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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近几年来我国煤炭消费总量和各行业煤炭消费数据 , 通过灰色关联度分析了我国煤炭消费总量与各

主要行业煤炭消费量的相关关系。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发展低能耗 、高附加值的高新技术产业 , 大力发展新型服务

业 ,并且提高煤炭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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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aper analysis correlativity between the total coal consumption and the main industry correlated

with coal of our country , according to the data of the total coal consumption and every walk of life correlated
with coal in our country in recent years.On the basis of it , the paper brings forward development of low ener-
gy consumed and high additive value industry , and developing the new service industry rapidly , besides im-
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the coal ut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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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我国的能源结构决定了煤炭在我国经济与社会

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但是 ,长期以来 ,由于缺乏科学

的规划 ,供需失衡的矛盾一直影响着煤炭工业和国

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在新的经济形势下 , 必须保证

组。用高新技术提升建设传统专业 ,把采矿工程专

业办成从事固体(煤 、金属与非金属)矿床开采的“大

采矿”专业 ,在确保公共基础课 、专业基础课和专业

课课时总体平衡的前提下 ,以专业课课程体系改革

为核心 ,根据国家对采矿学科的要求和采矿科技发

展状况 ,按照“宽口径 、厚基础”的“大采矿”模式 ,对

专业课程体系进行整体优化和重组 ,课程中要充分

反映高新技术的应用 。新课程体系既要吸取先进采

矿国家采矿专业课程体系的优点 ,又要结合我国采

矿业的实际情况 ,具有前瞻性和实用性 。

通过教学模式和课程体系改革 ,我们会培养出

基础厚 、专业宽 、实践能力强的复合型人才。

2.5　提高采矿专业大学生的待遇

采矿工程专业的学生绝大部分来自农村 ,经济

条件相对比较差 ,毕业后 ,他们要在艰苦的环境中工

作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 ,所以在上学过

程中 ,国家和学校在学费 、贷款 、奖学金上都应给予

优惠政策 ,这样采矿工程专业的大学生既有学习动

力 ,又有物质保障 ,他们更能发挥最大的潜力 ,为采

矿业发展做好准备 。

3　结论

面对新世纪经济飞速发展 、能源需求紧张 、采矿

工程专业人才短缺的情况 ,我们必须努力提高学生

的学习积极性 ,从思想上提高他们从事艰苦专业工

作 ,为四化做贡献的积极性 ,从心理上增强他们从事

艰苦专业工作的勇气 ,在教学模式上 ,提高他们的工

作能力 ,在政策上给予扶持 。相信 ,我们一定能实现

新世纪采矿工程专业人才素质教育的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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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生产和需求的总体平衡和长期平衡 ,其中做好煤

炭的消费量预测是一个重要方面 ,而灰色系统的关联

分析能够准确预算出各关联因素对于煤炭消费量的影

响程度 ,从而为做好煤炭消费量预测提供保证。

1　灰色关联度数学模型

灰色系统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一种新方法 ,是

我国邓聚龙教授于 1982年创立的一门新兴横断学

科。灰色系统的命名方式来源于控制理论 ,在控制

论中用颜色的深浅表示信息量的多少。如黑色表示

信息全无 ,白色表示信息完全 , 灰色则表示信息不

全。灰色系统即信息不够充分的系统 ,其重要特征

是系统的因素不确定或因素之间不具有确定的关

系。与研究“随机不确定性”的概率统计和研究“认

知不确定性”的模糊数学不同 ,灰色系统理论的研究

对象是“部分信息已知 、部分信息未知”的“小样本” 、

“贫信息”不确定性系统。它通过对“部分已知信息”

的生成 、开发去了解和认识现实世界 ,实现对系统运

行行为和演化规律的正确把握和描述。灰色系统模

型对试验观测数据及其分布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和

限制
[ 1]
。

所谓关联度是指事物之间 ,因素之间关联性的

“量度” 。煤炭消费量与使用煤炭的各相关产业之间

相互关系比较复杂 ,有些关系比较明确 ,有些关系不

明确。这些灰色的因素 ,灰色的关联性的作用很容

易混淆人们的直觉 ,掩盖事物的本质。所以对灰色

系统进行分析研究时 ,首先要解决如何从随机性的

时间序列中 ,找到关联性 ,找到关联性的度量 , 以便

为因素分析 ,预测的精度分析提供依据;为系统决策

提供基础 ,为主要因素的判断指出方法途径
[ 2]
。

1.1　灰色关联度模型

设有输出时间序列:

X 0(1), X0(2),Λ, X0(n)

和 m 个输入时间数列:

X 1(1), X1(2),Λ, X1(n)

X 2(1), X2(2),Λ, X2(n)

　　　……

Xn(1), Xn(2), Λ, Xn(n)

称输出时间数列为参考数列 ,称输入时间数列

为比较数列 。

关联系数由下式计算:

ζi(k)=

min
i

min
k
 X(0)(k)-X(i)(k) +θmax

i
max
k
X(0)(k)-X(i)(k) 

 X(0)(k)-X(i)(k) +θmax
i

max
k
X(0)(k)-X(i)(k) 

(i=1 , 2 ,Λ, m;k =1 ,2 , Λ, n)

式中　θ———关联参数 ,一般取 θ=0.5。

关联度计算如下
[ 3]
:

ri =
1
n ∑

n

k=1

ζi(k)

1.2　灰色关联分析

按灰色关联度分析原则 ,关联度大的时间数列

与参考数列最为接近 ,即是影响参考数列指标最主

要的因素 ,按关联度的大小就可以排出影响参考数

列的比较数列的顺序。

2　全国煤炭消费量灰关联度计算与分析

2.1　各产业煤炭消费与全国煤炭消费量灰关联度

计算

同煤炭消费量相关的产业见表1
[ 4]
,哪个行业或产

业的发展对能源消费的依赖程度要大一些呢?也就是

研究煤炭消费总量与相关产业的关联度问题。

表 1　主要行业煤炭消费量

1990 1995 1999 2000 2001

煤炭消费总量(x0) 105 523 137 676.5 126 365.3 124 537.4 126 211.3

农 、林 、牧 、渔水利业(x1) 2 095.2 1 856.7 1 735.6 1 647.7 1 599.6

工业(x2) 81 090.9 117 570.7 112 757.3 11 730 113 608

建筑业(x3) 437.6 439.8 522.5 536.8 538

交通运输 、仓储及邮电运输业(x4) 2 160.9 1 315.1 1 294.3 1 139.9 1 050.9

批发和零售及贸易餐饮业(x5) 1 058.3 977.4 896.2 814.6 809.9

其他(x6) 1 980.4 1 986.7 751.1 761.2 774.7

生活消费(x7) 16 699.7 13 530.1 8 408.4 1 907.2 1 830.3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3)

以煤炭消费总量作为参考数列 ,相关产业作为比较

数列 , 通过上述方法算得各相关产业同煤炭消费量

之间的关联度如下:

r1=0.426 8　r2=0.954 7　r3=0.423 9

r4=0.426 0　r5=0.424 8　r6=0.425 6

r7=0.44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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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事故的经济学分析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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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结合我国煤炭行业实际和国情 , 用基于经济学和管理学的思想来指导煤矿安全生产 , 对减少和控制煤矿事

故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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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nalyze the fact of colliery trade in China , adopt the idea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o guide the

coal produce safety , it will has an important function towards to reduce and control the colliery accidents.
Key words:strategy;colliery accidents;method

1　我国煤矿事故的总体概况

近几年来 ,我国煤矿事故频发 ,给国家 、企业和

人民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 ,也给党和人民政府形

象带来负面影响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和地区

的稳定 ,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增加了难度。根据国家

2.2　结果分析

由以上计算可知:也就是说 ,从煤炭消费的角度

来看 ,工业对煤炭消费量的影响最大 ,其次是生活消

费 ,批发和零售业 ,贸易餐饮业和交通运输 ,仓储 ,邮

电通讯业 ,影响最小的是生活消费 。如表1所示 ,以

工业和建筑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煤炭消费占总煤炭

消费量的 70%以上 ,而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煤炭消

费占总煤炭消费量还不到 10%,这说明我国的产业

结构还不太合理 。

3　结语

通过对我国各产业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的灰关

联分析可以得出:在煤炭消费方面 ,我们应有紧迫感

和危机感 ,但同时潜力巨大。因此 ,建议当前应做好

以下工作
[ 5]
:

(1)深化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加快

经济结构向能源节约型和集约化的转变 。我国经济

发展已经进入到大规模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 ,这主

要表现为:传统的低附加值 、高能耗 、高污染的工业

产品占总量比重大 ,因而必须对国民经济结构实施

战略性调整 ,大力调整传统产业 ,也就是大幅度降低

能源消耗 ,主要是调整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 ,减

少大量工业污染的根本举措之一 。当前调整和优化

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重点应该是大力发展低能耗 、

高附加值的高新技术产业 ,大力发展新兴生产服务

业和生活服务业 ,积极发展环保产业 ,提高他们在国
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并且要严格控制高能耗产业

的过快发展 ,坚决淘汰能耗 、效率低的工业 。

(2)坚决依靠科技进步降低物耗能耗 ,提高能源

利用效率 。要摆脱经济发展的能源约束 ,最关键的

是依靠科技进步 ,走出粗放型增长的老路 ,走上集约

化发展的轨道 。在近几年中 ,中国的煤炭消费总量

和单位产值能耗经历了迅速增长的阶段 ,可是我们

的单位产值能耗大大高于发达国家的水平 ,因此 ,必

须依靠科技进步 ,提高煤炭利用效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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