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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胡心媛

编者按：尽管传统旺季就要到来，但新一期环渤海动力煤价格指数

显示，煤炭价格还在持续回落，收储政策也未达到预期目的。近日，一份

名为《商品煤质量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的文件在煤炭行业掀起

波澜，该文件拟对高硫低卡进口煤设门槛，以减轻国内煤炭企业的压力。

据悉，山西、内蒙古等省份煤炭产能严重过剩，部分煤矿已开始停产

减产。与此同时，今年还有大量进口低价煤源源不断进入南方电厂，令国

内煤炭价格进一步受到冲击。市场交易低

迷，煤炭积压在港口的局面也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连续两年的利润下滑使得部分煤企处于腹背受敌的状态中，煤企能

否安然渡过难关？从曾经的兴盛到如今的黯然，煤炭行业经历了什么？

港口库存高企 煤炭行业心寒

告别黄金10年 中小煤企既竞争又抗争
多年来，由于国内煤炭价格一直高位运行，使得煤炭企业在

电煤谈判中处于强势地位。然而，随着 2012 年 6 月煤炭行情逐渐

跌入冰点，煤电双方的角色开始出现戏剧性变化。曾经是“电找

煤”，如今是“煤找电”，煤炭市场的主导权已由卖方交给买方了。

2012 年之前的 10 年，是煤炭行业快速发展的黄金 10 年，也是

煤炭行业享尽了风光与荣耀的 10 年。无论是产量、勘探量、煤企

数量以及盈利指标，煤炭行业一直都在延续比较高的增速。煤炭

行业对于下游钢铁行业、基建行业的发展也形成了很好的支撑，

在整个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如今，黄金 10 年已经过去，煤炭行业面临着供求关系逆转以

及煤炭产量过剩的问题。2012 年成为行业分水岭，曾经辉煌的

“煤超疯”或许已经变成了历史，眼下关于“煤炭挥别黄金十年”的

论调已经成为行业话题。

目前，很多煤矿产能已经开始完全释放，煤矿储量转变为产

量，煤炭供给量的增加使得煤炭行业的暴利时代一去不复返。

另外，煤炭在传统的工业生产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

随着近年来核能、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的开发和应用，各类工业

生产对煤炭需求逐渐减少。

尽管有专家表示，中国长期以煤炭为主要能源消费方式的格

局不会有实质性改变，煤企的整体实力很大程度上是衡量中国能

源安全、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然而，真正令人忧虑的是，过去 10

年，煤炭企业的发展主要依靠市场需求的扩张，其自身经营管理

能力并没有真正得到很大提升。更为重要的是，到目前为止，很

多企业依然没有做好应对市场较长时期需求不振的准备。

“煤炭行业黄金 10 年已经过去，GDP 高速增长是煤炭行业快

速发展的重要保障，而如今煤炭行业的转型之路会愈发艰难。”冶

金煤行业从业人士陈先生表示，“一方面，煤企自身营收状况不甚

理想，煤价暴跌使煤企多年积累的盈利付之东流，企业能否顺利

挨过‘煤炭寒冬’尚未可知；另一方面，水电企业、风电企业、光伏

企业、天然气公司加入能源市场竞争，都将对煤企造成直接或间

接的负面影响，能源结构调整步伐的加快势必会进一步冷落煤

企，即便是这一过程会来得相对缓慢。”

诚然，各行业都有实力强劲的龙头企业，同时还存在数量较多

的中小企业，龙头企业依托资金、技术、管理、人才、资源等各方面

的优势，在市场竞争中占得先机，生存、发展、获利并非难事。而中

小企业除了面临来自同类企业之间的竞争较量外，还需与龙头企

业进行抗争，生存困境可见一斑。当前的煤炭行业亦是如此。

林伯强告诉记者，从当前煤炭行业的整体结构来看，中小煤

企数目仍然较多，这与中国要建立煤炭基地的初衷相违背。中小

煤企的存在不仅会带来安全隐患、资源浪费、效率低下等诸多问

题，还会影响整个产业的健康发展。为了顺应中国煤炭行业兼并

重组的浪潮，大规模淘汰中小煤企的做法值得肯定，“煤老板”必

须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中小煤矿遍地开花的局面必须改变。唯有

如此，煤炭行业才有“明天”可言。

持续低迷的煤炭市场引发了政府的关注，5 月

初，国家发改委和能源局召开煤炭市场状况调研

会。会上，部分老牌煤炭企业要求限制低卡煤进

口。18 日，某财经数据平台显示，由国家能源局拟

定的《商品煤质量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对

进口煤提出了严苛条件。

这份文件在煤炭行业掀起轩然大波。秦皇岛

海运煤炭市场副总经理李学刚表示，如果这个管理

办法能够最终出台实施，对煤炭市场的影响会很

大，起码会影响到一半数量的进口煤，对于国内低

迷已久的煤价也将构成重大利好。

市场旺季不旺

5 月 15 日，海运煤炭网指数中心发布的环渤海

动力煤价格指数显示，本期 5500 大卡动力煤综合平

均价格报收为 612 元/吨，在经过此前一期短暂走平

之后再度下降，较前一期又下跌 1 元/吨，延续了去

年年底以来的阴跌走势。

长期从事煤炭贸易的某央企销售经理陈先生

告诉《中国贸易报》记者，受经济增长低于预期、关

联行业需求低迷、下游采购信心不足等因素叠加影

响，从 2012 年下半年至今，煤炭价格一直处于持续

下跌的态势。目前，尽管传统旺季就要到来，煤炭

价格还在持续回落。

去年，进口煤炭对国内煤价构成巨大冲击。受

进口煤冲击以及需求萎缩影响，去年和今年一季

度，煤炭上市公司业绩普遍大幅下滑。

从中国煤炭经济研究院的研究数据可以看出，

2012 年，39 家煤炭行业上市公司利润总额为 1318.6

亿元，同比增长-8.5%，较 2011 年同期下降 27.8 个

百分点，创下 5 年来的历史新低。对此，业内人士

认为，随着中国宏观经济趋缓，下游行业对煤炭需

求正在不断减少，特别是钢铁行业已连续几年产能

过剩，对煤炭需求已降到谷底。

“相对煤炭供应而言，煤炭的市场需求增速明

显放缓，整体供需格局已经发生转变。近年来，国

内煤炭投资开采规模持续扩大，以致产能严重过

剩，加上市场需求萎靡，最终导致供过于求。”对于

煤炭价格下滑，厦门大学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

伯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煤价持续下跌除了与

耗煤行业需求不振所导致的供求关系不平衡有关

之外，当前，中国乃至全球经济形势不佳也是不可

忽视的原因之一。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从煤炭市场发展趋势

看，受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国内煤炭需求

仍将保持低速增长、增幅回落。预计在较长时期

内，煤炭市场将持续呈现总量宽松、供大于求的局

面，短期内难以好转。

煤炭大量压港

中国耗煤行业对煤炭需求的下降，从宏观经济

数据中可见端倪。今年一季度，中国 GDP 同比增

长 7.7%，较 2012 年第四季度的 7.9%略有下降。业

内人士普遍认为，该数字未能达到市场预期，显示

出中国经济复苏迹象缓慢。

“国内很多钢铁企业只维持一半左右产能，对

煤炭需求不高，不少钢铁企业还压低煤炭价格，导

致煤炭进口企业不愿意出货，而是维持一个较高的

库存。”陈先生分析认为，由于中国对房地产等行业

进行宏观调控，建材市场不景气。作为钢材生产所

需要的重要能源，煤炭的供应链条自然会受到影

响，煤炭市场也出现了量价齐跌现象。

另外，最近几年，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正在发

生新的变化，煤炭消费量正在逐年下降。2012 年，

中国的天然气、水电、风电、核电四种新能源占到全

部能源消费的比重达 14.5%，提高了 1.5 个百分点。

但是，在当前国内煤炭供应已经明显超额的情

况下，价格更低廉的进口煤却在进一步挤压市场空

间。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 年，

中国全年进口煤炭 2.89 亿吨，同比增长 29.8%。海

关总署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煤

炭进口量达 8000 万吨，保持了 30％以上的增速。

经过近期的采访，记者从国内各大港口获悉，

由于煤炭市场下游需求放缓，沿海各大港口均出现

了不同程度的煤炭压港现象，其中一些港口煤炭积

压量已经接近港口最大堆存能力。

陈先生对记者表示，承担“北煤南运”任务的北

方七大港口——唐山港、黄骅港、天津港、青岛港、日

照港、连云港港、秦皇岛港，都面临着煤炭积压接近

库存极限的问题。

而据记者了解，南方的广州港、宁波港、防城港

等主要煤炭进口港，也都处于煤炭高库存状态。

从 2012 年下半年起，煤炭贸易行情低迷，使得

煤 炭 积 压 在 港 口 的 局 面 已 经 持 续 了 很 长 一 段 时

间。“而且，总体来看，煤炭压港状况可能还会持续

一段时间。”陈先生说。

“煤炭如果长时间堆存在港口，就需要周转和

翻动，否则很容易引发自燃、塌垛等安全生产事

故。”交通运输部水运局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过

高的煤炭库存给港口安全生产带来很大压力。

“祸”起低价进口煤

进口煤是否真的是影响煤价下跌的关键因素？

对此，林伯强和陈先生都表示，进口煤只是短期之内

对煤价下跌有影响，但从长远来看并非如此。

“从中国全年煤炭使用量而言，进口煤所占的

比例非常小，而进口煤也主要是供应南方城市，对

于当前煤价下跌，进口煤只是在短期内有影响。”林

伯强还说，进口低价煤并不是导致煤价下跌的主

因，在之前煤炭业的黄金 10 年里，煤炭的供需已经

开始趋于饱和，加上各方面的因素，煤价下跌似乎

是不可逃避的事实。

不过，长年从事煤炭采购业务的某跨国能源巨

头的销售经理李先生告诉记者：“进口煤对国内煤炭

市场的冲击不容忽视。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对中国

煤炭出口大有增加之势。在经过页岩气革命后，美

国向外输出原油、天然气、煤炭的数量有所增加，这

对于世界能源市场而言并非利好，大宗商品价格大

幅下调的趋势将会持续。中国将成为美国能源输出

的主要受害国，国内煤企的生存环境不容乐观。”

也有业内专家表示，国内煤炭产能的继续释

放、煤炭进口量的持续增加，使得供应能力仍将大

幅提高，但是市场对煤炭需求锐减，造成了煤炭业

旺季不旺的现状。在此情形下，煤企呼吁提高煤炭

进口关税的声音不绝于耳，许多企业都希望能借此

减少进口煤炭对国内企业的冲击。

记者了解到，最初，中国进口煤炭是为了鼓励进

口优质煤，以保护国内资源量较低的优质煤资源。

据相关数据显示，2005 年初，中国将炼焦煤进口关税

暂定税率下调为零，动力煤和无烟煤的进口关税分

别为 6%和 3%；2008 年，中国所有煤炭进口关税暂定

税率下调为零。到 2012 年 1 月 1 日，又取消了褐煤的

进口关税。毫无疑问，国家这一系列减免进口煤关

税的政策，使进口煤炭在国内市场占据了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