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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基础数据  

指标名称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1-10 月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工业增加值累计同比（%） 1.90 -1.50 -2.20 
原煤产量（万吨） 368485.00 336398.60 285279.00 
进口量（万吨） 15558.31 18332.46 

 
15806.15 

 秦皇岛港煤炭库存（万吨） 329.50 721.00 707.00 
重点电厂煤炭库存量（万吨） 7358.00 6546.00 7745.00 
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亿元） 

 
 

4007.78 3037.68  
 

2219.46 
 环渤海动力煤（Q5500K）综合平均价格指数（元/吨） 

 
 

 

372.00 593.00 582.00 
纽卡斯尔动力煤价（美元/吨） 50.49 94.44 98.85 

京唐港主焦煤（A8%，V25%，0.9%S，G85）库提价（含

税，山西产）元/吨） 
690.00 1750.00 1650.00 

阳泉无烟洗中块（A9-10%，V6-7%，<1%S,Q7000）车板

价（含税）（元/吨） 
710.00 830.00 1060.00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PPI 累计同比（%） -14.70 -1.70 33.80 

火电产量（亿千瓦时） 42102.00 43957.70 37993.00 

焦炭产量（万吨） 44778.00 44911.50 36476.00 
主营业务收入（亿元） 24994.90 23178.50 21701.10 

 资产总计（亿元） 54214.10 54039.40 54832.40 

资产负债率（%） 67.90 69.54 68.24 
 毛利率（%） 15.65 19.77 26.97 

销售利润率（%） 1.76 4.71 11.55 

行业亏损面（%） 31.52 26.64 20.41 

亏损企业平均亏损金额（万元） 4798.22 4491.95 2283.38 

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 49.70 51.40 51.60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国资委 

行业运行态势 

 煤炭行业工业增加值下降 2017 年 1-10 月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工业增加值累计同比下降 2.20%，降幅

同比扩大 1.00 个百分点，较 1-9 月扩大 0.20 个百分点； 

2017 年 10 月煤炭行业数据点评：先进产能逐渐释放，吨煤利润上升 

2017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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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煤炭行业集中度仍较低 2017 年 10 月末，我国煤炭开采和洗选业行业 CR4、CR8 分别为 25.86%和

38.34%，而 2010 年美国煤炭行业 CR4 已达到 67.32%，2011 年澳大利亚、俄罗斯、印度煤炭行业 CR4

分别为 55.50%、93.50%和 82.2%，我国煤炭行业集中度有待进一步提高； 

 煤炭需求有所改善 分下游行业看，火电行业煤炭需求约占煤炭需求的 50%左右，2017 年 1-10 月，

我国发电量为 5.19 万亿千瓦时，同比上升 6.78%，其中火力发电量为 3.80 万亿千瓦时，同比上升 5.92%，

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 2.44 个百分点；冶金行业煤炭需求约占 25%左右（包括炼焦行业煤炭需求占比约

为 15%），2017 年 1-10 月，我国粗钢产量 7.10 亿吨，同比上升 5.43%，生铁产量 6.03 亿吨，同比上升

2.83%；建材行业中水泥耗煤最大，耗煤量约为 15%左右，2017 年 1-10 月，全国水泥累计产量 19.63

亿吨，同比下降 1.40%； 

 煤炭产能优化 2017 年 1-10 月煤炭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为 2219.46 亿元，同比下降 12.05%，降

幅同比收窄 11.50 个百分点。2017 年 6 月末我国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等证照的煤炭产能 34.10 亿吨/年，

有效产能约为 39 亿吨/年，在建产能 10.53 亿吨/年；“十三五”期间，我国煤炭淘汰落后产能 8 亿吨，

通过减量置换和优化布局增加先进产能 5 亿吨/年，大型化、绿色化、智能化趋势明显； 

 原煤产量增加，资源分布不均，供需紧平衡 我国煤炭资源主要集中于内蒙古、陕西、山东、河

南等省，地域分布不均，全国煤炭供需呈现“总体供给略有不足、区域结构性过剩”的局面。受益于

内蒙、山西、陕西等煤炭主产区煤矿复工复产，以及先进产能的释放，2017 年 1-10 月我国原煤产量 28.53

亿吨，同比增长 4.14%，当月原煤产量 2.61 亿吨，环比下降 7.86%，在结束了 7 个月连续上升后，呈

现下跌态势； 

 港口存煤量和下游电厂煤炭库存双升 港口方面，2017 年 10-11 月环渤海地区港口煤炭场存量出

现震荡上行，其中，10 月末秦皇岛港煤炭场存量环比上涨 13.85%至 707.00 万吨，而曹妃甸港煤炭场存

量环比下降 4.26%至 296.40 万吨；下游方面，2017 年 10 月，6 大发电集团、国内重点电厂煤炭库存量

环比上升 11.56%、11.76%至 1148.34 万吨和 7745 万吨； 

 国际煤价具有领先性，成本优势和国内需求增长使得煤炭进口量增加 全球已形成较为成熟

的煤炭期货市场，国际煤价对国内煤炭价格有领先性。尽管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煤炭生产国，但由于开

采成本相对较高和消费需求较大，我国仍需大量进口优质煤炭和炼焦煤，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俄

罗斯为前三大煤炭进口国。自 2016 年 5 月，我国进口煤累计增速由负转正，2017 年 1-10 月，煤炭进

口量为 15806.15 万吨，同比增加 8.22%； 

 国内煤炭价格恢复性上涨 煤炭全球化定价程度较高，受煤炭行业供需、国际煤炭价格和金融市场

波动等因素影响大。自 2016 年 1 月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PPI 从-17.80%探底回升，降幅逐渐收窄，2017

年 1 月开始，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PPI 由负转正，1-10 月累计同比为 33.80%，煤炭价格恢复性上涨。自

2017 年 5 月以来动力煤、焦煤和无烟煤价格先后上涨，但长协煤比重较大有助于稳定煤炭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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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最新政策 

 2017 年 10 月 13 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发布《关于切实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防范遏制煤矿特大事

故的通知》，要求加大执法力度和责任追究机制，对于违法违规生产建设行为，严格落实停产整顿、关

闭取缔、上限处罚、追究法律责任“四个一律”执法措施，严厉惩处超层越界开采、非正规开采、“五

假五超”、未经验收擅自复工复产等违法违规行为；对严重违法违规导致事故的企业要纳入“黑名单”

管理，实行联合惩戒，对相关管理人员实行行业禁入和职业禁入，并进行公开曝光； 

 2017 年 10 月 23 日，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发布《关于做好迎峰度冬期间煤炭市场价格监管的通知》，组织

开展煤炭市场价格巡查，严厉打击哄抬价格行为和价格垄断行为，确保煤炭市场价格基本稳定； 

 2017 年 11 月 1 日，国家能源局发布全国建设生产煤矿产能情况，截至 2017 年 6 月底，全国已核准（审

批）、开工建设煤矿 1228 处（含生产煤矿同步改建、改造项目 89 处）、产能 10.53 亿吨/年，其中已建

成、进入联合试运转的煤矿 231 处，产能 3.68 亿吨/年；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等证照的生产煤矿 4271

处，产能 34.10 亿吨/年，上述数据不包括未按法律法规规定取得核准（审批）和其他开工报建审批手

续的建设煤矿、未取得相关证照的生产煤矿； 

 2017 年 11 月 10 日，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关于推进 2018 年煤炭中长期合同签订履行工作的通知，要求中

央和各省区市及其他规模以上煤炭、发电企业集团签订的中长期合同数量，应达到自有资源量或采购

量的 75%以上，全年中长期合同履约率不低于 90%。其中，下水煤参照上年度“基准价+浮动价”机制

协商确定合同价格，如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按照不高于 2017 年水平执行；铁路直达煤合同定价机制参

照“基准价+浮动价”，如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基准价由下水煤基准价格扣除运杂费后的坑口平均价格

和供需双方 2017 年月度平均成交价格综合确定，两类价格权重各占 50%；区域内合同定价根据地区煤

矿生产经营实际、下游用户承受能力综合协商确定，保持煤价稳定，如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由各地经

济运行部门协调； 

 2017 年 11 月 20 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法（征求意见稿）》，提出从

衰竭期矿山开采的矿产品，经国土资源等主管部门认定，减征 30%资源税；从低丰度油气田、低品位

矿、尾矿、废石中采选的矿产品，经国土资源等主管部门认定，减征 20%资源税； 

 2017 年 12 月 18 日，发改委和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关于建立健全煤炭最低库存和最高库存制度的指

导意见（试行）》及考核办法的通知，根据煤炭价格变化，设有储煤厂的煤矿，煤炭生产企业最低储煤

量为 3-7 天设计产量；煤炭经营企业最低库存为上一年度 3 天的日常经营量，最高库存为上一年度月均

经营量；煤炭主要用户最低库存为近三年企业储煤平均水平，最高库存为两倍的最低库存量。考核办

法实行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建立执行情况“红黑”名单和重点关注名单制度，定期在“信

用中国”网站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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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财务分析 

 煤炭行业为重资产行业，煤炭企业财务政策普遍偏激进，债务负担较重，短期内难以大幅压缩有息债

务，高杠杆的经营模式依旧持续，随着降杠杆政策推行和部分企业债转股协议的落地等，煤炭行业平

均资产负债率有所下降，2017 年 10 月末为 68.24 %，同比下降 1.88 个百分点，仍在较高位运行；从上

市煤炭公司情况来看，动力煤子行业资本结构相对稳健，2017 年 9 月末平均资产负债率为 49.11%，炼

焦煤行业资产负债率则处于 60.01%的较高水平； 

 2017 年 1-10 月煤炭价格和产量双升，煤炭行业主营业务收入为 21701.10 亿元，同比增长 19.71%；下

游需求改善使得煤价上涨，同时，部分开采成本相对较高的矿区复产导致吨煤成本同比增长 2.04%至

544.44 元/吨，但煤价上升仍使得吨煤利润增至 87.85 元/吨，为上年同期的 4.20 倍，行业销售利润率回

升至 11.55%，盈利能力有所改善；行业亏损面有所下降，仍处于 20.41%的较高水平，单个企业亏损额

为 2283.38 万元，同比下降 31.79%； 

 2017 年前三季度动力煤行业上市企业销售毛利率、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 33.43%和 7.91%，较炼焦煤行

业上市企业分别高 7.42 个百分点和 1.22 个百分点，同时，动力煤行业上市企业已获利息倍数为 11.16

倍，明显好于炼焦煤行业上市企业的 4.76 倍，但整体看来，动力煤行业和炼焦煤行业偿债能力尚可。 

行业信用风险事件 

 2017 年 10-11 月，煤炭行业未发生违约事件，亦无发行人评级下调和债项评级下调事件。 

行业信用风险趋势展望 

 煤炭行业转型升级，产业政策对行业供需影响较大，去产能和落后产能置换将对小型煤炭企业造成一

定的经营压力； 

 煤炭行业为强周期性行业，受宏观经济周期及下游行业需求影响较大；此外，国际石油价格持续低位、

新能源的发展、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政策或对煤炭需求有一定影响； 

 部分国有大型煤炭企业投入大量资金建设煤化工产业，在国际油价长期处于低位时，项目成本与收益

倒挂，煤炭企业盈利能力受到影响； 

 煤炭开采、洗选和焦化过程中，产生大量“三废”，且尾矿处理和煤矿复垦亦需投入大量资金，随着环

保政策趋严，煤炭企业面临的环保压力逐渐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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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本报告是基于远东资信认为可靠的公开数据及信息加工整理而成,但远东资信不保证该等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本报

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机构或个人的投资建议。远东资信不对因使用本报告而引致的损失负任何责

任，除非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本报告版权归远东资信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任何人不得更改或以任何方式传送、复印

或发布此报告。 

附录:煤炭行业主要指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