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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煤炭行业分析 

随着国家发改委指导价格的出台、长协签约率及履约率的提升，煤炭价格尤其是动力煤价格趋于稳定。

2023 年，煤炭供给量提升，但下游需求支撑不足，煤炭价格震荡回落，行业整体盈利水平有所下滑。2024

年，煤炭市场供需有望保持平衡态势，煤炭价格将趋于稳定且可控，煤炭行业有望实现持续盈利。但非经

营性负担对煤炭企业可持续发展带来压力，以及新能源快速发展对传统能源发展空间的挤压等对煤炭行业

的影响仍需持续关注。 

联合资信 工商评级四部 |煤炭行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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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行业整体运行情况 

煤炭是中国重要的基础能源，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2023 年，随着

新增产能逐步释放，全国煤炭产量保持增长，且进一步向晋陕蒙和新疆地区集中；煤

炭进口量显著增加；下游火电行业对煤炭消费需求增长，但钢铁及建材行业需求支撑

不足，煤炭价格震荡回落，行业整体盈利水平有所降低。 

“富煤、贫油、少气”是中国能源资源的基本特点，既有的能源禀赋结构造成煤

炭在中国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所占的比重约为 56%，大幅高于 27%的世界平均水平1。

“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与欧美国家“石油为主，煤炭、天然气为辅，水电、核

电为补充”的情况差别显著。 

中国煤炭资源分布的基本特点“北富南贫，西多东少”。近年来，随着“供给侧”

改革的推行和中东部省份煤炭资源的逐渐枯竭，煤炭产能进一步向晋陕蒙和新疆地区

集中。2023 年，晋陕蒙和新疆地区的原煤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 81.27%。 

中国原煤供给以国内为主、进口为辅。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3 年全国规模以上

煤炭企业原煤产量 46.58 亿吨，同比增长 2.90%。随着 2021 年以来的煤炭增产保供政

策带来的新增产能逐步充分释放，全国原煤产量增速较上年明显放缓。进口煤方面，

2023 年以来，中国自蒙古国的煤炭进口量明显增加；2023 年 2 月后澳洲煤炭进口逐步

全面放开，俄罗斯煤炭供应亦明显增加，使得中国煤炭进口量整体规模大幅增加。根

据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2023 年，全国累计进口煤炭（煤及褐煤）4.74 亿吨，同比显

著增长 61.80%。 

图 1  2020－2023 年中国原煤产量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wind，联合资信整理 

                                                 
1数据引用自《BP 世界能源统计年鉴》第 72 版中文版，为 2022 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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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煤炭行业的下游需求主要集中在火电行业、钢铁行业和建材行业，其余主要

为民用和煤化工等领域。2023 年，国民经济持续恢复向好以及夏季气温偏高等因素导

致用电需求增加，全国规模以上电厂火力发电量 6.23 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09%，

增速较上年增长 5.19 个百分点。同期，钢铁和建材行业需求略有下降。 

2023 年以来，由于海外煤炭供应较为充足，房地产行业低迷导致钢铁及建材行业

需求不足等因素，国内煤炭价格从之前年度的高位震荡回落。2023 年 1 月，由于春节

部分民营煤矿休假，市场供应相对偏少，煤炭整体价格维持 2022 年底水平；2 月以来，

受宏观经济恢复速度不及预期、下游电煤需求不足导致环渤海港口煤库存累积，煤炭

价格大幅回落。动力煤价格方面，在经历小幅企稳反弹后，2023 年 4 月起动力煤需求

进入淡季，随着大秦线检修完成后港口煤调入恢复，在库存压力下动力煤价格持续走

弱。2023 年 7 月以来，在国内大部分地区气温逐渐走高导致用电需求增长的带动下，

国内动力煤消费显著增加，市场预期有所扭转，动力煤价格整体呈窄幅增长态势。 

焦煤方面，由于属于稀缺煤种，国内低硫优质主焦煤资源有限，整体供需偏紧，

但价格更依赖于下游钢铁等行业的景气度。2023 年，焦煤价格整体呈“V”字形走势。

2023 年初，焦煤价格维持在 2300 元/吨左右；春节后由于下游焦化厂库存仍处高位，

焦煤价格小幅下跌。2023 年 2 月底，随着下游钢铁、焦化等行业逐步提升开工率，焦

煤价格有所反弹；3 月中旬后，下游钢铁及相关制造业的需求恢复速度及幅度均不及预

期，钢铁产品市场价下跌传导至原料端，导致焦煤价格下滑，焦煤价格从超过 2200 元

/吨下行至 6 月初的 1600 元/吨左右；7 月后，受供给端产量收窄，宏观和下游需求预

期改善，焦煤价格有所回升；12 月末，焦煤价格回升至年初水平。截至 2023 年底，动

力煤（秦皇岛综合交易价）、主焦煤（国内主要地区）、喷吹煤（国内主要地区）和无烟

煤（2 号洗中块－全国）价格分别为 750 元/吨、2228 元/吨、1349 元/吨和 1087 元/吨，

较 2022 年底分别下降 7.75%、3.76%、36.58%和 47.54%。 

图 2  2021 年以来国内主要煤炭品种价格走势 

 
资料来源：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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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煤炭企业盈利情况看，2023年，受煤炭价格震荡回落影响，在原煤产量小幅增

长的情况下，煤炭企业整体盈利水平有所下降。2023年，全国规模以上煤炭企业实现

利润总额7628.90亿元，同比下降25.30%。 

图3  2021年以来中国煤炭行业盈利情况 

 
资料来源：Wind 

二、 行业政策及关注 

坚持把能源保供稳价放在首位 

2023 年 4 月，国家能源局印发了《2023 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要求坚持把能源

保供稳价放在首位，持续增强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深入推进能源结构转型。同年 12 月，

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关于建立煤矿产能储备制度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到

2027 年，初步建立煤矿产能储备制度，有序核准建设一批产能储备煤矿项目，形成一

定规模的可调度煤炭产能储备；到 2030 年，产能储备制度更加健全，产能管理体系更

加完善，力争形成 3 亿吨/年的可调度产能储备，全国煤炭供应保障能力显著增强，供

给弹性和韧性持续提升。 

价格方面，2023 年 3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发布会上强调，突出做好进一步强化

能源等大宗商品的保供稳价工作。稳定煤炭生产，加强储备能力建设，持续抓好煤炭

价格调控监管，引导煤炭价格运行在合理区间。 

煤炭进口延续零关税 

2022 年 4 月，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公告，自 2022 年 5 月 1 日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对所有煤炭实施税率为零的进口暂定税率。2023 年 3 月，国务院关税税则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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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发布《关于延长煤炭零进口暂定税率实施期限的公告》，自 2023 年 4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继续对煤炭实施税率为零的进口暂定关税，此项降税政策有助于降低

煤炭进口成本，促进企业扩大进口，维护国内煤炭安全稳定供应。 

煤炭行业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发展 

2023 年 3 月，国家能源局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能源数字化智能化发展的若干意

见》，提出针对电力、煤炭、油气等行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发展需求，以数字化智能化

技术带动煤炭安全高效生产。同年 8 月，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发布了《矿山智能化标

准体系框架》，鼓励支持各有关单位按照《矿山智能化标准体系框架》开展相关标准规

范的制修订工作，推动矿山智能化高质量发展。 

非经营性负担对煤炭企业可持续发展带来压力 

煤炭企业的经营历史普遍较长，由于历史上的体制转换问题和不合理的多元化扩

展，煤炭企业往往存在一定的非经营性负担（主要包括人员负担和低效资产）。煤炭行

业供给侧改革之后，煤炭价格逐步回归合理水平，煤炭生产业务盈利水平普遍较高，

但部分企业的整体盈利水平相对较低，主要系人员负担较重或存在较多盈利能力差的

低效资产所致。较大规模的非经营性负担不利于提升企业抵御周期性波动的能力，影

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在煤炭价格下行阶段，尤其需要关注非经营性负担重的煤炭企

业信用风险暴露的可能性。 

环境保护、安全生产压力长期存在 

近年来，煤炭产能持续向环境承载力弱的晋陕蒙宁地区集中。同时，中国在环保

领域的执法力度持续加强，煤炭开采面临的环境约束条件愈加严苛。受限于资源赋存

条件，中国煤炭开采方式中井工开采比例大。井工矿在开采过程中普遍面临水、火、

瓦斯、煤尘、顶板、冲击地压等安全隐患。而随着开采深度每增加 10~20 米，煤矿相

对瓦斯涌出量平均每年增加 1 立方米/吨，高瓦斯矿井的比例将逐渐加大，行业性环境

保护、安全生产压力将长期存在。 

2023 年以来，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先后印发了《关于开展矿山安全生产综合整治

的通知》和《矿山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 2023 行动实施方案》，对全国所有矿山

统筹开展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 2023 行动和综合整治行动。同年 9 月，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矿山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提出严格

矿山安全生产准入、推进矿山转型升级、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强化企业主体责任、

落实地方党政领导责任和部门监管监察责任、推进矿山安全依法治理、强化组织实施

七大方面意见。同年 12 月，国务院第 21 次常务会议通过了《煤矿安全生产条例》，针

对当前煤矿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煤矿安全生产条例》作出了相应规定，包括确立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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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安全生产工作原则、强化煤矿企业主体责任、严格政府部门监管责任等。 

新能源技术的持续进步以及碳减排趋势带动新能源快速发展，挤压传统能源发展

空间，但考虑到中国的资源禀赋、新能源的间歇性特征及煤炭在钢铁生产中的不可替

代性等因素，煤炭行业在中国仍有中长期的发展空间。 

近年来，随着新能源技术的持续进步，以光伏、风电等为代表的新能源发电度电

成本持续下降，部分国家已经具备了和传统能源竞争的优势，同时叠加全球气候变暖

带来的碳减排压力，新能源发展得到了世界各国的重视和鼓励。中国近年来在电源结

构调整、清洁能源优先并网发电等鼓励性、保障性政策的支持下，非化石能源发电装

机容量占比逐步提升，火电（煤炭下游需求的主要行业）的发展空间受到一定程度挤

占。 

三、 行业展望 

供给侧改革之后，煤炭行业集中度随着行业低谷的市场出清和政策鼓励下的兼并

重组持续提升，行业竞争格局日趋稳定。2024 年，国内经济复苏将拉动煤炭需求适度

增长，同时较高的行业集中度能够为煤炭供给量及供给稳定性提供保障。加之进口煤

炭调节，煤炭市场供需有望保持平衡态势，煤炭价格将趋于稳定且可控，煤炭行业有

望实现持续盈利。 

在“碳中和、碳达峰”背景下，作为传统化石能源，煤炭消费量面临一定长期萎缩

压力。但考虑到中国的资源禀赋和新能源电力的间歇性特征，新能源对煤炭的替代过

程是渐进的。此外，炼焦煤和喷吹煤在钢铁中的应用尚未出现替代品，现代煤化工的

发展亦增加了对煤炭的消耗。煤炭行业在中国仍有中长期的发展空间。 

未来，具有资金、技术、规模、产业链优势的煤炭行业龙头企业将获得更多的政

策支持，市场份额有望继续提高，煤炭行业竞争格局将更趋稳定，有利于行业长期稳

定发展，降低宏观经济周期波动对行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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