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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煤老大”牛起来的今天，热企不断寻找突破口，千方百计准备一冬

的“口粮”。夏天煤价较低，但补贴难到位，热企只能望“煤”兴叹，等资金到

手，煤价也涨起来了。不少热企盼着增加补贴、提前拨付，这样储煤时就不

至于捉襟见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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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便宜没钱买 冬季有钱价又涨

供暖储煤：为何总错过黄金期
本报记者 王光照 赵丽

储煤之困如何破解？近几年，威
海的热企都是多方筹措资金，提前启
动煤炭采购和订购计划，派出业务员
常驻大同煤矿、秦皇岛码头，盯紧发
煤、运煤。在联系大煤炭客户的同时，
也不放弃省内的小煤矿，建立长期供
应关系，利用汽运入场。

“煤源是一方面，储煤最大的顾
虑还有资金问题。”一边是每年 300

多列火车才能填饱的锅炉，一边是
手中紧紧巴巴的资金，刘德发能想
到的办法只有尽量向银行贷款。而
郭毅希望加大取暖费的收费率，“把
钱收起来赶紧去买煤。”

济南市市政公用事业局供热办
副主任李勉说，为了破解“计划热”
和“市场煤”的困局，济南市在一定
程 度 上 已 经 采 用 了 市 场 调 节 机
制——— 煤热价格联动。不过，这仅限
于工业用的蒸汽热源以及非居民用
热，在居民用热方面还是执行政府
定价。

“煤价不断上涨，热价可以有所
调整，但供暖涉及民生问题，应当保
持一定的稳定性。”田贯三认为，“煤
热联动”是一种理想化的运行机制，
但政府部门也要考虑供暖的公益
性。如果一定要调整热价，也必须经
过调研、听证。

田贯三建议，在供热成本上涨
的情况下，政府可以考虑减税或者
多补贴一些。一方面给热企补贴，另
一方面给低收入群体补贴，这样即
使供热价格上涨了，也不至于让低
收入家庭为难。再有，政府可以考虑
把补贴提前拨给热企，企业可以在
煤价较低的时期提前储煤。

格破解之道

政府补贴
应在夏季发放

要买到优质煤

得先和矿上搞好关系

11月20日，济南热电有限公
司负责后勤保障的刘德发(化名)

收拾好行装，准备再去山西长治
跑一趟。这个月，他已经去了山
西三次，目的只有一个——— 让矿
上先给自己发煤，多发优质煤。

作为省城最大的供热企业，
济南热电供热面积近3000万平
方米，每个采暖季要烧煤90多万
吨。“一列火车拉3000多吨，得发
300多列火车，才能把一个供暖
季撑下来。”刘德发说。

“现在南方一些煤炭经销
商，已经拿着现金到山西煤矿买
煤了。”刘德发说，他们无一例外
地要请客、送礼、套近乎，跟矿上
处好关系，才能争取到早发煤的
机会。而煤质也同样重要，根据
炉型不同，济南热电要进贫瘦煤
和气肥煤两种类型，如果煤质不
达标，不仅影响热值，还有可能
造成锅炉故障。

费了不少周折与煤矿签好
发煤合同，定好煤源，刘德发必
须派专人蹲点，盯着矿上的动
向。“买煤的人都在排队，矿上通
知几点装车，必须提前准备好，
稍一耽误可能就错过了。”

冬季储煤难题，同样也困扰
着济南热力有限公司。7月份，他
们就派专人去河北、陕西、山西、
内蒙古考察，转了近20天。在济

南热力负责煤炭采购的郭毅看
来，抢煤大战早在7月就拉开了
帷幕。当时他从山西、陕西、内蒙
古交界地区——— 神木府谷煤矿
到出陕西省的高速路上，绵延60
多公里几乎都是拉煤的车队。

到了每年12月底，煤矿限产，
而那时候天气最冷，供暖、发电用
煤量大，抢煤大战更加紧张。

“从济南到神木府谷正常拉
一趟煤走3天，平均算下来每吨煤
的运输成本是300元。但是到紧张
时期，拉煤的车太多，都堵在路
上，拉一趟煤要走7天，每吨煤的
运输成本也涨到450元。”郭毅说。

资金季节性短缺

错过煤价黄金期

从事煤炭采购多年，刘德发
深知，很多因素都会触动煤价敏
感的神经。矿难、燃油加价，都能

导致煤炭价格上涨。往年3月份
供热停止运行之后，4月、5月是
煤炭价格最低的时候。但是今年
供暖结束后，煤价一直没有回
落。秦皇岛是全国重要的煤炭集
散地，按照他们的报价，今年4
月、5月份，煤炭价格每吨比去年
同期高20元。到了7月份，每吨价
格比去年同期高80—100元。

“煤价上涨，热企没钱买
煤。”刘德发说，有时已经跟煤矿
订好计划，但是由于资金不到
位，矿上又把煤卖给了别家。

济南热电相关负责人说，一
般情况下，夏天煤炭价格较低，但
企业很难在此时储煤。一方面是
热源厂封闭场地有限，煤炭风吹
日晒雨淋，热值会大打折扣。更重
要的是，夏季取暖费还没收上来。
所以热企一般从9月份起才进煤，
而这时已错过煤价黄金期。

“现在煤矿不能赊账，有时候
带着现金去买煤都不行，必须按
照要求提前把煤款打过去。”这让
刘德发有些苦恼。如果发煤时价
格又涨，那得重新按照高价买。

提起资金问题，郭毅也比较
为难。济南热力所需的煤炭，由
煤炭经销公司供货，今年面向12
家煤炭经销公司招标时，优先考
虑有赊账优惠的公司。“我们今
年计划烧煤35万吨左右，煤款又
成了难题。”郭毅说，他们去年采
暖季2400万元的煤款至今还没
还上。今年截止到11月1日，存煤
1 .9万吨，又赊欠了1600万元。

据了解，负担着济南30%供暖

任务的黄台电厂，也同样被缺钱
储煤困扰着。黄台电厂在供热方
面处于亏损状态，去年亏损了
4000多万。现在由于资金短缺，煤
炭供应商提出先打预付款，或列
出还款承诺计划，但黄台电厂无
法做到。

“计划热”遇到“市场煤”

成本上涨热企头大

回顾多年的从业经历，郭毅
说，原来日子好过的时候，都是

“煤老板”找上门来，“求着我们
买煤，现在完全颠倒过来了。”

刘德发很羡慕一些大电厂，
有一部分“计划煤”，国家安排一
些煤矿按量供应，价格上也有优
惠。不像“热煤”，在缺钱的情况
下，还要按照市场价争抢。“计划
热”和“市场煤”之间形成的价格
剪刀差，让热企有些“头大”。

“热企储煤困境，很大程度上
是计划热与市场煤之间的矛盾。”
山东建筑大学热能工程学院副院
长田贯三说，煤炭市场放开了，煤
价年年涨，而热价仍然采用政府
指导价，二者之间的差额，也是造
成热企亏损的重要原因。

“虽然现在取暖费涨到每
平方米26 . 7元了，但是煤炭价
格也翻了好几倍。”济南市市政
公用事业局供热办副主任李勉
说，煤炭价格占供热总成本的
70%，煤价疯长，多数热企一直
处于亏损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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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供暖季，省城

的热企越发因煤绷紧神

经。近年来，由于煤价不

断攀升，供热企业每年

都会遭遇煤荒。供热企

业为何不提前储煤？年

年遭遇煤荒为何没找到

解决之道？储煤之困到

底困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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