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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政策东风 助煤企脱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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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福斌

当前，煤炭景气值

仍处于“上下两难”的胶

着状态。短期内，煤炭经

济形势很难出现转变。

煤炭脱困，关键要借助

政策东风，深化改革，不

断创新

三季度，中经煤炭产业景气指
数为 96.5，与上季度基本持平；中经
煤炭产业预警指数为63.3，连续9个
季度在偏冷的“浅蓝灯区”运行。煤
炭产业景气值仍处于“上下两难”的
胶着状态。

这种胶着状态的形成有其客观
基础。就市场本身而言，供给相对过
剩与有效需求不足这一主要矛盾并
没有发生变化，矛盾的主要方面供给
也没有大的改观。值得注意的是，三
季度煤炭产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出现下跌幅度比上季度收窄2.1个百
分点的背离走势。该现象虽发生在
市场供求矛盾没有大的改观前提下，
但并不奇怪，其主要原因是进入三季
度以来，政府对陷入困境中的煤炭产
业特别关注，接二连三打出限制产
能、抑制供给、减轻负担等政策组合
拳；建立了煤炭产业脱困工作联系会
议制度；一些大型煤炭企业也主动上
调了煤价。

“限产”是政府推出的帮助煤炭
产业脱困的重要措施。不久前，产
业主管部门出重拳严厉打击煤矿违
法违规建设、超能力生产和不安全

生产。这一政策措施，对限制产能
无序释放，直接减少煤炭市场的供
给量，缓解供求矛盾，抑制价格惯性
下跌，相对提升产业盈利能力，十分
必要。不过，导致煤炭市场供求失
衡的并不全是违法违规生产，其中
有相当数量的供给是合法合规生产
的。因此，限产措施并非万全之策，
还应千方百计增加煤炭有效需求，
如加快发展煤制油产业，深入研究、
反复论证、科学规划煤炭产能和释
放时序，等等。

如不出意外，四季度，煤炭产业景
气度几乎没有继续恶化的可能。三季
度政府打出了政策组合拳，其正态效
应将继续释放。限产政策将强制性地
抑制部分供给，而且最近出台的取消
煤炭进口关税优惠的政策和《商品煤
质量管理暂行办法》也将有效抑制煤
炭进口。更值得一提的是，“清费正
税”工作终于打破过去“雷声大、雨点
小”的僵局。“比梁山好汉还多”的行政
性收费项目终成历史，煤炭资源税改
革也终于靴子落地，特别是差别化的
资源税制安排，更有利于煤炭主产省
根据煤炭企业负担实际，科学确定适

度税率。随着新税费制度功能作用的
发挥，煤炭产业脱困也就时日不远。

尽管煤炭产业景气度暂时没有
继续恶化的可能，但也不存在短期逆
转的可能性。首先，有利的政策环境
并不等于实现了整体环境的优化，市
场供求失衡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解
决，国民经济增速换挡，国际经济更
加复杂多变，已出现的复苏迹象又蒙
上了阴影。其次，我国煤炭产业自身
存在的资源开采过度、产能严重过
剩、环保压力加大、产品提质不快、产
业升级缓慢、消费方式落后、改革相
对滞后等突出问题仍然存在。此外，
三季度并不乐观的煤炭经济形势，将
直接影响四季度的走势。三季度末，
尽管煤炭价格有翘尾行情，但库存有
增无减，回款天数继续增加，销售利
润率跌至2.7%，比银行一年期存款利
率还低。在此基础上，企盼煤炭行业
出现转势很不现实。

尽管煤炭产业仍处于困境之中，
但我们也不必过于悲观。只要坚定信
心，坚持改革、开放、创新，借助政策东
风，煤炭产业一定能摆脱当前困境，重
踏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征程。

分析未来趋势，国内煤炭市场
仍面临着较大的下行压力。经模型
测 算 ，2014 年 四 季 度 、2015 年 一
季度中经煤炭产业景气指数分别
为 96.4 和 96.3；预 警 指 数 分 别 为
60.0 和 60.0，呈低位平稳走势。

煤炭企业对煤炭行业未来景
气走势仍不乐观。三季度，煤炭行
业企业景气调查结果显示，反映煤
炭企业家对四季度本企业经营状

况预测的预期指数为 77.5，比对反
映三季度企业经营状况判断的即
期指数高 7.1 点，但比二季度的预
期指数低 1.9 点，呈持续回落走势。
煤炭企业家信心的回落主要在于
企业订货减少、用工和投资意愿继
续 下 降 。在 被 调 查 的 企 业 中 ，有
47.2%的 企 业 表 明 本 季 度 订 货 量

“增加”或“持平”，比上季度低 1.9
个百分点；用工计划“增加”比“减

少”的企业比重低 14.4 个百分点，
两者剪刀差比上季度扩大 6.1 个百
分点；投资计划“增加”比“减少”的
企业比重低 54.2 个百分点，两者剪
刀差比上季度扩大 16.9 个百分点。

鉴于煤炭行业依旧面临产能
过剩、进口煤冲击、下游需求不足、
税费负担较重等问题。政府部门应
进一步加强产业调控，为煤炭行业
脱困提供更加有力的政策支撑。

景气走势仍不乐观

前 瞻

三季度，煤炭市场的最大特征表现为
“政策市”。

随着“黄金十年”终结，煤炭经济运行
每况愈下，有关部门十分重视煤炭行业

“脱困”工作，研究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商品煤质量管理暂行办法》的出台，正是
重要举措之一。

这份质量新规从征求意见到正式出
台，经历了一年多时间。虽然“难产”，但在
规范国内煤炭市场流通的同时，也提升了
进口煤准入门槛。

首先，办法使煤炭的质量管理有据可
依。燃煤被认为是造成大气污染的“罪魁
祸首”。煤炭质量管理从“事前”监管的角
度出发，对硫分、灰分、热量值以及汞、砷、
磷、氯、氟5种有毒有害元素指标规定，使
管理部门有了明确的监管依据，企业有了
执行的依据，对于控制民用散煤燃烧的管
理也有积极意义。

其次，加强质量管理也有利于促进煤
炭市场的供需平衡。为了缓解煤炭企业困
境，有关部门采取了限产、关停一批中小煤
矿的策略。然而，在产能过剩的背景下，煤
炭企业很难通过降低供给来稳住价格。由
于煤炭企业的压力很难传导到下游，在一
定程度上导致了市场出现优质煤掺杂劣质
煤，进行“价格战”的恶性竞争。通过加强质
量管理，可以源头限制劣质煤流通，有利于
煤炭市场的优胜劣汰。

与此同时，此次出台的煤炭质量管理
办法也从源头建立了抵制劣质煤进口的长
效机制。加之煤炭进口关税的调整，有望减
少煤炭进口，也体现了对不同品级进口煤
的差异化管理。

当然，我们也不能过高地评价这一
管理办法对于煤炭行业的积极影响。质
量就是价格，管理办法从限制供给的角
度出发，对煤炭质量进行了严格的管理，
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煤炭价格预
期。但从更长远的角度看，由于供大于
求，市场供给价格弹性较小，因此，在国
内需求放缓、产能超前未发生根本改变
的背景下，这一办法很难在短期内给煤
炭价格带来太多积极影响。从这个意义
上说，要破煤炭行业当前困局，关键还要
多管齐下，特别是从抑制市场供给的角
度出发，有效打击违法违规建设生产、超
能力生产和不安全生产。

质 量 新 规

影 响 有 限
交通银行能源研究员 竺 暐

加强对商品煤质量的

监管，将在一定程度上抑

制国内煤炭市场供给，也

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不

过，这一政策对于煤炭市

场的积极影响总体有限，

不能过度夸大政策效应

产业观察

随着天气转冷，秦皇岛港再次迎来运煤高峰。 本报记者 李景录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