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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章
矿业及能源

１. 煤炭
对于中国煤炭市场来说，2021年是动荡的一年。在

严格贯彻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的形势下，中国经济在
2021年1月至9月迅速恢复，GDP同比增长9.8％。随之而
来的是，用电量大幅增长，同比增长12.9％，电力用煤炭需
求亦非常旺盛，供应出现严重缺口。尤其是3月至10月，电
力用煤供需明显失衡，煤炭价格飙升。与此同时，5月至10
月期间，全国多个地区发出限电通知，各地出现了停电等
情况，给经济活动造成了很大影响。煤炭供需吃紧的原因
之一有以下几点：煤矿事故频发；因举办重大活动，安全检
查力度加大；煤炭产量较上年同期下降；夏季电力需求期
间水力发电量减少；到5月为止，煤炭进口一直受到严格限
制，等等。另外，限电虽然主要是煤炭供应不足所致，但也
有人认为，这是实现能耗削减目标的一项有力措施。

10月中旬，面对严峻的供需情况和混乱的煤炭市场行

情，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台了强有力的政策，在短短一

个月的时间内，煤炭产量增加，煤炭价格趋稳，供需吃紧和

价格飙升的情况得到了改善。最终，自11月起，限电措施解

除；12月末，动力煤价格恢复至年初水平。

国内供需形势

动力煤
在成功遏制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中国，从2021年初开

始，经济迅速恢复。加上1月遭受寒潮天气袭击，很多地区气

温打破过去数十年历史最低记录，无论是工业用还是民用，

煤炭需求都很旺盛，1月中旬的动力煤价格涨至1,080元/吨。

之后，由于天气变暖，煤矿产量增加，3月中旬，动力煤价格

回落至571元/吨。

3月至9月，经济活动持续活跃，体现经济情况的电力需

求量较上年同期增长11.6％。另一方面，在夏季（6月至8月）

电力需求旺季，降雨量少于往年，水力发电输出同比减少

3.8％，水力发电缺口势必由火电做出补充。除此以外，由于

4、6、7月多次发生煤矿事故，加上建党百年庆祝活动，安全

检查力度加大，煤炭产量同比出现减少。因此，3月至10月，

煤炭供需失衡，动力煤价格由3月初的571元/吨飙升至10月上

旬的2,700元/吨，创下历史新高。

10月至12月，为实现单位GDP能源消耗量和能源消耗总

量的削减目标，中国采取了限制工业生产、收紧房地产市场

等政策，经济发展速度放缓，第四季度GDP增长率同比仅增

长4.0％。由于上述原因，工业用煤炭需求量下降；民生用需

求方面，由于气温与往年相比较高，需求量不及2020年冬

季。供应方面，在政府强有力的调控下，自10月下旬开始，各

处煤矿均提高了运转率，10月至12月产量同比增加6,700万

吨。除此以外，政府还介入煤炭价格，针对煤矿出库价格和

北方港口FOB价格，设定了价格上限。因此，动力煤价格由10

月中旬的峰值2,700元/吨迅速滑落至年末的793元/吨。

图1： 2020年与2021年动力煤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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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动力煤供应（国内生产＋进口）与电力需求增
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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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动力煤价格（秦皇岛港NAR5,500大卡/千克 
FOB）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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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焦煤
2021年上半年，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建设市场活跃，

粗钢产量大幅增长（同比增长11.8％），钢铁厂运转率提高。

但是，2021年下半年，为实现碳中和，各地方政府要求钢铁

企业将2021年粗钢产量减至2020年水平以下。受此影响，7月

以后，各钢铁厂开始减产，尤其是10月至12月，粗钢合计产量

同比减少17.4％。

与此同时，炼焦煤的生产情况方面，2021年1月至9月，

原煤产量同比增长3.7％，但由于入选率下降，钢铁厂所用精

煤同比仅增长1.9％。另外，受澳大利亚煤炭进口量为零的影

响，1月至9月炼焦煤进口量同比下降40.9％，炼焦煤供应总

体吃紧。10月以后，因进口限制而长期滞留港口的澳大利亚

炼焦煤开始通关，炼焦煤供应量增加。

因此，在2021年1月至9月，由于供需严重吃紧，炼焦煤价

格飙升，但之后，由于转为供给过剩局面，价格下跌，进入12

月后趋于稳定。

图4： 2020年和2021年炼焦煤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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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炼焦煤供应（国内生产＋进口）与粗钢需求增
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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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炼焦煤价格（山西柳林煤FOR）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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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情况
2021年1月至5月，煤炭实行严格进口限制，单月进口量

同比持续呈负增长。6月以后，由于国内供需吃紧，进口限制

放宽，单月进口量同比转为上升趋势。为改善形势严峻的煤

炭供应缺口，政府批准因2020年进口限制而长期滞留港口

的1,170万吨澳大利亚煤炭通关。因此，2021年进口量达到

32,370万吨，同比增长3.6％。

从种类来看，动力煤（含褐煤）与2020年相比增加3,590

万吨，炼焦煤减少1,790万吨。

从国家来看，受禁止进口澳大利亚煤炭影响，动力煤方

面，印度尼西亚煤炭、俄罗斯煤炭进口量增加；南非煤炭、

哥伦比亚煤炭开始进口。炼焦煤方面，俄罗斯煤炭、加拿大

煤炭和美国煤炭进口量增加。尤其是美国煤炭的进口量，与

2020年相比约增加了11倍之多。

2021年，由于国内煤炭供需紧张，海外需求低迷，中国

煤炭出口走低，出口量为260万吨。尤其是炼焦煤，仅在1月

和6月进行了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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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2020年和2021年不同种类煤炭进口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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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2021年煤炭进口国别占比

＜建议＞
＜关于引进燃煤锅炉先进技术的建议＞
① 引进燃煤锅炉节能和二氧化碳减排技术
　2021年11月3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国家

能源局发布了《全国煤电机组改造升级实施方
案》，要求到2025年，全国火电平均供电煤耗降至
300克标准煤/千瓦时以下。此外，要求对供电煤
耗在300克（标准煤）/千瓦时以上的煤电机组实
施节能改造，并且要求“十四五”期间的改造规
模不低于3.5亿千瓦。要实现2060年碳中和目标，
努力提高燃煤火力发电的效率至关重要，最好能
够实现低成本、高效益的节能改造。无需对现有
锅炉进行改造、无需增加设备、现场工作量较小
的节能改造方式或许更为理想。例如，引进先进
技术，在无需设备改造的前提下，通过改变运行
条件来改善炉内燃烧状况，以及优化锅炉控制，
从而实现节能和二氧化碳减排。我们认为这是最
为可行的一种方法。我们认为，只要这类先进技
术具有显著的节能和二氧化碳减排效果，能够取
得很好的经济效益，那么无论其来自于国内还是
国外，都应考虑予以引进。希望政府能够在引进
节能改进技术方面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持。

② 考虑采用燃煤锅炉内煤碳与生物质燃料混燃的
方式 

　在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各项措施中，生物质混燃被

认为是一项非常有效的技术，即将生物质作为燃
料，使其与煤碳在燃煤锅炉内混合燃烧。生物质
燃料是以植物作为原料，植物在生长过程中会通
过光合作用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这可以与燃
烧时排放的二氧化碳相抵消，由此，其二氧化碳
排放实质上可计为零。因此，在燃煤锅炉中将生
物质作为燃料混燃可以减少煤炭的使用量，从而
可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在日本，燃煤锅炉生
物质与煤碳混燃技术的开发和商业化均已在推
进中，其中，半碳化黑色颗粒作为一种与煤炭极
为相似的生物质燃料，正在逐渐普及。目前，日
本已完成相关生产技术和设备的开发，在解决生
物质混燃对锅炉设备的影响等问题方面以及混
燃技术方面拥有专业的知识和经验。可以认为，
生物质混燃作为一种极具可行性的二氧化碳减
排措施，能够对中国的碳中和起到巨大的推动作
用。因此，希望政府能够在煤碳和生物质混燃技
术的引进方面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持。

＜关于发布煤炭市场数据的建议＞
③ 发布煤炭市场数据
　准确分析和判断煤炭市场的发展趋势，确保业务

交易的透明度，离不开市场数据的支撑。此外，
市场数据在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同样发挥着
非常重要的作用。此前，相关机构会定期发布煤
炭市场的相关数据，但最近停止了对部分数据的
更新和发布，这引起了人们对市场不确定性的担
忧。因此，希望政府能够提供相应支持，以确保
煤炭市场数据定期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