态环境治理恢复保证

金和提取煤矿转产发展资金。可持续发展基金征收按动用(消耗)

资源储量，区分不同煤种，标准为动力煤 5～15 元/吨，无烟煤

10～20 元/吨，焦煤 15～20 元/吨。2007 年吨 煤征收标准为动

力煤 14 元，无烟煤 18 元，焦煤 20 元，以后每年度的征收标

准，由山西省相关部门综合考虑煤种、煤质、采煤方式及市场变

化等多种因素进行调整。另外，全省所有煤炭生产企业按 10 元

/吨标准提取矿山生态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按 5 元/吨标准征收

煤矿转产发展资金，专款专用，用于生态环境治理恢复和企业转

产、职工再就业等。 

2006 年 11 月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关

于深化煤炭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改革试点的实施方案》，经国务院

批复，中国将在山西、内蒙古、河南、陕西等 8 个煤炭主产省区

进行煤炭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改革试点。试点省(区)将严格实行煤



炭资源探矿权、采矿权有偿取得制度，出让新设煤炭资源探矿权、

采矿权，除特别规定的以外，一律以招标、拍卖、挂牌等市场竞

争方式有偿取得，国家出资形成的探矿权、采矿权价款收入，按

固定比例进行分成，其中 20%归中央所有，80%归地方所有。 

 国家在山西开展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政策措施试点，等成

功 积 累 经 验 后 在 全 国 产 煤 区 推 广 ， 以 推 动 中 国 煤 炭 工 业 走 上 安

全、高效、集约、绿色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保障中国能源战略和

能源安全。 

 

5.1.2 试点改革的影响与评价 

自 2007 年 4 月，山西省全面启动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政

策措施试点工作以来，这项统筹煤炭工业体制、资源开发、安全

机制、环境补偿、转产发展的综合改革便拉开了序幕，也使山西

煤炭产业进入了从未有过的全面而深广的“嬗变”期。 

●煤炭生产成本政策性增加，推动煤炭价格持续上涨。2007

年 3 月起，山西省开始试点征收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大约为

14-18 元/吨。10 月 1 号起，山西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和煤

矿转产发展资金也开始征收，分别为 10 元/吨和 5 元/吨。三项

费用至少提高煤炭生产成本 30-33 元/吨。除此之外，2006 年以

来，山西还出台了煤炭资源有偿使用改革的政策。政策把煤炭分



成六种，补缴价款的标准分别在 1.3 元/吨-3.8 元/吨之间，其中

销量最大的优质电煤是 1.50 元/吨，焦煤、主焦煤矿业权价款是

3.80 元/吨。有资料显示：2007 年 1-11 月山西国有重点煤炭企

业 吨 煤 制 造 成 本 为 181.47 元 ， 同 比 增 加 23.59 元 ， 增 幅 为

15.28%； 国 有 重 点 煤 炭 企 业 吨 煤 售 价 为 327.78 元 ， 同 比 增 加

19.04 元，增幅为 6.17%。总之，山西煤炭产品价格在成本上升

的推动下，煤炭价格持续维持高位，并有进一步上涨的可能，以

抵消成本上涨冲击。  

●提高产业集中度，促进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试点政策的

实施将较大幅度提高行业的进入门槛，这将从根本上改变山西煤

矿“多、小、散、乱、差”的格局，有利于大、中型企业保持在行

业内的竞争地位，提高煤炭产业的集中度和总体素质，促进煤炭

工 业 科 学 发 展 。 近 两 年 来 ， 山 西 通 过 “关 小 、 改 中 、 上 大 ”， 关 闭

了近 8000 个采煤矿点，淘汰了 1300 座 9 万吨以下的小煤矿，

但目前仍然有 3000 多座煤矿，煤炭的产业集中度和总体素质还

比较低。此外，经过煤炭资源整合与有偿使用，使得资源变资本，

小矿变大矿，企业形态发生根本性变革，大集团主导行业发展的

步 伐 明 显 加 快 。 到 2010 年 山 西 煤 矿 数 量 将 压 缩 到 2500 个 之

内，将把 70%的煤炭产量集中到几个 煤炭大集团，从而促进山

西煤炭工业的集约发展。 



●促进山西煤炭工业的内涵发展和综合高效发展。按试点政

策要求，山西将控制煤炭生产总量，到“十一五”末年产量控制在

7 亿吨左右。同时，要大力推进煤炭加工转化，积极发展电力、

焦炭、煤层气和焦炉煤气利用、煤基醇醚燃料和煤基合成油等能

源产品，形成一次、二次能源并举，煤、电、气、油各类能源共

同发展的新格局，形成煤电铝、煤铁钢、煤焦化等多条产业链条。

加快培育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和物流、商贸等新型服

务业，调整煤炭企业的产业产品结构，优化资源型城市的经济结

构，努力构造多元、稳固的支柱产业格局，努力提高煤炭工业发

展的质量和效益。 

●促进煤炭工业的绿色发展和山西生态环境的改善。通过征

收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基金，提留矿山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建

立煤炭开采生态环境补偿机制，有力地保证了生态治理和建设的

资 金 投 入 。“煤 炭 新 政 ”实 施 后 ， 山 西 省 政 府 把 实 施 农 村 地 质 灾 害

治理工程列为重点之一，先期对采矿权主体灭失地的 201 个村

进行治理。2007 年内帮助塌陷严重的 17 万农民住上安全房屋，

三年内安置受灾居民 60 万人，并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

谁 治 理 ”的 原 则 ， 建 起 防 范 农 村 地 质 灾 害 的 长 效 机 制 ， 彻 底 扭 转

只采不治或很少治理的现状。同时规定，基金以 5∶3∶2 的比例

分别注入环保、矿山企业转产、社会稳定三个领域，2007 年全



部启动并完成国有煤企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工作，形成煤炭企业

转产、煤炭城市转型发展的有效机制，不欠新账，渐还旧账。通

过实施这些政策，加快实施蓝天碧水工程、造林绿化工程和煤矿

沉陷区治理、棚户区改造工程，促进煤炭企业整治和保护生态环

境，促使山西煤炭企业走上清洁生产、循环经济和环境友好的绿

色发展道路。  

 5.2 煤价趋势与中央政府的政策取向 

在煤炭需求拉动的大背景下，完全成本化、定价机制变革以

及 节 能 政 策 导 向 也 是 支 持 中 国 煤 炭 价 格 保 持 向 上 趋 势 的 几 大 支

撑因素。随着以石油价格为代表的全球能源价格上涨，中国政府

高 度 重 视 煤 炭 资 源 的 保 护 开 发 并 通 过 市 场 化 手 段 促 使 煤 炭 定 价

机制的变革。预期未来政府会通过上调资源税和全面征收三项基

金来促进资源的开采和使用效率的提高。在这种背景下，成本推

动型的煤炭价格上涨将不可避免。 

 

5.2.1 政策性成本增加——成本推动型的煤炭价格上涨不

可避免 

近 两 年 来 国 家 集 中 调 整 煤 炭 产 业 政 策 ， 政 策 性 增 支 因 素 较

多，煤炭生产成本大幅上升，必然推动煤炭价格上扬。中国相当



多的煤炭企业迄今没有将诸如矿工的安全、健康问题, 煤矿开采

对当地水资源、土地资源以及自然环境的破坏等因素纳入成本核

算。为了促进能源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借鉴国际经验, 必然要将

这些外部成本“内部化”, 即让煤炭企业承担一部分社会成本。因

此，一大批政策性成本增支因素已经出台或正在酝酿出台：首先，

预计山西省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试点政策全国推广后，矿山环境

治理恢复保证金、煤矿转产发展基金和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等全

国范围的征收将使煤炭企业吨煤成本增加 30-33 元/吨；其次，

目前全国性煤炭探矿权、采矿权价款征收标准还未出台，参考山

西省 06 年颁发的征收标准，预计煤炭探矿权价款的征收将导致

企业吨煤成本净增 3-13 元/吨；第三，有关煤炭资源税“从量征

收”改为“从价征收”的有关方案、政策均已上报国务院，批准实施

后，资源税将由 0.3-1.2 元/吨，提高到 2.50-4.00 元/吨。此外，

随着补还安全欠账、提高技术装备水平等政策，煤炭生产成本还

将继续增长：如资源补偿费由销售收入的 1%提高到 3-6%；煤

炭资源价款平均 6 元／吨；提取安全费用 20-30 元/吨；提高入

井津贴、建立工伤保险制度、采煤沉陷区治理和棚户区改造、征

收未利用采煤沉陷土地使用税、排污费等。上述政策全部实施，

将增加成本 50－90 元/吨。从促进可持续发展看，这些政策进一

步促进煤炭价格成本构成机制的理顺，导致煤炭企业开采生产成



本的上升，形成对煤价的强劲支撑。 

 



表5-1    煤炭行业政策性成本一览表 

费用名

称 
征收办法 文件出处 

征收 

范围 
开征时间 

对煤企及

煤价影响 

煤矿生

产安全

费用 

（一） 大中 型煤

矿  

高瓦斯 、煤 与瓦

斯突出 、自 然发

火严重 和涌 水量

大的矿 井吨 煤不

低于8元，其中：

45户重 点监 控煤

炭生产 企业 吨煤

不低于 15元 ；低

瓦斯矿 井吨 煤不

低于5元；露天矿

吨煤不低于3元。 

（二）小型煤矿  

高瓦斯 矿井 、煤

与瓦斯 突出 、自

然发火 严重 和涌

水量大 的矿 井吨

煤不低 于 10元；

低瓦斯 矿井 吨煤

不低于6元。  

《 关 于 调 整 煤 炭 生

产 安 全 费 用 提 取 标

准，加强煤炭生产安

全 费 用 使 用 管 理 与

监督的通知》  

财建[2005]168号  

全国 
2005年4

月 

按产量计

提，但前

期煤价已

将 此 消

化，影响

较为有限 

煤炭资 

源税 

普通煤 2～ 3.6元

/吨，各省不一 ； 

焦 煤 自 2007 年 2

月 1日 起从 3.2元

/吨 上 调 到 8元 /

吨 。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

局发布《关于调整焦

煤 资 源 税 适 用 税 额

标准的通知》（财税

[2007]15号）  

全国 

2006 年 9

月 以 前 各

省 已 开 征

普 通 煤 资

源 税 ， 焦

煤 资 源 税

上 调 自 07

年 2月 1日

起 

普通煤征

收 额 不

大，且前

期煤价已

基 本 消

化，影响

很小。焦

煤供应偏

紧，上调

额可完全

向下游转

移。  



煤炭采

矿权价

款 

按 可 采 储 量 征

收，可 以采 取货

币缴纳 （最 长可

分十年 缴纳 ）、

转为国 有股 份、

转为国 家资 本金

三种方式。  

全 国 标 准 未 出

台，可 参考 山西

省 06年 推出 的标

准：焦煤、1/3焦

煤 、 肥 煤 ： 3.80

元/吨；炼焦配煤

（瘦煤、贫瘦煤、

肥 气 煤 ） ： 3.10

元/吨；无烟煤：

3.30 元 / 吨 ； 贫

煤：2.70元/吨；

优质动 力煤 （弱

粘煤）、气 煤：

1.50元/吨；其它

煤 种 ： 1.30 元 /

吨。  

财 政 部 、 国 土 资 源

部、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关于深化煤炭资

源 有 偿 使 用 制 度 改

革 试 点 的 实 施 方

案》、国务院关于同

意 深 化 煤 炭 资 源 有

偿 使 用 制 度 改 革 试

点 实 施 方 案 的 批 复

国函[2006]102号  

山西、

内 蒙

古、黑

龙江、

安徽、

山东、

河南、

贵州、

陕西 

从07年开

始征收 

储 量 定

量、分期

分段征收

方式，短

期对煤炭

企业现金

流会产生

较 大 压

力，但因

会计处理

上采矿权

价款以无

形资产方

式长期摊

销，对煤

企当期盈

利影响不

是很大。 

煤炭工

业可持

续发展

基金 

可持续 发展 基金

征 收 按 动 用 ( 消

耗)资源储量，区

分不同 煤种 ，标

准 为 动 力 煤 5 ～

15 元 /吨， 无烟

煤 10 ～ 20 元 /

吨，焦 煤 15～ 20 

元/吨。  

《 山 西 省 煤 炭 可 持

续 发 展 基 金 安 排 使

用管理实施细则(试

行)》、《山西省煤

炭 可 持 续 发 展 基 金

征收管理办法》、《山

西 省 煤 炭 可 持 续 发

展 基 金 征 收 管 理 办

法（草案）（征求意

见稿）》  

07 年

在 山

西 省

试行，

预 计

近 期

内 将

在 全

国 推

广 

2007年3

月1日起

征收 

与 06年底

之前山西

省对原国

有地方煤

矿和乡镇

煤矿出省

煤炭征收

的能源建

设基金相

比，（20

元 / 吨 ） 

对   地方

煤企影响

很小，对

国有重点

煤企有一

定影响。  



山西矿

山环境

恢复治

理保证

金和煤

矿转产

发展资

金 

矿山环 境恢 复治

理保证 金的 提取

标准为 每吨 原煤

产量 10元， 按月

提取。 煤矿 转产

发展资 金的 提取

标准为 每吨 原煤

产量5元，按月提

取。原 煤产 量以

征收煤 炭可 持续

发展基 金核 定的

产量为准。 

《 山 西 省 矿 山 环 境

恢 复 治 理 保 证 金 提

取使用管理办法》、

《 山 西 省 煤 矿 转 产

发 展 资 金 提 取 使 用

管理办法》  

07 年

在 山

西 省

试行，

预 计

近 期

内 将

在 全

国 推

广 

2007年10

月1日起

征收 

这两块基

金国有煤

炭企业不

同程度上

都在提留

使用。只

是这次国

家在政策

上明确：

这两块经

费要在税

前征提、

列 入 成

本，专款

专用，这

实际上减

轻了煤炭

生产企业

的税收负

担，对煤

价不会有

太 大 影

响。 

 

5.2.2 定价机制变革——煤炭价格开始逐步回归其合理价

值  

2007 年初，中国将每年的全国煤炭订货会取消，自此，重

点电煤的特殊优惠政策彻底结束，煤炭价格完全放开。2007 年

5 月中旬，国务院正式批准建设中国太原煤炭交易中心，该中心

的 设 立 有 助 于 世 界 煤 炭 和 焦 炭 市 场 出 现 “中 国 价 格 ”， 增 加 中 国 在

煤 焦 等 重 要 能 源 商 品 领 域 的 国 际 话 语 权 。 建 立 全 国 性 交 易 中 心



后，将有利于进一步推动煤炭交易的市场化。这样一方面可以提

高煤炭生产公司与下游消费企业（包括钢铁、电力等公司）进行

交易时的价格谈判能力，增强对煤炭价格的定价权；另一方面，

有 助 于 煤 炭 生 产 企 业 更 好 地 利 用 统 一 的 市 场 向 下 游 需 求 方 转 移

生产成本上升带来的压力。目前中国煤炭的价格已经基本上由市

场 的 供 求 关 系 来 确 定 ， 预 计 未 来 合 同 煤 价 和 市 场 煤 价 将 逐 步 接

轨，合同煤价上涨空间较大，预计将有 10～20%左右的增幅。

长期而言，煤炭将成为中国未来最具定价话语权的大宗商品。随

着以中国(太原)煤炭交易中心为主体，区域市场为补充的现代煤

炭交易体系的建立和完善，目前中国煤炭价格形成机制正在发生

根本变革，市场化趋势明确，完全市场化的煤炭价格形成机制正

在形成，未来国家将致力于建立充分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

缺程度、环境成本的煤炭价格形成机制。 

 

5.2.3 节能政策导向——不支持煤价大幅下跌 

合理的能源价格体系是节能政策最有效的经济杠杆，国家节

能 政 策 导 向 抑 制 高 耗 能 工 业 过 快 增 长 ,不 支 持 煤 价 大 幅 下 跌 。 改

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能源价格水平已有较大提高，然而与国际能源

价格相比，仍处于较低水平。能源资源稀缺、国内市场供需紧张

的市场价格条件没有得到充分体现，环境外部性更没有得到充分



反映。尤其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不仅导致中国能源等资源性产品

的相对比价进一步降低。而且促使中国在国际分工中向高资源消

耗，高环境代价的低端产业和产品倾斜发展。在此背景下，积极

稳妥地推进能源价格改革，使能源价格能够反映资源稀缺程度、

市场供求关系和污染治理成本，建立合理的能源比价关系，逐渐

完善以市场为主导、政府适度调控的价格形成机制，以有利于转

变经济增长方式，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促进经济更好发展。长

期以来，中国煤炭资源利用效率和能源转化效率低，如目前火电

发电煤耗较世界先进水平高出 20%左右。因此，适度提高煤炭

价格，有利于促进用煤行业结构调整与节能技术进步，有利于实

现 “十 一 五 ”节 能 减 排 目 标 。 政 府 采 取 市 场 化 手 段 实 现 节 能 降 耗 ,

将继续推动煤价上升。 

 

5.2.4 煤炭供给趋紧——进一步提高中国煤炭行业的产业

集中度和定价能力 

国家关停中小煤矿，限制煤矿产能快速扩张，以致煤炭供给

增速的放慢，导致中国的煤炭供需将更加紧张。《煤炭工业发展

“十一五”规划》已经正式提出以煤炭整合、有序开发为重点，并

把建设大型煤炭基地、培育大型煤炭企业集团、整合改造中小型

煤矿、淘汰资源回收率低、安全隐患大的小煤矿作为主要目标。



中国小煤矿的治理是中国煤炭行业整合的重要环节。从 2005 年

8 月打响关闭小煤矿攻坚战以来，到 2007 年 9 月底已累计关闭

小煤矿 9449 处，到年底关闭数量总计有望超过 1 万处，尚有近

13000 处；目前全国共有新建 30 万吨以下的小煤矿约 3000 处，

两项合计近 16000 处。为完成煤炭工业“十一五”规划关井目标，

到 2010 年全国小煤矿要控制在 1 万处，产量 7 亿吨。目前，中

国 国 有 重 点 煤 炭 企 业 产 量 占 全 国 总 产 量 的 比 重 已 由 2006 年 的

48％上升为 2007 年 1～8 月的 53％，行业集 中度得到提高。预

计未来中国煤炭行业的集中度仍将不断提高。产业整合的推进、

行业集中度的提高，将有利于提高煤炭行业的抗风险能力，增强

煤炭企业对下游的议价能力。 

结语：根据上述分析并结合有关专家的预测, 中国煤炭的市

场 价 格 在 今 后 两 三 年 可 能 呈 现 出 “总 体 平 稳 、 略 有 上 调 ”的 走 势 , 

将可能出现大约 20% 的上涨幅度, 其中，发电用煤由于取消了

过 去 实 行 低 于 市 场 的 计 划 合 同 价 , 可 能 涨 价 幅 度 较 大 , 其 他 行

业用煤涨幅较小。 



附件：调研企业名录 

煤矿企业 

1、山西省晋中市灵石煤矿有限公司 

2、山西省晋中市灵石县金新煤矿有限公司 

3、山西省河曲熙来顺煤业有限公司 

4、山西省河曲范家梁石堡子煤业有限公司 

5、山西省河曲福祥煤炭有限公司 

6、山西省河曲县刘无头煤矿 

7、山西省晋中市灵石县夏门煤矿 

8、山西省忻州市原平县段家堡乡高豹湾煤矿 

9、山西省原平市石豹沟煤矿 

10、山西省原平市后洞煤矿 

11、山西省原平市龙宫煤矿 

12、山西省灵石县晋汾煤化有限公司 

13、山西省灵石县宏达煤化公司 

焦化企业 

14、山西省太原煤炭气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5、山西省介休三盛焦化有限公司 

16、山西昌源焦化有限公司 

17、太原市三兴煤炭气化有限公司 



18、山西省金昌煤炭气化有限公司 

19、山西省介休市路鑫煤炭气化有限公司 

20、山西省聚源煤化有限公司 

电力企业 

21、山西天石电力有限公司 

22、山西省河曲县新达投资有限公司 

钢铁企业 

23、山西省河曲振钢铁厂 

24、山西瑞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5、古交岚峰钢铁有限公司 

26、太原市宝晋钢铁有限公司 

27、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8、山西省天工电力发展有限公司 

29、山西省原平溢源钢铁有限公司 

30、山西省太原市阳光园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 

31、山西省太原市鑫源宏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 

32、山西省恒通能源有限公司 

33、山西省太原市润之达石化设备有限公司 

化工企业 

34、山西省原平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35、山西省介休市巨源炭素有限公司 

36、山西省介休市光华化工有限公司 

37、山西省太原石化工贸有限公司 

建材企业 

38、山西省太原浩富经贸有限公司 

39、山西省介休市绵山水泥有限公司 

40、山西省河曲县晋峰水泥厂 

41、山西省华晋涂料有限公司 

42、山西省原平崞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43、山西省太原业臻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44、山西省太原市鼎杰特种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45、阳城县陶瓷厂 

46、太原智海集团水泥公司 

煤炭运销企业 

47、山西省大同煤矿集团煤炭运销忻州原平有限公司 

48、山西省煤炭运销总公司忻州分公司河曲县煤炭经销

公司 

49、山西省介休市煤炭运销公司 

其他 

50、太原市液化石油制品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