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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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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以来，煤炭行业供需延续紧平衡状态，煤炭价格高位运行，行业经济效益明显改善。未来，随着煤

炭行业集中度的提升及政策属性的增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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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产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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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家

相关部委采取了多项措施推动煤炭增产稳价，但 2022 年以来，煤炭行业供需延续紧平

衡状态，煤炭价格整体仍高位运行，行业经济效益明显改善。 

中国能源资源的基本特点是“富煤、贫油、少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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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源消费结构和欧美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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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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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晋陕蒙和新疆地区的原煤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 80.97%。 

中国原煤供给以国内为主。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2 年全国规模以上煤炭企业原

煤产量 44.96 亿吨，同比增长 9.00%，增速较上年提高 4.3 个百分点，主要系增产保供

新增的优质先进产能逐步释放所致。 

图 1  2012－2022 年中国原煤产量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中国煤炭行业的下游需求主要集中在火电行业（约占 53%）、钢铁行业（约占 17%）

和建材行业（约占 7%），其余主要为民用和煤化工等领域。2022 年，中国火电发电量

5.85 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0.90%，增速较上年下降 7.50 个百分点，主要系第二季度

下游用电需求阶段性下降所致。同期，钢铁和建材行业需求略有下降。虽然煤炭下游

                                                 
1数据引用自《BP 世界能源统计年鉴》第 70 版中文版，为 2020 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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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增速有所放缓，但 2022 年以来，煤炭供需整体仍维持上年的紧平衡状态，煤炭价

格整体呈高位震荡态势。 

图 2  2021 年以来国内主要煤炭品种价格走势 

 
资料来源：Wind 

2021年10月，保供稳价政策相继出台后，煤炭价格高位回落。2022年初，受冬奥会

临近、华北地区电厂集中补库存等因素影响，动力煤价格小幅上涨。随后，《关于进一

步完善煤炭市场价格形成机制的通知》发布，该政策对长协价格限制较为严格。同时，

长协签约率及履约率进一步提升，致使现货价格对煤炭价格指数影响减弱，整体看，

2022年以来，CCTD秦皇岛动力煤5500大卡综合交易价基本保持稳定。截至2023年5月

12日，CCTD秦皇岛动力煤5500大卡综合交易价为773元/吨，较2021年底基本持平。 

焦煤方面，由于焦煤属于稀缺煤种，国内低硫优质主焦煤资源有限，整体供需偏

紧，主焦煤价格在各个煤种之间长期处于较高水平。2022年3月，随着下游焦化厂开工

率逐步攀升，供需缺口加大，焦煤价格震荡上行，并于4月底冲高，后随着供给得以补

充后震荡下行；2022年下半年，随着钢铁企业产量跌幅收窄，焦炭企业需求增加，焦

煤价格有所回升，但未达到年内价格高位。 

煤炭价格是影响煤炭企业盈利的主要因素。2022年以来，受益于煤炭价格的高位

运行，煤炭企业整体盈利水平显著提升。2022年，全国规模以上煤炭企业实现利润总

额10202亿元，同比大幅增长4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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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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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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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价格趋于稳

定。 

在煤炭价格大幅波动和火电行业经营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国家发改委于 2022 年 2

月 24 日对外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完善煤炭市场价格形成机制的通知》（发改价格〔2022〕

303 号，以下简称《通知》），明确价格合理区间、强化区间调控，引导煤炭价格在合理

区间运行，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更好结合。《通知》中介绍，近期秦皇岛港下水

煤（5500 千卡）中长期交易价格的合理区间为每吨 570~770 元（含税，下同），山西、

陕西、蒙西煤炭（5500 千卡）出矿环节中长期交易价格合理区间分别为每吨 370~570

元、320~520 元、260~460 元，蒙东煤炭（3500 千卡）出矿环节中长期交易价格合理区

间为每吨 200~300 元。煤炭中长期交易价格在合理区间内运行时，燃煤发电企业可在

现行机制（基准价+上下浮动不超过 20%，高耗能行业不限）下通过市场化方式传导部

分燃料成本。为引导煤炭价格运行在合理区间，国家发改委提出在三个方面健全煤炭

价格调控机制：首先，提升供需调节能力，保障煤炭产能合理充裕，完善煤炭中长期

合同制度，进一步增强政府可调度储煤能力，完善储备调节机制；其次，强化市场预

期管理，健全成本调查和价格监测制度，规范煤炭价格指数编制发布行为，煤炭价格

超出合理区间时，充分运用《价格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手段和措施，引导煤炭价格

回归；第三，加强市场监管，严禁对合理区间内运行的煤、电价格进行不当干预，加强

煤、电中长期合同履约监管，强化期现货市场联动监管和反垄断监管，及时查处价格

违法违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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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2022 年 10 月 28 日，国家发改委印发《2023 年电煤中长期合同签订履约工

作方案》，就组织煤炭、电力企业开展资源衔接、合同签订录入及履约执行、信用承诺

签订等工作提出要求。明确合同双方需按确定的月度履约量足额履约，确有特殊原因、

存在困难的，经双方协商一致可在月度之间适当调剂，但季度、全年履约量必须达到

100%；每个煤企承担的中长期合同任务量，不应低于自有资源量的 80%、动力煤资源

的 75%；价格按照“基准价+浮动价”原则签订，下水煤合同基准价按 5500 大卡动力

煤 675 元/吨执行，浮动价实行月度调整。 

煤炭进口全面实行零关税 

除了立足国内煤矿增产保供，为进一步加强能源供应保障，2022 年 4 月 28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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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口煤价格高位运行的背景下，煤炭进口关税的全

面取消有助于降低进口煤采购成本，刺激煤炭进口量的增长，缓解国内煤炭供需紧张

态势，助力煤炭价格运行在合理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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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主要系人员负担较重或存在较多盈利水平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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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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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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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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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行业在我国仍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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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部分国家，已经具备了和传统能源竞争的优势，同时叠加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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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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底，中国全口径非化石

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合计12.7亿千瓦，同比增长13.8%，占全口径发电装机容量的比重为

49.6%，较上年底提高2.6个百分点，已超过煤电装机比重。 

三、 行业展望 

历经“十三五”时期的供给侧改革，煤炭行业正逐步进入成熟发展阶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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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随着煤炭行业集中度的提升及政策属性的增强，煤炭价格将趋于稳定且

可控，煤炭行业有望实现持续盈利。 

2020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提出“中

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在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按照我国加快构建碳达峰、碳中

和“1+N”政策体系相关文件的指引，2030 年和 2060 年，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将分别

达到 25%和 80%左右。作为传统化石能源，煤炭消费量面临一定长期萎缩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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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行业在我国仍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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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