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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开采 

安监加剧致供应减量明显，价格上行望促行情爆发 
本周行情回顾： 

本周煤炭（中信）板块下跌 3.4%，跑输沪深 300 指数 1.1pct，位列 30 个中信一级板块涨跌幅榜第 24 位。 

重点领域分析：  

动力煤：产区安监力度加大，市场延续偏强走势。截至本周五，港口 Q5500 主流报价回升至 963 元/吨左

右，周环比上涨约 35 元/吨。当前对动力煤市场影响最大的是供给端，而供应端最大的不确定性即在于政

策（6 月 18 日，发改委与市场监管总局价监竞争局开展大宗商品价格调控监管联合调研）。产地方面，

受近期煤矿事故影响，产地安监力度保持高压态势，停产、检修煤矿数量增多（山西遭国务院安委会约谈），

煤炭市场供给仍在收缩。港口方面，受产地煤价上涨、发运成本增加、下游终端需求增多影响，本周港口

报价持续上涨，下游接受程度逐步提高，但目前报还盘仍有差距，整体成交有限。整体来看，在当前的煤

炭供给和消费水平下，煤炭市场存在一定的供需缺口，疫情以来供需错配导致的终端库存偏低的局面暂难

实质性好转，短期内煤炭市场仍将维持供需偏紧格局，煤价将持续处于高位运行。 

焦煤：山西停产整顿部分矿井、蒙煤再度受限，再迎新上升通道。本周，主产地区部分煤矿有停、限产现

象，下游优质煤种采购情绪好转，全国焦煤市场稳中向好运行，部分煤种价格有所回涨，京唐港山西主焦

报收 2100 元/吨，周环比持平。产地方面，因近期事故频发、七一即将来临，各地均有大范围的安检举措，

山西太原古交、临汾、吕梁、晋中、长治煤矿均有不同程度的停限产行为，且煤矿停产范围仍在逐步扩大，

持续时间较长；其中，山西临汾安泽地区煤矿已开始停产，暂时复产时间不详，涉及在产煤矿产能 510 万

吨，全部为优质低硫主焦煤。此外，部分洗煤厂受到影响停产，其中蒲县地区洗煤厂将停产至七一。进口

方面，叠加蒙古疫情持续且未缓解，个别闭关口岸有延迟恢复通关现象，策克口岸维持在不足百车通车数，

短期蒙煤补给不升反降，进一步加剧供给紧缩的局面。下游方面，因焦炭供应端主动、被动收紧预期较强，

钢厂提库意愿增强，采购节奏有所加快，焦炭市场情绪转强，焦煤终端、贸易商加快原料煤补库采购节奏。

整体来看，短时间内，炼焦煤原煤、精煤供给都急剧紧缩，预计焦煤将再次进入上升通道。 

焦炭：供应收紧预期加强，短期稳中偏强运行。本周，山东省印发《2021 年全省焦化产能和产量压减工

作方案》，按照文件要求全省焦化产能由 4600 万吨压减到 3300 万吨左右，产量控制在 3200 万吨。在多

地环保压力下焦钢双方的开工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因焦炭供应端主动、被动收紧预期较强，钢厂提库意

愿增强，采购节奏有所加快，焦炭市场情绪转强。截至本周五，焦炭首轮 120 元/吨提降尚未完全落地，

山西临汾一级冶金焦价格 2720 元/吨；河北唐山准一级冶金焦 2780 元/吨；日照港准一级冶金焦 2700 元/

吨。综合来看，上游煤矿原料煤供应有收紧可能，加之焦企安全检查、限产增多，焦炭供给多有收缩预期；

钢厂整体采购需求保持相对稳定，部分钢厂考虑到库存偏低、且后期焦炭采购或显困难，近期有意提库，

部分贸易商询货增加，且原料煤价格高位运行，焦企心态稍有好转，预计短期内焦炭市场或将稳中偏强运

行。 

投资策略。本周受美联储加息预期影响，部分大宗商品价格高位回落，但煤炭作为大宗商品中基本面最强、

且国内少有的自主定价品种，价格依旧强势。价格上行周期中，看好煤炭销售结构中长协占比偏低、附带

化工业务、业绩弹性大的低估值标的，重点推荐晋控煤业、陕西煤业，建议关注潞安环能、兖州煤业、中

煤能源。看好稀缺焦煤股的投资机会，重点推荐山西焦煤、淮北矿业、平煤股份，建议关注盘江股份。积

极布局山西国改，重点推荐山西焦煤、晋控煤业。焦炭重点推荐金能科技、中国旭阳集团。 

风险提示：国内产量释放超预期，下游需求不及预期，上网电价大幅下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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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标的  

股票  股票  投资   EPS （元）   P E  

代码  名称  评级  2020A 2021E 2022E 2023E 2020A 2021E 2022E 2023E 

601001 晋控煤业 买入 0.52 1.57 1.69 1.83 13.42 4.45 4.13 3.81 

601225 陕西煤业 买入 1.49 1.43 1.49 1.52 7.94 8.27 7.94 7.78 

000983 山西焦煤 买入 0.48 0.78 0.86 0.91 13.94 8.58 7.78 7.35 

600985 淮北矿业 买入 1.56 2.07 2.28 2.30 7.38 5.56 5.05 5.00 

601666 平煤股份 买入 0.59 0.88 0.97 1.00 12.07 8.09 7.34 7.12 

603113 金能科技 买入 1.04 1.80 2.23 2.73 18.69 10.80 8.72 7.12  
资料来源：贝格数据，国盛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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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周核心观点 

1.1.动力煤：主产区安监力度加大，市场延续偏强走势 

1.1.1.产地：安监高压延续，停产、检修煤矿数量增加，坑口煤价持续上涨 

日前，山西省政府安委办下发《关于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集中检查督查工作的通知》，决

定在全省开展为期一个月（6 月 10 日至 7 月 10 日）的安全生产集中检查督查；本周，

山西一煤矿发生冒顶事故，针对近期矿山较大以上事故频发，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约谈

山西省人民政府，再次加强主产区安监高压态势。陕西榆林等地受安全检查、倒工作面

影响，部分矿井处于停产状态，煤矿供应整体偏紧。随着迎峰度夏需求爆发，市场供需

关系偏紧，“一煤难求”，煤价出现上调趋势，主产区坑口价格强势上涨 5-35 元/吨不等。

截至 6 月 18 日， 

 大同南郊 Q5500 报 765 元/吨，周环上涨 17 元/吨，同比偏高 393 元/吨； 

 陕西榆林 Q5500 报 710 元/吨，周环上涨 6 元/吨，同比偏高 365 元/吨； 

 内蒙鄂尔多斯 Q5500 报 730 元/吨，周环比上升 33 元/吨，同比偏高 407 元/吨。 

 

受迎峰度夏、经济复苏影响，社会用电量持续高位，动力煤需求居高不下。目前电厂库

存处于低位，补库压力较大；但建党百年华诞临近，短期内煤矿安检形势或将处于高压

态势之下，产地煤炭供应难有增量，供需矛盾仍然难解，随着气温的提升，下游补库需

求或将释放，煤价有望持续处于高位运行。后期重点关注政策端加码情况。 

 

图表 1：“晋陕蒙”主产区 Q5500坑口价（元/吨）  图表 2：陕西、内蒙动力煤价格指数（点） 

 

 

 

资料来源：wind，国盛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国盛证券研究所 

1.1.2.港口：终端需求陆续释放，港口库存持续下降 

本周，在主产地安监升级、供应收缩影响下，港口煤炭调入量下降；但终端需求不减，

调出量维持高位，环渤海港口库存加速下降。在上游供应不足，下游需求旺盛的带动下，

预计港口库存将呈现维持下行趋势。 

 环渤海港口方面：本周（6.12~6.18）环渤海 9 港日均调入 175 万吨，周环比下降

6 万吨；日均发运 195 万吨，周环比下降 1 万吨。截至 6 月 18 日，环渤海 9 港库

存合计 2266 万吨，周环比减少 132 万吨，较去年同期偏高 394 万吨，较 2019 年

同期偏高 121 万吨； 

 下游港口方面：截至 6 月 18 日，长江口库存合计 442 万吨，周环比减少 57 万吨，

同比偏低 57 万吨；广州港库存合计 216 万吨，周环比减少 18 万吨，同比偏低 27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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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环渤海 9港库存（万吨）  图表 4：环渤海 9港日均调入量（周均）（万吨） 

 

 

 

资料来源：wind，国盛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国盛证券研究所 

 

图表 5：环渤海 9港日均调出量（周均）（万吨）  图表 6：江内港口库存（周频）（万吨） 

 

 

 

资料来源：wind，国盛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国盛证券研究所 

 

图表 7：广州港库存（万吨）  图表 8：全国 72 港动力煤库存（万吨） 

 

 

 

资料来源：wind，国盛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国盛证券研究所 

1.1.3.海运：运价震荡回落 

本周（6.12~6.18），环渤海 9 港锚地船舶数量日均 115 艘，周环比减少 1 艘/日，处于

中等水平。沿海煤炭运价震荡回落，但仍处于历史高位，由于煤价处于相对高位，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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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必须的采购需求将会受到一定抑制。 

 

图表 9：环渤海 9港锚地船舶数（周均）（艘）  图表 10：国内海运费（万吨） 

 

 

 

资料来源：wind，国盛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国盛证券研究所 

1.1.4.电厂：日耗远高于往年同期，库存低位、补库压力巨大 

本周，我国经济保持平稳扩张，叠加温度升高和来水不足影响，沿海电厂日耗维持高位，

大幅高于 20 年、19 年同期水平；电厂库存较为稳定，保持低位运行态势，库存显著低

于往年同期水平。 

 

尽管水电、特高压持续发力，广东等地开始错峰限电，火电压力有所减轻，但全国用电

负荷持续增加，电煤日耗仍居高不下，在当前偏低的库存下，终端补库压力与日俱增，

刚性采购需求将进一步释放。 

 
1.1.5.进口：内外贸煤价齐涨 

本周内外贸煤价齐涨，未来进口煤价格是内贸煤价格的重要支撑之一，随着进口煤价格

上涨，支撑逐步上移。 

 印尼煤-3800cal（FOB）价格报收 63.0 美元/吨，周环比上涨 2.0 美元/吨； 

 印尼煤-4600cal（FOB）价格报收 84.0 美元/吨，周环比上涨 2.5 美元/吨。 

 

图表 11：印尼、澳洲煤炭出口离岸价（元/吨）  图表 12：内外贸煤价差（元/吨） 

 

 

 

资料来源：wind，国盛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国盛证券研究所 

1.1.6.价格：供需矛盾难解，港口报价继续上行  

截至本周五，港口 Q5500 主流报价回升至 963 元/吨左右，周环比上涨约 35 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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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对动力煤市场影响最大的是供给端，而供应端最大的不确定性即在于政策（6 月 18

日，发改委与市场监管总局价监竞争局开展大宗商品价格调控监管联合调研）。产地方面，

本周，受前期煤矿事故影响，产地安监力度继续保持高压态势，停产、检修煤矿数量继

续增多（山西遭国务院安委会约谈），煤炭市场供给仍在收缩。港口方面，受产地煤价上

涨、发运成本增加叠加下游终端需求增多影响，本周港口报价持续上涨，下游接受程度

逐步提高，但目前报还盘仍有差距，整体成交有限。整体来看，在当前的煤炭供给和消

费水平下，煤炭市场存在一定的供需缺口，疫情以来供需错配导致的终端库存偏低的局

面暂难实质性好转，短期内煤炭市场仍将维持供需偏紧格局，煤价将持续处于高位运行。 

 

长期而言，“十四五”期间，煤炭在我国能源体系中的主体地位和压舱石作用不会改变，

在国内供应增量有限（固定资产投资难以支撑产量大幅释放+“3060”背景下各主体新建

意愿较弱）、进口煤管控常态化的背景下，行业供需总体平稳，集中度有望进一步提高，

在煤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深化的背景下，煤炭行业高质量发展可期。 

 

图表 13：历次暂停指数回顾（元/吨） 

 
资料来源：wind，sxcoal，国盛证券研究所 

 

图表 14：CCI-5500 煤价（元/吨）  图表 15：动力煤基差（元/吨） 

 

 

 

资料来源：wind，国盛证券研究所（注：5月 31日后暂停更新） 
 

资料来源：wind，国盛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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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焦煤：山西停产整顿部分矿井、蒙煤再度受限，再迎新上升通道  

1.2.1.产地：安监高压收紧供给，预计价格将迎来上调 

近期煤矿事故频发，七一即将来临，各地均有大范围的安检举措。本周，山西太原古交、

临汾、吕梁、晋中、长治煤矿均有不同程度的停限产行为，且煤矿停产范围仍在逐步扩

大，持续时间较长；其中，山西临汾安泽地区煤矿已开始停产，暂时复产时间不详，涉

及在产煤矿产能 510 万吨，全部为优质低硫主焦煤。此外，部分洗煤厂受到影响停产，

其中蒲县地区洗煤厂将停产至七一。需求端，因焦炭供应端主动、被动收紧预期较强，

钢厂提库意愿增强，采购节奏有所加快，焦炭市场情绪转强，焦煤终端、贸易商加快原

料煤补库采购节奏，预计价格将迎来上调。 

 

价格方面，本周全国焦煤市场继续趋稳运行，山西吕梁、山西柳林、内蒙乌海等地焦煤

价格均与上周持平。截至 6 月 11 日， 

 吕梁主焦报 1650 元/吨，周环比持平，同比偏高 460 元/吨； 

 乌海主焦报 1650 元/吨，周环比持平，同比偏高 600 元/吨； 

 柳林低硫主焦报 1950 元/吨，周环比持平，同比偏高 660 元/吨； 

 柳林高硫主焦报 1470 元/吨，周环比持平，同比偏高 490 元/吨。 

 

图表 16：产地焦煤价格（元/吨）  图表 17：CCI-焦煤指数（元/吨） 

 

 

 

资料来源：wind，国盛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国盛证券研究所 

1.2.2.库存：加总库存由增转跌 

本周，炼焦煤加总库存 2714 万吨，周环比减少 7 万吨，同比偏低 4 万吨。其中， 

 港口炼焦煤库存 507 万吨，周环比增加 21 万吨，同比偏低 25 万吨； 

 230 家独立焦企炼焦煤库存 1385 万吨，周环比减少 2 万吨，同比偏低 22 万吨； 

 110 家钢厂炼焦煤库存 823 万吨，周环比增加 7 万吨，同比偏高 44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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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8：港口炼焦煤库存（万吨）  图表 19：230家独立焦企炼焦煤库存（万吨） 

 

 

 

资料来源：wind，国盛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国盛证券研究所 

 

图表 20：110家样本钢厂炼焦煤库存（万吨）  图表 21：炼焦煤加总（港口+焦企+钢厂）库存（万吨） 

 

 

 

资料来源：wind，国盛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国盛证券研究所 

1.2.3.价格：供应减量明显，或将再次进入上升通道 

本周，主产地区部分煤矿有停、限产现象，而下游优质煤种采购情绪好转，全国焦煤市

场稳中向好运行，部分煤种价格有所回涨，京唐港山西主焦报收 2100 元/吨，周环比

持平。产地方面，因近期事故频发、七一即将来临，各地均有大范围的安检举措，山西

太原古交、临汾、吕梁、晋中、长治煤矿均有不同程度的停限产行为，且煤矿停产范围

仍在逐步扩大，持续时间较长；其中，山西临汾安泽地区煤矿已开始停产，暂时复产时

间不详，涉及在产煤矿产能 510 万吨，全部为优质低硫主焦煤。此外，部分洗煤厂受到

影响停产，其中蒲县地区洗煤厂将停产至七一。进口方面，叠加蒙古疫情持续且未缓解，

个别闭关口岸有延迟恢复通关现象，策克口岸维持在不足百车通车数，短期蒙煤补给不

升反降，进一步加剧供给紧缩的局面。下游方面，因焦炭供应端主动、被动收紧预期较

强，钢厂提库意愿增强，采购节奏有所加快，焦炭市场情绪转强，焦煤终端、贸易商加

快原料煤补库采购节奏。整体来看，短时间内，炼焦煤原煤、精煤供给都急剧紧缩，预

计焦煤将再次进入上升通道。 

 

长期而言，国内炼焦煤供需格局持续向好，主焦煤或尤其紧缺。主因： 

 国内存量煤矿有效供应或逐步收缩：由于炼焦煤矿井资源禀赋及安全条件均逊于动

力煤矿井，在环保、安监常态化的背景下，国内焦煤矿的有效供给或逐步收缩（如

山东要求 2021 年关闭退出 3400 万吨/年煤炭产能； 

 国内焦煤新建矿井数量有限，面临后备资源不足困境：焦煤储量仅占我国煤炭总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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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 20%~25%，属稀缺资源。在约 200 座新建矿井中，仅 9 座煤矿（合计产能

2940 万吨/年）属炼焦煤矿井焦煤，其体量相对每年约 12 亿吨的炼焦原煤产量而言

明显偏低，意味着国内炼焦煤未来增产潜力较小，面临后备资源储备不足的困境。 

 澳煤缺口难以弥补：由于中澳地缘政治趋紧，我国目前已加强对澳煤进口限制，2021

年 1~3 月，澳煤 0 通关。一方面，澳煤进口停滞将造成年约 3500 万吨进口减量；

另一方面，澳洲炼焦品质优异（低灰、低硫、高粘结），属主焦煤稀缺品种，澳煤进

口停滞将加剧我国主焦煤供应紧张的局面。 

图表 22：京唐港山西主焦库提价（元/吨） 

 

资料来源：wind，国盛证券研究所 

1.3.焦炭：供应收紧预期加强，短期稳中偏强运行 

1.3.1.供需：焦钢产能利用率双降 

供给方面：本周，山东省印发《2021 年全省焦化产能和产量压减工作方案》，按照文件

要求全省焦化产能由 4600 万吨压减到 3300 万吨左右，焦钢比降至 0.4 左右，产量控制

在 3200 万吨，预计焦炭供应有收缩预期。受相关政策及环保检查影响，部分地区焦企

已执行限产，据 Mysteel 统计，本周全国 230 家独立样本焦企产能利用率 88.9%，周环

比下降 0.1pct；日均焦炭产量 63.7 万吨，周环比减少 0.1 万吨。 

 

需求方面：本周，成钢厂高位开工，厂内库存多处合理偏低水平，对焦炭刚需较好。据

Mysteel 统计，本周全国 247 家样本钢厂高炉炼铁产能利用率 91.7%，周环比持平；日

均铁水产量 244.0 吨，周环比减少 0.1 万吨，同比偏低 2.6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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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3：230家样本焦企产能利用率（剔除淘汰）  图表 24：230家样本焦企日均焦炭产量（万吨） 

 

 

 

资料来源：Mysteel，国盛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Mysteel，国盛证券研究所 

 

图表 25：247家样本钢厂炼铁产能利用率  图表 26：247家样本钢厂日均铁水产量（万吨） 

 

 

 

资料来源：Mysteel，国盛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Mysteel，国盛证券研究所 

1.3.2.库存：钢厂库存再度去化，加总库存持续下滑 

本周焦炭加总库存继续去化，仍处于历史低位，据 Mysteel 统计，本周焦炭加总库存 695

万吨，周环比减少 8 万吨，同比偏低 178 万吨。其中， 

 港口方面：据 Mysteel 统计，本周港口库存 202 万吨，周环比减少 2 万吨，同比偏

低 113 万吨； 

 焦企方面：据 Mysteel 统计，本周 230 家样本焦企焦炭库存 56 万吨，周环比增加 1

万吨，同比偏低 37 万吨； 

 钢厂方面，据 Mysteel 统计，本周 110 家样本钢厂焦炭库存 436 万吨，周环比减少

8 万吨，同比偏低 28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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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7：港口焦炭库存（万吨）  图表 28：230家样本焦企焦炭库存（万吨） 

 

 

 

资料来源：Mysteel，国盛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Mysteel，国盛证券研究所 

 

图表 29：110家样本钢厂焦炭库存（万吨）  图表 30：焦炭加总（港口+焦企+钢厂）库存（万吨） 

 

 

 

资料来源：Mysteel，国盛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Mysteel，国盛证券研究所 

1.3.3.利润：吨焦盈利维持高位，达 818 元/吨 

本周，焦炭首轮提降落地，焦化厂吨焦盈利有所收窄，但仍维持高位。据 Mysteel 统计，

本周样本焦企平均吨焦盈利 818 元，周环比降 7 元。其中， 

 山西准一级焦平均盈利 857 元，周环比降 11 元； 

 山东准一级焦平均盈利 890 元，周环比降 12 元； 

 内蒙二级焦平均盈利 647 元，周环比降 13 元。 

 

 

 

 

 

 

 

 

 

 

 

 

 



 2021 年 06 月 20 日 

P.13                                   请仔细阅读本报告末页声明 

 

图表 31：全国样本独立焦企吨焦盈利（元/吨）  图表 32：全国样本独立焦企吨焦盈利（分区域）（元/吨） 

 

 

 

资料来源：Mysteel，国盛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Mysteel，国盛证券研究所 

1.3.4.价格：焦企开启第一轮 120 元/吨提涨，但落地难度较大，市场稳中偏强运行 

本周，山东省印发《2021 年全省焦化产能和产量压减工作方案》，按照文件要求全省

焦化产能由 4600 万吨压减到 3300 万吨左右，产量控制在 3200 万吨。在多地环保压

力下焦钢双方的开工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因焦炭供应端主动、被动收紧预期较强，钢

厂提库意愿增强，采购节奏有所加快，焦炭市场情绪转强。截至本周五，焦炭首轮 120

元/吨提降尚未完全落地，山西临汾一级冶金焦价格 2720 元/吨；河北唐山准一级冶金

焦 2780 元/吨；日照港准一级冶金焦 2700 元/吨。综合来看，上游煤矿原料煤供应有

收紧可能，加之焦企安全检查、限产增多，焦炭供给多有收缩预期；钢厂整体采购需求

保持相对稳定，部分钢厂考虑到库存偏低、且后期焦炭采购或显困难，近期有意提库，

部分贸易商询货增加，且原料煤价格高位运行，焦企心态稍有好转，预计短期内焦炭市

场或将稳中偏强运行。 

 

长期而言，焦炭行业进入产能臵换周期（即 4.3 米焦炉的淘汰与 5.5 米以上大型焦炉的

投产），供需缺口有望保持。此外，中小产能持续清退、整合，未来伴随着焦化行业准入

标准的提高，焦化企业集中度将得以提升，行业格局边际改善，议价能力增强。 

 

图表 33：日钢水熄焦到厂承兑（元/吨） 

 

资料来源：wind，国盛证券研究所 

2.本周行情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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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上证指数报收 3525.1 点，下跌 1.8%，沪深 300 指数报收 5102.5 点，下跌 2.3%。

中信煤炭指数报收 2081.0 点，下跌 3.4%，跑输沪深 300 指数 1.1pct，位列 30 个

中信一级板块涨跌幅榜第 24 位。 

 

个股方面，本周煤炭板块上市公司中 7 家上涨，29 家下跌。 

 涨幅前五：恒源煤电、安源煤业、陕西黑猫、华阳股份、ST 云维，分别上涨 4.9%、

4.9%、3.9%、3.4%、2.7%。 

 跌幅前五：金能科技、美锦能源、郑州煤电、晋控煤业、昊华能源，分别下跌-8.7%、

-7.8%、-6.8%、-6.5%、-6.3%。 

 

图表 34：本周市场及行业表现 

 指数值  周涨跌幅  年初至今  

上证综指 3,525.1 -1.8% 1.5% 

沪深 300 5,102.5 -2.3% -2.1% 

煤炭（中信） 2,081.0 -3.4% 18.2% 
资料来源：wind，国盛证券研究所 

 

图表 35：本周中信一级各行业涨跌幅  图表 36：本周煤炭（中信）个股涨跌幅 

 

 

 

资料来源：wind，国盛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国盛证券研究所 

3.本周行业资讯 

3.1.行业要闻 

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 3 天创新高 突破 2 亿千瓦 

中国南方电网消息，6 月 18 日 11 时 14 分，广东电网电力负荷达到 1.28 亿千瓦，创历

史新高，并一路往上攀升。至此，南方电网经营服务的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海南

五省区用电负荷全部刷新历史记录。6 月 16-18 日，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创 3 次历史新

高，首次突破 2 亿千瓦，最高达到 2.09 亿千瓦。受经济延续“扩张”态势、新增工业项

目投产、气温偏高等多重因素拉动，今年以来，南方电网区域用电需求逐步攀升。1-5

月，南方电网区域全社会用电量为 5583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3.2%，比 2019 年同期增

长 21.4%，比全国平均增速高 5.5 个百分点。其中，广东同比增长 27.0%，两年平均增

长 10.1%；云南同比增长 23.3%，两年平均增长 15.1%。 

（来源：南方电网，2021-6-18） 

 

2021 年 5 月全国钢铁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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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5 月份，全国生产粗钢 9945.0 万吨、同比增长 6.60%，日产 320.81 万吨/日、

环比下降 1.64%；生产生铁 7815.0 万吨、同比下降 0.20%，日产 252.10 万吨/日、环

比下降 0.45%；生产钢材 12469.0 万吨、同比增长 7.90%，日产 402.23 万吨/日、环比

下降 0.50%；1-5 月，全国累计生产粗钢 4.73 亿吨，同比增长 13.90%、累计日产 313.31

万吨、同比增长 14.65%；生产生铁 3.80 亿吨、累计同比增长 5.40%、累计日产 251.59

万吨、同比增长 6.10%；生产钢材 5.77 亿吨、累计同比增长 16.80%，累计日产 381.83

万吨、同比增长 17.57%。 

（来源：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网，2021-6-17） 

 

江苏峰段电价加价 0.1 元/千瓦时 

江苏省发改委 6 月 11 日发布省发展改革委关于明确2021 年尖峰电价有关问题的通知提

出，针对今年电力供应“硬缺口”态势，为进一步做好迎峰度夏电力保供工作，推动尖

峰时段用电负荷自主调节，峰段电价加价 0.1 元/千瓦时。尖峰电价执行范围：315 千伏

安及以上大工业用户。 

（来源：江苏发改委，2021-6-17） 

 

5 月全国发电量增 7.9% 火电增 5.6% 水电增 12.1% 

2021 年 5 月份全国绝对发电量 6478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7.9%，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12.6%，两年平均增长 6.1%，日均发电 209 亿千瓦时。具体来看，5 月份，全国火力绝

对发电量 4507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6%，增幅较 4 月份回落 6.9 个百分点；水力绝对

发电量 956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2.1%，增幅较 4 月份扩大 8.8 个百分点；核能发电量

343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0.2%，增幅较 4 月份扩大 5 个百分点；风力绝对发电量 507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0.7%，增幅较 4 月份回落 0.4 个百分点；太阳能绝对发电量 166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8.7%，上月为下降 6.4%。 

（来源：国家统计局，2021-6-16） 

 

乌东德水电站全部机组将于今天投产发电 

“西电东送”国家重大工程——金沙江乌东德水电站全部机组将于今天（16 日）上午正

式投产发电。乌东德水电站位于云南省禄劝县和四川省会东县交界的金沙江干流上，是

世界第七大水电站，也是目前世界上已投产单机容量最大的水轮发电机组，电站总装机

容量 1020 万千瓦，全面投产发电后年均发电量将达 389.1 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可节

约标准煤 1220 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3050 万吨。 

（来源：央视新闻，2021-6-16） 

 

山西一煤矿发生冒顶事故，7 人被困 

从山西省吕梁市临县新闻办了解到，2021 年 6 月 16 日上午 8 时左右，山西晋柳能源有

限公司所属临县泰业煤矿二采区集中运输巷发生顶板冒顶事故，七人被困 

（来源：央视新闻，2021-6-16） 

 

1-5 月河南省生产原煤 4103.8 万吨 下降 3%  

2021 年 1-5 月份，河南省煤矿共生产原煤 4103.8 万吨，同比减少 128.08 万吨，下降

3.0%。其中，骨干煤矿企业原煤产量 3991.44 万吨，同比减少 68.94 万吨，下降 1.7%。

地方煤矿原煤产量为 112.325 万吨，同比减少 59.13 万吨，下降 34.5%。。 

（来源：河南煤矿安监局，2021-6-15） 

3.2.重点公司公告 

图表 37：本周重点公司公告 

601088 中国神华 
月度经营数据：公司 5 月份实现商品煤产量 2410 万吨，同比降低 2.4%；商品煤销量 4050 万

吨，同比增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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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1898 中煤能源 

月度经营数据：公司 5 月份实现商品煤产量 1004 万吨，同比增 8.2%；商品煤销量 2545 万吨，

同比增 14.3%；聚乙烯产量 6.8 万吨，同比增 3.0%；聚丙烯产量 6.5 万吨，同比增 1.6%；尿

素产量 15 万吨，同比减少 19.8%，销量 17.3 万吨，同比减少 16.4%；甲醇产量 8.8 万吨，同

比增 214.3%，销量 8.7 万吨，同比增 987.5%。 

600508 上海能源 
利润分配：公司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7.2 亿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278 元（含税），

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2 亿元。 

600123 兰花科创 
利润分配：公司以 11.4 亿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股利 0.1 元（含税），共计 1.1 亿

元。 

600403 ST 大有 

矿井复产：16 日公司所属耿村煤矿、常村煤矿、新安煤矿、义安煤矿、石壕煤矿、义络煤矿和

孟津煤矿等 7 对生产矿井实施停产整顿。截至 17 日，公司所属耿村煤矿和常村煤矿 2 对生产矿

井已通过安全验收并恢复生产，二者核定生产能力合计 540 万吨/年。 

600397 安源煤业 

矿井临时停产：公司对所属安源煤矿、曲江公司、尚庄煤矿、山西煤矿、流舍煤矿等 5 对生产

矿井实施临时停产，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工作，预计停产期为 6 月 21 日至 7 月 4 日。上述 5 对矿

井年核定生产能力 241 万吨，2020 年度生产商品煤 155 万吨，实现营业收入 11.4 亿元，占公

司年度营业总收入的 15.0%。 

600985 淮北矿业 

股本变动：截至 2021 年 6 月 17 日，累计有 19.7 亿元“淮矿转债”转换成公司股票，累计转股

数量为 2.2 亿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10.06%。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 2021

年 6 月 17 日，“淮矿转债”尚未转股金额为 7.9 亿元，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 28.49%。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国盛证券研究所  年度报告：公司发布 2018 年年度报告：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9.32 亿元，同比增长

12.03%，实现归母净利润 12.41 亿元，同比增长 368.48%。公司拟 10 股派现 3.8 元。 

4.风险提示 

国内产量释放超预期。 

 

下游需求不及预期。 

 

上网电价大幅下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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