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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适逢“十二五”开局之年，各地发展经济的热情高涨，加之2010年下半年强制节能减排导 致

部分项目被迫暂停，2011年这些项目纷纷上马，国民经济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势头。这种背景下，2011年，国

内煤炭市场供需两旺，煤炭价格整体继续上扬。  

  由于煤炭供应在地域上面临的结构性问题日渐突出，煤炭进口量在年初大幅回落之后，持续快速反弹并

不断创出新高，与此同时，为了解决煤炭供应的结构性问题，由中央政府主导的煤炭应急储备试点在2011年

正式启动。2011年，煤电之争日益白热化，政府对煤炭市场的干预力度也不断加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

煤炭资源税的推行将受阻。笔者从几个主要方面来回顾一下2011年的煤炭行业。 

    供需两旺煤价整体继续上升 

  2011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各地发展热情高涨，固定资产投资继续快速增长，受此影响，主要高耗

能产品产量快速增长，煤炭需求持续保持旺盛态势。尽管10月份之后部分高耗能产品产量增速明显放缓，但

1-11月份多数高耗能产品产量累计同比增速均在10%以上。 

  由于煤炭需求持续旺盛，2011年，我国原煤产量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势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0年全国

原煤产量为32.4亿吨，预计2011年国家统计局统计口径全国原煤产量或将达到35.5亿吨，同比增加约3亿

吨，增长9%以上。 

  虽然煤炭产量保持了快速增长势头，但受需求旺盛影响，2011年煤价整体再度上了一个台阶。据测算，

2011年，秦皇岛港5500大卡动力煤平均最低平仓价为814元/吨，与2010年相比，每吨上涨超过70元，涨幅接

近10%。与动力煤相比，炼焦煤、喷吹煤和无烟块煤价格涨幅还要更大，与2010年相比，2011年，这些煤种

平均价格涨幅多数在20%以上。 

  煤炭进口量前低后高整体继续增加 

  由于煤炭需求持续旺盛，同时国内煤炭产量加快向西北地区集中，中东部部分地区煤炭结构性供应偏紧

持续存在。在国内西煤东运、北煤南运铁路运输瓶颈短期难以根本改善的情况下，华东及东南沿海地区的部

分用煤企业只能再度将目标转移至国际市场，2011年，我国煤炭进口整体继续增加。1-11月份，我国煤炭进

口量达到16104万吨，同比增长9.4%，预计全年煤炭进口量将接近1.8亿吨，同比增长9%以上。 

  从月度走势来看，2011年，我国煤炭进口呈前低后高、先降后升态势。由于2010年12月份开始，国内外

煤价价差快速缩小，进入2011年1月份之后，国内外煤价快速形成倒挂之势，进口煤的价格优势逐步消失。

下半年，由于国内煤价高位窄幅震荡，而国际煤价却表现相对较为弱势，我国煤炭进口量继续震荡回升，7-

10月份，我国月度煤炭进口量同比增幅均在25%以上，其中11月份同比增幅高达60.3%。 

  应急储备基地试点在争议中启动 

  2011年2月底，国家发改委在北京召开了国家煤炭应急储备工作会议，部署了第一批国家煤炭储备工作

计划。之后，发改委下发了《关于下达2011年第一批国家煤炭应急储备计划的通知》，安排2011年全国第一

批国家煤炭应急储备计划500万吨，并要求在5月底形成实物储备。5月底《国家煤炭应急储备管理暂行办

法》正式发布，标志着讨论了多年的煤炭储备终于进入具体实施阶段。 

  近年来，随着煤炭需求持续快速增长，煤炭价格一路上扬，加之我国煤炭资源分布与消费在地域上严重

失衡，铁路运力增长又严重滞后，每到用煤高峰来临之前，华东、华中以及华南大部分地区经常要同时面临

煤炭供应紧张和煤价上涨的双重考验。因此，加快建立国家层面的煤炭储备已经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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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国家层面的煤炭应急储备已经启动，但争议也仍然存在。我国煤炭供需规模庞大，几百万吨，顶多

几千万吨的煤炭应急储备究竟能够发挥多大调节作用，尚有待证明。目前的储备方式是企业运作，加政府财

政补贴，承储企业在进行储备的过程中如何实现盈利也是各方关注的焦点之一。 

  煤炭资源税改推进“受阻” 

  9月底，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将油气资源税税率按照

从量定额征收改为从价定量增收，税率均为5%-10%。煤炭资源税仍然实行从量增收，除了将焦煤资源税由每

吨0.3-5元小幅上调至每吨8-20元之外，其它煤种资源税仍然适用之前每吨0.3-5元的从量税率。之前有关部

门多次提出，资源税整体改革的方向是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目前，油气资源税改革顺利推进，煤炭资

源税改革却“受阻”。 

  之所以油气资源税改革能够比较顺利推进，而煤炭资源税改革受阻，主要是因为油气和煤炭的定价机制

不同。原油价格是国际定价，而且国际原油价格的金融属性越来越强，国际金融资本对原油价格影响越来越

大。而天然气价格仍为政府定价。油气资源税改革带来的成本上涨短期内不会向下游传导，或者说这种传导

是可控的。 

  对于煤炭来说，除了重点合同电煤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政府管制之外，其它煤炭价格基本上已经市场

化了。在煤炭价格市场化的同时，近年来，煤炭行业通过资源整合和企业兼并重组，大量小煤矿被整合或关

闭，产业集中度持续提升，煤炭企业对市场控制力日渐增强。 

  随着市场化和集中度同时提高，煤炭价格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持续上涨的能量。如果推进资源税改

革，煤炭企业生产成本同样也会增加，但与油气企业不同，受益于市场化和集中度的不断提高，煤炭企业能

够比较容易地通过提高售价将新增成本转嫁出去。资源税改革不能起到调节企业或行业级差收入的目的，只

能不断推高价格，抬高下游企业的用煤成本，这样的话资源税改革也就失去了意义，遭受阻力也就不难理

解。 

  煤炭完全市场化步履艰难 

  近年来煤炭价格不断上涨，不仅使煤炭资源税改革受阻，而且煤炭价格完全市场化愈发显得步履维艰。 

  由于预期2011年国内将面临较大的通胀压力，因此，国家发改委在2010年12月份下发的《关于做好2011

年煤炭产运需衔接工作的通知》中就明确要求，在2011年产运需衔接中，年度重点电煤合同价格维持上年水

平不变，不得以任何形式变相涨价。 

  但是禁止重点合同煤涨价并不能阻挡市场煤价格的上涨步伐。市场煤价格上涨，一方面使重点煤与市场

煤的价差进一步扩大，煤炭企业履行合同的意愿进一步下降；另一方面发电企业整体发电成本进一步提升。

虽然发电成本提高，但特殊的宏观经济形势往往不允许电价及时调整，因此，煤电之争基本贯穿了整个2011

年，煤电之争日益白热化。 

  2011年临近年末，国家发改委再次发出通知，对全国范围内发电用煤实施临时价格干预措施。要求纳入

国家跨省区产运需衔接的年度重点合同电煤、产煤省(区、市)自产自用的电煤，2012年合同价格涨幅不得超

过上年合同价的5%；同时对市场交易电煤实行最高限价。煤炭价格完全市场化之路显得愈发艰难。（作者：

李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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