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部分澳大利亚动力煤、炼焦煤供货商

已经暂停向中国进口商报价。”日前，一家

大型煤炭贸易商透露，日本强震发生以后，

能源进口需求的膨胀，可能会波及中国煤

炭进口。“货源紧张的背景下，澳大利亚供

应商会优先考虑日本、韩国这类长期协议

客户的需求。”该人士说，中国进口商灵活

的现货交易模式，对价格变化敏感，在当下

很难争取到货源。

据了解，数家大型进口商近期煤炭进

口已基本停滞。以焦煤为例，考虑到运费

及税率等因素，贸易商进口澳大利亚焦煤，

要比采购差不多品质的山西焦煤，每吨贵

500 元。

进口煤炭紧张

煤炭独立分析师舒大枫认为，日本近

期会加大对海外煤炭的采购力度，煤炭到

货时间可能视港口作业恢复情况确定，但

预计现货采购的进口意向会在近期达成。

他说，已有消息指出，日本开始向海外寻求

更多的天然气和煤炭进口。

“ 国 际 煤 价 的 继 续 上 涨 似 乎 难 以 避

免。”中商流通生产力煤炭分析师李廷说，

日澳动力煤谈判虽然预计会因为日本地震

略有推迟，但综合目前市场的预期，新年度

的定价可能在 120 美元/吨以上。

广东省政府某官员认为，日澳谈判一

旦确定全球煤价上涨的基调，中国未来三

个季度煤炭进口势必受到冲击，这可能意

味着 6 月至 8 月的用煤高峰时期，沿海省份

将面临阶段性、结构性的电煤紧张。

以广东省为例，广东 2010 年 1.5 亿吨

的耗煤量中，有 20%左右来自于进口煤的

支撑。舒大枫也说，简单估算下来，中国沿

海七省市每年的煤炭消费量为大约 8 亿吨

左右，以 1.6 亿吨的进口量计算，进口煤占

这些省份煤炭消耗量的约 20%。

进口的缩减，意味着需要国内煤来填

补这一缺口。舒大枫说，按照当前的价格

走势，中国今年的进口煤数量可能缩减到

1 亿吨左右，这也意味着东南沿海各省将

需 要 从 山 西、内 蒙 古 等 产 煤 省 多 调 运 出

6000 万吨至 8000 万吨的煤。

首批储备500万吨

就在国际煤炭走势不明之际，国家煤

炭应急储备方案日前经国务院批准通过。

据悉，2011 年第一批国家煤炭应急储备计

划为 500 万吨。

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

部主任钱平凡认为，这个量太小，无法达到

煤炭应急储备平抑价格的目的。“收储量应

指向 1 亿吨。”钱平凡表示。

“启动煤炭应急储备，是为了应对将来

可能出现的煤炭紧缺，通过国家层面进行

收储达到平抑煤价目的。”钱平凡表示，煤

炭的需求有淡旺季之分，可借助淡季来储

煤，到旺季再销出去，这样既可满足市场需

求，又可避免煤价大波动。

钱平凡认为，中国的煤炭交易将由煤

炭储配网络和煤炭交易网络来完成，应该

建立国家、区域、地方三级煤炭资源战略

储 备 机 制，同 时 建 立 相 应 的 交 易 网 络 体

系。在煤炭产区、港口和煤炭消费用地所

建设的煤炭储配基地，将是中国进行煤炭

应急储备的主要场地，通过储备库起到调

节价格的作用。而在各地储配基地的基

础上建立起来的交易中心，将起到发现价

格的作用。

日本强震改变世界煤炭格局

“日本大地震之后的建设，会给日本一直

萎靡不振的经济带来振兴，或许会使日本经

济‘因祸得福’。”国际煤炭资深专家、北京长

贸咨询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黄腾表示，“日本

强震会改变世界煤炭交易市场的供求关系以

及交易价格。”

黄腾认为，大地震和海啸在几分钟内

摧毁了日本东北地区的许多工业、农业、渔

业、民生等方面的硬件设施，在极短时期内

给日本经济造成极为严重的打击：日本的

能源、资源消费会受到设施不全的制约，从

而客观上减少原油、煤炭、铁矿石等的进口

数量，使国际市场的供应出现一定宽松局

面，某种程度上也会遏制国际市场原料、燃

料价格近期迅猛上涨的势头。

黄腾预测说：“在这种情况下，受日本不

可抗力因素的影响，国际煤炭贸易市场的价

格在近期将会有一个迅速下跌的过程。”

黄腾分析认为，尽管大地震与海啸使日

本遭受重创，但从日本综合国力、劳动力素

质、科技软件等方面来看，日本经济仍保持着

强大的再生与更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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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葡萄酒巨头

垂涎中国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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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 师 傅 方 便 面 半 年 内 三 次 调 价 ，联

合 利 华 、宝 洁 等 日 化 企 业 传 出 酝 酿 集 体

涨 价 …… 因 原 材 料 及 劳 动 力 价 格 上 涨 等

因素，近日，多家企业纷纷酝酿上调终端

产 品 价 格 ，在 消 费 者 中 间 引 起 较 大 反

响 。 有 关 分 析 人 士 指 出 ，尽 管 产 品 涨 价

带来较大争议，但是，企业因原材料及劳

动力价格上涨导致成本压力增大却是毋

庸 置 疑 的 。 目 前 ，尤 应 引 起 关 注 的 是 国

际因素对中国通胀形势的影响。受美国

量 化 宽 松 政 策 、日 本 地 震 及 利 比 亚 局 势

动荡的影响，未来，中国输入型通胀恐会

进一步加剧。

联合利华大中华区副总裁曾锡文说，

其日用化学产品价格上调的理由是“上游

原材料石化产品、植物油、无机化工产品等

价格近期平均上涨了 40%左右，直接带动日

化用品成本增加约 20%，因此，日化用品终

端销售价格上调压力较大。”康师傅公司发

布的公告亦表示，面粉、棕榈油等各项原料

价格持续上升，对利润产生压力，是调价的

一个重要原因。

从今年前两月的数据来看，中国的通

胀形势依然严峻。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

显示，2 月份 PPI 同比上涨 7.2%，创 2008 年

10 月份以来的新高。持续走高的大宗商品

价格，尤其是国际油价的快速上行是重要

推手。由于 PPI 向 CPI 传导效应强烈，未来

通胀压力明显。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 (博客)

认为，地震诱发的日本电子企业和汽车企

业停产，可能令中国过去价格长期下跌的

交通和电子产品，价格出现止跌反弹，从而

令短期通胀形势更为复杂。

而油价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更是不言

而喻。目前，中东动荡局势持续，投资者担

忧情绪不减，为油价上涨提供了动力。针

对油价未来走势，市场普遍认为存在较多

的不确定性。

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说，目

前中国的通胀形势可谓“内忧外患”，国内

劳动力价格高涨，干旱天气对食品价格预

期推波助澜，国际上大宗商品价格迭创新

高。在此背景下，国际油价在未来几个月

内冲高将会对通胀形势起到“火上浇油”的

作用。上月，受国际油价上涨影响，国家发

改委已宣布上调汽、柴油价格，汽油价格升

幅约为 4.5%，柴油价格升幅约为 5.0%。据

兴业银行测算，此次油价上调效应在工业

生产中完全传导、释放后，将带动 PPI 环比

上升约 0.3 个百分点，带动 CPI 环比上升约

0.2 个百分点。

据此，高善文推断，目前不排除劳动力

周期、食品周期和以原油代表的大宗商品

周期形成共振的可能，将中国的 CPI 在今

年年中推升到 6%甚至更高的水平，加剧通

胀风险。

多家企业酝酿涨价 输入型通胀恐会加剧

“我的创业历程就是一个

不断平衡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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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亚危局

谁为中企海外损失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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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会展业

结构调整声声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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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推广的专业媒体平台

主管主办：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CCPIT） 11A23（总第3810期） 2011年3月29日 星期二 周四刊 今日十六版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15 国外代号：D1110 邮发代号：1－79 中国贸易新闻网：www.chinatradenews.com.cn

■ 杨 子

本期关注

经贸看台

新闻速递

截稿新闻

本报驻沙特特约记者 张瑛平 摄影报道

意大利打造

欧洲首选国际会议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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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价走势扑朔迷离 中国启动储备程序
■ 本报记者 静 安

前2月工业企业
利润同比增34%

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消息称，1

月至 2 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

现利润 6455 亿元，同比增长 34.3%，绝

大多数行业利润呈现增长。从企业类

型来看，私营企业实现利润 1626 亿元，

同比增长49.7%，增幅最快。

多城市调控目标挂钩GDP
被指助推房价上涨预期

据公开披露的信息，截至 3 月 27

日，仅有近 40 个城市公布了房价调控

目标，且其中多数城市的房价调控目

标与当地 GDP 增速或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涨幅挂钩，因此被认为是在强

化房价上涨预期。

（本报综合报道）

日前，2011吉达经济论坛在沙特第二大城市吉达成功举行。此次论

坛主题为“二十一世纪的转变：经济全球化之影响”。来自中国、美国、英国、

俄罗斯、新加坡等多个国家的政商界精英和专家学者与参会的2000多名沙

特政商界人士一道，共同讨论了“全球和地区经济发展趋势”、“公私营部门

合作及科技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未来对伊斯兰金融服务的需求”、“年轻一

代对未来发展的重要作用”等一系列话题。

吉达经济论坛由吉达商工会主办，迄今为止成功举办了11届，已发展

成为沙特最主要的政经活动之一，在中东地区具有一定影响力。土耳其总

理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作为贵宾出席了论坛开幕式并致辞，表示愿意

积极增进土耳其和沙特之间全面的政治和经济关系。

上图为土耳其总理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在论坛上致辞

本报讯 随着全球经济复苏趋势不断

增强，中国并购市场也日趋活跃，特别是

国内企业整合的意愿大幅上升。汤森路

透的最新统计显示，今年第一季度，中国

企业的总并购金额排名全球第三，仅次于

美国和英国。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中国的并购交

易已超过同期的历史最高水平，并购总金

额达 422 亿美元，交易宗数达到 769 宗。在

国内企业之间进行的并购活动总计 159 亿

美元，占中国总并购交易金额的 38%和并

购总数量的 67%。

从 亚 洲 来 看，中 国 第 一 季 度 的 总 并

购 金 额 占 亚 太 地 区 的 33% ，高 于 去 年 的

28% 。中国并购总金额占全球的份额为

6%，次于美国的 58%和英国的 13%。

从行业来看，材料行业是中国第一季

度并购活动最活跃的产业，并购总金额达

101 亿美元，较去年增长 18%。其次为金融

行业，并购总金额达 76 亿美元，但较去年

下降 20%。能源与电力与去年持平，并购

总金额达 68 亿美元。

在股权融资 市场，中国市场第一季

度 的 表 现 也 相 当 抢 眼 。 第 一 季 度 中 国

资 本 市 场 所 筹 资 的 股 权 资 本 在 全 球 排

名第二。 （刘 方）

中国企业并购额首季全球第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