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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行业转型

煤炭作为我国的基础能源和重要工业原料，将在

未来一段时期成为中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桥

梁，逐步由基础能源向保障能源、传统能源向清洁能

源转变，为非化石能源的高质量跃升发展提供有力支

撑。面向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要求，煤炭行业需要加快

煤炭产业数字化步伐，加速煤矿智能化建设，有力推

动煤炭行业绿色低碳转型。

数字化是煤炭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支点，也是构

建现代化煤炭经济体系的重要引擎。

与传统制造业加工对象不同，矿山开采时开采地

质体的性质与结构尚不完全明晰，生产过程必须能够

充分预测、预判和预警，因此对智能化的要求很高。

在生产过程中，通过采集、治理、分析、运用现场各

类设备产生的数据，可实现设备智能联动以及安全生

产监测等场景应用。

从发展趋势看，煤矿智能化正向智能系统化、数

计、建设、开采、洗选、运输、利用等环节的全产业

链延伸。过去很多煤矿在做虚拟化，虽然各个系统集

中在一起，但是系统之间依然相互割裂。基于云的数

字平台可将数据和接口标准化，就像是一座智能化的

大型超市。部分大型煤炭生产企业采取两层云的架

构，处于中心位置的集团云，承载公司级生产和安全

监管、全局态势及应急指挥等业务；各个煤矿的边缘

云承载了煤矿和选煤厂生产、监控类业务。

——环球时报 《刘峰：推动传统能源科学转型，

缓解缺电困境》

关注猪肉价格上涨

近日，全国各地猪肉价格普遍涨幅明显。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监测数据显示，2022年10月10日-14

日，全国36个大中城市精瘦肉零售价格周均价比去年

同期上涨超过40%，已到达过度上涨一级预警区间。

专家评论：城乡居民和中国物流采购联合会特约研

究员刘国海表示，猪肉价格上涨，除了市场供给外，还

与市场预期有关。每年中秋、国庆、元旦和春节都是猪

肉需求旺盛期，而生猪市场需求越旺盛，养殖户越是压

栏惜售待机卖更好的价格，形成了“二律背反”效应。

他认为，猪肉价格不具备连续上涨和持续高价的条件。

但不排除特殊情况影响猪肉价格温和上涨，如疫情以及

极端环境等。

IPG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柏文喜指出，近期猪肉价

格上涨主要是恢复性和季节性上涨，同时叠加短期生猪

压栏惜售与饲料成本上升、二次育肥增加、生猪产能高

位回调等因素。猪肉价格近期在国储肉抛售之下应该会

有回落，春节前后季节性上涨也属正常，而春节之后应

该还会回落，并在政策强力调节与较好的产能支持下维

持小幅波动状态以保供稳价。

（摘自海报新闻）

中国农业农村部生猪产业监测预警首席专家王祖力预

计，这轮“猪周期”在明年年内不会结束，具体时间需要

进一步观察。目前投放猪肉储备，会对猪价上涨形成相当

压制。春节前，市场将呈现需求、供应“双增”状态。

（摘自环球时报）

热议欧洲制造业转移

在能源紧缺、电价高企的压力下，欧洲部分制造业

被迫减产、停产，甚至出现向其他地区转移的现象。

专家评论：中信证券研究所副所长明明指出，当

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再起，叠加地缘政治冲突的不确

定性和全球供应链受挫，若欧洲制造业发生转移，则大

概率呈现多元化布局趋势。来自欧盟的潜在产业链转移

虽是机遇，但是对于我国而言，欧洲企业加大对华投资

仍面临市场准入、规则和监管、宏观经济周期等诸多挑

战，我国也需要继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相较于承接

欧洲产业链转移，从产品替代维度抓住相关机遇的可行

性更高。

（摘自金融界）

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戚悦表示，欧洲制

造业特别是高耗能产业受到能源成本冲击，已展现出产

业外迁的意愿与趋势。本次欧洲产业转移直接原因是能

源价格飙升，因此受影响较大的产业也主要是能源密集

型产业，具体来看主要有四大类：一是维生素、三聚氰

胺等有机化工；二是蓄电池、半导体器件、集成电路等

电气设备；三是阀门轴承、发动机、机床等机械设备；

四是汽车及其零部件。与历次转移的多为中低端产业不

同，本次欧洲转移的产业技术密集度更高。

（摘自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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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视角 MACROECONOMIC OBSERVATION 经济论坛

都市圈的空间范围要适度。

字平台化、设备集群化方向发展，并向包括勘察、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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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视角 MACROECONOMIC OBSERVATION 图说四川

“拼经济”搞建设，四川这样干！
2022年以来，四川遭遇多重困难挑战，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较大冲击。为了把进

度赶回来，把损失追回来，四川各界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

图说
四

各地抓紧农业生产，收割晚熟作物，确保颗粒归仓。

新冠肺炎疫情过后

餐饮业有力反弹，

烟火气重回城市。
旅游业有序恢复，各地游客逐渐多了起来。图为西岭雪山景区。

工业企业加班加点，扩大生产满足市场需求。

工程项目建设力度

加大，为项目如期完

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随着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和接续政策

措施落地显效，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快速

修复，2022年三季度，全国汽车产量

增长31.4%，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量持

续成倍增长，三季度增长113.1%，较

二季度加快20.8个百分点。

2022年以来，内蒙古持续强化落实煤

炭保供政策，原煤保供成效显著。前三季

度，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原煤产量8.72

亿吨，同比增长15.6%。为保障四季度供

暖用煤，9月份原煤产量大幅增加，达到

9937.2万吨，同比增长16.3%。

近年来，江西加快发展跨境电商、海

外仓、外贸综合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外

贸规模快速增长。2022年前三季度，江

西外贸总值5032.5亿元，规模已超去年

全年，同比增长44.6%，增速位居中部

第一。

全国 四川

113.1%

44.6%

41.2万吨

64.9%
2022年入夏以来，为最大限度保障用

电需求，绵阳各发电企业开足马力生产，发

电量实现较快增长。前三季度，绵阳规模以

上工业能源电力生产企业累计发电160.7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64.9%。其中火电企业累

计发电10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61.6%。

宏观视角 MACROECONOMIC OBSERVATION 数字快报

2022年以来，天津抢抓RCEP机遇，

新开通多条海上航线，新开海铁联运班列，

不断扩大“一单制”业务规模，建设智慧

港口，实现“车船货”智能精准匹配。前

三季度全市港口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

量实现“双增”，分别增长4.5%和4.7%，

集装箱吞吐量达到1654.99万标准箱，再

创历史同期新高。

8.72亿吨

1654.99
万标准箱

2022年三季度，四川各地农业、气象、

水利等部门联合开展旱情监测预警，加强苗

情管理，调度灌溉用水，确保作物正常生

长，三季度蔬菜总产量同比增加41.2万吨。

其中，甘蓝类、叶菜类、瓜菜类蔬菜产量增

幅分别为10.2%、3.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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