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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志工作动态 

新时代煤炭工业文化建设的新成果——祝贺《中国工业史• 

煤炭工业卷》出版 

在举国上下认真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中，煤炭行业传来振奋人心的喜讯：《中国工业史• 

煤炭工业卷》（简称“《煤炭工业卷》”）日前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

社出版。这是新时代煤炭工业文化建设的新成果，是迄今为止中国亦

是世界上第一部纵贯古今的中国煤炭通史、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煤炭史

学专著。 

《中国工业史》是由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牵头组织编纂的大型中

国工业历史丛书，分为综合卷及各工业门类卷共 21卷，纳入“十二五”

国家重点图书规划项目。《煤炭工业卷》是各工业卷的首卷。全书 249.5

万字，按历史分期设四篇，上中下三巨册。前有编撰说明、绪论，后

有大事记、参考文献和后记。资料丰富、体例严谨、结构科学、史论

鲜明、文字朴实，以其独有的特色与格局，自立于中国史学之林！ 

我们的伟大祖国不仅煤炭资源蕴藏丰厚，而且是世界上最早发现、

认识和利用煤炭的国家之一。确凿的证据表明，早在新石器时代，我

国先民就发现了煤炭，认识到其性能，加以初步利用，此后煤炭开采

利用范围扩大。中国古代煤炭地质知识、开采技术和加工利用转化方

式，都一直走在世界前列，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至近

代，在列强大肆劫掠我国煤炭、战争频仍的恶劣环境中，我国民族煤

炭工业仍然曲折向前。煤矿工人成为党的重要阶级基础，为民族解放

作出重大牺牲与贡献。毛泽东同志表扬“他们特别能战斗”。新中国

成立后，广大煤炭职工发扬“特别能战斗”精神，投身于社会主义建

设，保证了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需求。改革开放以来，煤炭工业

得到了长足发展。进入新时代，煤炭行业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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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

略，踔厉奋发，与时俱进，实现了高质量发展，为保证我国发展需求

和能源安全，发挥了主体能源兜底保障作用，功不可没，贡献大焉！ 

数千年来，煤炭工业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煤炭精神、煤炭经验、

煤炭文化。然而遗憾的是，《煤炭工业卷》问世之前，我国仅有煤炭

工业断代史、区域史和部分煤矿史。因而编纂系统、全面的通史，就

成为了全国煤炭人的殷切企盼与呼唤。该书应时而出，对于传承煤炭

文化，赓续煤炭精神，借鉴煤炭智慧与经验，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历

史意义！ 

该书编纂者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

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观察分析繁杂的历史资料；坚持用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处理编写工作的认识问题；坚

持实事求是、求真求实的原则，解决对历史分期和重要事件与人物评

价，以及不同学术意见等问题；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为读者提

供正能量和有益启示。可贵的是，该书不限于对史实的梳理叙述，还

突出了史论的表达。对史实进行解剖分析，力求提炼归纳出具有规律

性的认识与观点。比如，用充分的史实表明煤炭与煤炭工业的重要作

用与地位、煤矿工人的重大奉献与牺牲，概括煤炭工业不同历史阶段

的特点与规律，梳理出新中国 70年煤炭工业的十大成就、煤炭工业发

展的基本经验和贯彻新发展理念需要着力注意的几个问题，从而使行

业外人士了解煤炭工业的真实面貌，厘正一些不正确看法，也激励广

大煤炭职工坚持自信自强，在新时代进一步建功立业。就此而言，《煤

炭工业卷》具有高屋建瓴的气势和“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的格局。 

《煤炭工业卷》是一部严肃的学术性著作。编纂者功底扎实，笔

力甚健。首先是一个“通”字。通史贵在“通”。该书把上下数千年

煤炭历史贯通，各阶段衔接紧密，结构设计符合历史发展的逻辑，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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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纵贯古今，横陈百事，系统性、连贯性较强，脉络清晰，聚数千

年历史于一书，向读者展示了煤炭工业史的全景全貌。其次是资料丰

富详实。在资料的搜集、鉴别、选用上下了大工夫，慎重以对。既吸

收了他人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又发现了许多新资料。所引全部资料，

均在页下注明出处。共参考图书 774部，期刊及论文 217册（篇），

书后附有参考文献检索目录。切实做到了每条必有出处，每事皆有所

本，因而具有可靠性和可信性。再次就是有明确而具体的体例规范，

且严格恪守而不逾矩。注意文字简约朴实，具有可读性。在使用数据、

纪年、称谓、专业术语等时皆按有关规定处理。这些都是复杂繁琐而

耗力的工作。翻阅该书，其学术气氛和历史沧桑感，扑面而至。 

中国矿业大学（简称“矿大”）对于编纂《煤炭工业卷》，出了

大力，立了大功。根据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的部署、中国煤炭工业协

会的安排，《煤炭工业卷》的编纂任务由矿大承担。矿大文化底蕴雄

厚，有高度文化自觉、使命意识和担当精神，有实力、魄力和底气担

此大任。矿大党委统一领导组织编纂工作。前后两任党委书记牵头挂

帅，通盘谋划，精心组织。几次召开编纂工作推进会，及时解决问题。

成立了编辑部，从有关单位抽调人员，充实了编写队伍。制定了编纂

制度和工作规范，建立了资料室和数据库。形成了举全校之力共襄盛

举的工作机制。从主编到撰稿人，发扬矿大人的优良传统和煤炭职工

“特别能战斗”精神，以为煤炭工业书写正史、为矿工树碑立传的使

命感、责任感，投身其中，善终其事。编纂人员均非专职，均是利用

寒暑两假和双休日、节日工作，最后阶段又逢疫情，困难重重。但他

们克难推进，四处奔波查核资料，灯下走笔；对书稿反复讨论，广泛

征求意见，修改润色；认真做好初审、复审、终审工作。费时七年，

《煤炭工业卷》终于出版问世。矿大厥功甚伟，令人感动！ 

该书也是在煤炭行业史志工作成果基础上编纂的。煤炭管理部门、



5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等社团组织、煤炭企事业单位和广大煤矿职工，对

此给予了关注与支持，因而此书亦是煤炭力量、煤炭智慧的结晶。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推进文化自信自强，

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煤炭文化建设任重道远。我们要振奋

精神，脚踏实地，为实现煤炭工业文化新繁荣、促进煤炭工业高质量

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贡献！（吴晓煜） 

▲煤炭史事寻踪 

孙越崎：带领焦作煤矿“越”过“崎”岖坎坷 

历史的长河奔流不息，汹涌的波涛卷起巨澜。翻开焦作煤矿的百

年画卷，每在历史抉择的关头，总伴随着英雄的出现，推动焦作煤矿

历经磨难而长盛不衰。20世纪 30年代，中福公司步履维艰，孙越崎临

危受命，整顿矿务，挽救中福公司于水火之中，创造了焦作煤矿继 1924

年福中总公司大生产之后的第二个“黄金时代”；抗日战争时期，他

力主南迁，携手湘潭巴蜀，合营建矿，奠定了抗战后方燃料基地的坚

实基础，为中国能源工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孙越崎（1893—1995），原名孙毓麒，浙江绍兴人，著名的爱国

主义者、实业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诤友，中国现代能源工

业的创办人和奠基人之一，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称他为“爱

国志士，工矿泰斗”。孙越崎求学期间，得知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

十一条”后，愤然改名为越崎，取意心存救国，务使中国越过崎岖而

达康庄。孙越崎一生抱着科技兴国的理念，艰苦奋斗，为中国煤炭、

石油事业的开发建设和人民革命解放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领导

开发了中国大陆第一个油矿——延长油矿，领导创建了中国第一座较

具规模的石油城——玉门油矿，为祖国的石油工业的飞速发展奠定了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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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在《孙越崎文选》中，孙越

崎总结自己一生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件是抗战初期把中福公司的器材

和人员迁到后方，为抗战作了贡献；第二件是解放前夕作为国民政府

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动员资委会全体人员保护厂矿，为新中国建设贡献

力量。前者是抗战时期全国迁往后方的唯一煤矿；后者是国民政府中

全体投向人民的唯一部级机关。而“中福”成为其人生中最难以磨灭

的记忆…… 

中福两公司联合办事处（简称中福公司）成立后，由于机构庞大、

管理无方、存煤滞销、经营亏损，面临崩溃破产的边缘。1934年，蒋

介石应英商福公司董事长吴德罗夫整顿中福公司矿务的要求，特派国

民政府实业部地质调查所所长兼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长翁文灏为“整

理河南中福矿务专员”，并决定整理期限为二年。翁文灏接到蒋介石

的任命后，立即电召国民政府国防设计委员会陕北油矿勘探处处长孙

越崎速到中福公司实地调查。9月 29日，孙越崎来到焦作，对中福公

司进行了一周的井上井下实地调查后，到北平向翁文灏报告：目前整

理中福公司矿务有两个有利条件，一是井上有大量存煤，冬季即将到

来，正是无烟煤销售的旺季，销路不成问题；二是井下开拓工程过度，

已开出的工作面足够三年回采。翁文灏听了汇报，电复蒋介石到中福

公司就职，并请派孙越崎为中福公司总工程师。如翁文灏不在矿时，

孙越崎代理整理专员，蒋介石复电同意。10月 31日，孙越崎被任命为

中福公司总工程师。11月，翁文灏、孙越崎全面接管中福公司。 

通过一系列的整顿举措，1935年初中福公司开始正常生产，孙越

崎计划在年底达到“四个一百万”，即产煤 100万吨、运输 100万吨、

销售 100万吨、盈利 100万元。要想达到“四个一百万”的目标谈何

容易，但孙越崎就是这样，敢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敢想别人不敢想的

事。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孙越崎对症下药，大刀阔斧进行革新，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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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无烟煤不仅占领了附近一带的煤炭市场，而且夺走了越南鸿基无烟

煤在上海的市场，迅速打开了局面。12月，翁文灏奉蒋介石令调去南

京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孙越崎接任中福公司整理专员。接任后，

孙越崎不遗余力，苦心经营，于 1935年底实现了“四个一百万”的预

定目标。 

1936年，孙越崎再接再厉，使中福公司实现了产运销盈四项指标

接近和突破 150万吨（元），其产量和销售量在全国煤矿中仅次于河

北开滦和山东中兴煤矿，再次跃居全国第三。7月 16日，英国《泰晤

士报》长篇报道了英福公司在伦敦举行的董事会，董事会主席吴德罗

夫向股东们通报：股东们关心的中福煤矿事务已获得稳定发展，总工

程师孙越崎继任整理专员，中福公司财政状况取得实质性改善，煤矿

电气化工程正在实施，煤炭销量、铁路运输量大幅度增加……中福公

司的整顿举措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关注，同时避免了外交争端，改善

了国民政府办好合资企业的形象。 

孙越崎在为期两年的矿务整理中成效显著，深得中原公司和福公

司股东的信任，1937年 1月 22日，中福公司董事会聘请孙越崎任中福

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正当孙越崎领导中福公司大展宏图之际，抗

日战争全面爆发。10月 14日，日军占领安阳，形势异常紧迫。孙越崎

为了不使机器设备遭受破坏，更不愿这些机器设备为日本侵略者所利

用，在征得翁文灏同意后，以他爱矿、爱国、抗战的精神与正直的人

格魅力说服了中原公司董事和福公司代表，得到了第六战区司令长官

公署军法处的支持，举矿南迁。 

1937年 11月，中福公司机关搬迁至湖北汉口。孙越崎率 300余名

管理人员、700余名技术骨干成功转移，4000多吨设备也先后运至汉

口丹水池煤场，并以此为转运点，寻求合作。11月 15日，孙越崎和资

源委员会副秘书长钱昌照分别代表中福公司与资源委员会签订《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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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湘潭谭家山煤矿草合同》，合作开发谭家山煤矿，由翁文灏任董

事长，孙越崎任总经理，原中福公司第一矿厂矿长汤子珍任矿长。为

了早出煤炭支援抗战，谭家山煤矿遵循边勘探边采煤的原则，探矿、

土木工程及机器安装同时进行。经过 10个月的紧张工作，谭家山煤矿

开始以日产煤炭近 400吨的生产能力全力供应抗战所需。 

1938年 3月，在汉口翁文灏家里，孙越崎与四川民生轮船公司总

经理兼天府煤矿董事长卢作孚相遇。两人都是注重实干、不尚空谈的

人，在谈及内迁工厂和川江轮船运输缺乏煤炭等问题时，一拍即合。

当孙越崎提到焦作煤矿的南迁设备堆放在汉口丹水池煤场，没有力量

迁川时，卢作孚闻之提议，由四川民生轮船公司负责将中福公司的设

备运到重庆，合办天府煤矿。孙越崎一听连声说好。经过初步洽谈，

孙越崎即专程赴渝考察。5月，天府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组建完成，并签

订《天府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卢作孚任董事长，孙越崎任总经

理，原中福公司第二矿厂矿长张莘夫任矿长。在孙越崎的指挥下，大

幅度提高了天府煤矿现代管理水平和机械化程度，从而使煤炭产量得

到提升，成为了西南地区首屈一指的大型煤矿。由于其卓越的贡献，

天府煤矿在全国工作竞赛中力拔头筹，获得了国民政府经济部、最高

国防委员会嘉奖。 

在此后两年中，孙越崎又着手在四川合作建设了嘉阳、威远、石

燕 3家煤矿。为便于“统一资金，统一业务，统一行动”，4家煤矿合

组为一家总公司，孙越崎兼任总经理，其账目各自分管，秘书、总务、

材料及勤务员合为一套班子，费用分摊，人员精简，降低成本，提高

效率。4家煤矿的年产量供应了重庆战时需求的一半以上，奠定了后方

工业建设的物质基础，有力地支援了全民抗战。 

孙越崎十分注重人才的培养。由于合作开矿，从焦作带来的技术

工人已满足不了正常生产。一方面，孙越崎派人悄悄返回焦作，冒着



9 

 

危险，瞒过日本人，招聘了数十人到四川，补充这 4家煤矿之需。另

一方面，大力训练培养四川籍工人，技术人员则从重庆大学、西北工

学院、西昌矿业专科学校的毕业生中招聘。经过几年的锻炼，在抗战

胜利以后有不少人转入资源委员会，成为煤业方面的专家。新中国成

立以后，他们为全国各地煤炭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抗战胜利后，孙越崎被国民政府行政院经济部、战时生产局派往

东北，主持接收东北地区的重工业，不再担任中福公司及四矿总经理

职务。他管理中福公司长达 11年，在中福公司的档案中有他调查考察

的办矿规划、报告，也有他签发的文件和亲笔信函，但唯独在各类股

东名册中找不到他的名字。这是他对中国矿产事业的执着，对国家、

民族的拳拳之心，对同行、友人的深情厚谊，也是对自己严格自律的

要求。 

孙越崎用“越过崎岖而达康庄”的爱国、爱企情怀，践行着实业

救国、工业救国的崇高志向。在孙越崎的领导下，中福公司完成了华

丽的蜕变，创造了万里南迁的壮举，成就了湘蜀建矿的业绩，在焦作

煤矿史上留下了光辉壮丽的篇章，奠定了焦作煤矿在中国煤矿发展史

上负重前行、举足轻重的地位。（策划：张嘉林 整理：王泳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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