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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好因素叠加  月初动力煤强势上涨 

 煤炭行业周报（2016年 7月 1日-7月 7日） 

 国内煤价：动力煤继续上涨 

截止 7 月 7 日，全国动力煤 BTCI 价格指数 310 元/吨，较上周上涨 3

元/吨；全国炼焦煤 BCCI价格指数 568元/吨，持稳；全国无烟煤 BACI价格

指数 577 元/吨，较上周上涨 1 元/吨；全国喷吹煤 BPCI 价格指数 501 元/

吨，持稳。 

 国际煤价：两跌一涨 

截止 7 月 7 日，欧洲 ARA 煤炭价格 54.33 美元/吨，较上周下跌 0.77

美元/吨，跌幅 1.42%；澳洲市场纽卡斯尔港煤炭价格 55.32美元/吨，较上

周上涨 1.23美元/吨，涨幅 2.27%；南非理查德湾煤炭价格 57.96美元/吨，

较上周下跌 1.77美元/吨，跌幅 2.96%。 

 本周港口煤价继续上涨 

秦皇岛大同优混 Q5800 价格为 437 元/吨，较上周上涨 5 元/吨，涨幅

1.16%；山西优混 Q5500价格为 406元/吨，较上周上涨 5元/吨，涨幅 1.25%；

秦皇岛普通混煤 Q5000价格为 369元/吨，较上周上涨 6元/吨，涨幅 1.65%；

秦皇岛普通混煤 Q4500价格为 327元/吨，较上周上涨 6元/吨，涨幅 1.87%。 

 国内、国际煤炭海运费普涨 

截止 7 月 7 日，秦皇岛-广州运费较上周上涨 1.2 元/吨，涨幅 3.7%；

秦皇岛-上海运费同上周上涨 0.8 元/吨，涨幅 3.01%；天津-上海运费较上

周上涨 0.5 元/吨，涨幅 1.71%；曹妃甸-宁波运费较上周上涨 0.6 元/吨，

涨幅 2.18%。 

印尼（加里曼丹）—中国运费 4.5 美元/吨，较上周上涨 0.5 美元/吨，

涨幅 12.5%；南非（理查德兹/萨尔达尼亚）-中国运费 9.5 美元/吨，较上

周上涨 1.5 美元/吨，涨幅 18.75%；澳洲东岸（纽卡斯尔）-中国运费 7.5

美元/吨，较上周上涨 0.5美元/吨，涨幅 18.75%。 

 风险提示： 

近期钢铁产业链需求有所收缩，焦煤价格或将再度下滑。 

本周煤炭相关产品价格指数表 

产品 指数 较上周 较年初 

动力煤 310  0.98%   5.80% 

炼焦煤 568  0.00%  13.37% 

无烟煤 576  0.17%  -1.03% 

喷吹煤 501  0.00%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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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周煤炭市场综述与展望 

1、煤炭市场 

本周正式进入7月，受电煤消耗不断增加，产地煤炭市场供应持续偏紧等利好因素共同影响，大

型煤企在月初上调了下水煤价格，本周动力煤市场再度迎来普涨，而受下游需求偏弱，库存连续回升

等因素影响，本周焦煤价格继续弱势下滑。 

 

截止7月7日，全国动力煤BTCI价格指数310元/吨，较上周上涨3元/吨；全国炼焦煤BCCI价格指数

568元/吨，持稳；全国无烟煤BACI价格指数577元/吨，较上周上涨1元/吨；全国喷吹煤BPCI价格指数

501元/吨，持稳。 

 

宏观方面，6月份PMI为50.0%，较上月微降0.1个百分点。从上半年PMI来看，自3月份起连续4个

月基本保持在略高于50%水平，显示经济运行有积极变化，整体走势呈缓中趋稳。6月份，装备制造业、

高技术产业加快发展，其PMI指数高于制造业整体平均水平。而传统的产能过剩行业、高耗能行业PMI

指数持续下降，反映出传统行业加快调整转型，对于煤炭、钢铁行业来说，须坚持实施供给侧改革，

尽快实现行业产能出清，提高企业盈利能力。 

 

动力煤市场，进入三季度，夏季用煤高峰持续带动煤炭市场需求，本周产地动力煤市场继续保持

上涨态势，榆林、鄂尔多斯地区动力煤价格较上周基本持稳，大同地区Q5500动力煤价格为260元/吨，

较上周上涨10元/吨，淮南等地区动力煤价格也有上涨；港口方面，随着近期电煤需求的不断增加，

下游电厂购煤热情不减，而目前北方港口动力煤库存依然保持低位，货源紧张推升煤价继续走高，截

止7月6日，秦皇岛港、京唐港和曹妃甸三港合计煤炭库存为622.27万吨，较上周下降52.65万吨，港

口市场供需紧张的局面再度加重，神华等大型煤企也上调了7月份下水煤价格，涨幅整体在15元/吨左

右，港口煤炭市场继续走高。 

  

冶金煤市场，本周国内焦煤市场弱势下滑，受日前焦炭、钢材价格下滑影响，部分主流煤企月初

因为库存激增而执行优惠政策，本周国内炼焦煤煤矿库存为320万吨，较6月中旬增加近60万吨，目前

下游焦企依然以消化库存为主，焦煤市场整体处于弱势下滑的局面；进口方面，本周进口冶金煤市场

整体处于供需两弱的局面，受国内煤价下滑影响，目前进口商观望情绪较浓厚，尽管本周普氏进口冶

金煤价格小幅上涨，但后期无利好因素支撑，短期内预计将以弱稳态势为主。 

 

后市展望，在产地煤炭资源偏紧、发运港口煤炭库存偏低、近期电力和煤炭消费不断增加等多方

面有利因素共振的背景下，7月动力煤市场整体将保持上涨态势；近期下游钢材价格止跌回升，焦炭

降价压力减小将利好焦煤市场，但整体作用有限，预计下周焦煤价格将延续小幅下滑态势。 

  

根据以上价格走势及分析百川资讯判断，预计下周动力煤价格指数涨幅在4元/吨左右，炼焦煤价

格指数持稳或跌幅在2元/吨左右，无烟煤价格指数持稳，喷吹煤价格指数持稳。 

 

整体来看，近日，山西煤矿透水事故发生后，产地煤矿安监力度再度升级，部分煤矿停产整顿，

加之各煤炭主产区继续严格执行限产政策，实行“276工作日”生产规定，产地煤炭供给量继续缩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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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今年南方地区降雨量充沛，水电机组全开，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火电，但目前煤炭资源偏紧局面仍

难缓解，今夏煤价有望持续上涨。 

2、动力煤市场 

本周国内动力煤市场价格继续上涨，成交情况较好。正值迎峰度夏，下游采购较为积极，煤矿方

面对后期市场预期良好，认为市场积极状态能维持到8月底。今年以来，山西、陕西等几个省份先后

发生煤矿事故，这些事件的发生将进一步加速各地去产能执行步伐，后期煤矿资源将会继续偏紧，对

价格上涨起到很好的支撑作用。日前，国家发改委等部门联合发布文件，要求6-12月份继续执行供给

侧改革，此措施将继续支撑动力煤价格坚挺。综合来看，在资源供应持续偏紧的情况下，预计后期动

力煤价格降继续上涨。 

 

华北地区  

 

本周华北地区动力煤价格涨跌互现，山西晋中地区Q5000榆次产车板含税价255元/吨， Q6000左

权产车板含税价295元/吨，跌20元/吨，山西朔州地区Q5500右玉产动力煤230元/吨。长治地区Q5500

潞城产动力煤290元/吨，大同地区Q5500浑源产动力煤260元/吨，涨10元/吨。  

 

华东地区  

 

本周华东地区动力煤市场价格小幅拉涨，安徽地区Q5000淮北产动力煤385元/吨，涨20元/

吨， Q5500淮南产动力煤380元/吨，涨20元/吨，山东地区Q5000淄博产混煤375元/吨，Q5500济宁产

400元/吨，Q5500枣庄产混煤400元/吨。 

 

西北地区  

 

本周西北地区动力煤市场价格小幅上调。陕西榆林地区Q6000烟煤末价格290元/吨，西安Q5500

烟煤末315元/吨，铜川Q5000长焰混煤245元/吨。宁夏地区石嘴山Q6000电煤250元/吨，涨5元/吨，灵

武地区Q5500烟煤块370元/吨，涨5元/吨，新疆乌鲁木齐Q5500长焰煤150元/吨。 

 

百川资讯后市展望  

 

综合来看，由于执行限产多数煤矿节假日不生产，煤矿产量减小基本没有库存，对价格上涨起到

很好的支撑作用。贸易商普遍对后期市场看好，预计下周动力煤价格继续上涨，上涨幅度在4元/吨左

右。 

3、炼焦煤市场 

国内炼焦煤市场趋弱。近期钢价虽不断上涨，但焦炭价格仍保持弱稳的走势，部分焦企向煤企提

出降价诉求。国内大型煤矿6月份对重点钢厂的最终涨价幅度均低于预期，而且，大矿的涨价不但没

有带动地方市场价格上涨，相反，6月下旬以来，山西南部地方煤矿焦煤价格出现了连续小幅下跌走

势，焦煤价格从单边上涨演变为涨跌互现。价格方面，部分煤种由于前期价格偏高，下游用户接受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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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不佳，部分配焦煤及高硫煤价格出现回调，价格下跌10-30元/吨。煤企方面，临汾某煤矿表示，目

前当地煤矿几乎没有都库存，大家对本月价格普遍持悲观看法，主要是整个产业链上的价格都在下调。

焦企6月份签订的采购量较5月份明显下降，普遍持观望态度。下游方面，目前焦炭价格加速下滑，北

方部分地区跌幅已达200元/吨左右，且后期仍有下跌的趋势，如若焦炭价格持续下跌，焦企利润收窄

势必会造成打压焦煤价格。7月份受高温钢厂检修影响，炼焦煤需求或出现一定下滑，炼焦煤价格也

面临一定压力。据山西市场调研了解到目前焦化厂焦炭库存、煤矿炼焦煤库存都较之前有所增加，随

着钢坯价格的不断下跌，部分小高炉已经面临或已经停产，市场上对原料的需求日益减少，部分地方

煤矿焦煤价格有走弱迹象。 

 

华北地区 

 

本周华北地区炼焦煤市场小幅回落。山西地区焦煤市场，除过长治沁源的瘦主焦、临汾安泽的主

焦、吕梁兴县的气煤前期因为价格高回调之外，目前陆陆续续开始有其他个别地区的焦煤出现小幅下

调，其中主要是临汾地区的1/3焦煤和柳林地区的劣质高硫焦煤，幅度为10-20元/吨，另外，灵石地

区的部分简混的高硫肥价格也开始松动，供应较前期有所宽松。河北地区焦煤市场继续放缓，销售尚

可，个别大矿整体精煤库存并不是很高，但是个别煤种库存开始有所增加，主要还是销售转差，价格

偏高，下游采购谨慎导致的。山西某焦化企业表示，目前吕梁、晋中地区高硫焦煤销售欠佳，部分煤

企为缓解库存压力下调地销价格，车板价格暂无调整，与高硫煤相比，吕梁地区低硫煤资源偏紧，价

格相对坚挺，暂无调价意愿。 

 

华东地区 

 

本周华东地区炼焦煤市场保价显压力，库存偏高。山东地区主流煤企库存激增情况虽然得到控制，

但是精煤销售不畅，库存仍居高位，承压较大。下游钢焦企业继续持观望态度，以消化库存为主。大

矿持续保价挺价，个别保价的大矿精煤客户全部流失，精煤销售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目前济宁地区的

精煤销售很差，库存仍然偏高，精煤客户全部流失，但大矿仍坚持报价不降价。预计近期焦煤价格弱

势维稳，7月继续承压。 

 

西南地区 

 

本周西南地区炼焦煤市场暂稳。焦化企业整体炼焦煤库存下降趋势较为明显，由于近期焦炭价格

一直下跌，且至今仍有下跌趋势，受焦炭价格下跌影响焦企走货不顺，焦炭库存略微上升。目前炼焦

煤市场暂且平稳，煤矿库存依旧处于低位，但焦企多按需采购，短期来看，焦炭价格持续走低，焦企

有意打压焦煤价格，预计7月份焦煤价格会有小幅回落。 

 

西北地区 

 

本周西北地区炼焦煤市场价格弱势运行。目前处于焦煤企业和下游博弈的重要阶段，煤企的主动

地位正在逐渐松动。从目前市场情况来看，地方煤矿价格已有松动迹象，但大矿方面依然维持稳定短

期下调的概率不大。 

 

百川资讯后市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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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煤企方面：受国家276工作日限产政策执行的影响，整个焦煤市场货源紧缺厉害，但考虑到焦

炭价格一直下跌，所以现在价格还没最终确定下来，全都处在观望之中。 

 

2、焦钢企方面：虽然随着焦炭价格的连续下跌，目前下游行业打压炼焦煤价格的呼声也是比较

高的，像山东地区焦煤市场，前期尚未降价的炼焦煤煤企后期下调的可能性较大，国内焦煤市场还将

继续弱势运行一段时间。 

4、无烟煤市场 

本周国内无烟煤市场持稳运行，库存偏低，资源紧缺。目前下游企业采购较为谨慎，预计后市市

场整体呈现平稳走势。据市场了解，国内无烟煤市场整体平稳，块煤销售依旧不温不火，末煤市场继

续走弱。山西等地作为无烟煤主要产地，强制性减产带动的产能紧缩仍是当前市场最主要的支撑，煤

企无烟块煤库存不高，价格也基本上维持一个不上不下的状态。目前下游目前采购非常不积极，持续

压缩采购量，观望情绪浓厚。另外就是晋城地区严抓环保，目前下游洗煤厂也是不敢多存煤，之前基

本都提前采购放厂里，目前都把库存堆到矿上，随用随采，因此，矿上库存压力逐渐加大，煤企开始

降价促销，还有部分煤企因为煤质较好，目前价格坚挺，矿上库存压力大，但是随着下游持续缩减采

购量，矿上压力也是逐渐显现，预计到月底矿上会累计库存，后期末煤价格承压较大，弱势下行。 

 

（1）国内尿素市场窄幅整理，工业走货持稳运行，局部地区由于农需追肥出货尚可，行情将持

续至本月中旬。市场替代品增多，用肥习惯各不相同，造就需求萎缩。预计后期市场难有较大改善，

价格低位盘整。 

 

（2）目前国内无烟煤市场整体持稳运行，局部地区价格小幅探涨，成交一般。下游化工、化肥

行业弱势运行，对无烟煤采购积极性较低，煤企并不看好后市，预计短期国内无烟煤市场将维持现状。 

5、喷吹煤市场 

本周国内喷吹煤市场平稳运行，主流价格暂稳，成交情况尚可。目前钢厂喷吹煤库存呈高位回落

运行局面，短期内钢厂采购力度将有所放缓，喷吹煤市场维持暂稳运行格局。据了解，国内各大喷吹

煤矿企对挂牌价进行提涨，接受意愿较差，表示均不同意价格上涨。目前山西喷吹煤主流市场价格暂

稳。煤矿整体供应有限，库存处于低位，虽然钢厂诉求降价意愿较强但是比较困难，在煤钢企业近两

个月的博弈，下游钢厂有松动现象，但并不会达到大矿提涨预期。从市场情况来看，目前国内钢市呈

现震荡上行格局，但对喷吹煤市场影响程度较为有限，喷吹煤资源严重供过于求，下游钢厂采购意愿

低及钢厂喷吹煤配比的变化等，导致喷吹煤市场不温不火，短期内或将继续维持平稳走势。 

二、本周国内煤炭市场价格分析 

本周正式进入7月，受电煤消耗不断增加，产地煤炭市场供应持续偏紧等利好因素共同影响，大

型煤企在月初上调了下水煤价格，本周动力煤市场再度迎来普涨，而受下游需求偏弱，库存连续回升

等因素影响，本周焦煤价格继续弱势下滑。截止7月7日，全国动力煤BTCI价格指数310元/吨，较上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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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涨3元/吨；全国炼焦煤BCCI价格指数568元/吨，持稳；全国无烟煤BACI价格指数577元/吨，较上周

上涨1元/吨；全国喷吹煤BPCI价格指数501元/吨，持稳。 

 

动力煤：本周国内动力煤市场价格再度上涨。鄂尔多斯地区5500大卡坑口价为165元/吨，持稳，

较年初上涨32%；榆林坑口价为225元/吨，同上周持平，较年初上涨36.36%；大同车板价260元/吨，

较上周上涨10元/吨，涨幅4%；枣庄395元/吨，持稳；淮南380元/吨，较上周上涨20元/吨，涨幅5.56%

随着近期煤炭市场供应持续偏紧，下游需求不断回升等利好因素影响，预计短期内动力煤价格延续涨

势。 

 

炼焦煤：本周国内炼焦煤市场趋弱。晋中地区焦精煤505元/吨，持稳，较年初上涨12.22%；吕梁

地区焦精煤545元/吨，持稳，较年初上涨11.22%；临汾地区主焦精煤630元/吨，较上周下跌10元/吨，

跌幅1.56%。受下游需求偏弱影响，炼焦煤煤企后期下调煤价的可能性较大，预计国内焦煤市场还将

继续弱势运行一段时间。 

 

无烟煤：本周国内无烟煤市场持稳运行，库存偏低，资源紧缺。阳泉地区无烟煤洗中块（Q:7000

大卡）价格565元/吨，持稳，较年初下跌20.42%；阳泉地区无烟煤洗小块（Q:7000大卡）价格535元/

吨，同上周持平，较年初下跌17.69%。目前下游企业采购较为谨慎，预计后市市场整体呈现平稳走势。 

 

喷吹煤：本周国内喷吹煤市场平稳运行，主流价格暂稳，成交情况尚可。阳泉地区喷吹煤（Q: 

7200-7500大卡）价格485元/吨，持稳，较年初下跌4.9%；阳泉地区喷吹煤（Q: 6500-7000大卡）价

格420元/吨，持稳，较年初上涨5%。目前国内钢市呈现震荡上行格局，但对喷吹煤市场影响程度较为

有限，短期内或将继续维持平稳走势。 

 

动力煤价格比较（元/吨） 

产品 本周末 周涨幅 月涨幅 近三个月涨幅 从年初始涨幅 

动力煤指数 310 0.98% 0.98% 6.90% 5.80% 

动力煤(Q:5500)-鄂尔多斯 A:10-15;V:35;S：0.5 165 0.00% 0.00% 13.79% 32.00% 

动力煤(Q:5500)-榆林 A:20；V：32-38；S：<1 225 0.00% 0.00% 21.62% 36.36% 

动力煤(Q:5500)-大同 A:18-20;V:46;S:1 260 4.00% 4.00% 20.93% 23.81% 

动力煤(Q:5500)-枣庄 A:18;V:30;S:<1.5 395 0.00% 0.00% 5.33% 5.33% 

动力煤(Q:5500)-淮南 A:19;V:25;S:0.6 380 5.56% 5.56% 10.14% 13.43% 

 

炼焦煤价格比较（元/吨） 

产品 本周末 周涨幅 月涨幅 近三个月涨幅 从年初始涨幅 

炼焦煤指数 568 0.00% 0.00% 14.52% 13.37% 

焦精煤-晋中 A:<10;V:17-21;S:1.5;G:>60 505 0.00% 0.00% 12.22% 12.22% 

焦精煤-吕梁 A:9;V:18;S:1.6;G:80 545 0.00% 0.00% 11.22% 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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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焦精煤-临汾 A:9．8;V:23;S:<0.6;G:>75 630 -1.56% -1.56% 5.00% 5.00% 

 

无烟煤和喷吹煤价格比较（元/吨） 

产品 本周末 周涨幅 月涨幅 近三个月涨幅 从年初始涨幅 

无烟煤指数 577 0.17% 0.17% 0.35% -1.03% 

无烟煤-阳泉洗中块 Q7000 565 0.00% 0.00% -13.08% -20.42% 

无烟煤-阳泉洗小块 Q7000 535 0.00% 0.00% -7.76% -17.69% 

喷吹煤-阳泉;Q:7200-7500 485 0.00% 0.00% -4.90% -4.90% 

喷吹煤-阳泉;Q:6500-7000 420 0.00% 0.00% 5.00% 5.00% 

数据来源：百川资讯（BAIINFO）、百川研究部 

 

 

图 1：国内动力煤价格指数走势（元/吨）          图 2：国内炼焦煤价格指数走势（元/吨）         

 

 

图 3：国内无烟煤价格指数走势（元/吨）           图 4：鄂尔多斯动力煤价格走势（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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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榆林地区动力煤价格走势（元/吨）           图 6：大同地区动力煤价格走势（元/吨）       

 

  

图 7：枣庄地区动力煤价格走势（元/吨）            图 8：淮南地区动力煤价格走势（元/吨）      

 

 

 

图 9：晋中地区炼焦煤价格走势（元/吨）           图 10：吕梁地区煤炭价格走势（元/吨）       

  

100

140

180

220

260

300

340

380

420

14
-1
-
7

14
-3
-
7

14
-5
-
7

14
-7
-
7

14
-9
-
7

14
-1
1
-7

15
-1
-
7

15
-3
-
7

15
-5
-
7

15
-7
-
7

15
-9
-
7

15
-1
1
-7

16
-1
-
7

16
-3
-
7

16
-5
-
7

16
-7
-
7

动力煤(Q:5500) 榆林A:20；V：32-38；S：<1 

130

170

210

250

290

330

370

410

450

490

14
-1
-
7

14
-3
-
7

14
-5
-
7

14
-7
-
7

14
-9
-
7

14
-1
1
-7

15
-1
-
7

15
-3
-
7

15
-5
-
7

15
-7
-
7

15
-9
-
7

15
-1
1
-7

16
-1
-
7

16
-3
-
7

16
-5
-
7

16
-7
-
7

动力煤(Q:5500) 大同A:18-20;V:46;S:1 

300

340

380

420

460

500

540

580

620

14
-1
-
7

14
-3
-
7

14
-5
-
7

14
-7
-
7

14
-9
-
7

14
-1
1
-7

15
-1
-
7

15
-3
-
7

15
-5
-
7

15
-7
-
7

15
-9
-
7

15
-1
1
-7

16
-1
-
7

16
-3
-
7

16
-5
-
7

16
-7
-
7

动力煤(Q:5500) 枣庄A:18;V:30;S:<1.5 

300

340

380

420

460

500

540

580

620

14
-1
-
7

14
-3
-
7

14
-5
-
7

14
-7
-
7

14
-9
-
7

14
-1
1
-7

15
-1
-
7

15
-3
-
7

15
-5
-
7

15
-7
-
7

15
-9
-
7

15
-1
1
-7

16
-1
-
7

16
-3
-
7

16
-5
-
7

16
-7
-
7

动力煤(Q:5500) 淮南A:19;V:25;S:0.6 

380
460
540
620
700
780
860
940

1020
1100
1180

14
-1
-
7

14
-3
-
7

14
-5
-
7

14
-7
-
7

14
-9
-
7

14
-1
1
-7

15
-1
-
7

15
-3
-
7

15
-5
-
7

15
-7
-
7

15
-9
-
7

15
-1
1
-7

16
-1
-
7

16
-3
-
7

16
-5
-
7

16
-7
-
7

焦精煤 晋中A:<10;V:17-21;S:1.5;G:>60 

400
480
560
640
720
800
880
960

1040
1120
1200

14
-1
-
7

14
-3
-
7

14
-5
-
7

14
-7
-
7

14
-9
-
7

14
-1
1
-7

15
-1
-
7

15
-3
-
7

15
-5
-
7

15
-7
-
7

15
-9
-
7

15
-1
1
-7

16
-1
-
7

16
-3
-
7

16
-5
-
7

16
-7
-
7

焦精煤 吕梁A:9;V:18;S:1.6;G:80 



    

 

  行业跟踪|煤炭 

研究报告 

 

 

图 11：临汾地区炼焦煤价格走势（元/吨）        图 12：煤炭期货收盘价格走势（元/吨）         

  

图 13：阳泉地区无烟煤洗中块价格走势（元/吨）   图 14：阳泉地区无烟煤洗小块价格走势（元/吨）  

 

 

图 15：阳泉地区喷吹煤价格走势（元/吨）        图 16：阳泉地区喷吹煤价格走势（元/吨）         

  

                                                                                  

数据来源：百川资讯（BAIINFO）、百川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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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周国际煤炭市场价格分析 

经历了上周大幅上涨之后，本周国际三港动力煤两跌一涨，目前北半球夏季用煤高峰对煤价形成

了一定的支撑作用，但市场整体需求不断走低，季节性利好不足以改变整体下滑趋势。 

 

截止 7月 7日，欧洲 ARA 煤炭价格 54.33美元/吨，较上周下跌 0.77美元/吨，跌幅 1.42%；澳

洲市场纽卡斯尔港煤炭价格 55.32美元/吨，较上周上涨 1.23美元/吨，涨幅 2.27%；南非理查德湾

煤炭价格 57.96美元/吨，较上周下跌 1.77美元/吨，跌幅 2.96%。 

 

动力煤市场：澳大利亚电煤(Q:4600)为 38.5美元/吨，同上周持平，较年初下跌 1.28%；澳大利

亚电煤(Q>5000)为 51美元/吨，同上周持平，较年初下跌 0.97%；美国动力煤(Q>5500)为 68.5美元/

吨，持稳；俄罗斯电煤(Q>5500)为 58美元/吨，持稳。 

 

本周进口冶金煤市场整体处于供需两弱的局面，受国内煤价下滑影响，目前进口商观望情绪较浓

厚，尽管本周普氏进口冶金煤价格小幅上涨，但后期无利好因素支撑，短期内预计将以弱稳态势为主。 

 

截止7月6日，普氏指数中国到岸价峰景矿硬焦煤价格98.25美元/吨，较上周上涨0.75美元/吨，

涨幅0.77%；半软焦煤74.75美元/吨，较上周上涨4.75美元/吨，涨幅6.79%；中挥发硬焦煤93美元/

吨，持稳；低挥发主焦煤97.25美元/吨，较上周上涨0.75美元/吨，涨幅0.78%。 

 

A12低挥发喷吹煤72.75美元/吨，较上周上涨0.75美元/吨，涨幅1.04%；低挥发喷吹煤73.75美元

/吨，较上周上涨1.5元/吨，涨幅2.08%。 

 

主要动力煤进口价格比较（美元/吨） 

产品 本周末 周涨幅 月涨幅 近三个月涨幅 从年初始涨幅 

欧洲 ARA(美元/吨) 53.56 -1.42% -1.42% 15.28% 12.85% 

纽卡斯尔港(美元/吨) 55.32 2.27% 2.27% 8.83% 9.26% 

理查德湾(美元/吨) 57.96 -2.96% -2.96% 8.30% 19.98% 

动力煤-澳大利亚电煤 Q>5000(到岸价;美元/吨) 51 0.00% 0.00% 0.00% -0.97% 

动力煤-澳大利亚动力煤 Q4600(到岸价;美元/吨) 38.5 0.00% 0.00% 0.00% -1.28% 

动力煤-美国动力煤 Q>5500(到岸价;美元/吨) 68.5 0.00% 0.00% 0.00% 0.00% 

动力煤-俄罗斯电煤 Q>5500(到岸价;美元/吨) 58 0.00% 0.00% 0.00% -9.38% 

动力煤-哥伦比亚动力煤 Q6000(到岸价;美元/吨) 87.5 0.00% 0.00% 0.00% 0.00% 

 

 

 



    

 

  行业跟踪|煤炭 

研究报告 

 

主要冶金煤进口价格比较（美元/吨，元/吨） 

产品 本周末 周涨幅 月涨幅 近三个月涨幅 从年初始涨幅 

峰景矿硬焦煤（到岸价；美元/吨） 98.25 0.77% 0.77% 3.15% 20.18% 

半软焦煤（到岸价；美元/吨） 74.75 6.79% 6.79% 3.10% 9.12% 

中挥发硬焦煤（到岸价；美元/吨） 93 0.00% 0.00% 6.29% 18.10% 

低挥发主焦煤（到岸价；美元/吨） 97.25 0.78% 0.78% 3.18% 20.06% 

A12 低挥发喷吹煤（到岸价；美元/吨） 72.75 1.04% 1.04% -6.43% 2.46% 

低挥发喷吹煤（到岸价；美元/吨） 73.75 2.08% 2.08% -7.23% 2.08% 

数据来源：百川资讯（BAIINFO）、百川研究部 

 

图 17：国际煤炭价格走势（美元/吨）               图 18：中国进口动力煤价格走势（美元/吨）   

 

 

图 19：中国进口动力煤价格走势（美元/吨）         图 20：中国进口动力煤价格走势（美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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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中国进口动力煤价格走势（美元/吨）         图 22：中国进口动力煤价格走势（美元/吨）    

  

 

图 23：普氏峰景矿硬焦煤价格走势（美元/吨）      图 24：普氏炼半软焦煤价格走势（美元/吨）  

  

 

图 25：普氏中挥发硬焦煤价格走势（美元/吨）      图 26：普氏低挥发主焦煤价格走势（美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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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普氏 A12低挥发喷吹煤价格走势（美元/吨）   图 28：普氏低挥发喷吹煤价格走势（美元/吨）  

   

                                                                                  

数据来源：百川资讯（BAIINFO）、百川研究部 

四、本周煤炭港口市场分析 

1、本周煤炭港口价格分析 

在产地煤炭资源偏紧、发运港口煤炭库存偏低、近期电力和煤炭消费不断增加等多方面有利因素

共振的背景下，主要煤炭生产企业大幅度提高 7月份动力煤销售价格，促使本周港口动力煤价格整体

上涨。 

 

本周秦皇岛煤价上涨明显，秦皇岛大同优混 Q5800价格为 437元/吨，较上周上涨 5元/吨，涨幅

1.16%；山西优混 Q5500价格为 406元/吨，较上周上涨 5元/吨，涨幅 1.25%；秦皇岛普通混煤 Q5000

价格为 369元/吨，较上周上涨 6元/吨，涨幅 1.65%；秦皇岛普通混煤 Q4500 价格为 327元/吨，较

上周上涨 6元/吨，涨幅 1.87%。 

 

本周广州港内贸煤价格涨跌不一。广州港山西大混 Q5500价格为 445元/吨，同上周持平，较年

初上涨 5.95%；广州港山西大混 Q5000价格为 420元/吨，较上周上涨 5元/吨，涨幅 1.2%；广州港山

西大混 Q4500价格为 395元/吨，较上周下跌 5元/吨，跌幅 1.25%。 

 

本周广州港进口动力煤整体上涨，广州港印尼烟煤 Q5500价格为 460元/吨，较上周上涨 15元/

吨，涨幅 3.37%；南非烟煤 Q6000 价格为 505元/吨, 持稳，较年初下跌 2.88%；澳洲烟煤 Q5500价格

为 460元/吨，较上周上涨 15 元/吨，涨幅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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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港口价格比较（元/吨） 

港口煤炭产品（元/吨） 本周末 周涨幅 月涨幅 近三个月涨幅 从年初始涨幅 

秦皇岛大同优混；Q5800 437 1.16% 1.16% 4.80% 9.25% 

秦皇岛山西优混；Q5500 406 1.25% 1.25% 6.01% 10.93% 

秦皇岛普通混煤；Q5000 369 1.65% 1.65% 7.27% 12.50% 

秦皇岛普通混煤；Q4500 327 1.87% 1.87% 8.28% 14.34% 

广州港山西优混；Q5500 445 0.00% 0.00% 3.49% 5.95% 

广州港山西大混；Q5000 420 1.20% 1.20% 5.00% 10.53% 

广州港山西大混；Q4500 395 -1.25% -1.25% 1.28% 6.76% 

广州港印尼烟煤；Q:5500;A:10;V:41;S:0.6 460 3.37% 3.37% 10.84% 9.52% 

广州港南非烟煤；Q:6000;A:14;V:26;S:0.6 505 0.00% 0.00% -0.98% -2.88% 

广州港澳洲烟煤 Q:5500;A:20;V:28;S:0.7 460 3.37% 3.37% 8.24% 5.75% 

数据来源：百川资讯（BAIINFO）、百川研究部 

 

 

图 29：秦皇岛港煤炭价格走势（元/吨）            图 30：秦皇岛港煤炭价格走势（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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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秦皇岛港煤炭价格走势（元/吨）            图 32：秦皇岛港煤炭价格走势（元/吨）        

  

 

图 33：广州港煤炭价格走势（元/吨）              图 34：广州港煤炭价格走势（元/吨）          

  

 

 

图 35：广州港煤炭价格走势（元/吨）              图 36：广州港煤炭价格走势（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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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广州港煤炭价格走势（元/吨）              图 38：广州港煤炭价格走势（元/吨）          

  

                                                                                  

数据来源：百川资讯（BAIINFO）、百川研究部 

2、本周煤炭港口库存分析 

北方港口动力煤库存依然保持低位，货源紧张推升煤价继续走高，截止7月6日，秦皇岛港、京唐

港和曹妃甸三港合计煤炭库存为622.27万吨，较上周下降52.65万吨，港口市场供需紧张的局面再度

加重，神华等大型煤企也上调了7月份下水煤价格，涨幅整体在15元/吨左右，港口煤炭市场继续走高。

预计短期内港口煤炭库存仍将保持低位，以支撑煤价连续上涨。 

 

 

煤炭港口库存量（万吨） 

港口库存量（万吨） 本周末 周涨幅 月涨幅 近半年涨幅 从年初始涨幅 

秦皇岛港 342.27 -2.46% 2.96% 10.59% 5.44% 

曹妃甸港 212 -10.92% -8.62% 78.15% 65.63% 

京唐港 68 -20.93% -24.44% 21.43% -26.88% 

环渤海三港合计 622.27 -7.80% -4.92% 28.44% 14.05% 

广州港 179.4 7.17% -4.78% 41.73% 29.43% 

数据来源：百川资讯（BAIINFO）、百川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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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秦皇岛港动力煤港口库存（万吨）            图 40：曹妃甸港动力煤港口库存（万吨）        

 

 

图 41：京唐港动力煤港口库存（万吨）              图 42：广州港动力煤港口库存（万吨）        

   

                                                                                  

数据来源：百川资讯（BAIINFO）、百川研究部 

3、本周煤炭运费市场分析 

本周国内沿海煤炭运输市场行情保持相对平稳的运行局面，近期由于印尼煤炭出口受恶劣天气以

及处在斋戒月中的影响，华南货主进口到岸相对减少，但在夏季高温民用电增加的背景下，南下内贸

煤采购增多，从而带动租船商谈保持相对活跃，运价保持相对高位水平。首此影响，本周国内、国际

煤炭运价整体上涨。目前港口市场供需紧张的局面仍无缓解，煤炭海运费有望继续上涨。 

 

截止 7月 7日，秦皇岛-广州运费较上周上涨 1.2元/吨，涨幅 3.7%；秦皇岛-上海运费同上周上

涨 0.8 元/吨，涨幅 3.01%；天津-上海运费较上周上涨 0.5 元/吨，涨幅 1.71%；曹妃甸-宁波运费较

上周上涨 0.6元/吨，涨幅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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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加里曼丹）—中国运费 4.5美元/吨，较上周上涨 0.5美元/吨，涨幅 12.5%；南非（理查

德兹/萨尔达尼亚）-中国运费 9.5 美元/吨，较上周上涨 1.5 美元/吨，涨幅 18.75%；澳洲东岸（纽

卡斯尔）-中国运费 7.5美元/吨，较上周上涨 0.5美元/吨，涨幅 18.75%. 

煤炭运费价格比较 

航线 本周末 周涨幅 月涨幅 近三个月涨幅 从年初始涨幅 

秦皇岛-广州（元/吨） 33.6 3.70% 3.70% 56.28% 26.32% 

秦皇岛-上海（元/吨） 27.4 3.01% 3.01% 67.07% 19.65% 

天津-上海（元/吨） 29.8 1.71% 1.71% 46.08% 15.50% 

京唐/曹妃甸-宁波（元/吨） 28.1 2.18% 2.18% 71.34% 22.71% 

澳洲东岸（纽卡斯尔）-中国（美元/吨） 7.5 7.14% 7.14% 36.36% 7.14% 

印尼（加里曼丹）—中国（美元/吨） 4.5 12.50% 12.50% 50.00% 12.50% 

南非（理查德兹/萨尔达尼亚）-中国（美元/吨） 9.5 18.75% 18.75% 46.15% -9.52% 

数据来源：百川资讯（BAIINFO）、百川研究部 

图 43：BDI、BCI指数                             图 44：秦皇岛至广州煤炭运费（元/吨）         

  

图 45：天津至上海煤炭运费（元/吨）               图 46：秦皇岛至上海煤炭运费（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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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京唐/曹妃甸至宁波煤炭运费（元/吨）        图 48：澳洲东岸至中国煤炭运费（美元/吨）    

 

 

图 49：印尼至中国煤炭运费（美元/吨）             图 50：南非至中国煤炭运费（美元/吨）       

  

                                                                                  

数据来源：百川资讯（BAIINFO）、百川研究部 

五、煤炭企业盈利情况分析 

2016年 5月份，在内蒙古、山西省和陕西省三大动力煤主产地统计的 265个动力煤煤矿中， 15

个煤矿盈利，亏损煤矿数量 250 个，占统计数量的 94%，亏损产能 55245 万吨/年，占总产能的 79%。

其中内蒙古地区亏损面最大，亏损煤矿 174 个，亏损产能 33216 万吨/年，分别占内蒙古统计总数量

的 98%和 83%，亏损情况同 4 月份持平。 

 

2016 年 5 月份，在河北省、内蒙古及山西省统计的 122 个炼焦煤煤矿中，15 个煤矿盈利，较 4

月增加 9 个，亏损煤矿数量 107 个，较 4 月份减少 9 个，占统计数量的 88%，亏损产能 12420 万吨/

年，较 4 月减少 1315 万吨/年，占总产能的 84%。山西省亏损煤矿 46 个，较 4 月减少 7 个，亏损产

能 6480万吨/年，较 4月减少 1045万吨，分别占山西省统计总数量的 81%和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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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5月份动力煤矿区盈亏分析（个；万吨/年） 

矿区及产能分布 盈利统计 亏损统计 

矿区 矿数 产能 矿数 占比 产能 占比 矿数 占比 产能 占比 

内蒙古 178 40116 4 2% 6900 17% 174 98% 33216 83% 

山西省 57 17130 5 9% 1920 11% 52 91% 15210 89% 

陕西省 30 13109 6 20% 6290 48% 24 80% 6819 52% 

总计 265 70355 15 6% 15110 21% 250 94% 55245 79% 

 

 

2016年 5月份炼焦煤矿区盈亏分析（个；万吨/年） 

矿区及产能分布 盈利统计 亏损统计 

矿区 矿数 产能 矿数 占比 产能 占比 矿数 占比 产能 占比 

河北省 6 1750 0 0% 0 0% 6 100% 1750 100% 

内蒙古 59 4790 4 7% 600 13% 55 93% 4190 87% 

山西省 57 8255 11 19% 1775 22% 46 81% 6480 78% 

总计 122 14795 15 12% 2375 16% 107 88% 12420 84% 

数据来源：百川资讯（BAIINFO）、百川研究部 

 

 

图 51：神华集团净利润（亿元）                  图 52：中煤能源利润（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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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大同煤业净利润（亿元）                  图 54：伊泰集团净利润（亿元）              

   

 

 

图 55：陕西煤业净利润（亿元）                  图 56：开滦股份净利润（亿元）              

   

 

图 57：冀中能源净利润（亿元）                  图 58：西山煤电净利润（亿元）              

   

 

-8

-6

-4

-2

0

2

4

6

8

10

12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5

0

5

10

15

20

25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15

-10

-5

0

5

10

15

20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2.5

-2

-1.5

-1

-0.5

0

0.5

1

1.5

2

2.5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1

0

1

2

3

4

5

6

7

8

9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4

-2

0

2

4

6

8

10

12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行业跟踪|煤炭 

研究报告 

 

图 59：阳泉煤业净利润（亿元）                  图 60：盘江股份净利润（亿元）              

   

                                                                                  

数据来源：百川资讯（BAIINFO）、百川研究部 

六、本周国内外煤市扫描 

  序号                                  煤市扫描 

1 世界能源蓝皮书：中国仍是煤炭国际贸易“火车头” 

2 平煤神马集团建成全省单体最大装机光伏电站 

3 神华等大型煤企助推煤价 7月再涨 15元／吨 

4 首条入湘特高压湖南段全面架线 

5 前 5月朔州煤炭产销双降亏损态势加重 

6 黑龙江龙煤鹤岗矿业“上大压小”热电联产新建项目获批 

7 晋煤集团贺天才：重组将实现各方互利共赢 

8 四川两年压减煤炭产能 2240万吨 

9 海淀区明年基本实现“无煤化” 

10 前 5月南非煤炭出口同比下降 5.27% 

11 前 6月俄罗斯煤炭产量同比增长 6.4% 

12 上半年甘其毛都口岸累计进口煤 436.17万吨 

13 中美智能电网合作的标志性项目预计于 2017年底投产 

14 淡水河谷、力拓相继以 1澳元出售矿场 澳洲煤矿 不值一杯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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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澳大利亚首度成为连云港煤炭进口首要来源国 

七、煤炭下游产品分析 

1、钢厂煤炭采购价格分析 

近期受下游需求偏弱影响，国内主要炼焦煤煤矿库存明显上升，在下游钢厂、焦企的打压之下，

炼焦煤价格已呈弱势下滑态势，目前焦精煤价格暂稳，但后市不容乐观。截止 7月 7日，济钢焦精煤

采购价为 820 元/吨，同上周持平，较年初上涨 20.59%；首钢采购价 930 元/吨，同上周持平，较年

初上涨 13.41%；邯钢采购价 750 元/吨，较上周下跌 5 元/吨，跌幅 0.66%，韶钢采购价 840/吨，持

稳，较年初上涨 20%。 

 

焦精煤钢厂采购价分析 

钢厂采购煤种（元/吨） 本周末 周涨幅 月涨幅 近三个月涨幅 从年初始涨幅 

济钢：山西焦精煤 820 0.00% 0.00% 20.59% 20.59% 

首钢；山西焦精煤 930 0.00% 0.00% 17.72% 13.41% 

邯钢：山西焦精煤 750 0.00% 0.00% 10.29% 5.63% 

韶钢；山西焦精煤 840 0.00% 0.00% 20.00% 20.00% 

数据来源：百川资讯（BAIINFO）、百川研究部 

 

 

   图 61：济钢采购价（山西焦精煤，元/吨 ）           图 62：首钢采购价（山西焦精煤，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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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邯钢采购价（山西焦精煤，元/吨）            图 64：韶钢采购价（山西焦精煤，元/吨）            

 

                                                                             

数据来源：百川资讯（BAIINFO）、百川研究部 

2、发电量及用电量分析 

5月份，全社会用电量 4730 亿千瓦时，环比增长 3.52%，同比增加 2.1%；1-5月，全国全社会用

电量累计 228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7%。 

 

5 月份，全国发电量 4636 亿千瓦时，环比增长 4.32%，同比持平；1-5 月，全国累计发电 22672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0.9%。 

 

5月份，全国火力发电量 3300亿千瓦时，环比增长 0.33%，同比下降 6.4%；1-5月累计火力发电

量 17122亿千瓦时，同比下降 3.6%； 

 

5 月份，全国水力绝对发电量 932 亿千瓦时，环比增长 19.64%，同比增长 20.7%；1-5 月累计水

力发电量 374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6.7%。 

 

2016年全国发电/用电量对比分析（亿千瓦时;%） 

发电/用电量 2016 年 5 月 2016 年 4 月 环比 同比 
2016 年 1-5

月 
累计同比 

全社会用电 4730.00  4569.00  3.52% 2.10% 22824.00  2.70% 

发电总量 4636.00  4444.00  4.32% 0.00% 22676.00  0.90% 

火力发电 3300.00  3289.00  0.33% -6.40% 17122.00  -3.60% 

水力发电 932.00  779.00  19.64% 20.70% 3743.00  16.70% 

数据来源：百川资讯（BAIINFO）、百川研究部、国家能源局、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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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5：全社会用电量（亿千万时）                图 66：累计全社会用电量（亿千万时）           

  

 

图 67：全国发电总量（亿千万时）                 图 68：累计全国发电总量（亿千万时）        

 

 

 

图 69：全国火力发电量（亿千万时）               图 70：全国累计火力发电量（亿千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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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全国水力发电量（亿千万时）               图 72：全国累计水力发电量（亿千万时）      

  

3、粗钢产量分析 

1-5月我国粗钢产量为 32995万吨，同比下降 1.4%；其中 5月份产量为 7050万吨，同比增长 1.8%。 

 

5月粗钢日均产量为 227.4 万吨，较 4月份下降 1.7%。4月份国内钢价大幅反弹，促使钢企效益

明显改善，提升产能释放动力，4月全国粗钢日均产量 231.4万吨，创下历史次高水平。随着钢市供

需错配关系修复，钢价 5 月份以来暴跌 600-800 元/吨，钢厂已处于盈亏边缘，扩张动力明显减弱。

近期南方地区多雨天气影响，钢市终端需求表现疲弱，预计短期内国内钢市供需两弱，钢价或呈震荡

运行格局。 

 

图 73：全国粗钢产量（万吨）                      图 74：全国累计粗钢产量（万吨）            

   

4、焦炭产量分析 

1-5月我国焦炭产量为 17660万吨，同比下降 5.7%；其中 5月份产量为 3781万吨，同比增长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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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份，焦煤资源紧缺，钢材市场阴跌不止，受这两方面双重影响，焦炭市场涨幅不断收窄，开

始缓慢下跌，华中，东北地区受到资源紧张、环保、资金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下，焦炉开工下降，产量

有所下滑，华东、西南、华北，西南地区独立焦化厂产量基本与上月持平。 

 

图 75：全国焦炭产量（万吨）                      图 76：全国累计焦炭产量（万吨）           

 

5、甲醇产量分析 

1-5月我国甲醇产量为 1744.91 万吨，同比增加 10.65%；其中 5月我国甲醇产量为 346.62万吨，

同比增加 6.62%。 

 

2016年 5月，中国甲醇市场月均价为 1810.26，相对 4月减少 11.5元/吨；环比下降 0.63%，同

比下滑 50.53%。整体来看，即便当前甲醇需求有所增加，但从下游价格方面考虑仍有一定制约，因

此 6月份甲醇市场或维持窄幅震荡之势。 

 

图 77：全国甲醇产量（万吨）                      图 78：全国累计甲醇产量（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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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水泥产量分析 

1-5 月我国水泥产量为 88563 万吨，同比增加 3.7%；其中 5 月份产量为 22661 万吨，同比增加

2.9%。 

今年三月份以来，全国累计水泥产量保持平稳增长态势，水泥需求表现好于预期，5月份产量也

延续了前期的增长势头。后期如果基建投资能继续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水泥需求也将继续回暖。 

 

图 79：全国水泥产量（万吨）                     图 80：全国累计水泥产量（万吨）              

 

7、玻璃产量分析 

1-5月我国平板玻璃产量为 31791万重量箱，同比增加 0.4%；其中 5 月我国平板玻璃产量为 6596

万重量箱，同比减少 1.2%。 

 

5 月份，玻璃生产企业的产品库存环比下降 1.4%，同比下降 5.7%。在库存减少、价格上涨的过

程中，产能也有小幅增长。年初至今，玻璃实际产能增长 2.5%。在供应小幅增长的情况下，生产端

的库存却在小幅下降，价格也在“小碎步”上升，反映出玻璃市场目前需求良好，三季度后期到四季

度中期，玻璃市场将迎来真正的全国性旺季，届时预计需求会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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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全国平板玻璃产量（万重量箱）              图 82：全国累计平板玻璃产量（万重量箱）     

  

                                                                                  

数据来源：百川资讯（BAIINFO）、百川研究部、国家统计局 

8、煤炭需求量总体分析 

4月份，我国煤炭消费总量 29436.04万吨，环比减少 2477.47万吨，下降 7.76%，同比减少 1147.24

万吨，下降 3.75%。1-4 月全国累计煤炭消费总量 117190.12万吨，同比减少 1306.1 万吨，下降 1.1%。 

 

今年以来，从统计的实际消费情况来看，伴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与转型，煤炭下游需求持续

走弱，且这种需求的下降长期来看或将成为常态，因此，当前需要尽快出清过剩产能，尽早达到供需

平，以使行业健康平稳发展。 

 

2016年我国各行业煤炭消费量对比分析（万吨;%） 

用煤行业 2016 年 4 月 环比 同比 
2016 年 1-4

月 
累计同比 

动力用煤 

电力用煤 16160.41  -9.40% -0.29% 69478.57  -0.35% 

冶金用煤 1197.61  -2.95% -1.80% 4592.21  -6.05% 

化工用煤 1790.04  -12.92% 4.32% 7292.99  5.42% 

建材用煤 4690.71  0.11% -3.38% 14931.60  1.27% 

其他用煤 1191.94  -30.74% -45.36% 4251.26  -8.03% 

  合计 25030.71  -9.09% -4.39% 100546.63  -0.35% 

炼焦精煤 4405.33  0.60% 0.02% 16643.49  -5.44% 

煤炭总消费量 29436.04  -7.76% -3.75% 117190.12  -1.10% 

数据来源：百川资讯（BAIINFO）、百川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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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3：电力行业用煤量（万吨）                       图 84：建材行业用煤量（万吨）                  

 

图 85：化工行业用煤量（万吨）                      图 86：冶金行业动力煤用量（万吨）          

 

图 87：冶金行业炼焦精煤消费量（万吨）           图 88：中国煤炭消费总量（万吨）              

 

                                                                                  

数据来源：百川资讯（BAIINFO）、百川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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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中国煤炭市场供需分析 

1、中国煤炭产量分析 

5月份，全国原煤产量 26375 万吨，同比大幅下降 15.5%，1-5月，全国累计生产原煤 134386万

吨，同比下降 8.4%。 

 

4 月以来，煤炭行业去产能政策不断加码，各省市相继出台去产能计划，4 月和 5 月的煤炭产量

同比降幅均为两位数，目前煤炭行业供给侧改革力度已明显超出之前预期，支撑煤价连续上涨。目前

煤炭市场下游需求仍无好转，供给侧改革须继续发力，减产以达到供需平衡是煤炭行业回暖的第一步。 

 

图 89：中国煤炭产量（万吨）                      图 90：中国煤炭累计产量（万吨）            

 

2、中国煤炭进出口分析 

5 月份，我国进口煤炭 1903 万吨，同比增加 478 万吨，增长 33.54%；环比增加 103 万吨，增长

5.72%；1-5月份，累计进口煤炭 8628万吨，同比增加 67.9万吨，增长 3.7%。 

 

5月份，我国出口煤炭 71 万吨，同比增加 10万吨，增长 16.39%，环比增加 19万吨，增长 36.54%。

1-5月份，累计出口煤炭 401 万吨，同比增长 113.9%. 

 

5月份，受供给侧改革以及大集团挺价影响国内港口煤炭价格有所上升，下游用户转而青睐进口

煤，这或是 5 月份煤炭进口量增长的主因。随着今年国内煤炭产量的明显下降以及煤价的连续上涨，

后期南方地区进口煤量或有明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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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1：中国煤炭进口量（万吨）                  图 92：中国煤炭累计进口量（万吨）             

   

 

图 93：中国煤炭出口量（万吨）                  图 94：中国煤炭累计出口量（万吨）             

  

                                                                                  

数据来源：百川资讯（BAIINFO）、百川研究部、国家统计局 

3、中国煤炭表观消费量分析 

5月份，我国煤炭表观消费量为 28207万吨，环比下降 1.2%，同比下降 13.14%；1-4月份累计表

观消费量 142613万吨，同比下降 7.9%。 

 

2015年我国煤炭表观消费量对比分析（万吨;%） 

产量 2016 年 5 月 2016 年 4 月 环比 同比 
2016 年 1-5

月 
累计同比 

煤炭产量 26375.00  26803.00  -1.60% -15.50% 134386.00  -8.40% 

煤炭进口量 1903.00  1800.00  5.72% 33.54% 8628.00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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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出口量 71.00  52.00  36.54% 16.39% 401.00  113.90% 

表观消费量 28207.00  28551.00  -1.20% -13.14% 142613.00  -7.90% 

数据来源：百川资讯（BAIINFO）、百川研究部、国家统计局 

 

图 95：中国煤炭表观消费量（万吨）               图 96：中国煤炭累计表观消费量（万吨）        

   

                                                                                  

数据来源：百川资讯（BAIINFO）、百川研究部、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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