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是中国最早开发利用煤炭的

地区之一。荥经县曾家沟、大邑县五龙

战国墓葬中曾分别发掘出八柱形炭精

发笄 2 件和正方形六面体炭精 1 件，

成书于战国末期至西汉初年的《山海

经》有四川煤炭产地的记载。《山海经

·中山经》云：“岷山之首，日女几之

山，其上多石涅”，“又东一百五十里，

日风雨之山，其上多白金，其下多石

涅。”据专家考证，石涅就是煤炭；“女

几之山”在今什邡、大邑县境内，“风雨

之山”在今通江、南江、巴中一带，这些

地方都是煤炭产地。三国时期，蜀相诸

葛亮曾派人在今彭县通济、思文等地

开采煤炭。唐宋时期，四川煤炭开发利

用已相当普遍，并且发展到了一定的

规模——今广元、重庆、彭县等地已用

煤炭烧瓷、煮酒和熬盐，彭县、崇庆等

地开始生产煅炭①；清《嘉川镇志》载：

“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 年)镇有

十里煤场，千吨肥山，百舸争发，暮集

朝散之运煤景象。”

明代，四川商品经济活跃，出现资

本主义萌芽。商品资本的抬头给予煤

炭行业很大的刺激，特别是与燃料密

切相关的陶瓷业、盐业、砖瓦业等手工

业的发展，使四川采煤业的发展有了

较好的社会条件。威远捞草沟、远槽

门、厂湾等地开拓“梅花吊洞”式立井

采煤，用木质辘轳提升到地面，通过河

道运煤到自贡熬盐；泸县等地除烧焦

外，还提取硫磺、煤油。清代，四川成立

矿务局，始有煤炭管理机构。清政府为

控制税收，实行执照制度，煤矿由招商

承办，领取采矿权即能办矿，四川煤炭

开采的范围更大，地域更广。特别是盐

① 煅炭，俗称岚炭，系焦炭之雏形。



业的兴旺为煤炭生产提供了较大市

场，地主、豪绅和资本家在有利可图的

情况下，不断涌入煤炭行业，因而在资

金筹集、经营管理等方面有较大改观，

逐步从零星分散的小煤窑发展成为集

中生产的股份有限公司。煤矿开始改

进生产技术，少数矿井引进外国机器，

使用蒸汽机械排水、提升和黑火药爆

破掘进，利用废弃巷道、木质风包通风

等，但对新技术的消化尚有不少问题，

资金不足而无法购置大量机械设备，

仅能维持一个较低的水平。19 世纪末

至 20世纪初，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侵

入，外国资本集团也伸向了四川的矿

产资源，以英、法等国为首的外国公司

与清政府签订一系列开采四川煤炭的

合约，同时又直接与地方官员、商人，

甚至少数民族上层订立合同，私自开

采四川煤炭。英国人立德乐向清政府

取得江北厅龙王洞等地煤矿开采权，

建立华英合办煤铁股份有限公司，修

筑运煤铁路，除大肆开采龙王洞五窑

六厂煤炭外，又私自扩大矿区，企图违

约开采石牛沟煤炭，延伸 20 余公里。

四川商民、官商激于爱国热情，纷纷兴

办煤矿，其中 1904 年成立的江合煤矿

公司是一家影响较大的企业。在全国

收回利权运动的影响下，江北、巴县人

民展开了收回路矿主权的斗争，江合

煤矿公司收买华英公司所有开矿权及

全部设施，取得了反对帝国主义掠夺

四川矿山开采权的一次重大胜利。

民国时期，四川民族资本主义工

业虽然产生并得到初步发展，但外受

帝国主义压迫，内受封建主义桎梏，前

进的道路障碍重重。1934 年以前，四

川处于军阀混战和割据之下，各系军

阀为巩固地盘、扩充实力的迫切需要，

也在自己的防区内提倡实业，发展经

济，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和金融资本

控制当地民族工业企业，或开办新的

企业。一些官办、商办、官商合办和集

资兴办的煤矿股份有限公司日益增多

和发展，生产规模日益扩大。1937 年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把华东、华

中地区 250 多家工厂迁入四川，煤炭

需求量急增。国民政府颁布《非常时期

煤矿工商管理条例》，规定“经济部为

适应非常时期之需要，将战时必需之

各矿业收归政府办理或由政府投资合

办”。经济部设燃料管理处，对全川煤

炭行业及其产品实行统一管制和统一

分配、统一供应，先后投资开办南桐、

建川煤矿，并帮助天府、三才生、嘉阳、

威远、东林等煤矿扩大生产能力。四川

省政府派遣矿冶技术人员分赴各煤矿

指导，帮助解决矿井排水、通风、运输、

照明等技术上的问题，督促江合、天

府、宝源、燧川、石燕、东林等煤矿增加

产量。矿井开始布置运输大巷和采煤

工作面，提升、运输、通风、排水使用蒸

汽机械，矿工用土电瓶矿灯替代亮油

壶照明，使全省煤炭产量逐年上升，

1946 年达 296 万吨。抗日战争胜利



后，国民政府和入川工厂陆续迁回原

址，煤炭需求量减少，加之通货膨胀，

到 1949 年，全省煤矿倒闭 689 家，煤

炭产量下降为 201 万吨，四川煤炭工

业处于严重的困窘境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

1956 年，西南煤管局接管南桐、东林、

天府、华安、威远、嘉阳、广元、永川、沙

盔岩等煤矿为国营和公私合营煤矿，

对其进行民主改革，废除封建包工把

头制度，按照“管理民主化”和“经营企

业化”的原则建立企业管理制度；组建

西南煤田地质勘探局、重庆煤矿设计

院、重庆煤矿基建局，兴办重庆煤矿学

校、重庆煤矿技工学校；在对旧有煤矿

进行改扩建的同时，投资兴建中粱山、

鱼田堡、曾家山等 13 对矿井；改革开

拓部署巷道布置和开采工艺，添置更

新机电设备，推行直线长壁采煤法，改

进通风方式和通风系统，井下铺设轻

便铁路，用架线电机车运输。各煤矿把

安全工作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建立

安全监察机构和管理制度，经常开展

安全检查，开展群众性的安全生产活

动，投入大量资金，建设安全技措工

程，改善劳动条件，实行劳动保护与保

险，对接触粉尘的职工进行健康检查；

兴建职工住宅、食堂、澡堂、医院、子弟

校、俱乐部、体育活动场所等，丰富职

工业余文化生活；改革职工工资制度，

推行经济核算，实行计划管理，开展合

理化建议和劳动竞赛，调动了广大职

工当家作主人的积极性，推动了煤炭

工业生产、建设的发展。1957 年，四 川

原煤产量达 773 万吨，是 1949 年的 3

倍多。

1958 年，在国民经济“大跃进”的

要求下，四川煤炭工业也出现了迅猛

发展的形势。在“以煤保钢”、“煤炭先

行”的口号指导下，数万人上山挖煤，

采取“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的方

法，矿井简易投产，遍地开花，原煤产

量猛增至 2028 万吨。1960 年，全省各

行各业和人民公社开办的小煤窑达

3．6 万多个，遍布 104 个县区，原煤产

量跃增至 3800 万吨。与此同时，在成

都、德阳、绵阳、西昌等地开工建设矿

井 124 对，另开工改造小煤窑 342 个。

由于盲目追求产量，乱采滥掘，打乱了

矿井正常生产和建设程序，还由于当

时提出的“川东找矿、川西找煤”、“大

破川西无煤论”的错误口号，矿井建成

后因无煤可采报废 11 对，16 个小煤

窑亦改造报废，新建的 256 套电站小

型发电机组有 94 套不能发电，木槽洗

选厂和木轨、铣轨轻便铁路有三分之

二未能投入使用；一些矿井简易投产

后补套工作量很大，长期达不到设计

能力，生产矿井采掘比例失调，省属以

上煤矿 57 对矿井就有 20 对掘进欠帐

28 万米。1962 年，四川原煤产量下降

到 1250 万吨，停、缓建矿 井 80 对，

90 % 的小煤窑关停，煤矿施工队伍由

10．56 万人调整压缩至 2．21 万人。



1964 年，为了保证三线建设的煤

炭需要，四川煤炭工业掀起了大规模

的集中建设。开工建设渡口宝鼎、芙

蓉、松藻和华蓥山南、中、北段矿区，从

全国 9 个省抽调 3 万多职工参加矿区

建设。渡口宝鼎矿区地处崇山峻岭中

的峡谷地带，天气酷热，头上烈日当

空，脚下不毛之地；成昆铁路尚未通

车，大量的建设物资和生活必需品靠

公路远距离运输；住的是牛毛毡棚，吃

的干成菜，生活工作条件十分艰苦。参

加建设的广大职工不畏艰险，勇挑重

担，千方百计克服困难，吃大苦耐大

劳，用 28 天恢复封闭 3 年之久的小宝

鼎煤矿生产，用 105 天建成年产 21 万

吨的龙洞煤矿，创造了煤矿建设史上

的奇迹。芙蓉矿区几对井口同时掘进，

创造了很多快速掘进的全国、全省纪

录。松藻矿区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利

用乱石砌筑“干打垒”房屋的经验在煤

矿建设中获得推广。华蓥山南、中、北

段矿区以中小型结合、小型为主、土法

上马、民兵“大会战”、集中力量“打歼

灭战”的方法建设矿井，加快了矿区建

设步伐。至 1980 年，四川煤炭工业虽

曾遭到“文化大革命”的干扰破坏，但

生产、建设仍取得巨大成就——全省

原煤产量上升至 3898 万吨，共建成矿

井 200 对，规模达 2597 万吨／年，形成

南桐、渡口、芙蓉、天府、松藻、达竹等

骨干矿区，奠定了四川煤炭工业的基

本格局。这一时期，重庆煤炭科研所围

绕生产技术进步，开展瓦斯、粉尘、水、

火等灾害事故的防治和安全仪器、采

煤机械化研究，加强科技情报交流与

咨询。永荣、南桐矿务局和威远煤矿利

用截煤机改制滚筒式采煤机组，工作

面配置可弯曲刮板运输机，使用单体

液压支柱和绞接顶梁支护，落煤、装

煤、运煤实现连续机械化操作；南桐矿

务局创造水力冲孔采煤，为防治煤与

瓦斯突出积累了经验；芙蓉矿务局成

功试验用飞仙关页岩粉碎制浆防灭火

技术，为全国煤矿在缺黄土条件下防

灭火开辟了一条新路；永荣矿务局试

制煤矸石砖和试烧劣质煤、煤矸石发

电获得成功，开创利用煤矸石的新经

验；专用设备器材生产不断开发新产

品，创造了中小模数齿轮、圆环链、三

环链、钒钛锰钢锚链等部优产品。四川

煤矿管理机构逐步完善，不断健全生

产、建设、计划、财务、物资供应、煤炭

运销管理；省属以上煤矿实行路、矿协

作，统一计划调运煤炭销售，取得较好

的经济效益。

1981 年，四川煤炭企业开始由生

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变，注重提高经

济效益。1982 年，遵照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国营工业企业进行全面整顿

的决定》，四川煤矿采取“全面铺开、突

出重点、分类指导、逐个验收”的办法，

分 3 批进行企业整顿，建立以岗位责

任制为中心的各项管理制度。1985 年

以后，四川县属以上国营煤矿逐步实



行矿长负责制，建立以矿长为中心的

行政指挥系统。同时，统配煤矿实行投

入产出总承包经营，省属、地县煤矿实

行多种形式的承包经营，乡镇煤矿实

行集资、集股经营。省属以上煤矿设立

科技发展基金，进一步推动新产品、新

技术的开发研究和技术成果的转让；

大力发展高档普采、综合机械化采煤，

使用综合掘进机组掘进，矿井提升、运

输、排水、通风等辅助生产系统逐步运

用电子自动控制技术；建立瓦斯抽放、

监测和综合防尘系统，改造防灭火灌

浆站等技措工程，提高矿井安全技术

装备和抗灾能力；选煤厂配置洗水闭

路循环系统，实现浮选自动化和计算

机网络化管理。全省陆续建成绿水洞、

石壕、珙泉、斌郎、三汇坝二矿、逢春、

南江煤矿和格里坪、金鸡岩、石板等选

煤厂，完成打通一矿、花山煤矿改扩建

工程。多种经营作为与煤炭生产、建设

同步发展的三个主体之一全面起步，

实行统一规划、统一开发、统一管理。

专用设备器材生产适用市场变化需

要，调整产品结构，研制生产出电动潜

孔钻机、防爆特殊型系列电车、对旋风

轴流式低噪音局扇等新产品。煤矿职

工生活福利标准提高，住宅面积扩大，

单身宿舍、食堂、澡堂实行标准化管

理，文娱活动场所设施更新，医疗保健

制度更趋完善。

1990 年，四川煤炭工业已呈多种

所有制并存的多层次的管理格局，中

国统配煤矿总公司四川公司、四川省

煤炭工业管理局、煤炭部重庆煤炭工

业公司为主要管理部门或经营实体。

全省煤矿生产原煤 6784．58 万吨，居

全国第四位，超过 1949 年产量的 33

倍。其 中 39 个 统配 煤 矿 设 计 能力

1932 万吨／年，实际产量 1812．07 万

吨，占全省产量的 26．71 % ；11 个省属

煤矿设计能力 352 万吨／年，实际产量

332．77 万吨，占 全省产 量的 4．9 % ；

270 个地县煤矿设计能力 1436 万吨／

年，实际产量 1396．31 万吨，占全省产

量的 20．58 % ；10010 个乡镇(集体、个

体)煤矿实际产量 3243．43 万吨，占全

省产量的 47．81 % 。省属以上煤矿拥

有机械化采煤工作面 45 个，采煤机械

化程度 27．69 % ，掘进装载机械化程

度 54．61 % ，回采工作面非木支护占

93．89 % ，安全生产出现 历史最好时

期；44 个单位达到生活福利标准，591

个生活福利点实现生活管理和设施达

标。全省 21 家专用设备器材生产厂生

产 机 电 设 备 15．93 万 台 套、雷 管

4930．6 万发、炸药 1．38 万吨、安全仪

器 1．89 万台套，产品销往 20 多个省

区和 9 个国家。多种经营有冶炼、建

材、化工、建筑、运输、机械、农副业和

商贸服务等 20 多个行业，生产经营网

点 1000 多个，创产值 3．45 亿元，占全

省煤炭工业总产值的 30．75 % 。

在四川煤炭工业漫长的历史进程

中 ．广大煤矿工人和技术人员世代不



缀地辛勤劳作，取得了生产建设的巨

大成就。但最辉煌的成就却是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大道

上创造的。1950～1990 年，四川累计

探明煤炭储量 102．8 亿吨、保有储量

95．6 亿吨，主要分布于华蓥山、南桐、

松藻、川南、广旺、永荣、攀枝花煤田和

乐威、雅荥、龙门山、大巴山、川东、川

东南、盐源含煤区，面积 3232．5 平方

公里，涵盖 120 个县(市)，为煤炭资源

的逐步开发提供了现实依据；累计完

成基本建设投资 45．22 亿元、更新改

造资金 23，98 亿元，建成矿井 329 对、

改扩建矿井 775 对，新增生产能力

4001．5 万吨／年，形成攀枝花、松藻、

芙蓉、天府、广旺、永荣、华蓥山、南桐、

达竹、中梁山十大煤炭生产基地，奠定

了四川煤炭工业持续发展的基础；累

计生产原煤 11．4 亿吨，占全省一次性

能源生产和消费构成的 70 % 以上，对

四川国民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应有贡

献；累计完成煤炭科研项目 326 项，其

中 193 项分获部、省级以上优秀成果

奖，不少项目直接应用于生产环节或

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加快了从手工采

煤到半机械化、机械化、综合机械化采

煤的发展进程，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为

四川煤矿进一步实现装备现代化、生

产集中化、管理规范化创造了有利的

条件。四川煤炭行业已经形成地质勘

探、矿山设计、建设施工、机械制造、加

工利用、多种经营、科研教育和布局合

理、采掘并重、安全生产、全面发展的

现代工业体系，必将对地方经济建设

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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