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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季度，中经煤炭产

业景气指数延续自去年

以来持续下滑的态势，煤

炭产业仍处于寒冬期。煤

炭企业不必过于悲观，要

积极调整、御寒过冬，政

府主管部门也应有所作

为，用好政策工具

二季度，中经煤炭产业景气指
数延续过去 5 个季度以来持续下滑
的态势。

从具体指标看，尽管煤炭价格
出现明显下滑，但煤炭主营业务收
入同比降幅仅为 5.1%；今年前 6 个
月，煤炭进口量 1.6 亿吨，比去年同
期增加约 2000 万吨。这表明煤炭
市场供应量仍有较大幅度增加。而
由于市场需求疲弱，导致全社会煤
炭库存高企。此外，应收账款明显增
加，回款周期有所延长，企业利润和
销售利润率出现明显下滑。这些都
表明，煤炭产业仍处于寒冬期。

我认为导致我国煤炭产业景气
度持续低迷的主要原因在国内。首
先，宏观经济增速放缓，下游产业普
遍不景气，导致煤炭需求疲软。其
次，“十一五”以来，我国煤炭产业投
资规模达 2.27 万亿元，这些产能集
中释放，导致煤炭产量过快增加。再
次，在进口煤大量增加的同时，国内
火电企业通过各种形式办煤矿形成
的产能也开始释放。有的发电企业

煤炭自给量将达到 1 亿吨。这两部
分煤炭实实在在地对市场需求形成
了挤压。此外，煤炭企业在供给紧张
条件下形成了追求规模扩张，不注
重转型升级的发展方式，危机应对
能力不强，只能依靠薄利多销，加剧
供给过剩。另一个重要因素则是煤
炭税费制度的改革推进缓慢，不少
地方乱收费问题屡禁不止；煤电价
格联动不对称，专项基金运作不到
位等问题突出存在。

三季度，尽管当前国际环境有所
改善，但是制约因素错综复杂，整个
世界经济短期内难以明显复苏。在不
出台刺激性政策，以及坚持去杠杆
化、结构性调整和稳中有为发展思路
的背景下，宏观经济将总体平稳。因
此，影响二季度煤炭产业走势的诸多
因素短期内难以改变，三季度煤炭产
业经济形势依然比较严峻。

煤炭是我国的主体能源，以煤
为主的能源政策在相当长的时期
内不会改变；本季度，全部工业利
润率已有上升，下游产业已有转暖

迹象；防治雾霾要求大力发展煤制
油、气，将为产业发展拓展新的空
间，等等。因此，我们坚信煤炭产业
前景光明。

当然，我们不能麻痹大意，要客
观认清形势的严重性；要坚持冬泳
不懈怠，密切关注政策面的变化；抓
住转型升级主线，提高产品质量，增
加煤炭附加值；要利用治理雾霾的
机遇，积极开展煤炭深加工；要加大
兼并重组力度，走大集团的路子不
动摇；要加快产业裂变，把一些与煤
炭主业无关的业务尽快剥离出来；
要协同应对困境，不能自扫各家门
前雪，不管行业瓦上霜。

政府要用好政策工具，继续抑制
产能的过快释放；要利用好价格调节
基金，对煤炭企业实施价格补贴和限
产补贴；建立煤炭进出口动态调节机
制，在WTO机制下合理调控进出口
数量；要促进煤炭产品质量提高；要
抓紧清费征税，减轻企业负担；要加
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关、停、并、
转”一批生产力落后的煤矿。

通过模型预测，三、四季度中经煤
炭产业景气指数分别为97.3和97.6，
继续在低位徘徊；中经煤炭预警指数
均为63.3，与二季度基本持平。

煤炭产业企业家对三季度的预
期依然信心不足。二季度，对 2000
多家煤炭产业企业景气调查结果表
明，反映煤炭产业企业家对三季度
企业经营状况预测的预期指数为
77.0，比对反映二季度企业经营状
况判断的即期指数高 5.5 点，与上
季度的预期指数相比下降 30.0 点。
企业家对未来的信心不足源于企业

订货低迷。二季度接受调查的煤炭
产业企业中，只有 44.4%的企业订
货量较上季度“增加”或“持平”，较
上季度回落 19 个百分点。企业的订
货低迷打击了企业用工和投资积极
性。二季度接受调查的煤炭产业企
业中，用工较上季度“减少”的比“增
加”的多 6.5%；投资较上季度“减
少”的比“增加”的多 33.4%。

虽然煤炭产业陷入低迷状态，
未来发展面临诸多挑战，但对产业
未来发展不必过于悲观。我国正处
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的阶段，

经济增速虽然有所放缓，但基础设
施建设、固定资产投资还将保持适
当规模，这些因素依然是煤炭需求
增长的动力。

有关部门应继续推进淘汰落后
产能工作，将单一的兼并组合方式转
变为“关、停、转、改”四结合方式；加
强煤炭行业的价格市场化运作，努力
完善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稳步
有序推进煤炭价格改革；加快洁净煤
技术创新步伐，提高煤炭产业附加
值；尽快建立煤炭战略储备制度，将
社会库存转变为国家战略储备。

景气度将在低位徘徊
前 瞻

二季度，煤炭价格总体上经历了从缓
降到大幅跳水的过程。进入4月份，煤炭价
格虽然持续下滑，但走势相对平稳。至6月
中旬，秦皇岛港5500大卡动力煤平仓价累
计下降15元/吨。6月下旬，由于中煤能源、
神华等大型企业宣布降价，秦皇岛港5500
大卡动力煤平仓价跌破600元/吨。

从市场反应看，煤炭价格大幅跳
水并未带来煤炭销量的大幅上涨，企
业以量补价、薄利多销的愿望极有可
能再次落空。从总体上说，在宏观经济
增长放缓的背景下，下游需求不足的
颓势尚未改观，煤炭产业要实现“以量
补价”并不容易。相反的是，在生产、运
输、销售成本未见降低的前提下，降价
只会进一步侵蚀企业利润，扩大企业
亏损面。更重要的是，在本轮煤价下跌
过程中，煤炭行业龙头企业领衔降价，
中小企业闻风跟跌，可能加剧市场对
煤价进一步下跌的预期，这对于煤炭
产业景气度的企稳回升十分不利。

煤价何时能够探底？今年上半年，我
国进口煤均价为 91.4 美元/吨，同比下降
16.3%，以此为参照，国内煤价仍存在进一
步下跌的空间。这也给煤炭企业释放出了
一个信号，即煤炭产业要走出寒冬期，恐
怕还需时日，有些企业恐怕还得再熬一段
更苦的日子。

面对短期需求不振，煤炭企业要想不
过苦日子，就得自觉限产，抑制产量过快
增长，但事实证明，这招不好使。长期来
看，煤炭价格下跌态势想根本扭转，必须
以经济整体回暖、下游需求提振作为支
撑。在等待下一个“春天”到来之前，煤炭
行业还是苦练“降本增效”的内功为好。

“降本增效”涉及煤炭产运销全流程，
煤炭企业需要通过技术提升、效率提升、
规模效应提升找到生产的成本线；铁路、
公路、航运需要转变“运输瓶颈”时代的做
法，寻求与煤炭行业的双赢；行业管理部
门也应担负起优化税费体系的重任。

此外，煤炭行业需要正视过剩产能
的现实，理性投资、理性经营。未来，企业
无论“以产定销”还是“以销定产”，都需要
预先研究市场走势，找到符合企业自身
特点的理性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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