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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业及能源

１．煤炭
2020年，中国全年电力消费量同比增长3.1%，超过

了同年国内生产总值（GDP）2.3%的实际增长率。

煤炭消费量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56.8%。国家主席
习近平在2021年4月22日美国主办的气候峰会（首脑会
议）上发表讲话，提出中国将在“2026-2030年期间逐步
减少煤炭消费量”，表明了将进一步努力减少煤炭消费的
方针。

2016年启动的供给侧改革在2020年继续深化。全
年煤炭价格（NAR5,500kcal，秦皇岛平仓价格）保持
平稳。

自2017年4月开始实施的进口煤限制政策在2020年
继续执行，起到了调节国内煤炭价格的作用。另一方面，通
关业务的延滞以及各港口实施的进口配额管理对进口业务
产生了极其不利的影响。

供给侧改革与煤炭产量
政府将煤炭去产能作为供给侧改革的一环积极加以推

进。根据煤炭行业“十三五”（2016-2020年）规划，到2020

年要求淘汰落后产能共计8亿吨。煤炭行业的去产能工作正

在有序推进，其主要对象为在安全管理及环境治理方面存

在问题的中小煤矿。2016年至2019年已累计去产能7.1亿吨。

在2020年，为了继续淘汰剩余的0.9亿吨产能，各地政府设

定了相应的去产能目标，供给侧改革仍在继续推进。另一方

面，安全环保的新增产能也在不断增加，2020年煤炭产量为

384,374万吨，比上年增长0.9%，全年产量恢复了同比正增

长。通过开展供给侧改革，一个更加安全稳定的煤炭供应体

系正在形成。

表： 各年度煤炭产能削减量

煤炭产能削减量

2016年 2.9亿吨
2017年 1.6亿吨
2018年 1.5亿吨
2019年 1.1亿吨
合计 7.1亿吨

继续限制煤炭进口，政策进一步收紧
自2017年起频繁调整煤炭进口政策，限制煤炭进口，

2020年这一态势仍在持续。尽管政府并未公开承认存在进

口限制，但实际上是由主管部门向各港口下达允许进口的煤

炭数量，并要求各进口商提前申报，通过这种方式来对进口

数量进行管理。同时也在持续采取一些措施，例如通过延

长通关时间来增加进口商的进口成本、对进口数量进行限

制等。

图1： 2020年煤炭进口量的变化（单位：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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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对于进口煤炭，本就希望其发挥调节作用，以辅助国内

供应。限制进口的目的在于避免无计划地从海外进口煤炭，

从而使国内的煤炭价格保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保障国内供

应。鉴于上述政策目的，我们认为煤炭的进口限制措施今后

仍将持续。

稳定国内价格
以往，国内煤炭（NAR-5,500kcal、秦皇岛平仓价格）价

格会在夏季和冬季用煤旺季大幅上涨，但到2020年下半年，

其价格始终在600元以下区间徘徊，直到年底才开始缓慢回

升。在实现稳定的国内生产和运输的基础上，不时采取进口

限制措施，从而确保了国内价格的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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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20年秦皇岛平仓价格变化（单位：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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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煤炭市场网

2020年实际GDP同比增长2.3%，增速大幅回落。2020年

全国用电量同比增长3.1%，超过了实际GDP的增速。

供给方面，2020年国内煤炭产量为384,374万吨，比上

年增长0.9％，全年产量恢复了同比正增长。2020年煤炭进

口量为30,399万吨，同比微增1.5%。

＜建议＞
＜煤炭进口的相关问题及建议＞
① 对来自澳大利亚的进口煤炭恢复正常的质量检测
　从2019年2月起，中国开始对澳大利亚煤炭实行

更加严格的质量检测。澳大利亚煤炭的进口及通
关所需时间从以往的两周最长增至三个月左右，
客户不得不另行寻找替代方案。我们认为在对
进口煤炭进行质量检测时，应按照《商品煤质量
管理暂行办法》（2015年1月1日）的规定，不分产
地，对各国煤炭予以平等对待。希望停止对澳大
利亚煤炭进行过分严格的质量检测，给予澳煤
和其他产地煤炭同等的待遇，恢复正常的进口。

② 取消不透明的煤炭进口总量限制
　继2019年之后，2020年出于调整国内煤炭市场供

需的考虑，对各港口及各海关全年的进口数量采
取配额管理，通过这种形式来限制煤炭进口。限
制廉价海外煤炭的进口量，对于缓解国内煤企的
经营压力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同时也给煤炭
采购带来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在进口煤炭具有竞
争力的华南地区。此外，本就有限的进口配额往
往在年初便已全部用完，导致煤炭大部分的进口
量集中于年初，全年的煤炭进口量呈现出不稳定
的状态。此外，为了确保进口配额，进口企业可能
会选择在非实际使用地通关，这必然会影响到
海关统计数据的准确性和实用性。进口总量限制
违背了正常的市场经济原则，最终将会导致中国
的能源成本上涨，为此我们希望取消这一限制。

＜煤炭利用技术的相关问题及建议＞
③ 促进低灰分、低硫分、高热值的高品位煤的利用

及进口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煤炭消费国，在煤炭的高效利

用及碳减排措施等方面，希望能够进一步加以
改善，同时加大对二氧化碳封存等新技术的投
资力度，以此来引领世界发展。在严峻的竞争环
境下，与煤炭的使用效率相比，中国的发电企业
更加注重经济效益。对此，希望政府能够提供政
策上的支持，促进高品位、低污染煤炭的有效利
用。此外，中国企业也在积极围绕二氧化碳捕获
及地下封存技术开展相关研究，并已走在了世界
前列。希望政府继续通过技术研发为解决全球
变暖问题做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