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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煤炭采

掘业几乎全部亏损，且

没有明显的止跌回稳迹

象，若不进一步采取有

效措施加以调控，有继

续恶化的可能

2015 年二季度，中经煤炭产
业景气指数沿着 2014 年初形成的
下跌通道继续下行，若无偶发因素
影响，暂没有止跌回升迹象。

二季度，中经煤炭产业景气指
数继续下行的主要原因依然是煤炭
市场的供求失衡。从供给侧看，在
一系列帮助行业脱困政策作用下，
煤炭市场供给已经出现缩量现象。
据初步统计，上半年煤炭产量同比
减少近一亿吨。由于煤炭下游主要
产业仍然不景气，煤炭需求呈疲软
态势，供给仍大于需求。前五个
月，仅电力、钢铁、建材 3 个行业
耗炼量就减少 8000 万吨左右。正
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尽管煤炭供
给有所减少，但煤炭市场供需失衡
仍然十分明显。

在煤炭市场供大于求的矛盾依
然没有明显改变的情况下，煤炭价
格持续下跌，主营业务收入大幅减
少，盈利水平继续下滑。二季度，
煤炭产业实现利润仅88.1亿元，为
去年同期的 30%，降幅比第一季度
又有所扩大，销售利润率比全部工
业销售利润率低 4.3 个百分点，仅
为1.3%，且回款天数达到50.1天。

由于煤炭的销售收入不能及时
到账，导致煤炭产业的现金流速缓
慢和财务成本过重。目前，我国煤
炭采掘业几乎全部亏损，且没有明
显的止跌回稳迹象，若不进一步采
取有效措施加以调控，有继续恶化
的可能。

二季度以来，面对国内外复杂形
势，我国经济运行缓中趋稳，许多指
标出现回升势头，但煤炭产业并没有
出现好转迹象。

尽管目前煤炭市场价格有小幅回
升，但回升的动力并非源于供求关系
改善，而是人为干预的结果。长期居
高不下的库存，已经提前释放了大量
的产能，使控产量、限进口的措施的
作用也大打折扣。相当多的煤炭企
业，为了维持运转，不得不减员降
薪。二季度末的煤炭产业大军人数同
比下降5.4%；固定资产投资并没有
随着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同比
增长 9.4%的幅度增加，反而下降
14.2%。

煤炭是我国最重要的主体能源
和工业原料，煤炭产业是我国重要
的基础产业。今年上半年，全国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累计同比增长

6.3%，而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仅为
0.6%，其中 6月份当月增加值同比
下降0.5%。从煤炭主产区所发生的
集体讨薪等群体事件看，煤炭产业
的不稳定已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
若任其继续恶化下去，煤炭产业的
形势将更加严峻。

煤炭产业作为煤炭企业的集
合，其稳定取决于煤炭企业这一微
观基础的稳定，取决于大多数煤炭
企业走出困境，缓解亏损，重焕生
机和活力；取决于稳煤价，稳市
场，稳供求关系；取决于政府政策
的正确性，在市场失灵状态下，取
决于政府的科学调控。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把稳增长作为紧要任务的部署，
有关部门应该出台更有力的政策措
施，遏制煤炭产业经济形势继续恶
化势头，扭转发展颓势。结合当前
形势，建议有关部门尽快在煤炭产
业启动实施电煤最低保护价；采取
切实有效举措，防止煤炭产能提前
释放；探索建立科学合理的退出机
制，加大落后产能退出力度；有序
推进煤炭液 （气） 化，形成煤炭新
的消费热点。

经模型测算，2015 年三四季度
中经煤炭产业景气指数分别为 95.3
和 95.2；预警指数均为 59.1，呈平稳
走势。

煤炭行业企业景气调查结果
显示，企业家对 2015 年三季度企
业 经 营 状 况 预 测 的 预 期 指 数 为
64.4，比 对 二 季 度 企 业 经 营 状 况
判 断 的 即 期 指 数 高 3.8 点 ，比 一
季度的预期指数低 5.8 点。

二季度接受调查的煤炭行业
企业中，43.1%的企业订货量“增
加”或“持平”，比一季度下降 2.6
个百分点；68.2%的企业用工需求

“增加”或“持平”，比一季度下降
3.3 个 百 分 点 ；52.6% 的 企 业 投 资

“增加”或“持平”，比一季度下降
5.3 个百分点。

综合来看，煤炭产业景气难以
明显回升，继续维系上下两难的可

能性较大。要想摆脱困境，需要加
快淘汰落后产能，落实煤炭产量控
制目标，维护市场供需平衡；着力
稳定煤炭价格，积极推动煤炭价格
恢复性上涨；强化安全生产责任意
识，确保煤矿安全生产投入，确保
煤矿安全生产；加大货款回收力
度，保证企业正 常 运 行 所 需 要 的
现金流；关注矿区民生，保证职工
工资发放，维护矿区社会稳定。

行业景气将继续低位运行
前 瞻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煤炭价格出现小
幅回升,引发市场对煤炭价格筑底回暖的
预期。分析认为本轮煤价维持低位调整
呈现出三个特点，意味着煤价仅仅是季
节性短期回稳，未来依旧承压。

一是只见价格企稳，未见交易量提
升。一般来说，量价齐增才是良性循环
的开始，但近期煤价回稳并不是销量提
振的结果，主要是供给方神华等大型煤
炭企业保价护盘的结果，煤炭需求依旧
疲软。

二是只是去库存，未影响到产能利
用率。每年 5 至 6 月是电厂迎峰度夏补充
库存的时候，借助季节因素保价，为的是
提振煤炭企业生产积极性。但是，冰冻三
尺非一日之寒，2011 年以来煤炭库存持
续高位，时至今日能让煤炭企业消化部
分库存已属不易，庞大的库存压力没有
解决，提升产能利用率更无从谈起。此
外，今年南方水电出力提升，火电份额受
到限制，产能利用率不升反降。

三是只带来收入，难创造利润。虽然
价格回稳，但依旧在盈亏平衡点之下，此
时订单“食之无肉，弃之可惜”。卖得出去，
则卖得越多亏得越多；卖不出去，不但是
存货跌价，还要考虑相应的储藏成本、自
燃消耗等因素。因此，无论销路好坏，都
难创造利润。

没有销售量、产能利用率、利润率的
提升，煤炭价格回暖只能是昙花一现，经
济周期使然，未来依旧承压。

其实，2014年下半年开始，国家已出
台了一系列“限产能、紧进口、控产量、减
负担”措施助力煤炭行业脱困，但各类政
策也只能从优化外部环境、提升准入标
准、进行总供给调节方面发挥作用，煤炭
行业的真实拐点依然要等待宏观经济回
暖带来下游需求的提升。在此之前，限产
降库存，压降产能，严格控制成本，争取
明哲保身是关键。

十年磨一剑，经历了“资源为王”到
“为资源亡”的周期轮回，煤炭企业应建
立跨周期经营、互补性经营理念。跨周期
经营重在管理产能、收放节奏，以提升使
用效率为前提规划产能，盘活资产；互补
性经营重在开发煤炭资源综合利用的盈
利点，降低周期性靠天吃饭的风险，提升
逆周期管理水平。

煤价短期回暖

未来依旧承压
交通银行能源研究员 竺 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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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观察

同煤集团塔山矿的一位工人正在井下采煤。 新华社记者 燕雁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