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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研究下调煤炭进口增值税和港口相关费用，以刺激煤炭

进口，补充国内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的煤炭供应不足情况。 

 

       分析认为，受国际煤价持续高位运行等因素影响，上半年我国煤炭进口数量同比有较明显下滑。有

专家认为，下调煤炭进口增值税在缺乏国际定价话语权情况下，恐难达成预期效果。 

 

       上半年进口同比下降明显 

 

       据国家海关总署消息，今年上半年，进口煤炭7049万吨，下降11.8%，进口均价为每吨109.6美

元，上涨11.9%。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价格因素是导致今年以来我国煤炭进口大幅下滑的主因。自去年四季度以来，

国际煤价持续震荡上扬。据统计，一季度澳大利亚BJ动力煤离岸价格平均值128美元/吨，同比涨幅接近

30%；纽卡斯尔动力煤价格最高136.3美元/吨，同比涨幅43%；炼焦煤的平均价格285美元/吨，并一度

达到350美元/吨的历史高位。 

 

       而造成国际煤价大幅上涨的原因，分析人士称，一是世界经济逐步复苏增加了对煤炭的需求；其二

是美国推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使得全球流动性过剩，美元急剧下跌，以美元计价的原油、煤炭为主的

能源商品普遍大幅上涨；三是自然灾害频发，哥伦比亚、南非、俄罗斯都因天气问题影响煤炭出运，特

别是澳大利亚东部遭受50年一遇的洪水灾害，随后的大雨又延缓了生产的恢复，导致煤炭供应出现短

缺。 

 

       在国际煤炭价格持续上涨的情况下，国际国内价差不断缩小，进而出现了国内外煤价倒挂态势，国

外进口煤炭价格优势丧失。基于此，国内煤炭进口力度不断缩减，其中2月份煤炭进口仅676万吨，降幅

47.6%，为2009年4月以来月度进口最低水平，3月份也不足1000万吨。进入3月份以后，随着国内煤价

的逐步上扬及国际煤价的小幅回调，国际国内价差缩小，煤炭进口出现了逐月复苏的趋势。5月份回升

至1350万吨以上，接近去年月均进口水平。 

 

       除价格因素外，我国采取的现货交易模式易受国际煤炭价格波动影响也是重要原因。“由于煤炭货

源的供应紧张，澳洲煤炭供应商优先考虑日本、韩国这类长期协议客户的需求，中国进口商灵活的现货

交易模式，很难争取到货源。”一位市场分析人士对记者表示。 

 

       增值税下调意义不大  

 

       “在电力供应紧张的情况下，下调增值税，一定程度上会减轻依赖进口电煤的发电企业的成本。”

营销专家李朝林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如是说，“由于国内市场庞大，减税并不会对整个大市场产生明

食品流通及退市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

《国家税务总局大企业税收服务和管理...

新版《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征求意...

物联网产业“十二五”规划构架已成型

涂料行业14项国家强制标准8月开始...

Services Delivery...

C*Core公司为 Power A...

赢得新业务：塔塔通信选用Calli...

盛智律师事务所北京办事处开业

美商传威TranSwitch的HD...

人民日报社公共稿库投入试运行

非时政类报刊转企改制需完善主...

中国报协部署下半年六项工作

各地非时政类报刊体制改革动态

中国民航报社展位展现民航风采



显影响”。 

 

       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姜克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此举将进一步缩小国际煤炭与

国内煤炭之间的价格差。 

 

       “在当前国际能源供求形势下，降低煤炭进口增值税意义不大。”中商流通生产力促进中心煤炭行

业分析师李廷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下调煤炭进口增值税，当时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国内

进口商的进口成本，但是，下调进口增值税所产生的正面效应恐将很快消失”。 

 

       李廷分析说，一方面是因为，下调增值税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进口商的进口成本之后，很短的时间内

国内贸易商可能会在国际市场上加大煤炭采购力度，因为目前国际市场煤炭供求形势已经不是那么宽

松，我国贸易商采购需求突然增加很容易引发国际市场煤价上涨；另一方面，我国降低煤炭进口增值税

很容易引发国际市场担忧，我国国内煤炭不能满足需求，需要增加煤炭进口的声音和观点会很快在国际

市场传播开来，在目前国内外煤炭市场供求形势下，这将直接推高国际煤价。国际煤价被推高之后，我

国煤炭进口很快将再度受到影响，并有可能会间接影响国内煤炭市场平稳运行。 

 

       “在能源安全问题日益突出的情况下，增加煤炭等传统化石能源进口是好事，如果市场条件允许的

话，应该说是进口越多越好。但是，在目前国内外市场形势下，通过降低增值税来鼓励增加煤炭进口并

不一定是好事，降低税率之后为企业所节约出来的那部分成本很容易被国际煤商通过涨价给吞噬，增加

煤炭进口的目的或许很难达到。”李廷对此表示了担忧。他认为，与数量有限的国际煤炭贸易量相比，

我国庞大的煤炭消费决定了不可能过多地依赖于国际市场。“先保障国内煤炭充足供应，当国内煤炭供

求形势宽松了，中国煤炭进口多少不再重要的时候，中国煤炭需求对国际市场的影响也就会大大减弱，

届时再主动走出去四处收购煤炭资源，这才应该是我们的长远战略”。 

 

       国际定价权很关键 

 

       我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生产国和消费国。据统计，2010年我国煤炭产量为32.4亿吨，煤炭表

观消费量为33.8亿吨，约占全球煤炭消费总量的50%。尽管是产煤大国，受煤炭产区与经济发达地区呈

逆向分布制约，“北煤南运”、“西煤东运”成为供给中东部煤炭需求的主要形式。同时煤炭运输瓶颈

的存在，使得东部沿海地区将“寻煤”目光投向海外， 

 

       尤其在近年国内需求增长加快的形势下。2009年，我国首次成为煤炭净进口国，煤炭进口量为1.3

亿吨，成为仅次于日本的全球第二大煤炭进口国。2010年，我国煤炭进口量继续增加至1.6亿吨，而同

年全球煤炭贸易总量尚不足10亿吨。 

 

       而令人感到尴尬的是，最大煤炭生产国和消费国的地位，并没有与之相匹配的国际煤炭定价话语

权。尽管随着煤炭进口需求的不断攀升，“中国需求”对国际煤价的影响力在逐步加深。令业界部分人

士担忧的是，下调煤炭进口增值税带来的正面效应在我国缺乏国际煤炭定价权的情况下，恐难以收获好

的成效。其原因在于，中国煤炭进口需求增加对国际煤价影响力越来越大，容易带动国际煤价上涨，下

调增值税给煤炭进口企业“减负”的效果很容易被国际煤价上涨所吞噬，而难以达成刺激进口，缓解国

内煤炭供应局势的目标。假若在具有国际定价权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对煤价是否涨、涨多少具有一

定的控制能力了”，李廷表示。 

 

       据了解，我国煤炭进口基本采取现货交易的模式，这一模式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较为敏感。而国际

上则通常采取签订长期协议的方式，比如日本。“我国与日本不同，首先，日本进口的很多是权益矿，

也就是说进口的煤炭资源中，三菱、住友等大财团在其中有一定的权益；其次，日本国内基本没有产

量，全部依靠进口，尤其是从澳大利亚进口，而澳大利亚主要是出口日本，他们之间具有很强的依赖

性。”李廷告诉本报记者，“在经济平稳增长的情况下，现货贸易不具有什么优势，如果世界经济出现



 

问题导致现货价格明显下滑，他们的长协价格现在也可以重新协商。” 

 

       签订长协，可以避免需求临时的波动。从生产安全、供应安全和价格风险来说，便于实现风险共

担。而实际上，“澳大利亚的出口商不愿意签，就是因为他们掌握了定价权”，李廷坦言。 

 

        抢占能源资源定价权已然成为各国能源战略重点，之前推出环渤海动力煤价格指数、焦炭期货等一

系列举措也彰显了我国决意在煤炭定价权方面有所推进的决心。“支撑国内企业和资本走出去收购国外

煤炭资源，扩大我国在国外的权益资源量；提升金融发展水平，加快发展期货市场，都是值得努力去尝

试的手段。”李廷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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