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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板块上涨，跑赢沪深300指数。中信煤炭行业收涨8.43%，沪深300指

数上涨0.82%，跑赢沪深300指数7.61个百分点。全板块整周35只股价上

涨，0只下跌。山煤国际涨幅最高，整周涨幅为20.17%。

焦煤旬度数据：8月上旬，30家煤炭企业焦精煤产销量分别完成536万吨和

509万吨，日均旬度产量环比下降0.6%，同比下降3.9%。30家煤炭企业累

计生产焦精煤同比下降4.3%。30家煤炭企业炼焦精煤库存量255万吨，旬

度环比增幅6.1%，比年初增幅45.7%。钢企焦煤日耗与库存环比持平。

本周话题——煤制乙醇：按照燃料乙醇与汽油1:9比例添加计算，乙醇缺口

在1000万吨/年的规模，同时高油价下煤制乙醇经济性较好。目前参与煤制

乙醇项目的上市企业包括淮北矿业、东华科技、兰石重装等。

动力煤产业链：价格方面，环渤海动力煤（Q5500K）指数周环比持平，CCI5500

动力煤价格指数917元/吨，周环比下跌4.48%。从港口看，秦皇岛动力煤价

格、黄骅港周环比上涨，广州港下跌；从产地看，大同、榆林、鄂尔多斯周

环比持平；动力煤期货结算价格850.2元/吨，周环比下跌1.3%。库存方面，

秦皇岛煤炭库存530万吨，周环比减少21万吨。

炼焦煤产业链：价格方面，京唐港主焦煤价格为2350元/吨，周环比持平，

产地柳林、吕梁、六盘水主焦煤价格周环比持平；焦煤期货结算价格2169

元/吨，周环比下跌1.95%；主要港口一级冶金焦价格2703元/吨，周环比上

涨5.18%；二级冶金焦价格2585元/吨，周环比上涨4.02%。库存方面，京

唐港炼焦煤库存62万吨，周环比下降27.1%；独立焦化厂总库存803万吨，

周环比增加5.02%；可用天数11.5天，周环比减少0.4天。

煤化工产业链：阳泉无烟煤价格（小块）1200元/吨，周环比持平；华东地

区甲醇市场价2485元/吨，周环比下跌32.5元/吨；河南市场尿素出厂价（小

颗粒）2570元/吨，周环比下跌185.56元/吨；华东地区电石到货价4650元

/吨，周环比上涨25元/吨；华东地区聚氯乙烯（PVC）市场价6605元/吨，

下跌170元/吨；华东地区乙二醇市场价（主流价）4111元/吨，周环比上涨

18元/吨；上海石化聚乙烯（PE）出厂价10050元/吨，周环比持平。

投资建议：本周需求维持高位，煤价有所企稳。动力煤方面，港口、产地煤

价涨跌互现；炼焦煤港口产地煤价稳中有升；煤化工产品价格跌多涨少。8
月仍处于迎峰度夏期间，煤炭需求较为旺盛，海外焦煤价格低于动力煤价格，

进一步下跌空间有限。建议关注山西焦煤、发展煤制乙醇的淮北矿业以及转

型新能源的盘江股份、华阳股份、美锦能源。

风险提示：疫情的反复；产能大量释放；新能源的替代；安全事故影响。

重点公司盈利预测及投资评级

公司 公司 投资 昨收盘 总市值 EPS PE

代码 名称 评级 （元） （亿元） 2021A 2022E 2023E 2021A 2022E 2023E

000983.SZ 山西焦煤 未评级 11.18 458.00 1.02 2.38 2.51 10.96 4.70 4.45

600395.SH 盘江股份 未评级 8.04 172.59 0.55 1.05 1.16 14.72 7.66 6.93

600348.SH 华阳股份 未评级 20.00 481.00 1.47 2.34 2.55 13.61 8.55 7.84

000723.SZ 美锦能源 未评级 10.95 467.59 1.47 0.65 0.75 18.25 16.85 14.60

600985.SH 淮北矿业 未评级 13.73 340.65 1.93 2.66 2.83 7.11 5.16 4.85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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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煤炭行业市场表现回顾

一周行业市场整体表现

本周（2022.08.08-2022.08.12）沪深两市共计 5 个交易日，中信煤炭行业收涨

8.43%，沪深 300 指数上涨 0.82%。年初至今，中信煤炭上涨 32.71%，跑赢同期沪

深 300 指数 47.87 个百分点。行业表现方面，在 30 个中信一级行业中，煤炭涨幅

排第 1。

图1：中信煤炭行业指数走势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图2：煤炭行业指数涨跌幅及行业间比较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本周最后一个交易日，煤炭行业市盈率（TTM 整体法，剔除负值）为 9，环比前一

周上升 0.63。在中信 30 个一级行业中，餐饮旅游、房地产、计算机、综合、国

防军工、电力及公用事业、电力设备市盈率水平居前，煤炭行业位于第 27 位，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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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前一周持平，仅高于银行。

图3：行业市盈率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注：剔除负值

子板块市场表现

各子板块普涨，动力煤板块涨幅最大，为 10.4%，其他煤化工板块涨幅最小，为

4.17%。

图4：子板块市场表现（周涨跌幅）%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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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行业个股表现

本周煤炭板块个股整体表现较好。中信煤炭行业共计 35 只 A 股标的，35 只股价

上涨。涨幅榜中，山煤国际涨幅最高，整周涨幅为 20.17%；淮河能源涨幅为 2.62%，

为涨幅最小股票。

表1：本周煤炭行业涨跌幅排名前 10 的个股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周涨跌幅 % 月涨跌幅 % 市盈率 PE 周换手率 %
600546.SH 山煤国际 20.17 14.09 5.35 23.46
600188.SH 兖矿能源 17.80 15.61 10.13 3.43
600121.SH 郑州煤电 16.86 13.13 -55.35 38.86
601001.SH 晋控煤业 13.61 9.45 4.95 8.45
601225.SH 陕西煤业 12.72 9.42 8.64 1.91
600123.SH 兰花科创 11.28 3.62 5.67 16.16
600508.SH 上海能源 11.01 5.67 13.03 12.97
601666.SH 平煤股份 9.91 5.69 7.30 8.34
601699.SH 潞安环能 9.91 3.12 5.60 5.23
000983.SZ 山西焦煤 9.03 4.01 6.31 9.93

资料来源: 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表2：本周煤炭行业涨跌幅排名后 10 的个股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周涨跌幅% 月涨跌幅% 市盈率 PE 周换手率%
600575.SH 淮河能源 2.62 -2.19 25.82 2.36
601011.SH 宝泰隆 2.88 0.23 54.27 5.23
600157.SH 永泰能源 2.98 -1.14 32.52 6.74
600348.SH 华阳股份 3.45 -2.86 11.38 15.89
600397.SH 安源煤业 3.59 -1.55 -39.22 7.04
000723.SZ 美锦能源 3.65 -0.09 18.59 6.18
601918.SH 新集能源 3.84 0.00 5.09 4.39
600758.SH 辽宁能源 4.17 -3.41 25.78 7.45
600395.SH 盘江股份 4.35 -0.94 12.47 5.35
603113.SH 金能科技 4.59 2.77 14.68 3.62

资料来源: 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及其项下所有内容

证券研究报告

8

本周话题——煤制乙醇

（1）产业现状

国内乙醇来源主要有四种：煤制乙醇、粮食甘蔗制乙醇、木薯制乙醇和麦秆木屑制乙醇。

在全球粮食危机、燃料乙醇发展受限的背景下，一方面煤制乙醇将和纤维素乙醇共同挑起

我国能源化工产业的重担；另一方面醋酸（酯）加氢制乙醇、合成气制乙醇等新型技术也

正在有力推进，有一批企业正在布局投产或完成中试，这都将为乙醇产业格局带来深刻变

革。

表3：几种燃料作物的乙醇产量、产率对比

原料 乙醇产量（升/公顷） 乙醇产率（克乙醇/克生物质）
小麦 2590 0.308
木薯 3310 0.118

甜高粱 3050 - 4070 0.063
玉米秸秆 3460 - 4020 0.324

甜菜 5010 - 6680 0.079
甘蔗 6190 - 7500 0.055
微藻 46760 - 140290 0.235 - 0.292

资料来源: 中国知网，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目前乙醇最大的下游市场除了白酒就是和汽油调配形成车用燃料，即乙醇汽油。燃料乙醇

是清洁能源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应用既可以缓解国内环境污染问题，也能缓解我国石

油供应不足的问题。自 2015 年后，国家政策对粮食乙醇扶持力度减弱，生物质燃料乙醇

政府补贴逐步取消、消费税逐年恢复征收，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煤制乙醇的竞争力。

2016 年全球燃料乙醇产量达到 7500 万吨，其中美国和巴西的产量分别达到 4422 万吨和

2118 万吨，同期国内燃料乙醇年产量仅为 260 万吨。燃料乙醇作为成功的生物质能源替代

品种，在美国、巴西、欧盟等国家和地区都已形成新的能源产业。我国燃料乙醇产业始于

“十五”期间，经过近二十年发展，燃料乙醇产量和应用范围不断扩大，市场成长空间进

一步打开。基于 2017 年国家提出推广乙醇汽油，政策引导乙醇与油品挂钩，依托油品巨

大体量促进产业发展。

2018 年 11 月，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 1.2 Mt/a 煤制乙醇项目一期工程——600 kt/a 煤

制乙醇专利技术实施许可合同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签署。这标志着中国煤制

乙醇技术正式开启百万吨级工业化时代，并为煤基乙醇的下游产品开发提供了工业支撑。

2020 年 8 月，由北京石油化工工程有限公司总承包的榆神能化 50 万吨/年煤基乙醇项目总

体院第二次设计协调会在北京顺利召开。该项目新建 50 万吨/年乙醇联合装置，主要产品

为燃料乙醇。

2022 年 6 月底，全球规模最大的 50 万吨/年煤基乙醇项目在陕西榆林榆神工业园区建成中

交。该项目以煤为原料，生产无水乙醇并可联产其他化工产品。项目预计 9月开始投料试

车。投产后，每年可节约生物乙醇原料粮 150 万吨，对保障我国能源安全和粮食安全具有

重要战略意义。

2019 年，我国汽油产量 14073 万吨，按照燃料乙醇与汽油 1:9 比例添加计算，未来一旦在

全国逐步实现封闭使用乙醇汽油，理论上对燃料乙醇的需求量为 1563 万吨。至 2019 年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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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有生产资质且正式运行的燃料乙醇产业规模 430 万吨左右，供需尚存在千万吨缺口。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020 年 9 月，我国在建和规划的煤制乙醇产能共计约 500 万吨/年。

（2）技术现状

乙醇的工业生产方法有两大类——天然原料发酵法和化学合成法。当前以粮食为主要原料

的燃料乙醇生产存在效率低、成本高且不可持续发展等问题，企业利润基本来自于补贴和

税收优惠。因此，探索和发展新型“非粮燃料乙醇”路线，已成为业界共同关注的焦点。

煤制乙醇是中国新型煤化工的潜在发展方向，但是要得到充分发展，必须在技术成熟度和

能量效率方面得到实质性突破。目前，煤制乙醇的技术路线主要有五条。

①合成气催化合成制乙醇

合成气催化合成乙醇工艺大致可以分为原料气制备后的净化、压缩、合成和精馏四个工序。

表4：合成气催化合成乙醇工艺流程图

资料来源：中国煤炭加工利用协会，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对于在合成气合成乙醇过程中副产出的其他产品，如丙醛、丁醛、乙酸乙酯、乙酸甲酯等，

均可通过加氢反应使其还原成乙醇产品。最后经过分离和精馏两个工序的处理，粗乙醇变

成纯度高达 99.6%以上的精乙醇。

目前，国内合成气化学催化法制乙醇技术已有江苏索普（集团）有限公司自主创新的基础

上，引进大连化物所国家重大科技攻关、“973”计划成果，并联合中国五环工程有限公

司，由三方共同形成技术攻关、项目研发及中试建设。

②合成气微生物发酵法制乙醇

合成气厌氧发酵法制乙醇是通过厌氧微生物的新陈代谢实现的。用于产生乙醇的微生物菌

种都是严格厌氧的，能够耐高浓度 CO、CO2、NOx、Sx 等气体组分。生成乙醇的主要途径是

微生物在厌氧乙酰辅酶 A（Cetyl-CoA）的作用下，通过厌氧发酵，将 CO、CO2 和 H2 转化

为乙醇的过程。厌氧发酵过程除了生成乙醇之外，还可能产生乙酸、丁醇等代谢产物。

河南煤化集团、中国科学院和新西兰 Lanza Tech 公司联合签署协议，利用煤炭气化生物

发酵法来生产乙醇燃料及其他化工产品，并建立了生物能源研发中心。宝钢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科学院及新西兰 Lanza Tech 公司合作开始实施 300t/a 乙醇示范工厂项目。此外，兖

矿集团拟与新西兰 Lanza Tech 公司合作，采用煤制合成气生物发酵法生产乙醇。

③醋酸直接加氢制乙醇

煤经合成气制得甲醇，甲醇羰基化可得醋酸，醋酸再加氢制得乙醇。在甲醇羰基化合成醋

酸的过程中，除了产生醋酸以外，还有醋酸甲酯、乙醛等中间产物。这些中间产物加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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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得到乙醇。该方法不同于合成气直接法制乙醇过程，醋酸直接加氢过程的副反应相对较

少。

塞拉尼斯公司通过优化和升级其位于南京化学工业园内的一体化乙酰基装置，使用 TCX 技

术实现 26-28 万吨/年的乙醇产能。总体来看，目前该工艺已完成核心技术的开发、催化

剂及反应条件等均已优化，具备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的条件。

④醋酸酯化加氢制乙醇

醋酸酯化加氢制备乙醇的工艺流程是首先将醋酸与醇类在酯化反应器中进行酯化反应生

成醋酸酯，将经提纯后的醋酸酯与氢气预热混合后通入装有加氢催化剂的反应器制备粗醇

产品，其中部分粗醇返回到酯化步骤进行酯化反应，部分粗醇进行精馏提纯制备乙醇产品。

醋酸酯加氢制备乙醇的优点是催化剂主要使用对于酯生成醇有高的转化率与选择性的铜

系催化剂，制备工艺成熟，成本低廉；对加氢反应器的材质无特殊要求，避免了醋酸对装

置的腐蚀；酯化物加氢制备醇的技术相对成熟；可以同时生产醇和醋酸酯两类产品。缺点

是增加了酯化步骤，配套装置多，流程较长；大量乙醇循环，氢酯比高，能耗高。

醋酸酯化加氢制乙醇技术既能缓解国内醋酸酯产能过剩的局面，拓展醋酸酯产品链，又能

满足日益增长的乙醇市场需求量。近年来，多家企业通过自主研发或与科研单位合作的方

式进行了醋酸酯化加氢制乙醇的中试与工业示范规模的研究。2014 年，中国石化集团四川

维尼纶厂与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研究院共同承担的“280kt/a 醋酸甲酯加氢利用项目工

艺包”项目开发了高效 Cu 基催化剂及工艺技术，完成了 28 万吨/年粗醋酸甲酯加氢成套

技术工艺包的开发和编制。

⑤二甲醚羰基化制乙醇

该技术路线以甲醇和合成气为原料，甲醇先脱水制得二甲醚，然后二甲醚与 CO 进行羰基

化反应生成乙酸甲酯，乙酸甲酯再加氢制得乙醇。该工艺路线相比醋酸源路线的优点在于

不需要使用防腐性能高的反应釜，在工业化生产中具有较大的成本优势。同时醋酸甲酯和

甲醇也可以作为副产品销售，方便企业在乙醇盈利不佳时转型其他产品。该工艺选择避开

了贵金属催化剂及特殊材质工艺的醋酸路线，二甲醚合成为成熟技术，关键步骤在于羰基

化反应和加氢反应的催化剂开发。

目前，该技术路线由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和陕西延长石油集团共同进行了开发，并

且进行了工业化应用。2017 年 1 月 11 日，采用该技术路线在陕西兴化公司建设的 10 万

t/a 合成气制乙醇装置成功打通全流程，产出合格的无水乙醇产品，纯度达 99.71%。延长

石油榆神50万吨/年煤基乙醇项目采用延长石油与中国科学院大连化物所共同研发的二甲

醚羰基化制乙醇技术，年产 50万吨乙醇。项目投资 69.8 亿元，位于陕西省榆林市榆神工

业园区清水工业园南区，占地 1365 亩，该项目于 2018 年 11 月 6 日正式开工建设，计划

2021 年 12月中交，2022 年达产、达标。此外，新疆天业、淮北矿业也正在实施煤制乙醇

项目。

表5：制乙醇工艺路线技术对比

优缺点 合成气直接法 合成气生物发酵 醋酸直接加氢 醋酸酯化加氢 二甲醚羰基化

优点
路线最短；

投资小；

生产效率高

反应条件温和；

乙醇选择性高；

环境友好。

乙醇选择性高；

路径相对较短；

投资收益率高。

非贵金属催化剂；

设备材质要求低；

无水生成，分离过

程能耗低。

非贵金属催化

剂；无酸环境，

设备投资低

缺点
CO 转化率低；

乙醇选择性低；

可用菌株种类少；

原料气利用率低；

贵金属催化剂；

生成水，分离能

多一步酯化反应，

反应流程长。
反应路线较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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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产物多，分离

复杂。

生产成本高。 耗高；醋酸腐蚀

性强

资料来源: 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3）煤制乙醇项目参与公司

淮北矿业全资子公司安徽碳鑫科技有限公司焦炉煤气综合利用项目（60 万吨乙醇）总投资

34 亿元，采用中科院大连化物所 DMTE 技术，以淮北矿业全资子公司安徽碳鑫科技现有甲

醇项目的甲醇为原料，配套粉煤气化装置产生合成气，并分离出 CO 和 H2，经甲醇脱水、

二甲醚羰基化、乙酸甲酯加氢及分离，年产 60 万吨乙醇，建成后将成为全球最大规模的

乙醇装置。

表6：煤制乙醇项目主要参与方

序号 项目参与内容 参与方 金额

1 技术提供 中科院大连化物所 -

2 乙醇联合装置 PC 工程总承包 北京石油化工工程有限公司 13.8 亿元

3 甲醇综合利用项目除去乙醇联

合装置以外的工程 EPC 总承包

东华科技 17.0 亿元

4 乙醇装置反应器 兰石重装 约 2亿元

资料来源: 煤化客，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本周行业相关要闻

国内煤炭要闻

（1）山西要求全省生产建设煤矿增设完善视频监控

近日，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山西局会同山西省应急管理厅联合下发了《关于在煤矿重要作

业场所增设完善视频监控的通知》，要求全省煤矿在重要作业场所增设完善视频监控，实

现对高危作业的全过程视频监控，构建无监控不作业、作业行为受监督、作业现场可视化

的生产环境，促进煤矿从业人员“上标准岗、干标准活”，最大限度的减少零敲碎打事故

的发生。

通知要求，井工煤矿要在采掘工作面、巷道维修作业点、钻孔施工作业点、重要机电设备

检修作业点、大型设备安装回撤作业点等重要作业场所，露天煤矿要在排土场和采剥作业

点等重要作业场所增设完善视频监控线路。中央驻晋企业及晋控、焦煤、华阳、潞安等省

属国有重点企业要率先垂范，所有正常生产、建设的煤矿在今年第三季度末必须完成视频

监控设施的增补并投运；其他正常生产（建设）矿力争在今年 10 月底前全部实现重要作

业场所视频全覆盖。（中国煤炭资源网）

（2）四川：气象部门发出蓝色及以上预警信息时煤矿须提前停产撤人

据成都商报报道，四川省应急管理厅日前印发《关于加强 2022 年度汛期煤矿安全工作的

通知》，要求各级煤矿安全监管部门和煤矿企业做好汛期煤矿安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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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要求，各级煤矿安全监管部门要落实与属地气象、自然资源、水利、防指办等部门和

供电单位的信息共享、预警提示、会商研判、协同应对、合力处置。各煤矿要在本地气象

部门发出蓝色及以上预警信息时，必须提前停产撤人；在接到各级监管监察部门停产撤人

指令或本地突发暴雨、大风、雷电等极端天气时，必须主动停产撤人；对井下出现突水、

异常涌水、透水征兆时，必须立即停产撤人。（中国煤炭资源网）

（3）重庆：到 2025 年确保外煤入渝供应能力不低于 5000 万吨/年

8 月 8日，重庆市发展改革委印发《“十四五”能源规划任务分解实施方案》，明确稳定

外煤入渝保供渠道，争取国家将重庆市纳入煤炭重点保供区域，到 2025 年，确保外煤入

渝供应能力不低于 5000 万吨/年。 （中国煤炭资源网）

（4）两部门：停止审批晋陕蒙新建和改扩建后产能低于 120 万吨/年的煤矿

8 月 10 日，应急管理部、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发布《关于印发<“十四五”矿山安全生产

规划>的通知》。《通知》指出，严格矿山安全准入。在煤矿方面，停止审批山西、内蒙

古、陕西新建和改扩建后产能低于 120 万吨/年的煤矿，宁夏新建和改扩建后产能低于 60

万吨/年的煤矿，其他地区新建和改扩建后产能低于 30 万吨/年的煤矿；停止审批新建和

改扩建后产能低于 90 万吨/年的煤与瓦斯突出煤矿；停止审批新建开采深度超 1000 米和

改扩建开采深度超 1200 米的大中型及以上煤矿，新建和改扩建开采深度超 600 米的其他

煤矿；停止审批新建和改扩建产能高于 500 万吨/年的煤与瓦斯突出煤矿，新建和改扩建

产能高于 800 万吨/年的高瓦斯煤矿和冲击地压煤矿。高瓦斯、煤（岩石）与瓦斯（二氧

化碳）突出、冲击地压、水文地质类型复杂极复杂等灾害严重的煤矿不得核增生产能力。

（中国煤炭资源网）

（5）安徽能源十四五：到 2025 年要达到两个 1.1 亿

安徽省发改委近日发布的《安徽省能源发展“十四五”规划》提出，到 2025 年能源综合

生产能力达到 1 亿吨标准煤左右，煤炭产量维持在 1.1 亿吨左右，电力总装机达到 1.1 亿

千瓦左右，能源安全储备体系进一步完善。 （中国煤炭资源网）

（6）策克口岸进口煤炭超过 100 万吨

阿拉善日报官方微信《今日阿拉善》8 月 9日消息，连日来，策克口岸实施集装箱吊装运

输模式，中蒙双方货物在边境作业区进行交换倒装，实现了全程无接触，作业环节减少，

转换效率大大提高，通关更加流畅、安全。据统计，自 5 月 25 日策克口岸正式恢复通关

至今，进口煤炭超过 100 万吨，单日过货量已增至 3.13 万吨，为国际贸易持续繁荣提供

了强大动力。（中国煤炭资源网）

（7）7 月份国家能源集团自产煤完成 5187 万吨

国家能源集团消息，7 月份以来，多地用电连续攀升，国家能源集团坚定不移做好能源保

供、迎峰度夏工作。7 月份，国家能源集团自产煤月累计完成 5187 万吨。其中 7月份，国

家能源集团准能集团自产商品煤月累完成 536 万吨，同比增长 11.9%，创近五年同期新高。

（中国煤炭资源网）

（8）甘肃平凉两宗煤炭矿业权 55 亿元出让成交

据甘肃经济日报报道，日前，经过近十三个小时的激烈竞价，平凉煤炭资源成功出让矿业

权两宗。其中，甘肃崇兴华盛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摘牌的崇信县周寨南勘查区，矿业权出让

底价 5.48 亿元，经过 175 轮竞价最终以 13.01 亿元成交。甘肃润盛明泰煤业有限公司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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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的灵台县百里东南部勘查区，出让底价 21.15 亿元，经过 391 轮竞价最终以 42 亿元成

交。（中国煤炭资源网）

（9）7 月全国煤炭进口量同比降 22.05%，环比增长 23.92%

海关总署 8月 7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 2022 年 7 月份进口煤炭 2352.3 万吨，较去年同

期的 3017.8 万吨减少 665.5 万吨，下降 22.05%。环比来看，较 6 月份的 1898.2 万吨增加

454.1 万吨，增长 23.92%。（中国煤炭资源网）

国际煤炭要闻

（1）4-7 月印度煤炭产量同比增 26.53%，增幅收窄

印度煤炭部初步统计数据显示，本财年前四个月（2022 年 4-7 月份），印度煤炭总产量为

2.662 亿吨，较上年同期的 2.104 亿吨增长 26.53%，增幅较前三个月的 31.24%明显收窄。

本财年（2022 年 4 月-2023 年 3 月），印度煤炭产量目标为 9.11 亿吨，较上一财年提高

17%。 （中国煤炭资源网）

（2）Kpler：印尼 7月煤炭出口量同比增近 18%，创多年来新高

Kpler船舶追踪数据显示，今年7月份，印尼煤炭出口量为4347.36万吨，同比增加17.96%，

环比增长 7.39%，创至少 2017 年 1 月份以来新高。 （中国煤炭资源网）

（3）EIA：今年美国煤炭产量预计增 3.6%，2023 年或超 6 亿短吨

8 月 9 日，美国能源信息署（EIA）发布最新《短期能源展望》报告显示，2022 年，美国

煤炭产量预计为 5.989 亿短吨（5.43 亿吨），较上年同期增加 2080 万短吨，增幅 3.6%。

其中，今年上半年美国煤炭产量为 2.9 亿短吨，下半年煤炭产量预计将达到 3.08 亿短吨。

（中国煤炭资源网）

（4）越南 7 月煤炭进口量同环比均降，创四个月来新低

越南海关初步统计数据显示，2022 年 7 月份，越南（包括外商投资企业）煤炭进口量为

276.2 万吨，同比减少 23.98%，环比下降 37.39%。7 月份越南煤炭进口量创近四个月以来

新低。（中国煤炭资源网）

（5）印度煤炭公司计划到 2030 财年将炼焦煤产量提至 1 亿吨以上

8 月 3日至 4日，2022 年印度煤炭前景会议在新德里举行。会议期间，CoalMint 从印度煤

炭公司（Coal India Ltd）消息人士获悉，印度煤炭公司制定了一项战略计划，即到 2030

财年将国内炼焦煤产量提高到 1.05 亿吨左右，2025 财年中期目标则保持不变，在 8100

万吨左右。

印度煤炭部的目标是到 2030 财年将焦原煤产量提高到 1.4 亿吨，如果该目标得以认真落

实，那么印度国内优质炼焦煤难以满足钢铁行业不断增长的需求这一困状将有望得到解

决。（中国煤炭资源网）

（6）欧盟对俄罗斯煤炭禁运即日起正式生效

央视新闻报道，8 月 11 日起，欧盟对俄罗斯煤炭的禁运正式生效。欧盟发言人 10 日表示，

过渡期于当天午夜期满结束，不会再延长，禁运从 11 日开始正式生效。欧盟国家普遍认

为，禁运将导致用煤成本上涨、抬高本地区电价。 （中国煤炭资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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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煤炭市场动态速览

表7：一周煤炭市场动态速览

产业链 指标 单位 价格/数量 本周增减 本周环比

动力煤产业链

港口价格

秦皇岛港 Q5500 平仓价 元/吨 1140.0 5.0 0.4%

秦皇岛港 Q5000 平仓价 元/吨 1011.0 12.0 1.2%

黄骅港 Q5500 平仓价 元/吨 1150.0 5.0 0.4%

黄骅港 Q5000 平仓价 元/吨 1023.0 12.0 1.2%

广州港神混 1号 Q5500 库提价 元/吨 1305.0 -20.0 -1.5%

广州港山西优混 Q5500 库提价 元/吨 1290.0 -20.0 -1.5%

广州港澳洲煤 Q5500 库提价 元/吨 1082.0 -39.0 -3.5%

广州港印尼煤 Q5500 库提价 元/吨 1077.0 -39.0 -3.5%

产地价格

山西大同 Q6000 车板价 元/吨 950.0 0.0 0.0%

陕西榆林 Q5500 市场价 元/吨 900.0 0.0 0.0%

内蒙古鄂尔多斯 Q5500 出矿价 元/吨 791.0 0.0 0.0%

电厂价格
中国沿海电煤采购价格指数：综合价 元/吨 855.0 -6.0 -0.7%

中国沿海电煤采购价格指数：成交价 元/吨 1137.0 -19.0 -1.6%

库存

秦皇岛港煤炭库存 万吨 530.0 -21.0 -3.8%

曹妃甸港煤炭库存 万吨 499.0 -4.0 -0.8%

CCTD 主流港口:合计 万吨 6045.2 -133.6 -2.2%

炼焦煤产业链

港口价格

京唐港山西产主焦煤库提价 元/吨 2350.0 0.0 0.0%

京唐港澳大利亚产主焦煤库提价 元/吨 2340.0 0.0 0.0%

国内主要港口一级冶金焦平仓均价 元/吨 2703.0 133.0 5.2%

国内主要港口二级冶金焦平仓均价 元/吨 2585.0 100.0 4.0%

产地价格

山西柳林产主焦煤出矿价 元/吨 2200.0 0.0 0.0%

山西吕梁产主焦煤车板价 元/吨 1950.0 0.0 0.0%

河北唐山产主焦煤市场价 元/吨 2100.0 0.0 0.0%

炼焦煤库存

京唐港炼焦煤库存 万吨 62.0 -23.0 -27.1%

炼焦煤库存:六港口合计 万吨 234.0 -1.0 -0.4%

钢厂炼焦煤库存 万吨 810.6 8.6 1.1%

钢厂炼焦煤库存可用天数 天 13.1 -0.1 -0.8%

独立焦化厂炼焦煤库存 万吨 803.0 38.4 5.0%

独立焦化厂炼焦煤可用天数 天 11.5 -0.4 -3.4%

焦炭库存

四大港口焦炭库存合计 万吨 267.0 6.6 2.5%

钢厂焦煤库存 万吨 570.4 -7.4 -1.3%

独立焦化厂焦炭库存 万吨 76.0 -21.4 -22.0%

下游价格

上海 20mm 螺纹钢价格 元/吨 4220.0 80.0 1.9%

上海 6.5 高线线材价格 元/吨 4090.0 30.0 0.7%

上海 3.0mm 热轧板卷价格 元/吨 4460.0 20.0 0.5%

上海普 20mm 中板价格 元/吨 4200.0 0.0 0.0%

煤化工产业链

原料价格 阳泉小块无烟煤出矿价 元/吨 1200.0 0.0 0.0%

原油价格 英国布伦特原油现货价 美元/桶 103.2 1.7 1.6%

下游产品价格

甲醇：华东地区市场价 元/吨 2485.0 -32.5 -1.3%

尿素：华鲁恒升出厂价 元/吨 2570.0 -200.0 -7.2%

电石：华东地区到货价 元/吨 4650.0 25.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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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一周煤炭市场动态速览

产业链 指标 单位 价格/数量 本周增减 本周环比

聚氯乙烯（PVC）：华东地区市场价 元/吨 6605.0 -170.0 -2.5%

乙二醇：华东地区市场价 元/吨 4111.0 18.0 0.4%

聚乙烯：上海石化出厂价 元/吨 10050.0 0.0 0.0%

聚丙烯：上海石化出厂价 元/吨 8350.0 0.0 0.0%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旬度焦煤数据
8 月上旬，30 家煤炭企业焦精煤产销量分别完成 536 万吨和 509 万吨，日均旬度产量环比

下降 0.5%，同比下降 3.9%。截止 8月上旬，30 家煤炭企业累计生产焦精煤 12103 万吨，

同比下降 4.3%。

本旬末，30 家煤炭企业炼焦精煤库存量 255万吨，旬度环比增加 14.6 万吨，增幅 6.1%，

比年初上涨 79.8 万吨，增幅 45.7%，同比增加 129 万吨，增幅 28.4%。

重点监测的 50 家钢焦企业炼焦煤消耗量 453 万吨，日均旬度耗煤环比增加 0.3%，同比降

幅 5.4%。截止 8月上旬，重点监测的 50 家钢焦企业累计消耗炼焦煤 9934 万吨，同比下降

12.7%。

本旬末，50 家重点钢焦企业炼焦煤库存 547 万吨，旬度环比增加 1 万吨，增幅 0.1%，比

年初下降 57 万吨，降幅 9.4%，同比减少 45 万吨，下降 7.6%。

表8：一周煤炭市场动态速览

指标 单位 本旬 环比变化 环比变化率 同比变化

30 家焦煤企业日产量 万吨 54 -3 -1% -2

30 家焦煤企业库存 万吨 255 15 6% 129

50 家钢厂日耗煤 万吨 45 0 0% -3

50 家钢厂焦化厂焦煤库存 万吨 547 1 0% -45

三港焦煤库存 万吨 226 18 9% -120

山西主焦煤综合价格 元/吨 2200 0 0% -500

澳洲峰景矿焦煤离岸价 美元/吨 183 14 8% -35

螺纹钢(三级)价格 元/吨 4134 156 4% -1119

资料来源:中国煤炭运销协会，同花顺，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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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0 家焦煤企业日产量（万吨） 图6：30 家焦煤企业库存（万吨）

资料来源：中国煤炭运销协会，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中国煤炭运销协会，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图7：50 家钢厂日耗煤（万吨） 图8：50 家钢厂焦化厂焦煤库存（万吨）

资料来源：中国煤炭运销协会，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中国煤炭运销协会，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动力煤产业链跟踪

动力煤价格走势

从指数看，截至本周五，环渤海动力煤（Q5500K）价格指数为 731 元/吨，周

环比持平；CCI5500 动力煤价格指数 917 元/吨，环比上周下跌 4.48%。

从港口看，秦皇岛港动力煤（Q5500）价格 1140 元/吨，周环比上涨 0.44%，

黄骅港动力煤（Q5500）价格 1150 元/吨，周环比上涨 0.44%。广州港动力煤

（Q5500）神混 1 号价格 1305 元/吨，周环比下跌 1.51%。

从产地看，大同、榆林、鄂尔多斯价格周环比持平。

从期货价格看，动力煤期货结算价格 850.2 元/吨，周环比下跌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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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环渤海动力煤价格指数（元/吨） 图10：电煤采购价格指数（综合价）（元/吨）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图11：北方港口煤炭价格（元/吨） 图12：广州港煤炭价格（元/吨）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图13：产地煤炭价格（元/吨） 图14：海外动力煤价格（美元/吨）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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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动力煤期货价格与基差（元/吨）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动力煤供需跟踪

截至本周五，秦皇岛煤炭库存 530 万吨，周环比减少 21 万吨（3.81%）；曹

妃甸港煤炭库存 499 万吨，周环比减少 4 万吨（0.8%）；长江口煤炭库存 421

万吨，周环比减少 17 万吨（3.88%）；CCTD 主流港口库存合计 6045.2 万吨，

周环比减少 133.6 万吨（2.16%）。

图16：北方重点港口煤炭库存 图17：长江口煤炭库存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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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月度火电发电量变化情况 图19：月度水电发电量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炼焦煤产业链跟踪

炼焦煤价格走势

从期货价格看，截至本周五，焦煤期货结算价格 2141 元/吨，周环比上涨

5.28%。

从港口看，截至本周五，京唐港山西产主焦煤库提价为 2350 元/吨，周环比

持平；京唐港澳大利亚产主焦煤库提价为 2340 元/吨，周环比持平。

从产地看，柳林、吕梁、六盘水主焦煤价格分别为 2200 元/吨、1950 元/吨、

2100 元/吨，周环比均持平。

从期货价格看，截至本周五，焦煤期货结算价格 2169 元/吨，周环比下跌

1.95%。

从海外看，澳洲景峰矿硬焦煤价格周环比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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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京唐港炼焦煤价格走势（元/吨） 图21：产地炼焦煤价格走势（元/吨）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图22：峰景矿硬焦煤价格走势（美元/吨） 图23：焦煤期货结算价走势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炼焦煤供需跟踪

从库存看，截至本周五，京唐港炼焦煤库存 62 万吨，周环比下降 23 万吨

（21.06%）；独立焦化厂总库存 803 万吨，周环比增加 5.02%；可用天数 11.5

天，周环比减少 0.4 天。国内样本钢厂(247 家)库存 810.62 万吨，周环比增

加 1.07%；可用天数 13.09 天，周环比减少 0.11 天。

从下游产品价格看，一级冶金焦价格 2703 元/吨，周环比上涨 5.18%；二级

冶金焦价格 2585 元/吨，周环比上涨 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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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京唐港炼焦煤库存走势（万吨） 图25：国内样本独立焦化厂库存周环比增加，可用天数下降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图26：国内样本钢厂库存周环比增加，可用天数下降 图27：独立焦化厂开工率走势（%）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图28：冶金焦价格走势（元/吨） 图29：钢材价格走势（元/吨）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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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化工产业链跟踪

截至本周五，阳泉无烟煤价格（小块）1200 元/吨，周环比持平；英国布伦

特原油（现货价）103.17 美元/桶，周环比上涨 1.41 美元/桶；华东地区甲

醇市场价 2485 元/吨，周环比下跌 32.5 元/吨；河南市场尿素出厂价（小颗

粒）2570 元/吨，周环比下跌 185.56 元/吨；纯碱（重质）纯碱均价 3001 元

/吨，周环比下跌 43.62 元/吨；华东地区电石到货价 4650 元/吨，周环比上

涨 25 元/吨；华东地区聚氯乙烯（PVC）市场价 6605 元/吨，下跌 170 元/吨；

华东地区乙二醇市场价（主流价）4111 元/吨，周环比上涨 18 元/吨；上海

石化聚乙烯（PE）出厂价 10050 元/吨，周环比持平。

图30：无烟煤价格走势（元/吨） 图31：现货价:原油:英国布伦特 Dtd（美元/桶）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图32：甲醇价格走势（元/吨） 图33：尿素价格走势（元/吨）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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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电石价格走势（元/吨） 图35：聚氯乙烯（PVC）价格走势（元/吨）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图36：乙二醇价格走势（元/吨） 图37：聚乙烯（PE）市场价格走势（元/吨）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图38：聚丙烯（PP）市场价格走势（元/吨）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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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建议

本周需求维持高位，煤价有所企稳。动力煤方面，港口、产地煤价涨跌互现；炼焦煤

港口产地煤价稳中有升；煤化工产品价格跌多涨少。8 月仍处于迎峰度夏期间，煤炭

需求较为旺盛，海外焦煤价格低于动力煤价格，进一步下跌空间有限。预计 8 月中旬

后，随着气温回落，夏季用能需求减弱，动力煤煤价或有下行压力。建议关注山西焦

煤、发展煤制乙醇的淮北矿业以及转型新能源的盘江股份、华阳股份、美锦能源。

风险提示

1.海内外疫情的反复。疫情可能会反复，国内可能出现煤炭消费需求下降，海外煤炭

需求和煤价低迷也会传导到国内。

2.煤炭产能大量释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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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新能源对煤炭替代。碳中和政策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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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安全事故影响。煤矿安全事故发生，导致相关公司停业整顿，对生产经营造成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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