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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改委划定量价红线：占比应超75%

煤煤电电长长协协收收官官 22001188年年煤煤价价或或下下跌跌

日前，国家统计局发布消
息称，1月份-10月份，煤炭开采
和洗选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 3 4 9 6 . 3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32 . 9%；实现利润总额2506 . 3
亿元，同比增长628 . 8%。

前不久，中国煤炭协会会
长王显政表示，在全国煤炭产
量增加，价格回升的基础上，今
年前9个月全国规模以上煤炭
企业主营业务收入2 . 01万亿
元；90家大型煤炭企业利润总
额(含非煤)1041亿元。

中国华电集团公司副总法
律顾问、企业管理与法律事务
部主任陈宗法在2017上海能源
创新论坛上指出，继2015年总
利润冲破1000亿元之后，占据
中国发电装机半壁江山的五大
发电集团眼下正面临全行业的
业绩掉头向下。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三季
度，五大发电集团的利润总额
仅258亿元。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煤价
开始止住连年跌势，强势反弹。
秦皇岛5500大卡动力煤价在
2016年11月份超过600元/吨，
并在此后基本维持在高位。

由于煤炭成本占火电行业
经营成本的70%以上，大幅上
扬的煤价使得火电行业经营成
本持续攀升。自2016年10月份
开始，五大发电集团煤电板块
开始出现整体亏损，并且亏损
额持续扩大。

陈宗法还指出，五大发电
集团经营业绩经历了2015年的
置顶、2016年的腰斩，今年马上
要掉到地板上了。目前煤电行
业约有三分之二陷入亏损，其
中山西的亏损面已达 8 8 %。
2018年-2020年，发电企业面临
的形势也不容乐观。

中电联在发布《2017年上
半年全国电力供需形势分析预
测报告》时就指出，下半年，全
国电力供应能力将呈现总体富
余、部分地区相对过剩的走势。
电煤价格继续高位运行，市场
交易电量降价幅度较大、且规

模继续扩大，发电成本难以有
效向外疏导，预计煤电企业将
持续亏损，发电企业生产经营
继续面临严峻困难与挑战。

由于煤电矛盾愈发尖锐，
发改委等有关部门不断采取相
关措施控制煤价。包括从煤企
端控制价格较快上涨，要求煤
企签订中长期合同，打击哄抬
煤价等行为，竭力抑制煤价处
于过高状态。

11月29日，记者了解到，发
改委发布了《关于推进2018年
煤炭中长期合同签订履行工作
的通知》，旨在指导煤炭产运需
三方做好2018年中长期合同签
订履行工作，促进煤炭稳定供
应和上下游行业健康发展。

通知指出，支持企业自主
签订合同。各地区有关部门要
减少对微观事务的干预，充分
尊重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支
持依法依规生产、经营的煤炭
和用户企业自主签订合同。鼓
励供需双方直购直销。在签订
中长期合同中，鼓励支持煤炭
供需双方多签直购直销合同，
减少中间环节，降低交易成本。

其中，中央和各省区市及
其他规模以上煤炭、发电企业
集团签订的中长期合同数量，
应达到自有资源量或采购量的
75%以上，铁路、港航企业对中
长期合同在运力方面要予以优
先安排和兑现保障。

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日前

表示，目前市场煤价处于相对
高位，要引导煤价下行并处于
合理区间，煤价处于高位既不
利于落后产能退出，也不利于
全社会用能成本下降，更不利
于上下游的协同。

随着煤价逐步回落至合理
区间，火电行业盈利水平或有
所提高。

兴业证券研究报告指出，
由于电力总体过剩，火电行业
正迎来深层次的结构调整。火
电经营主要受煤炭价格、市场
电价各类政策和用电量需求等
多维因素的影响。

需要一提的是，发改委等
部门正在试图通过煤电联营的
方式来解决煤电矛盾。

中宇资讯分析师徐时楠向
记者表示，现阶段，一方面当前
煤价长时间高位运行，另一方
面国家“降成本”的政策方向使
终让电价难以再调，煤电双方
企业只能通过不断博弈缓慢推
进供给侧改革的道路。由于我
国煤炭电力两个行业市场化程
度存在较大不同，煤炭市场化
和用电靠计划，煤电矛盾长期
不能彻底化解。

他还指出，未来煤电联营
是整个产业发展的大趋势，内
部结构的优化调整，能够提升
公司的整体经营效益。同时，煤
炭企业涉足火电业务的趋势也
在加强。

(来源：证券日报)

煤煤电电业业绩绩冰冰火火两两重重天天
煤炭行业利润大增6倍，火电行业三分之二亏损

近期动力煤长协谈判基本
收官，按照11月29日国家发改
委《关于推进2018年煤炭中长
期合同签订履行工作的通知》
(下称《通知》)划定的量价红
线，中央和各省区市及其他规
模以上煤炭、发电企业集团签
订的中长期合同数量，应达到
自有资源量或采购量的75%以
上，下水煤基准价协商不能达
成一致意见的，仍按不高于
2017年度水平执行。

业内人士认为，长协合同
量占比大幅提高，将进一步促
进煤价稳定。随着2017年新增
煤炭产能置换的投放，电煤供
需紧张的局面有望缓解，预计
2018年整体煤价将步入下跌通
道，但大型煤电长期仍具竞争
优势。

据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会长
王显政介绍，在去年全国煤炭
交易会期间，煤炭上下游企业
建立了“煤炭中长期合同”制度
和“基础价+浮动价”的定价机
制。从今年实际运行情况看，
2017年全国大型煤炭企业中长

期合同签订量一般超过80%，
秦皇岛港5500大卡动力煤中长
期合同价格稳定在560元-570
元/吨的合理区间。

与2017年相同，2018年动
力煤中长期合同定价机制继续
按照“基准价+浮动价”的办
法，基准价为535元/吨。不同之
处在于，根据《通知》，长协价格
公式中新增了中国沿海电煤采
购价格指数。据了解，该指数由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11
月17日第一期为599元/吨，同
期环渤海指数报收576元/吨，
煤炭市场网秦皇岛港报价670
元/吨。11月29日最新一期环渤
海动力煤价格指数报收于576
元/吨，与上期持平，结束了连
续七期的下降局面。

“按照当前价格计算，
2018年长协价格将会较2017
年长协价格公式计算价格降
低。”申万宏源分析师孟祥文
表示，按照发改委要求，2018
年如果长协合同量占比高达
75%，此举将会进一步促进煤
价稳定。因为2017年开始煤

炭产能置换，新建产能大量
逐步投放，预计2018年整体
煤价将会不断下跌，长协煤
价因价格公式原因，将在现
有煤价基础上缓跌。

炼焦煤方面，山西焦煤集
团2018年长协方案敲定：较
2017年长协基准价格不变(古
交主焦煤1320元/吨)，长协量
占比由2017年的70%提高至
2018年的85%。长协用户回款
方式由承兑调整为现汇，提升
现金回款比例。

孟祥文介绍说，当前古交
地区主焦煤价格为1490元/吨
(对应京唐港主焦煤价格1600
元/吨)，长协价格低于现货价
格170元/吨。后期虽然长协价
格会有所浮动，但是预计因为
要根据山焦集团推出的指数而
浮动，所以浮动范围较小，焦煤
价格长协相对稳定。现汇的回
款方式将降低煤炭企业资金成
本，而炼焦煤价格将因环保限
制库存而持续缓跌，长期保持
相对高位。

(来源：经济参考报)

发发改改委委严严控控电电煤煤长长协协合合同同价价格格
重点对20万吨以上的中长期合同进行监管

11月29日，记者获悉，为
指导煤炭产运需三方做好
2018年中长期合同签订履行
工作，促进煤炭稳定供应和上
下游行业健康发展，国家发改
委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
2018年煤炭中长期合同签订
履行工作的通知》。

发改委指出，签订中长期
合同不仅是煤炭供需双方建立
长期、稳定、诚信、高效合作关系
的重要基础，同时也是充分发
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
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具
体体现，有利于企业生产组织，
减少供需波动，稳定市场预期。

《通知》指出，要按照国家
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平抑煤
炭市场价格异常波动的备忘
录的通知》(发改运行〔2016〕
2808号)精神，进一步完善电煤
中长期合同价格机制。同时，
支持多签中长期合同，中央和
各省区市及其他规模以上煤
炭、发电企业集团签订的中长
期合同数量，应达到自有资源
量或采购量的75%以上，铁路、

港航企业对中长期合同在运
力方面要予以优先安排和兑
现保障。发改委将会同有关方
面加强指导，重点对20万吨以
上的中长期合同进行监管。

金联创煤炭行业分析师
弭澎琦昨日对记者表示，今年
签订的情况或与去年一样进
展顺利，提前完成合同签订也
是有可能的。从资源流通角度
看长协签订，在一定程度上煤
炭保量供应，会促进市场价格
一定水平上的平稳运行。

中宇资讯分析师关大利向
记者表示，供暖季期间，随着煤
耗的增加和运输条件变差，下
游用户有补库需要，不过今年
下游用户前期库存比较充裕，
煤价旺季明显上行的预期不
强，价格波动不会太大。

“近期，国内大型煤企陆
续下调煤价，加上诸多增加供
给、抑制需求因素叠加，短时
间内煤炭市场炒作得到抑制，
从而引导煤炭价格平稳回
落。”易煤资讯一位分析师表
示。 (来源：证券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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