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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报价

《2010年7月我国煤炭市场运行情况》信息及时，资料详实，指导性强，具有独家，独到，独

特的优势。旨在帮助客户掌握区域经济趋势，获得优质客户信息，准确、全面、迅速了解目

前行业发展动向，从而提升工作效率和效果，是把握企业战略发展定位不可或缺的重要决策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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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中国产业信息网讯：

         内容提示：2010年7月，全国煤炭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市场价格高位回落，销售日趋平稳

，库存缓慢推高，同时，煤炭产量增幅降低，煤矿、港口、用户煤炭库存呈现不同程度的上

升。虽然正处于迎峰度夏的用煤高峰期，但煤炭需求并没有出现明显增长。 

　　具体看，7月份国内煤炭市场运行的主要特点有：月度煤炭产量增加，增幅减缓；全国铁

路煤炭发运量和主要港口的煤炭发运量同比增加，环比出现不同程度的回落，电煤装车环比

小幅下降；沿海地区煤炭供求趋稳，相关地区或环节市场煤价格小幅回落；国内海上煤炭运

价继续探底；全国发电企业的电煤消耗有所增加、电煤库存继续增加；煤炭进口量依然旺盛

，煤炭出口总量仍处于低位。

　　综合分析国内煤炭市场所面临的环境认为，未来一段时期国内煤炭市场供求和价格难以

乐观。

         2010-2015年中国煤炭物流产业深度调研与投资策略咨询报告

　　1、消费企业和重点集散地区煤炭库存偏高对未来煤炭市场形成压力。7月底全国主要发

电企业和全国主要煤炭发运港口的煤炭库存均处于年内高位水平，这将不利于未来一段时期

国内动力煤供求的活跃，对市场动力煤价格形成压力。

　　2、水电有望维持快速增长局面。国内水电生产在6月份出现显着恢复之后，7月份产量再

创新高，预计在10月份之前水电产量将保持高位运行的局面，从而对火电生产的恢复持续构

成压制，限制煤炭消费和供求的增加。

　　3、夏季用电、用煤消费高峰过后国内动力煤市场难有热点。随着8月上旬&ldquo;立

秋&rdquo;节气的到来，预计夏季用电、用煤高峰将逐渐衰减，季节性因素对国内动力煤市场

的支撑作用也将逐渐减弱，而从目前看来，夏季用电、用煤消费高峰过后，国内动力煤市场

难有热点。

　　4、进入8月份之后沿海地区煤炭需求依然不旺。进入8月份以来，随着夏季电力消费高峰

逐渐衰减，沿海主要集散地区&mdash;&mdash;秦皇岛煤炭供求的活跃程度继续下降，主要体

现在：

　　1)港口库存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尽管7月份以来正值夏季电力和煤炭消费高峰时节，尽管

在港口煤炭库存偏高的情况下，太原铁路局有意减少了大秦铁路流向秦皇岛港的煤炭装车(据

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统计，8月1-14日该港日均铁路煤炭到车是7541车，而6月份、7月份分

别是8213车和8147车)，但是8月初以来秦皇岛港的煤炭库存却不降反升，一直保持在720万吨

的较高水平，表明沿海地区的煤炭需求呈现萎缩态势。



　　2)海上煤炭运价明显偏低。继续受国内煤炭供求不旺的打击，国内海上煤炭运价延续着5

月下旬开始的下滑态势，当前，秦皇岛至上海和宁波方向2-3万吨船舶的煤炭运价降至27-29

元/吨，秦皇岛至广州方向4-5万吨船舶的煤炭运价降至51-53元/吨左右，运价已经跌至盈亏平

衡点附近，而对于部分万吨以下的小型运输船舶，运价和成本则已经呈现倒挂状态，甚至不

得不歇业。海上煤炭运价持续走低，应该是煤炭供求低迷的直接体现。

　　3)港口煤炭发运量低于往年。据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统计，今年7月份该港共发运煤

炭1828.8万吨，日均59.0万吨，明显低于去年7月份63.0万吨的日均水平，进入8月份之后，1日

至14日的日均发运量为59.8万吨，与去年8月份日均水平持平，继续处于合理偏低状态。

　　尽管今年以来曹妃甸港投入运行对秦皇岛港的煤炭发运量有所分流，但是在仍未退去的

夏季煤炭消费高峰时节，秦皇岛港煤炭发运能力的闲置倾向还是超出了预期。

　　4)港口锚地待装煤炭的船舶明显减少。进入8月份之后，秦皇岛港锚地待装煤炭的船舶也

出现逐渐减少的迹象，8月15日已经降至88艘，而今年初冬季煤炭供求高峰时曾经一度达

到220多艘，数量相差如此悬殊的锚地待装船舶，只能说明一个问题，沿海地区消费企业的煤

炭采购积极性显着下降。

　　5)市场动力煤交易价格接连走低。自7月26日至今的四周时间内，秦皇岛地区各种市场动

力煤价格接连走低，其中，发热量5500大卡/千克市场动力煤的成交价格区间回落到了720-730

元/吨之间，主流交易价格降至725元/吨左右，与7月中旬相比，整体跌幅达到了30元/吨以上

，而这一煤种的个别合同价格甚至回落到了710元/吨；与此同时，这一地区发热量5000大卡/

千克市场动力煤的成交价格区间回落到了620-630元/吨之间，主流交易价格降至625元/吨左右

，整体跌幅达到了35元/吨左右。

　　5、主要煤炭消费企业借高库存压低煤炭采购价格。从7月中旬开始，陆续出现主要发电

企业借助电煤库存较高的背景，压低市场动力煤采购价格，8月初之后，部分发电企业更是将

在秦皇岛、唐山等北方港口发热量5500大卡/千克市场动力煤的接收价格压低至710元/吨，这

是一个明显低于同期市场动力煤成交价格的水平。

　　6、神华、中煤、同煤等主要煤炭生产和销售集团的营销策略或压缩市场动力煤价格下行

空间。尽管个别煤炭生产企业因为此前销售价格过高，在8月份下调了在北方主要港口面向市

场销售的煤炭价格，但是下调后的价格仍然明显高于同期秦皇岛地区相同品质市场动力煤的

实际成交价格；而且更多的煤炭生产企业选择了维持此前市场动力煤销售价格未变。

　　由于神华集团、中煤集团、同煤集团等少数煤炭生产企业占北方主要港口煤炭发运量和

市场动力煤销售量的比重较高，这些企业对包括煤炭价格调整在内的销售策略将可能影响市

场动力煤供求和价格走势，而价格坚持策略有可能会抑制市场动力煤价格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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