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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市场底”仍未筑成功

中国煤炭经济研究院院长

岳福斌

当前，煤炭市场出

现 的 底 仅 仅 是“ 政 策

底”，在煤炭产业存在的

一系列问题没有解决之

前，还不能说“市场底”

筑底成功

2014年四季度，中经煤炭产业
景气指数未能延续上个季度的走
势，景气值微跌0.5点；中经煤炭产
业预警指数连续 8 个季度走平。从
总体上看，尽管当前煤炭产业仍处
于“隆冬季”，但在政策“组合拳”
的支撑下，煤炭产业状况有所好转。

从具体指标看，四季度，煤炭产
业主营业务收入比上个季度有所增
加，煤炭价格虽然同比下跌11.6%，
但从环比数据看，比上个季度有所上
升。产业销售利润率达到5.0%，比
上个季度高出2.3个百分点，与全部
工业平均利润率的差距由上个季度的
2.9个百分点缩小至1.2个百分点。产
业实现利润总额384.9亿元，高于上
个季度的202.5亿元。

需要强调的是，煤炭产业状况
的好转，主要得益于政府政策的支
撑。正是“限产能、紧进口、控产
量、减负担”等政策措施正能量的
发挥，才使煤炭产业有了“着底”
的感觉。但是，目前的底仅仅是

“政策底”，在煤炭产业自身一系列
问题没有解决之前，还不能说“市
场底”筑底成功。

首先，困扰煤炭产业的产能过

剩问题依然严重。截至四季度末，煤
炭库存压力较大，产成品资金同比增
长14%，与主营业务收入增速相比高
出了24.1个百分点。其次，四季度，
煤炭产业应收账款和回款天数比上年
同期都有所增加。再次，四季度煤炭
产业税金总额占销售收入比重，比全
部工业税金总额占销售收入的比重高
出3.1个百分点，而上个季度仅高出
2.5个百分点。此外，固定资产投资
总额同比下降严重，降幅比三季度扩
大15.5个百分点，为15年以来的最
大降幅。

尽管煤炭业的急速下跌已经告一
段落，而且已经持续几个季度基本走
平，但总体上还没摆脱萧条状况。展
望 2015 年，世界经济有望弱复苏，
但面对的发展压力依然很大；我国经
济仍存下行压力，特别是煤炭下游产
业产能过剩，加之新的可替代能源发
展的提速，用煤需求相对下降在所难
免；煤炭进出口政策虽有较大变化，
但作用有限；新型煤化工产业发展较
慢，煤炭消费新的增长点还没有形成。
综合来看，煤炭产业景气向上可能不
大，继续维系上下两难的可能性较大，
但也并不排除再次出现惯性下跌。因

此，尚需各方面共同给力，助推煤炭产
业借助“政策底”形成的有利条件，夯
实“市场底”。

市场并不是万能的。政府宏观经
济管理部门应认真总结2014年三季
度以来推动煤炭产业出现积极变化的
宝贵经验，在市场失灵状况下，继续
强化对煤炭产业发展的科学规制。

煤炭产业管理部门要加强总结
研究，尤其要汲取前期“规划欠科
学、控制缺力度、释放不合理”,
进而导致煤炭产能严重过剩的教
训。一方面要严控已形成产能的集
中过快释放，另一方面，要在煤炭
产业“十三五”产能规划中注重结
构优化，做到有加有减，鼓励先进
与淘汰落后并举，加强科学产能的
建设。

煤炭企业要形成新常态下的新思
维、创新发展新模式。具有实力的企
业要抓住产业转型升级的机遇，依靠
技术创新，加快拓展新产业，加大兼
并重组力度；而对于一些实力相对较
弱的企业，要采取多种措施，学会过

“紧日子”；确实缺乏竞争力的企业，
则应该主动通过兼并、转产、破产，
有序退出市场。

从未来趋势看，宏观经济仍存
在较大的下行压力，煤炭需求存在
进一步放缓的可能；煤炭产业产能
过剩严重、企业库存压力较大，依然
制约着煤炭产业景气水平的回升。

在未充分考虑政策效应的情
况下，经模型测算，2015 年一、二
季度中经煤炭产业景气指数分别
为 95.7 和 95.8；预 警 指 数 均 为
60.0，呈止降趋稳走势。

预计煤炭行业景气度未来仍将
低位徘徊。2014年四季度，煤炭行业
企业景气调查结果显示，反映煤炭
企业家对 2015 年一季度本企业经
营状况预测的预期指数为 66.9，比
对反映 2014 年四季度企业经营状
况判断的即期指数高 1.5点，但比三
季度的预期指数低 10.6 点。煤炭企
业家信心低迷主要在于企业订货、
用工和投资意愿仍维持低位：在被

调查的企业中，有47.9%的企业表明
本季度订货量“增加”或“持平”，比
上季度微升0.7个百分点，但仍处低
位；用工计划“增加”比“减少”的企
业比重低 26.9 个百分点，两者剪刀
差比上季度扩大 12.5 个百分点；投
资计划“增加”比“减少”的企业比
重低 44.4 个百分点，两者剪刀差比
上季度缩小 9.8 个百分点，但仍处
较低水平。

景气走势仍将低位徘徊
前 瞻

近期，央行降息加上国家出台的一系
列清费立税、打非治违、调整关税、质量管
控政策给煤炭企业带来了诸多利好。企业
负担减轻、产能过剩部分化解，市场对煤
炭行业走出低谷重新燃起希望。

不过,现在判断煤炭行业整体回暖为
时尚早。煤炭市场供大于求、需求不足与
产能建设超前、产量加快释放相互叠加
的局面并未扭转，煤炭企业依然面临着
料峭的寒意。

更重要的是，在我国经济新常态的
背景下，宏观经济增速从高速增长转向
中高速增长,加之产业结构调整,煤炭消
费总量控制,煤炭市场需求增长将保持在
相对低位,煤炭行业将迎来供给相对宽松
的“新常态”。

近年来，煤炭价格始终“缺乏弹性”。
在供应紧张时,无论价格多高，煤炭都销
售得出去；而到供给过剩时,即使价格腰
斩，煤炭行业依然无法摆脱高库存的压
力。而在新常态下,煤炭行业的价格弹性
获得回归，这意味着煤炭企业供给自创
需求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同时单纯以量
补价或减产保价的做法也很难取得实质
性成效。因此，对于煤企来说，未来需要
真刀真枪地拼整体实力。在生产上，要严
格落实安全生产，追求降本增效，盯好价
格这一指挥棒去布局谋篇。在销售上，要
实现人无我有的产品定位和人有我优的
质量定位，用差异化创造收益。

同时，煤炭企业还应注重培育风险
防范能力。煤炭生产企业一直具有“高风
险”特征，但却缺乏风险转嫁的能力。在
煤价高涨时，煤企是产业链盈利的主要
受益者；在煤价腰斩时，煤企也是亏损的
主要承担者。随着煤炭产业结构调整的
深化，煤炭生产企业不能把自己定位为

“只是挖煤和卖煤的企业”，还要有整合
销售、运力以及上下游产业链的能力。对
于大型企业来说，要加快打造集“矿电路
港航”于一体的产销运综合化经营模式，
提升全产业链的统筹能力；而对于中小
型煤炭生产企业来说，要积极探索煤电
联营、煤钢联营，把风险分散到产业链的
下游中去。

目前，煤炭行业已经进入新常态。煤
企不能坐等其成，只有主动转型，才能华
丽转身，真正走出寒冬，迎来发展的春天。

强 化 煤 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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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4日，轮船靠泊在秦皇岛港煤炭码头装货。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