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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业下行压力有增无减

中国煤炭经济研究院院长

岳福斌

煤炭产业多项主要

经 济 指 标 在 进 一 步 恶

化，且看不出有任何好

转的迹象，产业运行的

风 险 系 数 在 进 一 步 提

高。一些企业压缩安全

生产投入，给产业发展

埋下巨大隐患

2015 年四季度，中经煤炭产
业景气指数为 93.9，比上季度下降
0.5 点，仍然沿着原有的斜率继续
下行；预警指数在横盘 6 个季度后
再下一个台阶，表明煤炭产业运行
的风险系数进一步提高。

从各项指标看，四季度，除利润
总额比上季度大幅提高、同比降幅有
所收窄外，其余主要经济指标均进一
步恶化，且看不出有任何好转的迹象。

具体来看，四季度，煤炭产业
主营业务收入同比下降 16.4%，连
续 9 个季度呈现同比下降态势，为
1999 年以来所未见。煤炭价格逐
季度下跌。煤炭库存继续居高不
下，一季度末煤炭产业产成品资金
占用为 957 亿元，到四季度末已经
增加到 1076 亿元。上缴税金不减
反增，全年四个季度，全行业上缴
税 金 总 额 分 别 为 546.9 亿 元 、
449.3 亿元、452.4 亿元、499.4 亿
元。煤炭产业回款压力明显加大，
截至四季度末全行业应收账款为
4104.4 亿元，有将近三分之二的
煤炭是赊销出去的；应收账款周转
天数为 56.4 天，比上年同期增加
12.3天，企业资金链压力进一步加
大 。 煤 炭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总 额 为
1038.3 亿元，比三季度减少 400
亿元，同比下降 21%。

从利润看，四季度，煤炭产业
利润总额为 175.7 亿元，同比降幅
比三季度收窄 6 个百分点，销售利
润率为 2.7%。这似乎说明煤炭产
业的盈利状况有所好转，其实不
然，利润同比降幅仍高达 54.3%，
且已连续 15 个季度呈现同比下降
趋势；销售利润率仍然不及全部工
业销售利润率的一半。煤炭产业利
润总额降幅收窄，在一定程度上说
明政府出台的清费正税、抑制煤炭
进口的政策，以及企业的自救措施
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成本利润
化和政策红利为煤炭产业的利润增
加做出了贡献。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煤炭企业
为了压缩成本，结果连安全生产的
投入也压缩了。这虽然在短期内给
煤炭企业带来了财务报表上的“效
益”，但也大大提高了安全生产的风
险，给产业发展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目前我国煤炭产业脱困发展还
面临着诸多压力。从国际看，世界
经济有着许多不确定性，石油、铁
矿石等大宗商品价格持续走低，地
缘政治问题增加，国际贸易低迷，
汇率大幅波动，资本的流动性在上
升，导致全球经济增长停顿，经济
复苏乏力。国内发展处于“三期叠
加”阶段，转方式、调结构的任务

越来越艰巨，各种金融风险不断暴
露，煤炭的下游产业普遍过剩，难
以增加对煤炭的需求；加上煤炭产
业多年来“小、散、乱、差”的顽
疾根深蒂固，实现煤炭产业的脱困
发展任重道远。

实现煤炭产业的脱困发展，当
务之急是要想方设法稳住煤炭价
格，使长期处于隆冬季的煤炭能得
到喘息机会。在市场需求难以有效
回升的情况下，要从根本上实现企
业脱困，关键要努力减少供给。过
去的实践证明，在煤炭产能供给过
剩的情况下，任何限制产量的措施
都具有局限性。在当前形势下，要
解决煤炭产业面临的供需困局，关
键是化解煤炭产能过剩。

化解煤炭过剩产能，从指导思
想上，要继续坚持“壮士断腕”的
精 神 ， 要 做 好 “ 加 、 减 、 乘 、
除”。在退出机制上，要坚持依靠
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利用市场
倒逼机制，注重发挥企业的自主
性；同时，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
用，打好政策组合拳，综合运用财
政、金融等各种手段。

在制度安排上，要做到有法可
依。煤炭产能在退出过程中，要做
到奖惩分明，实行“问责制”，对
不作为、乱作为的行为予以追责。

2016 年一季度，受经济增长
放缓、能源结构调整以及环保压
力的影响，煤炭行业依旧面临下
行 压 力 ，市 场 需 求 仍 将 继 续 收
缩，行业景气或继续走低。

经模型测算，2016 年一季度
和二季度，中经煤炭产业景气指
数 均 为 93.5，总 体 延 续 下 降 态
势；预警指数均为 55.6。

煤 炭 行 业 企 业 景 气 调 查 结
果 显 示 ，2015 年 四 季 度 企 业 景
气 指 数 为 62.5，比 三 季 度 下 降
7.2 点 ，其 中 ：反 映 企 业 家 对 下 季
度 企 业 经 营 状 况 判 断 的 预 期 指
数 为 60.9 ，比 三 季 度 下 降 9.9
点 ，降 幅 明 显 ；反 映 本 季 度 企 业
综 合 经 营 状 况 的 即 期 指 数 为
64.9 ，比 三 季 度 下 降 3.1 点 。

在 接 受 调 查 的 煤 炭 企 业
中 ，51.1% 的 企 业 订 货 量“ 增
加 ”或“ 持 平 ”，比 三 季 度 提 高
8.4 个 百 分 点 ；70.9% 的 企 业 用
工 需 求“ 增 加 ”或“ 持 平 ”，比
三 季 度 下 降 0.8 个 百 分 点 ；
51.6% 的 企 业 投 资“ 增 加 ”或

“ 持 平 ”，比 三 季 度 下 降 3.1 个
百 分 点 。

景气度或继续走低
前 瞻

岁末年初，供给侧改革成为热议焦
点。针对产能过剩行业，淘汰僵尸企业，
化解产能过剩等具体措施的提出，为处
于困境中的煤炭行业带来希望。

供给侧改革是用另一个视角解决问
题。多年来，为解决煤炭市场供大于求的
问题，国家相继出台了限产、关停、减税、
遏制进口等一系列调控政策，煤炭企业
也采取了多轮降价、降本、降产的自救措
施。但时至今日，煤炭行业仍陷于产能利
用率不断降低、价格低迷、库存居高不下
的困境之中，行业亏损面进一步扩大。

2015 年四季度，中经煤炭产业景气
指数为93.9，比三季度下降0.5点；中经煤
炭产业预警指数为 55.6，比三季度下降
3.7点，继续在过冷的“蓝灯区”运行。

在这样的背景下，供给侧改革有望
成为解决煤炭困局的关键。供给侧改革
的逻辑是供过于求的症结不是短期需求
不足，而是长期供给过剩，因此改革的核
心是“去产能”。“去产能”包括加快淘汰落
后产能、暂停审批新项目、进一步推进行
业兼并重组，从数量和结构上对行业进
行优化升级。

从量上来看，意味着煤炭中长期产
量下降，库存降低，为煤价创造未来企稳
回升的预期。从结构上来看，是将优质资
源集中于高效经营的企业，从而提升产
能利用率，增强企业盈利能力，恢复企业
经营动力和信心。

对现有产能进行结构性优化是个市
场化的过程，意味着未来行业兼并重组
的力度将进一步加大，煤电一体化、煤炭
清洁利用、煤炭资源深度加工仍然是这
轮兼并重组的方向。国家将出台一系列
配套政策及资金安排，解决转岗安置、技
术升级创新、资本再投资等问题，减轻

“去产能”对煤炭行业造成的阵痛。
从全社会范围内看，供给侧改革是

要通过调整生产要素的配比，提升生产
效率，实现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作为重要
的生产要素之一，煤炭行业既是供给侧
改革的核心内容，也将受益于改革带来
的宏观环境的优化。与减产限产、价格调
控、遏制出口等短期措施相比，寻求资
本、资源、劳动力、创新的供给侧改革不
具有立竿见影的政策效果，但中长期来
看，对产业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煤炭供给侧改革
核心是“去产能”

交通银行能源研究员 竺 暐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

解决煤炭产业问题提供了

新的视角，有望成为解决

煤 炭 困 局 的 关 键 。 改 革

中，应减轻“去产能”对

煤炭行业造成的阵痛

产业观察

12月 10日，河北省永清县暖邦新型燃料有限公司工人在检查洁净改性型煤。 新华社记者 李晓果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