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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势

无论是动力煤价格指数的回升，

还是煤炭股的强势反弹，都折射着一

个讯息———国家在帮助煤炭企业脱

困，而且正在不断加码。

自 7 月份以来，在不到一个月的

时间里，关于煤炭行业脱困的联席会

议已举行了 6次。 而后，8月底国家发

改委再次召集包括五大发电集团和

神华集团在内的大型燃煤发电企业

负责人召开会议，传达国务院领导关

于煤炭行业脱困的指示精神，并研究

煤炭进口等相关工作。

“2014 年， 煤炭企业整体都很艰

难。 ”河南一家煤炭企业相关人士这

样评价煤炭企业现状，“虽然国家有

‘救市’的意向，但关键还是在于企业

自身。 ”

政策密集煤价企稳

《中国企业报》 记者了解到，9 月

的整体煤市与前 7 个月相比情况有

所好转。环渤海港 Q5500 动力煤平仓

价综合指数 482 元 / 吨，与 8 月底相

比价格上涨 4 元 / 吨。 这也是自今年

6 月初连降 13 周、累跌 59 元 / 吨后，

9 月第一周首次出现小幅上涨。

卓创资讯动力煤分析师刘冬娜

认为，这与最近一段时间国家支持煤

炭企业脱困措施消息的频出不无关

系，也成就了“煤价企稳”。

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炭

行业亏损面超过 70%，7 省区煤炭企

业整体亏损，50%的企业无法按时支

付工资。

“我们的工资已经是一降再降

了。 ” 上述河南煤企相关人士坦言，

“不过，降工资也是无奈之举，现在形

势就是这样。 ”

“过去是买煤的拿着现金排队

买， 现在则完全相反， 先用煤再付

钱。 ”另一位煤炭企业相关人士告诉

《中国企业报》记者。

为帮助煤炭企业减负， 山西、陕

西、 内蒙古等煤炭主产地纷纷出手，

集中清理规范涉煤收费。

更有消息称，河南省政府召集银

行开会，希望中国银行和中国工商银

行等 8 家银行对煤炭企业给予贷款

宽松政策。

8 月 28 日，国家发改委召集华能

集团、大唐集团、华电集团、国电集

团、中电投集团、神华集团、华润电

力、浙能集团、粤电集团召开会议，传

达了关于煤炭行业脱困的指示精神，

特别要求华能集团等提交 8 月份预

计煤炭进口情况。

无条件执行限产

7 月底，神华宣布今年限产 5000

万吨，减销 6000 万吨；紧接着在 8 月

初， 中煤集团也宣布下半年将减产

2000 万吨。 此外，同煤集团也主动跟

进，宣布下半年煤炭产量和销量分别

下降 1000 万吨以上。

“现在，全国煤矿都在限产。 ”上

述河南煤企相关人士坦言。

卓创资讯炼焦煤分析师张敏告

诉《中国企业报》记者，目前山东能源

集团、山东兖矿集团等煤企已经接到

了限产通知 ，“限产幅度在 10%—

13%，要求煤企无条件执行”。事实上，

目前煤炭产能已经严重过剩。 山东一

家煤炭企业相关人士给《中国企业

报》记者提供的数据显示，中国煤炭

市场全国需求 27 亿吨到 30 亿吨，但

目前中国煤炭生产量已经达到 33 亿

吨。

“在国内煤炭产能过剩情况下，

之所以每年中国还需要大量地进口

煤，主要是价格竞争优势。 ”上述山东

煤炭企业相关人士说，“就以澳大利

亚煤炭为例，澳洲煤炭开采成本低于

山东省开采成本，甚至到港价都低于

开采成本。 ”

“中国目前由第一出口大国变成

第一进口大国， 主要是煤炭价格过

高。 ”煤炭行业专家李朝林接受《中国

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说。

在物美价廉情况下，国内煤炭受

到严重冲击。 虽然有消息称将限制煤

炭进口，“但这种政策很有可能是不

会出来的， 因而执行情况也值得商

榷。 ”上述山东煤炭企业相关人士如

是说。

李朝林认为，“目前中国在找理

由限制煤炭进口，但显然不利于提高

中国煤炭的竞争力。 ”

提升企业竞争力

“从去年 5 月河南首次推行‘煤

电互保’政策以来，事实证明，‘救市’

难‘救世’，仅能‘救时’，最终要回归

到供需关系上来。 ”刘冬娜说。

“供需关系是一方面， 关键还在

于提高企业自身的竞争力。 ”山东兖

矿集团新闻科主任张彭认为。

8 月 22 日，山东兖矿集团正式发

布 《兖 矿 集 团 发 展 战 略 纲 要

（2014-2025）》，计划用十年时间重回

煤炭企业十强之列。 张彭告诉《中国

企业报》记者，到 2025 年，兖矿集团

希望规模和效益均达到全国煤炭企

业前 5 位。

兖矿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张新

文表示，《纲要》的颁布实施，意味着

兖矿集团正式发出了二次创业、转型

发展的动员令， 吹响了绝地反击、弯

道超越的冲锋号。

未来， 兖矿将以转型升级为主

线， 以改革创新和技术创新为动力，

着力做好本部永续发展、煤制油规模

发展、澳大利亚基地高效发展“三件

大事”。

“发展煤化工已经成为众多煤炭

企业未来的一个方向。 ”河北一家煤

炭企业高层这样告诉《中国企业报》

记者。

“煤炭产业链拉长， 企业抗风险

能力也将相对增强。 ”上述河南煤企

相关人士表示。

“作为传统煤炭企业， 转型发展

不是否定传统产业，也不是不再搞传

统产业，而是立足煤、跳出煤、延伸

煤， 通过对传统产业的优化重组、对

替代产业和新兴产业的培育发展，促

进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发展方式的转

变。 ”上述河北煤企高层解释道。

对发展煤化工， 一直争议不断。

在厦门大学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林伯强看来，煤炭企业目前应采用更

为长远的经营思路和制订更为长期

的发展战略。

“当扩展的空间受限， 未来的煤

炭行业必然更加规模化和规范化。 ”

林伯强认为，没有实在的企业实力和

缺乏长期规划的煤炭企业也难以生

存。“煤炭企业需要积极寻求变革，或

者通过自身努力提高生产和管理水

平，或者寻求合作，通过联合生产提

高管理水平。 ”

“寄希望于政府救市， 除了不确

定性 ， 也不是健康可持续发展之

道。 ”林伯强表示，“不想改变的煤炭

企业， 结果会因落后产能而被逐渐

淘汰。 ”

本报记者 郝帅

本报记者 陈玮英

借力政策救市 煤企绝地求变

9 月 2 日，为落实 6 月份国务院

印发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

要（2014—2020 年）》，加快建设社会

信用体系、 构筑诚实守信的经济社

会环境， 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

作会议在京召开，央行、发改委两部

委领导就构建社会信用体系列出了

具体内容、确定了时间路线表，对社

会信用体系建设具有现实指导意

义。

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 离开了

社会诚信基础， 市场经济就难以健

康发展， 这是被社会现实反复证明

了的颠扑不破的真理。 子曰：“人而

无信，不知其可也。 ”就是说一个人

若不讲信用，在社会上就无法立足，

什么事也做不成。 这个道理对一个

企业、一个国家都具有相同意义，没

有牢固的社会信用基础和完善的信

用法律体系作保障的社会， 是无法

获得经济快速发展和实现民族伟大

复兴的。

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运行 20 余年

来，由于国民综合素质不高、诚信机

制建设缺失等原因， 社会诚信基础

较差，诚信环境堪忧，公民个人、公

司企业、金融等失债行为较为普遍，

严重扭曲了市场经济。 个人赖账不

还、 公司制造假冒伪劣和逃废银行

债务、金融机构发布虚假信息等等，

使公民、经济组织和政府深受其害，

在全社会形成了一种“互不信任”的

逆市场经济意识， 严重阻碍了市场

经济机制的进一步发育和完善。 虽

然早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上就提

出了“诚信建设”宏伟目标；最高人

民法院 2013 年 7 月 1 日公布、10

月 1 日施行的《关于公布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 对失信

行为实施“黑名单”惩戒，对整治企业

法人失信行为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从

整个社会范围看， 由于缺乏系统的、

权威的组织机构和完善的法律框架

来推动社会诚信建设，全社会信用体

系依然脆弱，无法适应市场经济发展

需要。

可见《纲要》颁布还只是第一步，

两部委会议要求也仅仅是纸面上的

东西； 且信用体系建设是一项庞大

社会系统工程，要实现目标，需全体

中国公民、 企业组织和各级政府增

强紧迫感，树立坚定信心，共同携手

努力。 一是党政职能部门要保持务

实作风，克服一蹴而就思想，扎实做

好各项基础工作， 主要是加强政务

诚信建设， 推动政务信用信息尤其

是负面信息的公开， 推动信息系统

互联互通与信用信息共享， 推动信

息的应用和实现联合惩戒， 推动完

善信用法制体系， 营造社会信用体

系建设的法律、 制度和政策环境，维

护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同时，积极

引领， 通过舆论媒体宣传和实施公

共场所演示等途径形成强大社会氛

围，培育民众诚信意识；各级政府、街

道办事处（村委会）对所有公民担负

其培育引导责任，营造“守信光荣、失

信可耻”的良好社会氛围，培育民众

诚信观念。 二是司法部门要高度重

视信息主体权益保护， 完善法律规

范，在法制轨道上推进社会信用体系

建设，遵守法律法规，防止超越法律

法规、 侵犯信息主体的合法权益；建

立信息主体的异议、投诉及责任处理

机制，建立个人信用修复的制度性安

排， 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保驾护航。

三是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发力，把诚信

教育纳入国民系列教育规划，通过开

设诚信教育课程、举办各种诚信教育

培训等形式，从小学到大学逐年龄阶

段实施国民诚信教育，培育一代又一

代具有诚信观念的社会新人，弘扬诚

信正气。四是各信用体系建设职能部

门戮力同心， 精心打造各种信息平

台，加快诚信规范进程，把征信建设

纳入社会正轨。五是监管部门加大执

法力度，建立反应灵敏、查处及时的

工作机制，强化社会诚信监管，消除

诚信监管盲区。 六是党中央、国务院

坚定反腐倡廉决心，制定公务员诚信

监督与考核机制，打造一支“立党为

公、执政为民、艰苦朴素、廉洁奉公”

的公务员队伍，守住社会信用体系的

牢固防线。

莫开伟

构建社会信用体系重在协调行动

观察

市场

市场逆转如此之快，真让人有点始料未及。

一组消息显示，今年 1 月—7 月，山西中小煤企报出的

价格出现最低点，每吨 200 元的价格让众多煤企唏嘘不已。

此前， 有消息显示，2014 年第一季度煤炭上市企业净利润

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 27.5%。

在政府密集出台救市政策的推动下， 煤企纷纷主动减

产，9月份，煤炭价格终于出现企稳迹象。 与此同时，煤炭资

源税改革呼声再次在业内响起，不少专家认为，煤炭资源税

改革已迫在眉睫

然而，《中国企业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对于呼声高

涨的资源税改革，山西煤企反应不一，一些国有大型煤企普

遍持支持态度，小企业则反应冷淡。

煤价高台跳水企业“战战兢兢”

对于煤炭价格的下滑，如果说国有煤企“瘦死的骆驼”

的心态还略有慰藉外，对于承受能力较弱的中小煤企而言，

则意味着灭顶之灾。

左云县一家煤矿从今年起， 以每吨煤 350 元的价格售

煤，除去人员及各项开采费用，每吨煤亏损 150 元。事实上，

该煤矿已面临破产。

7 月份， 记者从山西煤炭主要产地得到的价格情况却

显示，当地煤价已跌至每吨 200 余元，比最高点缩水近 200

元。

怀仁县一家煤矿负责人说，8 月之前的煤价可比时令

蔬菜，一天一价，但唯一不同的是，没有涨幅只有下跌。他表

示，价格已经没有准确说法，这对于煤企来说，似乎是第一

次遇到的情况。

在政府密集出台救市政策背景下， 大幅跳水的煤炭价

格开始回归。 不过，煤企前景似乎并不乐观。 大同矿区煤炭

业内人士表示：“价格止跌不能代表煤业回暖， 更有可能是

暴风雨前的宁静。 ”

“用‘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形容此刻的煤企再恰当不

过。 ”在怀仁经营煤场的老李已转战内蒙古，但即使在入市

门槛较低的内蒙古，老李的经营同样备感压力。

政府着力煤企减负

大同一位煤企内部人士马志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

访表示，煤炭步入困境，不仅仅受煤炭市场不景气的影响，

企业负重经营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据了解，面对困局，山西等煤炭主产地政府纷纷出手，

集中清理规范涉煤收费，主动为煤企减负。

自去年 8 月 1 日起， 山西暂停提取煤炭企业矿山环境

恢复治理保证金和煤矿转产发展资金；近一年时间，已累计

为煤炭企业减负约 145 亿元。今年 7 月 1 日，山西省再次取

消两项收费，其中包括取消煤炭稽查管理费，降低煤炭产品

质量监督检验费征收标准。 明年起则计划取消煤炭工业厅

为其 11 个事业单位向五大煤矿集团收取的服务费以及煤

运公路煤炭统一经销环节收费。

8 月 26 日， 大同一位不愿具名的煤企负责人告诉记

者，上述煤炭不合理收费取消后，吨煤减负量可低于 15 元，

每月至少可减轻企业负担 22.8 亿元。

企业对煤炭资源税改态度不一

随着煤炭需求放缓，有业内人士指出，目前进行煤炭资

源税改革时机成熟。不过，《中国企业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

到，对于煤炭资源税改革，煤企存在两种不同态度。

一位煤企负责人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从长远来看， 在煤炭企业盈利能力将进一步降低背景下，

资源税改革对煤炭市场来说恰逢其时， 资源税改的积极意

义在于，煤企扩大限产规模，市场限制煤炭购买数量，煤价

年内可能恢复高位运行。 ”

不过， 山西怀仁芦子沟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办公室主任

弋孝认为， 对于煤炭资源税改， 山西大同部分煤企反应冷

淡。 他表示， 目前煤企压力仍然存在，即使资源税改此时发

力，也无法扭转煤炭市场颓势。 除此之外，税改后在一定时

间内还会增大一部分中小煤企的压力。

上述煤企负责人告诉记者， 煤企不断释放产能的最终

目的是保证企业正常生产， 也是极力提升竞争力的一种尝

试，但无序竞争让煤炭市场恶果频发，这个时候资源税改的

实施更会让中小煤企担忧出现破产危机。

他为记者算了笔账： 目前山西动力煤资源税每吨 3.2

元， 如果按照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税改最低 5%的税率算，吨

煤 350 元，资源税改后，税额为 17.5 元，较资源税改前增加

了 14.3 元，这样的增幅会让本陷困境的中小煤企再次滑向

崩溃边缘。

弋孝认为，长期来看资源税改或能制止产能过剩、稳定

价格，解煤炭于水火，但远水难解近渴，目前煤炭市场太需

要一次振奋人心的解冻行动， 这样似乎才能让众多煤企看

到希望。

不过，弋孝亦认为，从今年 5 月开始，山西等产煤省份

逐步将煤炭不合理收费纳入清理规范中， 一些诸如煤炭企

业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费用的取消让众多煤企开始受

益，如果资源税由从量计征向从价计征改革，则有利煤企减

少库存并稳定煤价，这将为煤市回暖提供可能，这也为多数

煤企摆脱以量补差带来希望。

资源税改山西煤企态度分化：

大企业欢迎小企业冷淡

本报记者 汪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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