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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关于调整陕西省榆林市煤炭资源税税率的通知》（[2018]159 号），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榆林市煤炭资源税税率由 6%提高到 9%。本文通过梳

理资源税改革历程、结合产量定量分析对榆林煤炭行业和相关上市公司影

响。 

 煤炭资源实施从价计征方式。我国煤炭资源税经历了从无到有，从量计

征到从价计征的过程。2014 年 12 月 1 日起，开始实施从价计征，有助

于提高煤炭资源使用效率，推动企业提质增效。 

 现阶段煤炭资源税税率区间为 2%-9%。根据资源禀赋和企业负担变

化，统筹分煤种、分地区产别制定税率。内蒙、山西、陕西等资源条件

较好的中西部产煤省区，资源税税率分别为 9%、8%和 6%，而资源条

件较差的东部和西南地区，普遍资源率都在 2%，原则上实现了对资源

赋存条件好、价格高的资源多征税，对条件差、价格低的资源少征税，

同时新资源税规定对开采难度大及综合利用的资源给予税收优惠。 

 资源税率提高到 9%，增加资源税约 50 亿。2017 年、2018 年榆林市

分别生产原煤 3.99、4.56 亿吨，按照资源税率 6%估算，需分别缴纳资

源税约 82、105 亿元；如果按照税率 9%估算，需分别缴纳资源税约

122、157 亿元，分别增加 40、52 亿元。 

 资源税提高对陕西煤业和中国神华影响不大。陕西煤业、中国神华公司

在陕北布局较多煤炭产能。截止 2019 年 2 月 15 日，陕西煤业在榆林

市在产、在建（联合试运转）产能约 8300 万吨/年，约占公司总产能的

67%；中国神华在榆林市在产、在建（联合试运转）产能约 10600 万

吨/年，约占公司总产能的 1/3。根据 2017 年销量和煤价数据，按照 9%

资源税税率估算，陕西煤业资源税增加约 6.3 亿元(榆林产量占公司比

例按 60%估算)，约占公司利润总额 3.5%；中国神华增加约 11.5 亿吨(榆

林产量占公司比例按 30%估算)，约占公司利润总额 1.6%。 

 投资建议：榆林地区资源税由 6%提高到 9%，对区域内煤炭公司的盈

利带来一定影响。陕西煤业、中国神华分别在榆林拥有产能 8300 万吨

/年、10600 万吨/年，预计增加的资源税分别占利润总额的 3.5%、1.6%，

影响不大。相关企业可通过提高机械化生产水平、管理水平等降低部分

成本抵消资源税率调整的影响。随着蒙华铁路的开通，陕北煤炭资源将

受益。建议关注陕北地区拥有资源的公司，推荐中国神华、陕西煤业。 

 风险提示：1、受国外贸易保护、国内房地产下行等宏观形势因素影响，

可能出现煤炭消费端电力、钢铁、建材、化工等用煤需求低迷导致煤炭

消费量和煤价出现大幅下降。2、随着煤炭行业产能优化推进，可能出

现煤炭产能释放超过预期，导致供应大于需求，造成煤价较大幅度下跌，

影响煤企利润。3、太阳能、风能、天然气以及其他低成本、低排放新

能源技术出现替代煤炭部分需求，导致煤炭需求下降，煤炭开发利用不

及预期。4、国际油价下降，煤化工的经济性下降，其投资和开工率不

及预期，煤炭需求回落，导致煤炭供大于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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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源税的概念 

资源税是以应税自然资源为课税对象，为了保护和促进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使用和消费，适当调

节资源级差收入、补偿资源耗用成本而征收的一个税种。 

我国的资源税是针对在我国境内开采应税矿产品以及生产盐的单位和个人，因自然资源和开采条件

差异而形成的级差收入征收的一种税。 

我国的资源税实施“普遍征收，调节级差”的征收原则。作为一种有效引导合理开采及使用资源的

税收调节工具，从 1984 年开征至今，资源税的改革一直不曾间断。 

 

二、我国资源税改革历程 

2.1 资源税改革历程 

纵观我国资源税发展史，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建国初期到 1984 年为无资源税阶段，1984

年到 1994 年为我国第一代税制，1994 年到 2010 年为我国第二代税制，2010 年至今。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在计划经济制度下，企业以国家的计划为目标，一切生产活动以实现计划

为导向，企业也没有动力和权利实质控制其生产活动。产品是国家统一分配的，使用国家的资源包

括煤炭资源在内自然也是无偿的。“大锅饭”的体制容易引起相互推诿，不负责任的行为，不能激发

企业积极性，从而造成了资源浪费。 

1984 年“利改税”的浪潮把《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条例（草案）》推上了历史的舞台。无偿无限

制使用资源的时代就此终结。资源税征收初期税目品种仅有四个：原油、天然气、煤炭和铁矿石。

并且资源税的征收采取了与利润率挂钩的方式来调节级差收入。销售利润大于 12%的企业或个人才

会成为资源税的纳税人，其他情况下矿产资源依然可以无偿使用。 

1994 年，我国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税制改革。1994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

行条例》规定资源税实施从量计征，并规定了具体的征收额度。 

2011 年 11 月 1 日，经过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开始实施。石油和天然气“从

价计征”的范围扩展至全国，同时焦煤、稀土提高了从量定额的标准。煤炭分焦煤和其他煤炭种类

按照焦煤每吨 8-20 元的税率、其他煤炭按照 0.3-5 元的税率收取资源税（仍从采用价计征方式）。 

2014 年 9 月 29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做好清费工作的基础上，煤炭资源税从 12 月 1 日起，

正式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各省在税率范围内确定本省煤炭资源税，税率区间暂定为 2%-9%。

煤炭资源税改革前后，在征收方式、征收范围、征收税率等方面都出现了变化。 

图表1 煤炭等资源税改革历程表 

发布时间 征收方式 行政法规 改革内容 

1984.10 累进征收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

税条例（草案）》 

规定对原油、天然气、煤炭等征收资源税，应

纳税额=销售收入×税率，税率采用超率累进

税率按销售利润率（超过 12%部分）确定 

1986.1 从量定额征收 

《关于对煤炭实行从量

定额征收资源税的通

知》、《关于对原油、天然

气实行从量定额征收资

源税和调整原油产品税

对原油、天然气、煤炭等采用从量计征方式征

收资源税，应纳税额=应税产品的销售数量×

单位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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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征收方式 行政法规 改革内容 

税率的通知》 

1994.1 从量定额征收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

税暂行条例》 

将其他非金属矿原矿、黑色金属矿原矿、有色

金属矿原矿和盐四类纳入资源税征收范围 

2010.6 
从量定额征收/

从价定率征收 

《新疆原油天然气资源

税改革若干问题的规定》 

对原油、天然气实行从价计征资源税，税率定

为 5%（此后在我国西部 12 个省区实施） 

2011.11. 
从量定额征收/

从价定率征收 

《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

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

条例〉的决定》 

将原油、天然气实行从价计征的税率范围调整

为 5%～10% 

2014.10 从价定率征收 
《关于实施煤炭资源税

改革的通知》 

实施煤炭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资源税税率定 

为 2%-10% 

2016.7 从价定率征收 
《关于全面推进资源税

改革的通知》 

全面推开资源税改革，全面实行从价计征，全

面清理收费基金，启动水资源税试点 

资料来源：煤炭科学研究总院、平安证券研究所 

 

图表2 煤炭等资源税改革历程图 

 

资料来源：中国财经、平安证券研究所 

 

2.2 从价计征有利于企业提质增效 

从价计征的计征方式通过正确反应资源商品的价格，将依靠资源开采成本低而且获取的高额利润在

国家与企业间进行再次分配。 

从价计征在煤炭基本实现完全市场化的背景下，则能够将煤炭资源税与煤炭资源开采的价值量直接

挂钩，将税与价关联起来，就可以利用资源价格从外部施压，使生产主体承担相应的成本。 

在从价计征方式下，煤炭企业无法通过单纯增加开采数量的方法获取以往享有的高额利润。要想获

取额外利润，企业就必须转变过去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降低开采成本，提高开采效率。由于实

行从价计征加大了煤炭企业的税负水平，会使涌入煤炭行业的社会闲置资金减少，盲目开采资源的

现象也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资源税从价计征后，生产效率低下的市场主体会被逐渐淘汰，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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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技术和管理水平的企业会做大做强，符合优胜劣汰的法则。而且在先进企业的推动下，浪费和

破坏资源的现象也会逐渐减少。因此，实行煤炭资源税从价计征，能够促使资源税产生促进全社会

集约节约使用煤炭资源，提高煤炭资源使用效率，推动企业节能减排和采用清洁生产技术的效应。 

 

三、我国各省资源税率区间 2%-9% 

新资源税条例规定各省份可根据批复税率上限，根据资源禀赋和企业负担变化，统筹分煤种、分地

区产别制定税率，资源税税率为 2%-9%。内蒙、山西、陕西等资源条件较好的中西部产煤省区，资

源税税率分别为 9%、8%和 6%，而资源条件较差的东部和西南地区，普遍资源率都在 2%，原则上

实现了对资源赋存条件好、价格高的资源多征税，对条件差、价格低的资源少征税，同时新资源税

规定对开采难度大及综合利用的资源给予税收优惠。 

煤炭上市公司中，资源税税率在 2%-4%之间的有 17 个，在 4%-6%之间的有 5 个，在 6%-9%之间

的有 3 个。 

图表3 主要省份煤炭资源税税率 2%-9% 

 

资料来源：煤炭科学研究总院、平安证券研究所 

 

图表4 煤炭资源税改革前后对比 

对比内容 改革前 改革后 

计征方式 从量定额计征 从价定率计征 

征税范围 应税煤炭指原煤以及洗煤所需原煤之和 应税煤炭指原煤和未税煤炭加工的洗选煤 

计税公式 原煤应纳税额=销售数量×定额税率 

原煤应纳税额=原煤销售额×应纳税率 

洗选煤应纳税额=洗选煤销售额×折算率×

适用税率 

适用税率 
焦炭：每吨 8-20 元 

其他煤炭：每吨 0.3-5 元 

2%-10% 

各省份可根据批复税率上限，根据资源禀赋

和企业负担变化，统筹分煤种、分地区产别

制定税率 

纳税环节 销售环节 销售环节 

纳税地点 资源开采地 资源开采地 

税收优惠 开采或者生产应税产品过程中，因意外事 对于衰竭期煤矿开采的煤炭，资源税减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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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内容 改革前 改革后 

故或者自然灾害等原因遭受重大损失的，

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酌情决定

减税或者免税；国务院规定的其他减税、

免税项目 

30%； 

对于充填开采置换的煤炭，资源税减征 50% 

资料来源：煤炭科学研究总院、平安证券研究所 

 

四、榆林资源税率提高到 9%，对神华、陕煤影响不大 

4.1 各上市公司资源税占比 1.6%-9.3% 

根据煤炭上市企业的分布情况，选取中国神华、中煤能源、陕西煤业、开滦股份、大同煤业、露天

煤业、新集能源、盘江股份作为研究对象，以 2017 年年度报告中相关指标数据。可以看出，不同公

司资源税占主营业务比重不同，露天煤业最高为 9.26%，大同煤业、陕西煤业在 4%-5%，中国神华、

中煤能源、盘江股份在 2%-4%，开滦股份、新集能源在 1%-2%。 

指标 中国神华 中煤能源 陕西煤业 开滦股份 大同煤业 露天煤业 新集能源 盘江股份 

资源税率 6%-9% 2%-9% 6% 2% 8% 9% 2% 5% 

资源税税额（亿元） 58 15.62 20.11 0.42 4.56 5.68 1.01 1.98 

营业税金及附加（亿元） 96.4 26.66 26.69 1.96 5.69 8.94 4.00 3.09 

自产煤销量（亿吨） 3.01 0.73 0.97 0.09 0.21 0.46 0.13 0.07 

煤炭主业营业收入(亿元） 1959.18 615.61 487.29 23.07 88.40 61.34 62.18 60.81 

资源税占煤炭主业营业收入

比例 
2.96% 2.54% 4.13% 1.82% 5.16% 9.26% 1.62% 3.26%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4.2 榆林资源税率由 6%提高到 9% 

根据《关于调整陕西省榆林市煤炭资源税税率的通知》（财税[2018]159 号），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

榆林市煤炭资源税税率由 6%提高到 9%。文件提出，为解决榆林市与毗邻煤炭产区（内蒙 9%）资

源税率不统一问题，作出税率调整。调整后与周边内蒙资源税率一致。 

根据国家能源局公告，截止 2018 年 6 月底，榆林市安全生产许可证等证照齐全的生产煤矿共 155

处，产能 3.08 亿吨/年；已核准（审批）、开工建设煤矿 72 处、产能 0.96 亿吨/年，其中已建成、进

入联合试运转的煤矿 27 处，产能 0.51 亿吨/年。根据发改办能源[2019]142、144、157 号和发改能

源〔2018〕1581 号文件，国家发展改革委同意小保当一号、小保当二号、曹家滩等煤矿分别由 800、

800、800 万吨/年变更到 1500、1300、1500 万吨/年，核准陕西榆横矿区北区大海则煤矿项目（1500

万吨/年）。截止 2019 年 2 月 15 日，已核准（审批）、开工建设煤矿产能比 2018 年 6 月增加 0.34

亿吨/年。 

2017 年、2018 年榆林市分别生产原煤 3.99、4.56 亿吨，按照资源税率 6%估算，需分别缴纳资源

税约 82、105 亿元；如果按照税率 9%征收，需分别缴纳资源税约 122、157 亿元，分别增加 40、

52 亿元。 

图表5 典型煤炭公司资源税占煤炭主营业务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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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6 榆林市 2018 年下半年核增产能（万吨） 

煤矿 核准内容变更前 核准变更后 增加产能 

小保当一号 800 1500 700 

小保当二号 800 1300 500 

曹家滩 800 1500 700 

大海则煤矿 - 1500 1500 

资料来源：国家发展改革委、平安证券研究所 

 

图表7 按照 9%税率比 6%税率多交税约 50 亿 

项目 2017 年 2018 年 

平均价（Q5500），元/吨 341.38 382.96 

产量（亿吨） 3.99 4.56 

估算资源税（税基 6%计算），亿元 81.64 104.78 

估算资源税（税基 9%计算），亿元 122.47 157.17 

预计多交资源税（亿元） 40 52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4.3 榆林煤炭资源优质，“三低一高” 

陕西煤炭资源丰富，截止 2016 年底，查明保有资源储量 1639.5 亿吨，占全国的 10.3%，排第 4 位。

资源富集程度高，榆林地区的陕北侏罗纪煤田保有资源储量 1357 亿吨，占陕西省的 83%。 

陕北侏罗纪煤田以长焰煤、不粘煤为主，具有“特低灰、特低硫、特低磷、高发热量”特点，有“环

保煤”的美誉，已被全国多城市指定为城市环保专用煤，可用作动力用煤、气化液化用煤、低温干馏

生产半焦。黄陇侏罗纪煤田以长焰煤、不粘煤和弱粘煤为主，主要特征是低灰、特低硫、低磷、高

发热量、高挥发分、富油、有一定粘结性，可用作动力用煤、气化液化用煤、炼焦配煤。 

陕北侏罗纪煤田包括神府、榆神、榆横矿区，煤炭厚度大、埋藏浅（大部分位于 300 米以浅）、倾角

小、地质构造简单、水文地质条件简单、瓦斯含量低，开采条件很好，适合建设大型特大型矿井，

资源条件上乘。 

图表8 陕西主要煤矿地质探明储量及煤种分布 

 
资料来源：煤炭科学研究总院，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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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资源税调整对煤炭上市公司的影响 

陕西煤业、中国神华、中煤能源等公司在陕北布局较多煤炭产能。截止 2019 年 2 月 15 日，陕西煤

业在榆林市在产、在建（联合试运转）产能约 8300 万吨/年，约占公司总产能的 67%；中国神华在

榆林市在产、在建（联合试运转）产能约 10600 万吨/年，约占公司总产能的 1/3；中煤能源在榆林

市在产、在建（联合试运转）产能约 1800 万吨/年，但在产产能仅 300 万吨/年，影响较小。根据 2017

年销量和煤价数据，按照 9%资源税税率估算，陕西煤业资源税增加约 6.3 亿元(榆林产量占公司比

例按 60%估算)，约占公司利润总额 3.5%；中国神华增加约 11.5 亿吨(榆林产量占公司比例按 30%

估算)，约占公司利润总额 1.6%，影响较小。 

图表9 主要上市公司在榆林煤矿情况 

所属公司 名称 产能（万吨/年） 备注 

陕西煤业 

韩家湾 300 在产 

孙家岔 400 在产 

柠条塔 1800 在产 

红柳林 1500 在产 

张家峁 1000 在产 

袁大滩 500 联合试运转阶段 

小保当一号矿 1500 联合试运转阶段 

小保当二号矿 1300 联合试运转阶段 

小计 8300 
 

中国神华 

活鸡兔 1500 在产 

大柳塔 1800 在产 

哈拉沟 1600 在产 

榆家梁 1300 在产 

石圪台 1200 在产 

锦界矿 1900 在产 

郭家湾煤矿 1000 在产 

青龙寺煤矿 300 联合试运转 

小计 10600 
 

中煤能源 

南梁煤矿 300 在产 

大海则煤矿 1500 在建 

小计 1800  

资料来源：煤炭科学研究总院，平安证券研究所 

 

图表10 资源税调整对陕西煤业、中国神华业绩影响有限 

2017 年 陕西煤业 中国神华 

自产煤销量（亿吨） 0.97 3.01 

平均煤价（元/吨） 361 425 

资源税税额（亿元） 20.11 58 

估算增加资源税（亿元） 6.30 11.51 

估算增加资源税占利润总额比例（%） 3.46 1.64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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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投资建议 

资源税率制定主要依据资源禀赋和企业负担变化，统筹分煤种、分地区产别制定税率，政府考虑榆

林市与周边内蒙地区税率公平性，将榆林地区资源税由 6%提高到 9%，对区域内煤炭公司的利润带

来一定影响。陕西煤业、中国神华分别在榆林市拥有煤炭产能 8300 万吨/年、10600 万吨/年，预计

增加的资源税分别占利润总额的 3.5%、1.6%，影响不大。从资源税的角度来看，资源税率较高的

地区煤炭开采成本也相对较低，相关企业可通过提高机械化生产水平、管理水平等降低部分成本抵

消资源税率调整的影响。随着蒙华铁路的开通，陕北地区煤炭资源将受益。建议继续关注在陕北地

区拥有资源的公司，推荐中国神华、陕西煤业。 

 

六、风险提示 

1、受国外贸易保护、国内房地产下行等宏观形势因素影响，可能出现煤炭消费端电力、钢铁、建材、

化工等用煤需求低迷导致煤炭消费量和煤价出现大幅下降。 

2、随着煤炭行业产能优化推进，可能出现煤炭产能释放超过预期，导致供应大于需求，造成煤价较

大幅度下跌，影响煤企利润。 

3、太阳能、风能、天然气以及其他低成本、低排放新能源技术出现替代煤炭部分需求，导致煤炭需

求下降，煤炭开发利用不及预期。 

4、国际油价下降，煤化工的经济性下降，其投资和开工率不及预期，煤炭需求回落，导致煤炭供大

于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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