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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贸易报 CHINA TRADE NEWSN2 煤 炭

煤化工产业走向何方
“十二五”期间建设的大型煤化工项目超过100个，经初步测算，总投资超2万亿元

热点透视

本报讯 创 建 于 2006 年 的 中 国 煤

炭价格指数，7 月起向社会公开发布。

指数信息分析称，近日来气温上升，空

调负荷将不断加大，这有益于缓解动力

煤跌势，但由于水电出力较好，火电厂

煤炭需求很难明显改善，加上目前各环

节存煤高企状况，动力煤价格仍将延续

跌势。钢铁、焦炭行业的低迷局面将继

续抑制炼焦煤需求增长，加上进口煤冲

击，炼 焦 煤 市 场 仍 将 维 持 供 过 于 求 态

势，炼焦煤价格可能继续下跌；尽管尿

素市场有所好转，但企业生产情况暂无

明显变化，在出口预期悲观情况下，块

煤需求增长乏力，块煤价格可能仍有下

跌空间。

中国煤炭价格指数由中国煤炭工业

协会和中国煤炭运销协会编制发布，以

2006 年 1 月 1 日为基期（100 点），每周作

为一个基本采价周期和发布周期，今后

将在每周五编制、每周一发布。

（鲍 丹）

中国煤炭价格指数发布 ■ 顾 鑫

■ 史建磊

山西煤矿安全“达标”
最高可获奖100万元

本报讯 煤 炭 大 省 山 西 近 日 出 台

“煤矿安全质量新标准”，并出台达标奖

惩机制：达标者可获得 50 万元至 100 万

元的奖励，不达标者不但将被责令停产

整顿，而且最高可被处以 200 万元罚款。

山西省此次出台的煤矿安全质量新

标准，将考核专业从 8 个扩展到 11 个，且

首次纳入了与安全生产紧密相关的信息

调度、应急救援和职业健康等 3 个专业，

同时还将安全教育培训、劳动用工、环境

保护等纳入安全管理、地面设施专业，实

现了安全质量标准从井下到地面。再到

职业卫生健康等内容的拓展。

“新规”标准更高，要求更细，可操

作性更强。如：采煤专业按照采煤工艺

分为 8 种采煤专业标准，比国家明确提

出的 3 种方式多出了 5 种，并细化了每

一种采煤工艺标准；“一通三防”专业标

准按照煤矿井型大小，对不同规模的大

中型矿井的机构设置中人数数量提出

了不同要求；掘进专业标准按照不同支

护形式，制定了 6 种巷道支护工程质量

考核标准。

为加快推进煤矿标准化建设，山西

省还出台了配套的达标奖惩机制：对年

度内达到安全质量标准化三级以上的

矿井进行命名表彰，对达到一级标准化

的矿井，加大奖励力度，奖励额度为 50

万元至 100 万元。同时，对在年度考核

评级中未达到规划等级目标的矿井给

予 通 报 批 评；达 不 到 标 准 化 三 级 的 矿

井，责令停产整顿、限期达标；达不到三

级且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矿井，责令停

产 整 顿 、限 期 达 标 ，并 处 以 50 万 元 至

200 万元的罚款。 （叶 健）

供需失衡“煤荒”变“煤慌”

环渤海动力煤价格连跌十周

海运煤炭网发布的数据显示，环渤海动

力煤价格指数出现连续第十周下降，累计跌

幅高达 111%。目前业内对于后市煤炭价格

依然看空，不过国际市场煤炭价格在经历了

大幅下跌之后最近却出现了明显的反弹。

海运煤炭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环渤

海动力煤价格指数最新报 676 元/吨，当周

下跌 26 元/吨，跌幅为 3.7%。这已经是该数

据连续第十周下降，累计跌幅高达 111%。

对于后市，业内依然非常不乐观。

卓创煤炭分析师刘冬娜介绍，煤炭市场

从上游到下游的日子都非常不好过。对煤

炭企业来说，近期价格大幅下滑导致主体角

色发生转变，但煤企仍未做好充足的准备。

由于下游需求极度疲软，坑口价从试探性下

调演变成快速下行。主要产煤省的大部分

中小型煤企选择限产和停产，然而暂时来看

这一做法难挽大局；一些大型煤企近期亦有

减产意愿，然而能否实施仍待考证。

资金紧张则使得贸易商选择“割肉”，暂

时退出市场，正常经营的煤场也是谨慎操

作，进货量和库存保持低位，与此同时，不断

寻找低价货源。

作为中端消费者，近期煤炭价格的持续

下调使得下游电厂观望情绪更加浓厚，多数

预期煤价目前远未探底。

不过与此同时，国际煤炭价格在经历了

前期的下跌之后，近日却出现反弹行情，数

据显示，澳大利亚纽卡斯尔港、南非理查德

港动力煤价格出现明显反弹，反弹幅度在

4%~5%之间。

对此，中宇资讯煤炭分析师关大利表

示，国际市场煤炭价格的上涨可能与国际油

价最近的反弹有关，但也难以确定就要出现

反转行情。此外，目前中国的煤炭进口量与

国内煤炭消费量相比非常有限，国际市场煤

炭价格反弹难以带动国内市场，对后市煤炭

价格依然不乐观。

■ 缪传俊

市场观察

本报讯 河北省发改委透露，中国

最大煤炭现货电子交易平台——秦皇

岛煤炭交易平台已正式上线运行。

河北省秦皇岛拥有中国最大的输

煤港口——秦皇岛港，是北煤南运的重

要通道。秦皇岛煤炭交易平台是在秦

皇岛海运煤炭交易市场的基础上升级

改造而成的，由四大板块构成，即煤炭

现货交易平台、产运需衔接平台、网络

融资平台和海运煤炭运价指数。

河北省内环京津，外环渤海，连接

三北，既是大宗商品的生产大省，又是

大 宗 商 品 的 消 费 大 省 和 过 境 物 流 大

省。近年来，河北省十分重视钢铁、煤

炭、矿石等大宗商品物流的发展，并将

培育钢铁、煤炭、矿石等大宗商品交易

平台作为推进物流现代化、优化现代产

业结构的重要抓手。秦皇岛煤炭交易

平台的上线运行，标志着河北省在发展

现代物流和高端物流方面跃上了一个

新的台阶，在发展大宗商品电子交易方

面具有里程碑意义。 （张 涛）

我国最大煤炭现货电子
交易平台开通

在夏季供电与冬季供暖高峰，“煤超疯”

常会如约而至，但今夏煤炭市场跌跌不休，

销路堵塞，在传统的需求旺季，“煤荒”却变

“煤慌”。2011 年夏季，“煤荒”席卷东北、华

东、华南、西南等地区，缺煤使得煤炭价格一

路高歌，超过以往任何年份。高价煤、低质

煤，使发电成本大大增加，有些发电厂甚至

出现发电越多、亏损越多的局面，发电厂的

生产积极性大受打击，也刺激夏季长三角的

“电荒”演变成全年“电荒”，并从南方蔓延到

全国。

但煤炭供需失衡局面，今年明显发生逆

转，严重供过于求。卓创资讯提供的数据显

示，今年 1-5 月我国原煤产量累计 158831

万吨，同比增长 7%。国有重点煤企 1-5 月

原煤产量为 84364 万吨，同比增长 5.9%。全

国原煤产量呈现递增趋势。海关数据显示：

5 月 中 国 进 口 煤 炭 2617 万 吨 ，同 比 增 长

62.3% ；1-5 月 进 口 11273 万 吨 ，同 比 增 长

67.8%。

在经济走势趋缓的背景下，电力、水泥、

钢铁等行业景气度明显下滑，整体用电量明

显减少，加之南方雨水充沛、水电出力增加，

传导至煤炭供应链各环节，造成库存积压，

煤炭销路难寻。截至 5 月末，煤炭企业库存

为 6223 万吨，比上月末库存增加 450 万吨，

增长 7.8%，同比增加 1431 万吨，增长 29.9%；

比年初库存 5380 万吨增加 843 万吨。

供需失衡的局面，带来了罕见的买方

市场，导致国内各大港口煤垛积压如山，设

计堆存能力为 1018 万吨的秦皇岛港，在 6

月份最高峰时堆了 946 万吨煤炭，创下了

历史最高纪录。而且随着销路不畅，煤价

也是跌跌不休，秦皇岛煤炭网数据显示，最

新 一 期 5500 大 卡 动 力 煤 综 合 平 均 价 格 报

收 676 元/吨，经 过 连 续 十 周 下 降，累 计 回

落了 111 元/吨。

虽然价格降幅没有 2008 年那么厉害，

但 4 月末开始走软，并绵延至今的煤炭市

场，降价持续时间长，煤企的经营状况相比

2008 年也面临更多的困难和打击。曾经的

“煤荒”也由此演变为“煤慌”。

由于煤炭价格出现一定程度下降，煤炭

行业利润增速呈现明显回落态势。2 月—5

月，煤炭行业利润增速分别为 18.8%、13.6%、

7.9%、3.2%,煤炭行业利润增速放缓导致对

全省工业利润带动作用下降。

在利润增速下降的同时，销路也成为

难题，昔日“有女不愁嫁”的山西煤老板，在

传统的销售旺季却迎来严峻考验。“以前煤

炭遭疯抢，现在求人来买煤”，“业务员基本

都放出去找客户”，“订单违约增多，客户压

价幅度太大”等，成为很多煤企近期的真实

写照。

国家能源局有关人士日前公开表示，煤

炭深加工产业发展政策将于近期发布。这

一关乎煤化工产业走向的政策到底会如何

定调，业内人士预期可能会比目前有所放

松，至少是在煤炭资源丰富的地区会结构性

放松。

实际上，大量的煤化工项目正等待上

马，企业人士呼吁政策放松由来已久。可

是，由于技术水平仍有待进一步提高，有的

企业为规避风险，宁可放弃走高端路线，在

产能严重过剩的领域中厮杀。

分析人士认为，当前大规模上马煤化工

项目的条件依然不具备，除了技术突破，还

有自然环境、水资源、公众接受等多方面约

束。企业应当静下心来提升内功，不要把

20 年内做的事情压缩到 5 年以内。

产业政策或发生变化

在日前举行的一个行业会议上，中国工

程院副院长谢克昌院士在发言中建议对新

型煤化工的规模做一定的上调，现有规划的

数量比较小。

据介绍，这一建议将体现在不久以后将

要发布的《中国煤炭清洁高效可持续开发利

用战略研究》中。业内人士认为，当前政府

有关部门对煤化工项目的审批比较谨慎，这

一建议一旦落实，将意味着煤化工产业政策

发生重大变化。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煤化工专

业委员会秘书长胡迁林表示，由于政策态

度比较谨慎，很多煤化工项目迟迟得不到

批复。企业的热情之所以那么大，就是因

为有利可图。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政策的扶

持，煤化工产业的发展到了一个非常好的

时期。

在此之前，由于各地纷纷上马煤化工项

目，专家也指出行业出现了较为严重的产能

过剩，政府主管部门的态度变得趋于谨慎。

2011 年 3 月 23 日，发改委下发《关于规

范煤化工产业有序发展的通知》。文件指

出，各级发展改革部门要严格遵守国家对建

设项目的相关管理规定和审批程序，进一步

加强煤化工项目审批管理，不得下放审批权

限，严禁化整为零，违规审批。在新的核准

目录出台之前，禁止建设以下项目：年产 50

万吨及以下煤经甲醇制烯烃项目，年产 100

万吨及以下煤制甲醇项目，年产 100 万吨及

以下煤制二甲醚项目，年产 100 万吨及以下

煤制油项目，年产 20 亿立方米及以下煤制

天然气项目，年产 20 万吨及以下煤制乙二

醇项目。

有关人士透露，《煤炭深加工示范项目

规划》以及《煤炭深加工产业发展政策》已通

过国家发改委主任办公会批准，拟于近期发

布实施。各地上报的要求在“十二五”期间

建设的大型煤化工项目超过 100 个，经初步

测算，总投资超 2 万亿元。但“十二五”时期

仍不具备大规模发展现代煤化工产业的客

观条件，迫切需要技术创新，继续开展更高

水平的示范，来整体提高资源的利用水平。

行业发展存不确定因素

数据显示，作为全球最大的煤化工产品

生产国，2011 年，中国合成氨产量为 5068.7

万吨，比上年增长 6%；甲醇产量为 2226.9 万

吨，增幅达 36.3%；各地规划中的煤制油项

目总规模已超过 4000 万吨/年；拟建和在建

的 MTO 项目多达 18 个，累计能力达 2800

万吨/年。

谢克昌认为，企业的投资热情空前高

涨，企业规划呈现盲目性，造成地区之间存

在产业雷同、重复建设的状况。中国石油和

化学工业联合会会长李勇武表示，煤化工产

业在发展中出现了一哄而上、重复建设的情

况，行业发展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和风险。

实际上，在对煤化工产业的诟病中，投

资过热、产能过剩无疑是被提及最多的情

况。分析人士认为，煤化工产品种类很多，

不同产品面临的供需情况并不一样，应当区

别对待。总体而言，传统煤化工产能过剩严

重，而新型煤化工依然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海通证券研究报告显示，按照下游产

品及其在国内的发展程度可以将煤化工分

为传统煤化工和新型煤化工，传统煤化工

主 要 是 指“ 煤 - 电 石 -PVC”、“ 煤 - 焦 炭”、

“ 煤 - 合 成 氨 - 尿 素”三 条 产 业 路 线，为 钢

铁、农业等行业提供原材料，目前我国已经

是全球最大的传统煤化工生产国。新型煤

化工主要包括煤制天然气、煤制烯烃、煤制

油和煤制醇醚，其中大部分产品在国内属

于战略性产品或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其

发展受到国家政策支持。新型煤化工基本

上以低端的褐煤为原材料，有利于提升煤

炭的经济价值。

尽管业内对于传统煤化工产能过剩的

状况有着清醒认识，但是在众多新增项目

中，依然存在不少传统煤化工项目。海通证

券分析师表示，新型煤化工面临的最主要问

题仍然是核心技术有待进一步突破以及物

耗、水耗等较高。

谢克昌认为，新型煤化工产业有助于国

家能源安全战略，因此发展势头不可阻挡。

我国煤化工技术进步迅速，很多技术在世界

上领先，但技术仍有待完善。随着技术的进

步和成本的下降，煤化工产业的活力自然会

大大增加。

从今年 5 月开始，煤炭市场进入整体低迷，煤

炭价格“跌跌不休”，6 月份更是以每周近 20 元/吨

的速度下行。海运煤炭网的数据显示，截至 7 月

11 日，环渤海动力煤价格指数报收 652 元/吨，继

续刷新该指数设立以来的最低点。这已是煤价

连续第十周下跌，累计降幅达 135 元/吨。

今年以来，受煤炭产能大量增长、国际煤价

暴跌、国内经济放缓等因素影响，煤炭库存大量

积压。一些业内人士担忧，煤炭市场的“黄金十

年”或将终结。

在煤炭大省山西，因煤炭价格大幅下跌，煤

炭行业外销量增长态势缓慢，虽然销售收入继续

增长，但增速放缓、利润下降。位于河北的秦皇

岛港、黄骅港、唐山港共同构成我国最大北煤南

运下水港口群，年煤炭吞吐量超过 3 亿吨，煤炭装

船量占全国比重高达 69%。进入 6 月份以来，三

大港口电煤存量高位运行，接近饱和状态。图为

秦皇岛港煤炭堆场。

新华社发

煤价十周连跌
行业遭遇“寒流”

煤炭快讯煤炭快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