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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能利用率回升明显

3月28日，中国煤炭工业协
会发布的《2017煤炭行业发展年
度报告》显示，2017年我国煤炭
产能利用率达68 . 2%，同比提高
8 . 7个百分点。在产能过剩依然
严重的背景下，产能利用率的回
升与化解产能过剩工作持续推
进密不可分。2017年，我国煤炭
行业化解过剩产能2 . 5亿吨，超
额完成年初提出的1 .5亿吨目标
任务。

“在化解煤炭过剩产能进程
中，积极推动先进产能建设，新
核准建设了一批大型现代化煤
矿，优质产能比重大幅提高。”中
国煤炭工业协会副会长、新闻发
言人姜智敏说。

随着去产能相关工作的扎
实推进，煤炭行业供需整体上表
现良好。2017年，全国原煤产量
35 .2亿吨，同比增加1 .1亿吨，增
长3.3%，这也是全国原煤产量自
2014年以来首次出现恢复性增
长。

在积极淘汰落后煤炭产能
的同时，煤炭行业也在着力推动
煤炭企业兼并重组和产能减量
置换，加快优质产能释放，优化
煤炭生产结构，不断提高煤炭有
效供给质量。“尽管2017年我国
个别时段、个别地区出现煤炭市
场供需偏紧、煤炭价格上涨过快
的格局，但是总体上并没有出现
像2008年南方雨雪冰冻灾害时
的极端局面，煤炭供需总体上是
有保障的。”姜智敏说。

经济日报记者了解到，随着
去产能的推进以及供给质量的
提升，煤炭行业的效益也有所增
加。2017年，全国规模以上煤炭
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为2 . 54万亿
元，同比增长25.9%，利润总额为
2959 . 3亿元，同比增长290 . 5%
(2016年同期利润757.8亿元)。协
会统计的90家大型煤炭企业(产
量占全国的 7 0 % )实现利润
1451 . 9亿元(2016年同期利润
320.6亿元)。

化解过剩产能面临
挑战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统计与
信息部主任陈养才介绍，目前全
国共有煤矿6 7 9 4处，总产能
53 . 09亿吨/年。其中，有效产能
47 .83亿吨/年；长期停产停建产
能5.26亿吨/年。

“下一阶段，化解过剩产能

仍面临许多难点问题。”姜智敏
表示，当前由于煤矿所在区域产
业单一，社会吸纳剩余劳动力能
力较弱，前两年关闭煤矿的职工
安置大多由企业内部消化，但企
业内部安置难度已越来越大。同
时，关闭退出煤矿资产处置难度
依然较大，多数关闭退出煤矿资
产损失尚未得到处置；多数煤炭
企业债务为集团公司统借统贷，
去产能关闭煤矿债务分割难、处
置难的问题尚未得到解决；股份
制煤矿利益主体多，煤矿关闭退
出难度较大。

记者了解到，尽管近两年来
煤炭效益有所增加，但是煤炭企
业负债高、融资难、资金紧张等
问题依然突出。

2017年，规模以上煤炭企业
资产负债率为67 . 8%，仍处于较
高水平。特别是部分承担去产能
任务的企业由于债务得不到及
时处理，资产负债率上升明显，
企业融资成本进一步提高，部分
企业资金紧张的问题仍然突出，
提高煤矿工人收入、补还煤矿安
全生产与采掘工程欠账、职工工
资、社保基金的压力依然较大。

由于历史欠账较多，部分煤

炭企业经营状况并未得到根本
好转。2017年，煤炭行业亏损面
仍有20 . 6%，人才流失与采掘一
线招工接替问题也在逐步显现。
一方面，煤矿现代化迫切需要大
量高素质员工，但近几年煤炭企
业人才流失严重，煤炭院校采矿
专业招生困难；另一方面煤矿存
在大量富余人员的同时，部分煤
矿一线职工年龄偏大，招工难，
职工新老接替问题突出。

科学把握去产能节奏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副秘书
长兼政策研究室部主任张宏认
为，在这一轮去产能之后，整个
煤炭的供需格局、生产格局、开
发布局、生产结构、消费结构、组
织结构和运输格局都将发生深
刻变化，将影响今后一个时期煤
炭行业的发展。

“今后一个时期，结构性去
产能应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精神，以煤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主线，以提高质量和效益为目
标，以煤炭安全绿色智能化开采
和清洁高效低碳集约化利用为
主攻方向，以知识、技术、信息、

数据等新生产要素为支撑，推动
煤炭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
变革，着力构建现代化煤炭经济
体系，推动煤炭工业实现更高质
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发
展。”张宏建议，要推动煤炭生产
模式的创新，提高煤炭装备水
平，推动煤炭生产过程的技术升
级；要通过商业模式的创新，实
现煤炭生产和消费的对接；创新
投资模式，鼓励利益相关方参股
投资煤矿项目，实现多元化的投
资，降低企业经营风险；要按照
共享经济和现代化经济体系建
设要求，充分利用社会资源，鼓
励开展专业化分工，推动实现高
质量发展。

“总的来看，下一步的煤炭
去产能应该从总量去产能转向
结构性去产能。”姜智敏表示，
2018年化解煤炭产能过剩总体
上应该科学把握去产能的力度
和节奏，有序组织开展建设煤矿
核减规模、生产煤矿减量重组，
各地对于煤炭去产能要科学论
证，不能搞“一刀切”，也不能一
哄而上，要力争在提高产能利用
率方面有进一步的突破。

姜智敏建议，当前应把促进

僵尸企业出清作为重要抓手，对
于年年亏损、长期停产停建、资
不抵债、没有生产能力和发展潜
力的僵尸企业作为去产能的重
点。

记者了解到，有关部门已经
部署年产9万吨以下的煤矿要逐
年退出，严格按照技术、安全、环
保、能耗、水耗等标准有序关闭
退出30万吨以下的煤矿。对于违
法违规煤矿，则要坚决予以退
出。

“在去产能过程中，还要统
筹做好去产能和保供给的关
系。”姜智敏表示，有关部门将研
究适度提高南方煤炭去产能的退
出标准，优化对南方省份煤炭供
给的调控；同时，加快优质产能的
建设步伐，有条件地核准一批优
质煤矿，对有增产条件、资源条件
比较好、安全技术达标的煤矿要
通过核增来增加产能供给，更多
发挥北方优势产能的作用。

“我们要加强南北运煤大通
道建设，不仅要加强主要通道的
建设，而且要加强支线的建设。
把毛细血管疏通好，让大动脉发
挥大作用。”姜智敏说。

(来源：经济日报)

煤煤炭炭业业转转向向结结构构性性去去产产能能
今年将退出1 . 5亿吨产能

近年来，我国煤炭行业去产能步伐不断加快，淘汰化解落后产能效果显著，行业逐步回暖，企业利润率持续提升。下一一步，煤炭去产能
应该从总量去产能向结构性去产能的工作思路转变。要有序组织开展建设煤矿核减规模、生产煤矿减量重组，各地对于于煤炭去产能要科
学论证，不能搞“一刀切”，也不能一哄而上，要力争在提高产能利用率方面有进一步的突破。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继续破除无效供给，退出煤炭产能1 . 5亿吨左右。过去两年，我国已经化解煤炭过剩产能5 . 4亿吨，5年
累计退出煤炭产能8亿吨。进入新时代，煤炭行业要继续推进化解产能过剩，提升供给质量，实现全行业的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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