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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煤炭资源丰富，含煤地层分布较广。在46万平方公里范围内，有

12个沉积盆地，面积近10万平方公里。预测储量达300多亿吨。全省78个市

县中，已有45个市、县发现煤层赋存。含煤面积2万平方公里左右。截至1985

年累计探明储量125．9亿吨，其中：中央直属煤矿(以下简称中直煤矿)89．9

亿吨，地方煤矿16．2亿吨，其它煤田19．8亿吨。按各煤田所处部位，主要有

东部的鸡西、七台河、双鸭山、鹤岗和三江平原等区，西部的大兴安岭东坡，中

部的尚志、延寿、木兰、巴彦、依兰等地，北部的瑷珲、孙吴、逊克、嘉荫等

地。煤质优良，煤炭品种牌号齐全，有气煤、肥煤、焦煤、瘦煤、贫煤、无烟

煤、长焰煤、褐煤。其中焦煤和配焦煤占一半以上。

据史料记载，早在公元前206年至589年间，陕西、河南、辽宁等地已开

采并利用煤炭。黑龙江省由于实行清廷的禁矿政策直到清朝光绪初年，丰富的

煤炭资源，仍未获开采。

1895年中日战争结束后，一些有识之士，纷纷呼吁解除矿禁。1896年(光

绪二十二年)3月黑龙江将军恩泽上奏：“体察本省情形，非荒务、矿务办有成

效、不足裕度而规久远。"在上下一片呼声中，清廷不得不舍弃禁矿政策，而鼓

励开发煤矿。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瑷珲县筹办阿林别拉沟煤矿。因沙俄入

侵，此矿未得正式开采。同年铁骊县试办金怀马煤场亦未获成功。1 902年俄国

人开办扎赉诺尔煤矿。1904年(光绪三十年)官府开办金怀马煤场。这是黑龙

江省最早的煤矿。 ．

黑龙江省煤矿开发虽晚，但发展迅速。自1902年至1949年．经历47年，

原煤产量年达459．9万吨。新中国成立后，煤炭生产发展更快。1949年至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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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6年时间，黑龙江省建成了以中直煤矿为骨干，省、地、县、社和个体多

层次并存，大、中、小相结合的煤炭工业体系，成为国家重要的煤炭生产基地

之一。1985年原煤产量达6 246万吨，占全国煤产量的7．2％。在全国27个产

煤省、市中占第三位，居东北三省之首。其中：中直有鹤岗、鸡西、双鸭山、七

台河4个矿务局。所属煤矿33个。1985年原煤产量达4 299万吨，约占全国统

配煤矿总产量的lO％，居第二位。全国有1 1个年产千万吨以上的矿务局，黑龙

江省占两个。
。

．地方煤矿有省营煤矿9处、市县煤矿32处、企事业办矿75处、城镇集体

煤矿990处、农村集体和个体煤矿1 665处。1985年原煤产量达到1 962万吨，

占全国地方煤矿总产量的4．2％，居第五位。

1949--1985年间，黑龙江省煤矿共生产原煤92 618．7万吨。除供应本省工

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所需之煤炭外，还调出大量煤炭支援外省和出口。1953--1985

年总共调出煤炭18 440．1万吨，其中出口煤炭4 798万吨。平均每年调出煤炭

559万吨。1985年净调出数，居全国第三位。

1985年全省煤炭工业总产值达18．3亿元(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其

中：中直煤矿12．7亿元，地方煤矿5．6亿元。职工队伍总数为371 134人，其

中地方煤矿40 361人。井下工人145 829人，其中：中直煤矿130 263人，地方

煤矿15 566人。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17 636人，其中：中直煤矿16 184人、地

方煤矿1 452人。

黑龙江省煤矿发展，经历了以下历史阶段；

一、清末民初时期，煤矿在维护矿权中兴起

帝国主义对黑龙江省之煤炭资源垂涎已久，禁矿政策解除后，纷纷以充足

之资本和熟练之技术来黑龙江申请办矿。首先取得矿业开采权的是沙俄。1901

年(光绪二十七年)7月14日，吉林将军长顺与中东铁路公司全权代表达聂尔

签订《改订吉林开采煤斤合同》。其中规定：采看煤苗，开挖煤斤，中东铁路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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