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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限煤价遭质疑 煤企或将减少重点合同煤 

【字号 大 中 小 】 发布时间:2010-12-10

    12月6日，国家发改委下发《2011年全国煤炭产运需衔接工作的通知》（下称《通知》），指出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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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煤电双方已开始新一年度重点合同谈判。对于《通知》所能产生的效用，煤电双方都表示怀

  “《通知》比较笼统，缺少细则。即便制定了价格管制的细则，煤炭企业也有很多方法来规避价格控制

的责任。”华东煤炭销售联合体一位负责人对本报表示。 

  也有电力企业担心一旦限价，煤炭企业可能会通过降低重点合同煤执行率来规避限价，电力企业只能采

购价格更高的市场煤来满足电厂用煤，所以光有限价很难发挥效应，应有配套的相关政策来保障合同执

  通胀压力下的政策选择 

  煤炭价格持续上涨以及国内通胀压力不断增大，使得一年一度的煤电重点合同煤价谈判在今年显得分外

敏感。 

  10月，CPI上涨4.4%，研究机构预测11月该指数有可能再创新高，控制物价上涨已经成为国家发改委

前工作的重中之重。发改委近期连续出台新政稳定商品价格，大宗产品亦在其中。 

    而进入四季度后，煤炭供应紧张，价格一路走高。12月8日，海运煤炭网发布的环渤海动力煤价格指

显示，本期环渤海动力煤平均价格仍高达795元/吨。尽管这比前期最高峰已有所回落，但仍处于价格高位。

  中投顾问行业研究员宋智晨指出，这并不意味着国内煤炭价格会就此降下去，随着冬季天气特征的日益

明显，气温不断下降导致全国的耗煤量将会不断升高，同时煤炭消费企业也会适时增加煤炭储备以应对

旦、春节的煤炭需求，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将会使得国内动力煤价格在近期内维持窄幅波动的局面。

  高煤价也使得电力企业的亏损面继续加大。中电联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10月底，国内火电企业的

面已达50%，火电企业要求电价上涨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中电联认为，近年来，“市场煤、计划电”的体制性矛盾依然突出，电力企业已难以承受煤价频繁上

和电价调整滞后造成的刚性成本增加，火电行业严重亏损。 

  “两者好比一个人的两条腿，一条长、一条短，肯定走不稳。”上述华东煤炭销售联合体有关人士

  对涨电价发改委一直比较谨慎，特别是经历了柴油、天然气两轮能源价格上涨之后，防控能源价格上

是近段时间发改委调控的重点，在天然气价格上涨势头出现后，发改委也立即发文叫停。 

  而与柴油和天然气相比，电力与社会生产生活的联系更加紧密，电力价格上涨将带动更大范围的物价上

涨，而这显然与发改委当前重点工作的目标相悖。 

    此次《通知》的下发即是寄望通过控制煤炭价格上涨，减少电力企业亏损，以缓和电价上涨的压力。

   效用待估 

  发改委能源研究所能源经济与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高世宪告诉记者，《通知》的出台对控制明年煤炭

价格会有一些作用。中煤能源董秘周东洲也表示，发改委发了通知，重点合同煤的价格便不会涨。 

  然而，业内人士并非都是这么乐观。谈及《通知》所能发挥的作用，诸多采访对象对本报表示“作用不

好说”。 

  上述华东煤炭销售联合体人士说：“比如给煤炭品种改一个名字、对煤炭做点儿深加工，就可以规

点合同，价格同样可以涨上来”。 



  有分析认为，当前煤炭价格整体走高的主要原因在于供求失衡，解决煤炭价格上涨问题的对策应从

供给入手。在逐步实现市场化的今天，控制煤炭价格会降低煤炭企业生产的积极性，从而加剧煤炭供求的不

平衡。这将导致煤炭价格上涨的动力不断积蓄，并在今后某个时刻集中爆发。 

  山西中电燃料有限公司有关人士就表示，即便发改委发布了《通知》，但如果明年煤炭持续供应紧张

话，价格还是会上涨。“最后是煤炭企业说了算。”该人士说。 

    而有消息称，今年将恢复已于去年取消的电煤现场合同汇总会。本报记者从煤炭企业及中国煤炭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