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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为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煤炭生产建设企业志书，为《兖州煤业股

份有限公司志》第一卷。

二、本志的编纂，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以马列主义、毛

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客观记述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安

全、生产建设的发展，坚持客观性、科学性、思想性、资料性的统一，并突出公

司特色，以充分发挥志书的“存史、资政、教育”功能。

三、本志断限，上限起自1996年，下限断至2005年12月31日。为彰显事

物发展的逻辑性和完整性，部分内容有所上溯或下延。

四、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录体裁，以志为主，图、表、照片随文设附，

并按篇统一编号。

五、本志前冠概述、大事记，中设志十篇，篇下设章、节、目等层次，个别

章节前设无题小序。

六、本志坚持“事以类从"原则，横排门类，纵述史实。大事记采用编年体，

辅以记事本未体。

七、、本志记述采用规范语体文。人物称谓、单位名称用第三人称，人名一

般不加称呼。简化字、标点符号、专业名词、纪年、数字、计量单位，均执行国

家现行统一标准。

八、本志中各类数据，以统计部门公布数据为准，统计部门未做统计的数据，

以公司党委、行政公文或领导正式讲话或主管部门提供数据为准。

九、本志收录人物，坚持“生不立传"原则，仅采用名录、表的形式，收录

本志断限范围内做出重要贡献的或有影响的人物。

十、本志资料来源于集团公司档案中心和有关单位、部门提供的基础资料文

稿及走访调查的资料，经考证核实后入志，志中不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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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概 述

【一)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位于山东省济宁市境内，公司总部位于素

以“孔孟之乡，礼仪之邦”闻名于世的孟子故里一一邹城，辖兖州、
济宁东部两大煤田，煤田总面积44 0．4平方公里，煤炭总储量40．6 3

亿吨。矿区地理位置优越，水陆交通便利。东临日照港、青岛港、连

云港，京沪、京九和陇海铁路在矿区通过，京福、京沪、日东高速公

路和矿区紧邻，公司1 8 0公里的自营铁路网，将公司所属煤矿连为一体，

同周围形成铁路、公路、水路等四通八达的交通运输网，为兖矿煤的

顺利输出创造了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

1 9 96年-2 005年，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从一个普通的煤炭企业成长为全煤、全国乃至在世界范围内都有一定

影响的规范化上市公司，经济实力大幅跃升，综合形象日益扩大，各项工

作全面发展。1 0年间，公司原煤产量累计完成31 784万吨，煤炭销量累

计完成29814万吨，其中出口煤8450万吨，占原煤总产量的26．58％，

公司的经济当量、生产规模、资本运作、经济效益、核心竞争力、产

品质量、市场优势等，连续多年在全行业名列前茅。先后获得国家科

技进步特等奖、全国优秀企业(金马奖)、全国质量管理奖、“中国质量

鼎"、亚太国际质量奖等。1 9 9 8年作为全国1 4个先进企业和单位

之一，受到了国务院的表彰。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公司的经营业绩给予

了高度评价。江泽民肯定和赞扬了公司的产业运营和资本运作相结合

的做法；朱镕基称赞公司是“中国最好的煤矿’’；吴邦国专程到公司

视察，明确提出要公司建成“一个主体(煤炭投资主体)、三个基地(国

家商品煤基地、出口煤基地煤炭深加工基地)”，“在煤炭行业结构调整

中挑大梁"。



(二)

煤炭生产不断创出新水平。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坚持以高产高

效矿井建设为载体，先后实施了“5 34 5’’工程、“5 35 6"工程和“6 6 5 1”

工程，促进了综采技术全面创新，煤炭生产完成了由粗放型向集约型

的成功转轨，主要生产矿井实现了集约化、大规模、低成本生产，公

司煤炭单产、总产量多次刷新行业记录，生产效率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1997年，公司开始实施“5345’’工程。即矿区每年有3个综采队年

产超过300万吨，2个薄煤层炮采队年产超过30万吨，创年产400万吨和

年产500万吨的采煤队。通过深入实施“5345"工程，煤业公司公司采

煤面创水平活动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东滩煤矿综采二队先后以年产

原煤4 1 O．1 8万吨、501．07万吨的成绩刷新全国综采队最高纪录，勇夺

全国综采队第一名。

在完成“5 345"工程的基础上，煤业公司于1999年又启动和实施

了 “5356"工程。即每年保持5个300万吨以上的综采队，工作面单

产水平逐年提高，逐步向一矿一井一面过渡；到2004年，坚持“一矿

一面"，实现5个矿井分别年产6 00万吨以上，确保兖矿效率、效益在

中国煤炭企业第一，厚煤层创世界第一，科技进步保持世界领先水平。

1 999年，东滩矿综采二队年产原煤达到505．79万吨，再次摘取全国第

一名的桂冠，创全国综采单产纪录。2002年，兴隆庄煤矿综采一队、

东滩煤矿综采队突破600万吨大关，创出了国产设备综放单产新记录。

2003年，东滩煤矿综采队单产达到642万吨／年，最高月产达到65．63

万吨／月，据中国煤炭协会公布，这两项指标，分别创造了世界综采放

顶煤工作面年产最高记录和世界月产最高记录。 “5356"工程的实施，

加速了矿井总产量和单产水平的提高，加快了科技创新的速度，使公

司多项经济技术指标保持国内领先地位。

2 004年，煤业公司提出并实施“665 1力工程建设规划。即2 004

年-2008年，矿区实现4个年产600万吨综采队，2个年产30万吨薄

煤层炮采队；实现5个单头煤巷年实进10000米。当年，“6651"工程



重点采煤队全部达标，其中北宿矿采煤二区薄煤层工作面年产6 0．1万

吨，继续保持全国炮采单产新水平。“6651”工程的实施，使矿区煤炭

生产的大型化、集中化、系统化程度明显提高，公司煤炭生产水平不

断登上新台阶。

(三)

安全工作健康稳定发展。10年来，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始终不渝

的把安全工作放到首位，坚持“不安全不生产”的原则，牢固树立“以

人为本”的安全发展观，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切实

把安全工作摆在重中之重的位置，突出防范，加强管理，大力实施“依

法治理”、 “科技兴安"、 “人才强安"、 “文化保安”等战略，不

断强化安全制度建设，不断完善安全管理长效机制，扎实推进安全“双

基“建设，积极构建特色安全文化，实现了安全工作的健康稳定有序

发展，安全工作保持了总体稳定，安全生产指标达到世界发达国家水

平。

安全机制建设规范有序。公司始终坚持以法治企，从抓制度建设

入手，以系列化的制度约束规范职工行为，先后建立健全了一系列安

全生产规章制度，安全管理逐步走上规范化、制度化、精细化的轨道。

明确了各级领导干部的安全责任，严格落实安全包保责任制、安全生

产责任制、安全生产例会制度、值班跟班制度等等，坚持赋予职工“六

项权利"，建立了专职安监队伍和群监员、青年岗、民兵哨、家属协管

会等“横到边、纵到底"的安全监督管理体系，为安全制度的全面执

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安全“双基"建设扎实有效。安全工作坚持抓基础建设和基层建

设，把加强质量标准化建设作为夯实安全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广泛

开展安全生产“双基”建设、质量标准化建设竞赛活动和安全程度评价活

动。每年投入巨额安全技措资金，用于安全技措工程，有效提高了公司的

防灾抗灾能力。以兖州煤业参赛队员为主组成的“中国兖矿队"，参加

了第四届国际矿山救援比赛，在与美国、澳大利亚等1 0个采矿强国的



比赛中，取得了集体项目亚军和团体总分第三名的优异成绩，标志着

公司矿山救援技术跻身于世界一流行列。

安全文化教育活动丰富多彩。公司积极探索加强和改进安全教育

管理的方式方法，安全教育活动和安全文化建设蓬勃开展。公司党政

工团齐抓共管，各级组织找准角度，发挥优势，围绕安全总体目标，

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形成了抓安全的强大合力，促进了安全生产。尤

其在安全文化创建上，取得丰硕成果，形成了“235”四自安全文化、

“兴隆鼎”安全文化、 “1 1 8”安全文化、“3D5F"安全文化、“3+6’’

安全文化、“六六”安全文化、“4S"安全文化等特色各异的安全文化，

有效推进了公司安全工作。

【四)

资本运作战果辉煌。在进入资本市场方面，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积极探索进入国内外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途径。1997年9月，兖州煤业

股份有限公司注册成立，注册资本16．7亿元人民币，股本1 6．7亿股。

经国家体改委批准，兖矿四个特大型经营煤矿及与煤炭经营业务有关

单位的经营性资产注入兖州煤业，为股票发行并上市创造了基本条件。

经过努力，克服了各种困难，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于1 99 8年顺利实

现了纽约、香港、上海三地上市，境内外净筹集资金23亿元人民币。

这是在东南亚金融风暴尚未消除的情况下，第一支在境外发行成功的

中国股票，也是中国煤炭企业在境外发行的第一支股票。在取得股票

发行上市成功后，公司又集中精力抓了上市公司的规范运作，加深了

投资者对兖州煤业的认识，进一步增强了投资信心，塑造了兖州煤业

在国际资本市场的良好形象。2000年9fq增发10000万A股，2001年3月，

又完成了H股的增发工作。同时，公司参股申能股份，经营业绩突出，

现金收益率达到14．82％，总投资收益率达到31．84％，成为公司资本运

营的又一大亮点。

战略资源开发成效显著。2003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吴邦国视察

兖矿，对兖矿提出了建设中国最大的出口煤基地、洁净煤生产基地以



及煤电路港航一体化、具有强大国际竞争力企业集团的要求。兖州煤

业通过走出去，引进来，采取收购兼并、资源开发、股权置换、拓展

海外业务等多种形式，加快资本运作速度，进行战略资源开发，做强

做大兖州煤业。 “十五”期间，兖州煤业“走出去"战略迈出重要步

伐。在国内，先后投资建设了兖煤菏泽能化公司，并控股开发巨野煤田

的赵楼、万福煤矿；建立了山西能化公司，并承担改扩建山西和顺地区

天池煤矿；在陕西设立了榆林能化公司，并负责建设陕西榆林地区煤田

及煤炭深加工项目。2004年，公司迈出国际收购第一步，1 0月份与澳大

利亚南田煤矿有限公司的资产接管人、清算代理人签署了《南田煤矿

资产销售协议》，收购南田煤矿有限公司下属南田煤矿的所有资产，1 2

月顺利完成了境外并购，即南田煤矿的资产交割，南田煤矿更名为澳

思达煤矿。该项目是中国采矿业进入发达国家的第一个煤矿项目，兖

州煤业由此成为中国第一家成功独资收购并经营境外煤矿的中国煤炭

企业。

截至2005年，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先后5次融资发行股票，5

次收购相关资产，共计融资58亿元，为公司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提供

了强有力的资金保证，也为我国国有企业建立资本运营体系树立了时

代楷模。

(五)

品牌形象大幅提升。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煤炭生产、

洗选加工、煤炭铁路运输和销售。公司煤炭资源丰富、煤炭质量优良，

煤炭品种为优质动力煤和炼焦配煤，其主要优点是“三高、三低’’，

即低灰、低硫、低磷，高热量、高挥发分、高灰熔点，是国内少有的

优质“绿色环保"洁净煤。10年来，公司把打造“兖矿煤”和“兖州煤

业"品牌作为战略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采取多种行之有效的措施，

不断打造企业形象，不断提升品牌价值。在注册了“兖矿煤’’产品品

牌后，于1996年又注册了“兖州煤业"的企业品牌，从此，“兖矿煤”

和“兖州煤业"品牌成为了企业产品进入煤炭市场的“护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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