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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导读 

9 月 26 日，国家能源局公布了最新的煤炭行业公告产能情况。截

止 2018 年 6 月底，安全生产许可证等证照齐全的生产煤矿 3816 处，产

能 34.91 亿吨/年；已核准（审批）、开工建设煤矿 1138 处（含生产煤矿

同步改建、改造项目 96 处）、产能 9.76 亿吨/年，其中已建成、进入联

合试运转的煤矿 201 处，产能 3.35 亿吨/年。在此对最新公告和上期公

告数据进行了对比分析，得到结论如下。 

投资要点 

❑ 要点 1  

两次公告之间，煤炭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显著成效： 

1. 供给保障能力有所提高—截至 2018 年 6 月底，全国生产煤矿公告产能为

34.91 亿吨/年，较上期（截止 2017 年底）增加约 1.55 亿吨/年，较上上期（截

至 2017 年 6 月底）全国生产煤矿公告产能增加约 8100 万吨/年。其中大型煤

矿产能增加 61 处，产能增量约 2.26 亿吨/年。 

2. “去产能”工作稳步推进—截止 7 月底，煤炭行业去产能完成 8000 万吨/年，

完成额已超过全年计划的 50%。其中福建和青海已经完成了年度化解产能任

务。 

3. 煤炭生产结构进一步优化—本次公告期内，大型煤矿共 822 处，较上期公告

增加 61 处；中型煤矿 994 处，较上期增加 2 处。小型煤矿数量继续下降，为

2000 处，减少 154 处。大型煤矿产能占比达到 72%，较上期公告提高约 3%；

小型煤矿产能占比约 8%，较上期下降约 1%。 

全国单矿平均生产规模（规模）达到 91.5 万吨/年，较上次公告期的 85.4 万吨

/年，增长 7.1%。 

❑ 要点 2  

区域供应进一步向“三西一新”集中，东北、华东、华中和西南产能继续收缩： 

1. 从“三西一新”看，区域内煤炭数量占到全国煤矿总数的近三分之一，较上

期公告上升 2.2%；“三西一新”区域煤炭产能占全国煤炭总产能的三分之二。

新疆在本次公告的各省（区）中新增产能最多，达到 8270 万吨/年，占本次公

告净增产能的 53%。 

2. 东北、华东、华中和西南产能继续收缩，四个地区产能占比共下降

1.2%，其中华东产能占比下降幅度最大，下降 0.6%。 

由于年内安全生产事故频发，黑龙江、四川先后下发文件提出加快 30 万吨/

年以下不具备扩建（改造）能力的产能退出，随着省内去产能工作的推进，

东北和西南煤炭供给将持续减弱。 

❑ 要点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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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生产结构有所优化，仍需继续调整— 

1. 小型煤矿数量占比超过 80%的省（区）有 7 个； 

2. 东北（87%）、西南（80%）和华中（79%）地区小型煤矿数量占比超过 80%

或接近 80%； 

3. 全国单矿平均生产规模低于 30 万吨/年（井工煤矿生产规模≤30 万吨/年为

小型煤矿）的省（区）仍有 6 个。 

4. 单矿平均生产规模较低的省（区）主要集中东北、华中和西南，这些区域煤

炭资源地质及开采赋存条件复杂，煤质情况差，安全生产风险大，将是下一步

煤炭行业去产能、优化结构的重点区域。 

❑ 要点 4  

建议配置在“三西一新”地区有深入布局的低估值动力煤龙头标的。 

 

风险提示 

经济增速不及预期；电力消费增长不及预期；煤炭进口大幅度放开；水电出力

超出预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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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显著成效 

本次公告（国家能源公告 2018 年第 10 号）与上次公告（国家能源公告 2018 年第 3 号）相差半年。通过对两次公

告数据对比，在 2017 年底到 2018 年 6 月底间，煤炭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主要体现在供给

保障能力有所提高、“去产能”工作稳步推进和生产结构进一步优化。 

1.1. 煤炭供给保障能力有所提升 

截至 2018 年 6 月底，全国生产煤矿公告产能为 34.91 亿吨/年，较上期（截止 2017 年底）增加约 1.55 亿吨/年，较

上上期（截至 2017 年 6 月底）全国生产煤矿公告产能增加约 8100 万吨/年，煤炭行业供给保障能力有所提高。最近 3

次生产煤矿公告产能情况详见图 1。 

图 1：本次生产煤矿公告产能较上期增长明显 

 

资料来源：浙商证券研究所 

其中大型煤矿产能增加 61 处，产能增量为 22635 万吨/年。 

 

1.2. “去产能”工作稳步推进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提出的去产能目标，2018 年力争煤炭去产能 1.5 亿吨左右。部分省（区）去产能计划如表 1

所示。 

表 1：部分省（区）去产能计划 

-5.0%

-3.0%

-1.0%

1.0%

3.0%

5.0%

30.0

32.5

35.0

截止2017年6月底 截止2017年底 截止2018年6月底

生产煤矿公告产能（亿吨/年） 变化率

省（区）名称 去产能数量（处） 去产能计划（万吨/年） 

山西 35 2240 

河北 22 1217 

贵州 — 1000 

安徽 2 690 

甘肃 22 471 

山东 10 465 

内蒙古（调整后） 20 990 

重庆 4 197 

云南 — 58 

宁夏 0 0 

江西 50 257 

广西 13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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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新闻整理、浙商证券研究所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 1~7 月煤炭行业去产能完成 8000 万吨/年，完成额已超过全年计划的 50%。

此外部分省份也陆续公布了去产能的工作进度，如表 2 所示。 

表 2：部分省（区）去产能完成情况 

省（区）名称 完成情况 其他 

内蒙古 完成调整计划的 89% 
去产能计划原为 11 处，405 万吨/年，经过调整后计

划退出煤矿 20 处，涉及产能 990 万吨/年。 

黑龙江 已关闭 120 处 — 

福建 已完成 — 

青海 已完成 — 

资料来源：新闻整理、浙商证券研究所 

 

1.3. 煤炭生产结构进一步优化 

小型煤矿数量下降明显、大型煤矿产能占比继续上升，煤炭行业结构持续优化。 

根据本次公告，大型煤矿共 822 处，较上期公告增加 61 处；中型煤矿 994 处，较上期增加 2 处；小型煤矿数量继

续下降，为 2000 处，减少 154 处，煤炭行业生产结构实现进一步优化，如图 2 所示。 

图 2：生产结构持续调整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浙商证券研究所 

本次公告中，大型煤矿数量占比约为 22%，较上期公告提高约 2%；小型煤矿数量占比约 52%，较上期下降约 3%。

大型煤矿产能占比达到 72%，较上期公告提高约 3%；小型煤矿产能占比约 8%，较上期下降约 1%，如图 3、图 4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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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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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0

大型煤矿 中型煤矿 小型煤矿

截止2017年底数量 截止2018年6月底数量

陕西 21 581 

新疆 22 462 

青海 69 10 

福建 34 210 

黑龙江 239 2222 

合计 529 1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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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小型煤矿数量占下降 3%  图 4：大型煤矿产能占比已达到 72%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浙商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浙商证券研究所 

其中，江西省小型煤矿数量下降最多，减少 61 处；此外，福建和贵州小型煤矿在两次公告期间均减少 24 处，如

图 5 所示。 

图 5：两次公告之间，江西省小煤矿减少 61 处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浙商证券研究所 

从区域看，两次公告之间，华东地区小型煤矿数量下降最多，为 85 处；西南地区次之，减少 50 处。 

图 6：全国单矿平均生产规模（产能）继续提升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浙商证券研究所 

全国单矿平均生产规模如图 6 所示。本次公告期内，全国单矿平均生产规模（规模）达到 91.5 万吨/年，较上次公

告期的 85.4 万吨/年，增长 7.1%，部分生产规模大、技术水平高的先进产能已完成对生产规模小且安全、环保、技术

等方面存在问题的落后产能的替代。  

大型煤矿 中型煤矿 小型煤矿 大型煤矿 中型煤矿 小型煤矿

-63

-43

-23

-3

江西 福建 贵州 云南 黑龙江

6.7%

6.9%

7.1%

7.3%

70.0

76.0

82.0

88.0

94.0

截止2017年底 截止2018年6月底

全国平均单矿生产规模 变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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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区域供应进一步向“三西一新”集中，东北、华东、华中和西南产能继续收缩 

按照《煤炭工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中提出的“压缩东部 、限制中部和东北、优化西部”的煤炭开发总体布局，

煤炭行业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煤炭生产布局进一步优，煤炭生产重心继续西移（详见图 7）。 

图 7：煤炭生产重心西移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浙商证券研究所 

 

2.1. 煤炭生产重心继续向“三西一新”转移 

随着煤炭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煤炭生产布局持续调整；新增产能主要集中在“三西一新”地区（不

含新疆兵团，后面一致），煤炭生产集中度进一步提高。“三西一新”地区煤矿数量占比和产能占比情况详见表 3。 

表 3：煤炭生产重心继续向“三西一新”转移 

煤炭主产区 

截止 2018

年 6月底

数量占比 

截止 2017

年底数量

占比 

变化值 

截止 2018

年 6月底

产能占比 

截止 2017

年底产能

占比 

变化值 

三西 31.3% 29.6% 1.7% 62.5% 63.2% -0.7% 

三西+新疆 33.1% 30.9% 2.2% 66.6% 65.0% 1.6%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浙商证券研究所 

截止 2018 年 6 月底，三西地区（山西、陕西和内蒙古）煤炭数量总和在全国煤矿总数中占比 31.3%，较上期公告

（截止 2017 年底）上升 1.7%；三西地区（山西、陕西和内蒙古）煤炭产能总和在全国煤炭总产能中占比 62.5%，较上

期公告回落 0.7%。 其中三西地区产能占比出现小幅回落是受内蒙古自治区产能占比下滑 0.87%所拖累。山西和陕西

产能占比继续提高。 

从“三西一新”看，区域内煤炭数量占到全国煤矿总数的近三分之一，较上期公告上升 2.2%；“三西一新”区域

煤炭产能占全国煤炭总产能的三分之二。新疆在本次公告的各省（区）中新增产能最多，达到 8270 万吨/年，占本次

公告净增产能的 53%。 

此外，“三西一新”单矿平均生产规模（产能）位居全国前列（如图 8 所示）。内蒙古、新疆、陕西和山西单矿平

均生产规模分别为 223.13、201.66、180.93 和 158.29 万吨/年，分别位列本次公告内省（区）单矿平均生产规模的第 3、

4、6、7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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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三西一新”单矿平均生产规模位居全国前列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浙商证券研究所 

 

2.2. 东北、华东、华中和西南地区煤炭生产继续收缩 

在煤炭行业去产能的推动下，东北、华东、华中、西南区域内煤炭生产规模延续下降趋势。东北、华中、西南地

区煤矿数量占比和产能占比情况详见表 4。 

表 4：东北、华中、西南煤炭产能收缩 

煤炭主产区 

截止 2018

年 6月底 

数量占比 

截止 2017

年底 

数量占比 

变化值 

截止 2018

年 6月底 

产能占比 

截止 2017

年底 

产能占比 

变化值 

东北（黑龙江、吉

林、辽宁） 
16.0% 15.7% 0.3% 4.6% 4.8% -0.2% 

华东（江苏、安徽、

福建、江西、山东） 
8.8% 11.0% -2.2% 9.3% 9.9% -0.6% 

华中（河南、湖北、

湖南） 
13.7% 13.7% 0.0% 5.3% 5.5% -0.2% 

西南（四川、云南、 

贵州、重庆) 
23.6% 24.1% -0.5% 7.7% 7.9% -0.2%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浙商证券研究所 

截止 2018 年 6 月底，东北地区（黑龙江、吉林和辽宁）煤炭数量总和在全国煤矿总数中占比 16.0%，较上期公告

（截止 2017 年底）上升 0.3%；东北地区煤炭产能在全国煤矿总产能中占比 4.6%，较上期公告回落 0.2%。华东地区

（江苏、安徽、福建、江西、山东）煤炭数量总和在全国煤矿总数中占比 8.8%，较上期公告（截止 2017 年底）下降

2.2%；华东地区煤炭产能在全国煤矿总产能中占比 9.3%，较上期公告回落 0.6%。华中地区（河南、湖北和湖南）煤

炭数量总和在全国煤矿总数中占比 13.7%，较上期公告（截止 2017 年底）持平；华中地区煤炭产能在全国煤矿总产能

中占比 5.3%，较上期公告回落 0.2%。西南地区（四川、云南、贵州、重庆）煤炭数量总和在全国煤矿总数中占比 23.6%，

较上期公告（截止 2017 年底）下降 0.5%；西南地区煤炭产能在全国煤矿总产能中占比 7.7%，较上期公告也回落 0.2%。 

值得关注的是由于今年黑龙江和四川多次发生较大以上煤矿事故，受到应急管理部的通报批评，8 月以来，两省

先后下发文件提出加快 30 万吨/年以下不具备扩建（改造）能力的产能退出（详见表 5）。今后一段时间东北和西南的

煤炭自我供应能力将进一步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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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黑龙江和四川先后印发加快煤炭行业淘汰落后产能的文件 

文件名 发布部分、印发时间 文号 文件主要内容 

关于印发《黑龙江省煤炭行业

淘汰落后产能化解过剩产能专

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 

 

 

2018 年 8 月 1 日 

黑政规〔2018〕

13 号 

1. 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化解过剩产能： 

（1）现有单井生产能力 15 万吨／年以下且不具备扩建到

30 万吨／年及以上规模的煤矿，2018 年底前一律淘汰、

关闭退出。  

（2）产能小于 30 万吨／年且发生重大及以上安全生产责

任事故的煤矿，产能 15 万吨／年及以下且发生较大及以

上安全生产责任事故的煤矿必须立即关闭退出。 

（3）开采范围与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以下简称“三区”）重叠的煤矿，矿业权后于

“三区”设立的，在 2018 年底前淘汰退出；矿业权先于

“三区”设立的，原则上在 2020 年前退出。 

（4）现有生产、在建、已核准单井 15 万吨／年及以上、

30 万吨／年以下的煤矿，且不具备条件扩建为单井 30 万

吨／年及以上的，引导有序退出；如将来国家明确规定不

予保留时限，要立即关闭退出等。 

2. 所有从事生产活动的煤矿都必须具备安全生产条件。

一是从 2019 年开始，所有生产煤矿必须达到单井生产能

力 15 万吨／年及以上（含现有生产、在建、已核准单井

15 万吨／年及以上、30 万吨／年以下的煤矿、且不具备

条件扩建为单井 30 万吨及以上的引导有序退出的矿井）。

二是所有生产矿井必须达到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及以上标

准。三是按国家现定标准完成兼并重组的煤矿，由新组建

的企业组织生产。 

关于印发进一步推进化解煤炭

行业过剩产能工作实施方案的

通知 

四川省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局、四川省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四川省公安

厅、四川省财政厅、四

川省国土资源厅、四川

省环境保护厅、四川省

住房和城市建设厅、四

川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四川省工

商行政管理局、四川省

能源局、四川煤矿安全

监察局、四川省总工会 

 

 

2018 年 8 月 13 日 

川安监〔2018〕

69 号 

1.分类处置生产能力为 9 万吨/年及以下的煤矿： 

（1）关闭退出一批。2018 年度去产能引导关闭退出范围

（煤与瓦斯突出或水文地质条件为极复杂的煤矿，发生较

大及以上安全生产事故的煤矿，本方案印发后一个年度周

期内累计安全生产事故死亡人数 3 人及以上的煤矿或在

2018 年年度死亡人数累计达到 2 人的煤矿），不具备机械

化开采条件的建设项目或具备机械化开采条件但在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未按及协会开采建设的建设项目，不具备

机械化开采改造条件或具备机械化开采改造条件但在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不申请进行机械化改造的生产矿

井，开采范围与“三区”重叠不能避让的煤矿，存在严重

的违法违规生产或建设行为的煤矿。 

（2）机械化开采改造提升一批，原则上必须扩建至不低

于 30 万吨/年的生产规模。 

（3）兼并重组一批，满足一定条件且按照规模不得低于

30 万吨/年的标准进行机械化改造。 

2.推进生产能力在 9 万吨/年以上（不含）30 万吨/年以下

（不含）的煤矿转型升级。 

资料来源：浙商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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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煤炭生产结构有所优化，仍需继续调整 

部分省（区）小型煤矿数量占比高，单矿平均生产规模仍处较低水平，将是下一步煤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

区域 

小型煤矿数量占比超过 80%的省（区）有 7 个，其中湖北省内煤矿均为小型煤矿。如图 9 所示。 

图 9：小型煤矿数量占比超过 80%的省（区）共有 7 个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浙商证券研究所 

从区域分布上看，东北（87%）、西南（80%）和华中（79%）地区小型煤矿数量占比超过 80%或接近 80%，如图

10 所示。 

图 10：小型煤矿数量占比超过或接近 80%的地区为东北、华中和西南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浙商证券研究所 

此外，全国单矿平均生产规模低于 30 万吨/年（井工煤矿生产规模≤30 万吨/年为小型煤矿）的省（区）仍有 6 个，

分别是江西、湖北、湖南、福建、黑龙江和四川，详见表 6。 

表 6：单矿平均生产规模低于 30 万吨/年的省（区）仍有 6 个 

省（区）名称 江西 湖北 湖南 福建 黑龙江 四川 

单矿平均生产规模（万

吨/年） 
7.86 8.27 9.19 17.91 18.22 19.26 

资料来源：浙商证券研究所 

单矿平均生产规模低于 45 万吨/年一共 10 个，还包括重庆、贵州、广西和云南，以上 4 省单矿平均生产规模分别

为 43.02、35.42、33.41 和 32.67 万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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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矿平均生产规模较低的省（区）主要集中东北、华中和西南，这些区域煤炭资源地质及开采赋存条件复杂，煤

质情况差，安全生产风险大，将是下一步煤炭行业去产能、优化结构的重点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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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投资评级说明 

以报告日后的 6 个月内，证券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的涨跌幅为标准，定义如下： 

1、买入  ：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 ＋20％以上；   

2、增持  ：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 ＋10％～＋20％；   

3、中性  ：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10％～＋10％之间波动；   

4、减持  ：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10％以下。 

 

行业的投资评级：  

以报告日后的 6 个月内，行业指数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的涨跌幅为标准，定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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