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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成昆

电价调整终于落地。
12月 1日起，工业用电销售价格

每度平均上调 3分，发电企业上网电
价上调 2.6分钱，以缓解电企日益亏
损的局面。这一改变，可以为电企带
来千亿元左右的收入。

在调整电价的同时，国家发改委
也发布 30号公告，准备对电煤价格
进行临时价格干预。纳入国家跨省区
产运需衔接的年底重点合同煤，2012
年价格在 2011年年初签订的合同价
格基础上，上涨幅度不得超过 5%。

2012年 1月 1日以后，环渤海的
秦皇岛港、黄骅港、天津港等发热量
5500 大卡的电煤平仓价最高不得超
过每吨 800 元，通过铁路、公路直达
运输的电煤市场交易价格，不得超过
2011年 4月底的实际结算价格，也不
得采取改变结算方式等手段变相涨
价。

亏损现状

入冬以来，电企亏损，希望提高
上网电价的呼声愈来愈高。11月 24
日，山西多家电厂负责人集体赴京要
求调高电价。
发电量占到全国 1/10 的大型发

电企业———大唐集团资产负债率为
88.7%，高出 70%左右的正常水平。大
唐集团董事长刘顺达向媒体透露，在
全国的旗下 88 家火电厂中已有 62
家亏损，亏损面达 70.5%，其中 30 家
亏损严重的电厂资产负债率甚至超
过 100%。
大唐亏损最严重的是山东济南

黄台发电厂，总资产 58亿元，负债已
达 59.9亿元，负债率已经超过 100%。
黄台发电厂总经理王喜春向媒体透
露，电厂从 2006年到现在一直在亏
损，预计今年将亏损 4亿元。由于资
金紧张，已拖欠 30多家中间商煤款
2.2亿元，职工工资也要拖后一个月
才发放。
据华能一位宣传人员告诉记者，

年底火电企业将可能出现比以往更
严重的亏损，目前大唐、华能、国电、
华电、中电投五大发电集团火电均现
亏损。内蒙古煤电联产的企业情况稍
好一些。华能在山东的电厂亏损也较
为严重。

自 2008年以来五大电企火电连
年亏损，2008—2010年间，仅五大电
企火电累计亏损额就达到 602.57 亿
元。如果算上其他火电企业，近几年
深陷亏损泥潭的火电行业亏损可能
达上千亿元。

自 2004年以来我国煤价累计上
涨了 200%，而同期电价涨幅不到
40%，火电企业利润逐渐被日益升高
的煤价挤压。

预计今年全国消耗电煤约 19亿
吨，其中约 7亿吨为价格较便宜的重
点电煤合同量。国家电监会调查发
现，这些重点电煤合同的兑现率不到
50%，而且煤质下降和各种掺杂使假
现象严重。
但华能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如

果不接受次煤则没有了重点合同煤
源，对方处于强势地位。虽然现在发
改委的 30号公告规定不得降低煤炭
质量，但这种现象一直存在，并且无
法纠正。
但接受记者采访的煤企对现在

的电煤承担的费用推高电价现象也
有所不满。记者了解到，煤炭离岸价
取决于煤炭的坑口价、铁路运输成本
以及各环节的收费。如果不计中间环

节费用和政策性收费，煤炭的坑口价
是比较低的。

今年以来，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
收取标准有所提高，同时，物流中间
环节费用也水涨船高。自 10月 1日
起改变了港建费征收办法及标准，由
海事局征收，国内煤装船由 3元/吨调
整为 4元/吨，各港口趁机将港口包干
费用进行上调，从而增加了中间环节
费用。

煤价改革

这次国家发改委发布的第 30号
公告表示，为进一步规范煤炭市场秩
序，稳定发电用煤价格，并根据价格
法规定，对我国电煤价格实施临时价
格干预措施。对纳入国家跨省区产运
需衔接的年底重点合同煤，2012年价
格在 2011年年初签订的合同价格基
础上，上涨幅度不得超过 5%。产煤小
区自产自用的电煤，年度合同价格涨
幅不得超过上年合同价格的 5%。
同时对市场交易电煤实行最高

限价，2012年 1月 1日以来，秦皇岛
港、黄骅港、天津港、京唐港、国投京
唐港、曹妃店港、营口港和大连港发
热量 5500大卡的电煤平仓价最高不
得超过每吨 800元，其他热值电煤平
仓价格按 5500大卡限价标准相应折
算。通过铁路、公路直达运输的电煤
市场交易价格，不得超过 2011 年 4
月底的实际结算价格，也不得采取改
变结算方式等手段变相涨价。

记者从煤炭企业了解到，2012年
煤炭行业的普遍诉求为国家应继续
坚持通过市场配置资源并按市场化
确定价格的改革方针，适度调整 2012
年年度合同电煤价格，逐步缩小年度
合同电煤与市场现货价格差，应允许
煤炭企业参照 CPI 涨幅同步调整年
度合同电煤价格。国家发改委这次临
时价格干预措施，对煤炭企业上调年
度合同电煤价格的诉求给予了一定
考虑。
除了提高煤价外，还全面清理整

顿涉煤基金和收费，取消国家和地方
违规设立的涉煤基金和收费项目。除
国务院批准的矿产资源补偿费、煤炭
可持续发展基金以及依法设立的对
煤炭征收的价格调节基金外，省级以
下地方政府越权或擅自设立的所有

基金和收费项目，都要在 2011年 12
月 31日取消。

这次公告也要求省级政府对随
煤炭征收基金的标准进行规范。省级
人民政府对煤炭征收的价格调节基
金和收费项目，征收标准合计不得高
于国务院批准的山西省煤炭可持续
发展基金每吨 23 元的征收标准，不
得对省内外用煤实行不同标准，超过
每吨 23元以及对省内外实行不同标
准的，必须在 2011年 12月 31日进行
整顿，未对煤炭设基金、收费项目的，
不得新设基金、收费项目，已经设立
的基金和收费项目征收标准合计低
于每吨 23元的，不得提高。

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副
书记、新闻发言人王晞认为，去年国
家规定合同煤不得涨价，今年允许涨
价 5%，对煤企而言是一个利好，重点
合同煤占到中煤供应电企煤炭总量
的 70%—80%，这对企业而言是有利
的。但市场合同煤要求降到 800元以
下，则对企业而言影响巨大，现在环
渤海合同煤价格已经超过 850元，现
在要求低于 800元，则会对煤企赢利
造成巨大的影响。

电企可增千亿元收入

以往电价上调，煤价也上调，电
价上涨对煤企带来的利润空间也被
抵消。华能相关负责人认为，除江浙
沿海外，其他地方的上网电价本身就
低，这次国家在提高上网电价的基础
上，控制煤炭上涨的价格，根据行业
规律测算，此次涨价，电企可以增加
千亿元收入。

“2012年开始国家对电厂脱硝提
出硬性要求，到 2015年，火电烟气脱
硝容量将达到 7.2亿千瓦，需要上千
亿的脱硝投资和大量的运行费用。增
加了企业成本，如果没有提价或者别
的方面的补贴，火电企业日子确实不
好过。”煤电资源网分析师赵玉伟告
诉记者。

火电亏损严重，也与上网电价有
关。当前中西部上网电价只有 0.3元
以上，而东部则是 0.5元以上。差距是
0.2元，华能相关负责人说，不要小看
这 0.2元，对于电厂来说，提高 1分钱
则也有极为重要的帮助。一个 240万
千瓦机组的电厂，一年发电 100亿千
瓦时，就能增加 1 亿元的收入，相当
可观。以去年发电 4 万亿千瓦时计
算，以后电厂可以增加 400 亿元以上
的收入，这次提高 2.6分的上网电价，
电企如果发电保持在 4万亿度以上，
明年一年增收可望超过千亿元。

浙江越盛热电厂总经理谢百军
告诉记者，他们没有合同煤，发电用
的煤全部是从港口采购的市场煤，每
吨价格在 1100元以上，就这样也还
能保持赢利。谢长军认为他们能够赢
利在于煤炭利用率高，能够热电联
产，效益较好。

记者据公开数据测算，1 吨煤可
以发电 3000度，江浙上网电价 5毛
钱以上，则是 1500元以上，仅发电就
可以消化煤的成本，再加上供热的收
入，企业完全可以赢利，而内地企业
入网电价只有 900 元，远远低于煤
价。因此上网电价高于内地 0.2元，能
够承受更高的煤价是浙江一带热电
企业赢利的关键。

电企大面积亏损有望缓解
本报记者 刘成昆 宋江云

2004年以来，我国经历 12次电价上调，仅今年就三次上
调电价，这次火电上调 2.6分，为今年以来上调最大的一次，
但即使是这样，电企亏损一直不绝于耳，人们禁不住会问，电
价简单上调是否就能解决电企亏损问题？

记者就此问题分别采访了相关各方，均表示仅调电价无
益于从根本上解决电企长期亏损的局面，在市场煤、计划电的
格局下，电企亏损在所难免，要改变这些情况，煤电联产和资
源地发电输往用电地区是目前较为可行的方式。

但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王志轩介绍，此前因经
济危机等因素，我国煤价上涨后电价调整幅度较小，造成电企
亏损严重，要改变电企亏损的现象，必须将制定科学的电价形
成机制，除直接成本，电价还将包括资源保护成本和环境保护
成本。

改变供输格局

我国煤炭资源集中在晋、陕、蒙三个地区，去年三地煤炭
产量占全国煤炭产量 57%，今年上半年三地煤炭产量占全国
产量近 59.4%。过去中部和东部一些省区像安徽、河南等煤炭
输出省现在都变为煤炭输入省，原来西南偏于水电，但云南、
四川和贵州今年来水不足，火电建设上不去，缺电严重。西部
煤炭产量比重过高，运输压力加大，为全国煤炭长期稳定供应
带来新的挑战。

而对这样的情况，内蒙古一位长期关注经济发展的官方
人士认为，我国为缓解电荒，应当在能源产地建设发电基地，
然后通过高压将电力外输，这样可以减少能源消耗，降低煤炭
成本。

山东淄博一煤企负责煤炭运输的管理者告诉记者，“从陕
西将煤运到天津港，每吨成本 300元以上，而用汽车将煤运到
山东淄博，每吨成本是 800元，原煤不过 200元，运输成本已
经严重影响了企业经营。”

据记者了解，蒙网上网电价是 0.28元，调价后也不过 0.3
元左右，到达终端工业用户后收费 0.48元，同时内蒙古的煤
炭开采成本只有每吨 70元左右，如果在当地发电，尤其是煤
电联产，电煤成本占的比例则会非常低，对于降低全国电价，
缓解电荒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目前仍未见到国家对电力分配有清晰规划，资源地发展
电厂供应南方省份的计划尚未见有计划。

缺煤省份面对巨大的利益诱惑，在本地大量建电厂，当地
没有煤炭就从内蒙古和山西等地运煤，导致内蒙古大量的煤
炭外运，用石油这种高级能源运煤炭这种低级能源，实际上也
是无法根本改变煤电紧张的情况。

目前，内蒙古和贵州、新疆等地也制定了限制煤炭出省的
政策，新疆要办煤炭出省证，内蒙古要求企业所产的煤至少
50%在本地转化，贵州煤炭出省则要求上交 200元的煤炭调
节基金。

最近国家发改委要改变这种情况，变成出省调节基金，即
各省煤炭出省，最高不超过 23元，改变目前这种煤炭不能出
省的情况，鼓励煤炭跨省调剂。

实行煤电联产

在电企叫好的同时，也有对提价的担心。卓创资讯分析师
唐军认为，作为公共产品的电价上调，将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一
系列成本上涨反应，从而再次加剧我国稍有缓解的通胀压力。
所以，要真正解决电荒，首先要弄清电荒形成的本质原因。

目前我国大型煤炭企业多以国企为主，垄断经营模式占
据我国煤炭行业的主要位置，煤炭价格以市场化方式运作，跟
随市场行情波动。而我国电力企业运作由国资委计划部署，电
力价格统一实行计划内调整。在我国是“市场煤，计划电”，所
以，我国电力和煤炭在两种不同体制下相互关联，从而形成两
种不同体制间的相互碰撞。

唐军同时表示，电价上调难于从根本面解决火电企业亏
损的局面，相反却将加剧我国通胀压力的水平。2008年以来
已经上调电价 4次，现在上网电价比 2008年高，但煤价比
2008年已经下降。解决电荒的主要方法是打破国企现有垄断
下的体制束缚，推进资源类产品的市场化体制改革，加速煤炭
与电力的联动机制。如若不然，煤炭价格的持续走高，将导致
我国供电缺口继续扩大，电荒也将愈演愈烈。

煤炭行业近年来一直在建议，为促进节能降耗，国家应在
充分考虑社会及电力行业承受能力的基础上，及早理顺能源
产品价格，继续实施煤电联动，稳步推进电煤价格市场化进
程。

一位不愿具名的煤企高层表示，电价提高对煤炭行业的
影响主要包括：一是进一步提高了煤炭生产成本，同时也抵消
了重点合同电煤涨价的增利因素。二是改善了下游火电企业
的经营状况及现金流，减少了煤炭企业应收账款风险。三是通
过提高电价可适度抑制高耗能行业的过快发展，平衡煤炭供
需关系。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王志轩认为，在目前的电价机
制下，煤价高了电价自然也得上涨，此前国家要求电力企业自
行消化 30%的成本，企业通过提升管理水平降低成本，但煤炭
占到发电成本的 80%，企业已经无法自行消化，此次涨价是无
奈之举，煤电联动是没有更好的电价形成机制前的可行方法。

打破电力涨价怪圈

此次国家发改委发布30号公
告，对电煤价格实行临时干预措
施，将煤炭价格限定在一定范围
内，此举存在对煤炭产量和供需产
生一定影响。但我国明年随着经济
发展和煤炭改革完成后，部分地区
产能得到释放，会增加供应能力。

但限价将会影响煤企供应的
积极性，需要观察干预措施何时结
束。根据环渤海煤价指数，现在煤
价在850元左右，但国家硬性规定
煤价不得高于800元，会打击部分
煤企供煤积极性，具体效果，还需
观察。

今年供应和消费持续增长

据初步测算，前10个月，全国

煤炭产量 29.89亿吨，同比增长
11.2%；消费量同比增长10.2%。其
中，发电耗煤16.03亿吨，同比增长
12.2%；钢铁生产耗煤4.91亿吨，同
比增长8.2%；建材生产耗煤4.27亿
吨，同比增长10.4%。预计全年，全
国煤炭产量超过35亿吨。进口逐月
回升。前10个月，全国煤炭净进口
1.26亿吨，同比增长7.7%。预计全年
煤炭净进口达到1.5亿吨左右。

主要港口和电厂存煤增加。据
初步统计，截至10月31日，全社会
煤炭库存2.25亿吨，比年初增加
1044万吨，增长5.0%。其中，煤炭企
业库存5000万吨，比年初减少100
万吨，下降2.0%。

另据统计，10月末，秦皇岛、京
唐、曹妃甸、天津、黄骅五港煤炭库
存合计1274万吨，比9月末减少51
万吨，下降2.1%；全国重点电厂存

煤7488万吨，比9月末增加1033万
吨，平均可用21天，其中京津唐电
网、华东电网、华中电网、南方电网
分别可用9天、20天、31天和19天。

2012年电煤需求增长较快。受
工业经济较快发展和一些高耗能
行业生产扩张的影响，电力和煤炭
需求迅速上升。

我国煤炭净进口依然保持高
位，与国际市场关联度越来越高，
影响越来越大。与国内煤价不断上
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际煤价的
持续下跌。受全球经济增速回落，
欧债危机持续，国际油价和大宗商
品价格下跌影响，国际动力煤价格
指数整体连续两周下跌且跌幅进
一步扩大。

从目前情况分析，国际经济形
势前景不明，欧债危机尽管有所好
转但仍未得到解决，国际大宗商品

以及国际油价将继续震荡，国际煤
价短期内不大可能大幅上涨，很可
能维持在当前低位。因此，进口煤
量预计将不会明显减少。而进口煤
的大量存在，对旺季煤炭需求有所
缓解，也是影响煤炭价格变动的重
要因素之一，会在一定程度上对煤
价形成压力。

煤炭供应仍不平衡

受需求变化影响，今年以来动
力煤市场呈现出“淡季不淡、旺季
不旺”的态势，4、5月份局部地区呈
现供应偏紧现象，市场动力煤价格
出现小幅上涨，下半年在经历了连
续3个月小幅下跌后，市场动力煤
价格于9月下旬重新开始回升。截
至11月18日，秦皇岛港5500大卡市
场动力煤价格845—855元/吨，比年

初上涨75元/吨。从煤炭流通的各环
节来看，主要煤炭生产区、中转地
及消费地市场煤价有不同程度上
涨。

从煤炭供应能力看，全国煤炭
产能将继续增加，预测全年煤炭产
量将超过35亿吨；煤炭铁路、港口
运输将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幅度；
煤炭净进口预计达到1.5亿吨左右，
煤炭稳定供给能力进一步增加。

从煤矿产能看，主要产煤省区
经过多年的煤炭资源整合与企业
兼并重组，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
效，特别是在煤炭资源条件较好的
矿区，通过资源整合与矿井扩能改
造，形成了一大批大中型煤矿，并
且煤矿机械化开采比例大幅提高；
同时，新建的大型现代化煤矿陆续
投产，煤炭稳定供应能力大幅提
高。

据调查，2012年全国煤炭产量
预计同比增加3亿吨，全国煤炭销
售量预计增加2.8亿吨，增幅7.85%。
在2012年新增销售量中，动力煤增
加2.4亿吨。电力行业2011年、2012
年新增装机容量9600万千瓦，新增
机组电煤需求2.1亿吨。从电煤供需
情况看，总量基本平衡，但存在地
区性、结构性不均衡的问题。

从新增资源看，华北地区增加
1.73亿吨，东北地区增加1000万吨，
华东地区增加1100万吨，华中地区
增加1300万吨，西南地区增加500
万吨，西北地区增加8800万吨。

从新增电煤需求看，华北地区
增加4800万吨，东北地区增加2100
万吨，华东地区增加3800万吨，华
中地区增加4300万吨，南方电网增
加3800万吨，西北地区增加2400万
吨。

明年煤价将稳中有升

12月 1日起，工业用电销售价格每度平均上调 3分，发电企业
上网电价上调 2.6分，此次涨价，电企可以增加千亿元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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