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告版权属于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各项声明请参见报告尾页。                                                      1 

2024 年 07 月 21 日 

煤炭 
 

行业周报  

 

上半年煤矿安监趋严，生产端供给收缩  

证券研究报告 

 

投资评级 领先大市-A 

维持评级  

  

首选股票 目标价（元） 评级 

601918 新集能源 12.15 买入-A 

600575 淮河能源 4.20 买入-A 

001286 陕西能源 14.94 买入-A 
 
  

行业表现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升幅% 1M 3M 12M 

相对收益 -7.0 -9.5 29.6 

绝对收益 -6.7 -9.5 21.5 
  

周喆 分析师 

SAC执业证书编号：S1450521060003 

zhouzhe1@essence.com.cn 

林祎楠 联系人 

SAC执业证书编号：S1450122070049 

linyn@essence.com.cn 
  

相关报告 

多因素压制致 24H1 动力煤

价中枢温和回落，后续旺季

来临电煤需求即将释放 

2024-07-07 

“稳产保供”仍在路上，迎

峰度夏静待电煤需求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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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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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季来临关注电厂需求释放

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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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走势：本周上证指数上涨 0.37%，沪深 300 指数上涨 1.92%，创

业板指数上涨 2.49%，煤炭行业指数（中信）上涨 0.42%。本周板块个

股涨幅前 5名分别为：兖矿能源、陕西煤业、中国神华、中煤能源、山

煤国际，本周板块个股跌幅前 5 名分别为：甘肃能化、淮河能源、金能

科技、电投能源、陕西黑猫。 

 

 本周观点： 

6 月国内煤炭产量有所回调，山西地区环比增量明显。从国内生产端看，据

国家统计局，2024年 6月，全国规上工业原煤产量为 4.05 亿吨，同比上升

3.61%，增速实现由负转正，环比+5.61%。2024年 6月日均产量 1351.3万

吨，为近三年第二高位，仅次于 2023 年 11 月份的 1379.9 万吨。2024 年

1-6月全国规上工业原煤产量 22.7亿吨，同比-1.7%,累计降幅进一步收窄。

分省单月来看，山西省 6月原煤产量 11456 万吨，同比-6.5%，环比+8.42%；

其次是内蒙古，产量为 10815.1 万吨，同比+9.7%，环比+7.56%；陕西省位

居第三，产量为 6633.9 万吨，同比+1.1%，环比+0.01%。累计数据来看，

2024 年 1-6 月产量最大的依次为内蒙古、山西、陕西。其中内蒙古累计原

煤产量 63386.6万吨，占全国累计产量的 27.98%，同比+3.8%；山西累计原

煤产量 58788.7万吨，占全国累计产量的 25.95%，同比-13.5%；陕西累计

原煤产量 37552.5万吨，占全国累计产量的 16.58%，同比+1.5%。上述数据

显示，6 月山西省原煤产量进一步恢复，环比增幅在 5 月的基础上再次扩

大，月度产量恢复至 2022 年同期水平,主要为“三超”等专项检查在 5 月

底结束后外加进入用煤旺季带动产量增加，不过同比情况仍然不够乐观，

降幅依旧较为明显。 

二季度进口煤量依旧维持高位，同比增速显著提升。从进口端看，据海关

总署，2024年 4月-6 月我国进口煤炭数量分别为 4525 万吨、4382万吨和

4460 万吨，同比增速分别为+11.3%、+10.7%和+11.87%，增速相比 3 月的

0.5%均有明显提升。1-6 月进口煤炭 2.5 亿吨，同比+12.5%，创下历史新

高。据煤炭资源网，目前电厂已基本完成 8 月的进口煤采购，近期招标到

厂时间大多在 9 月中旬前后，同时亦有电厂开始招标 9 月船期进口煤，预

计后续进口量将继续维持在相对高位。考虑到 2024 年我国已进入“稳产保

供”阶段，今年上半年一系列安全检查已经影响内产释放，作为国内沿海

电厂供煤的有效补充，进口煤将有助于保障国内煤炭安全稳定供应的同时

一定程度平抑价格大幅波动。 

6 月全国火力发电同比降幅扩大，来水修复显著挤压火电。据国家统计局，

2024 年 6 月，规上工业发电量 7685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3%，增速与 5

月持平；规上工业日均发电 256.2 亿千瓦时。1-6 月份，规上工业发电量

44354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2%。分品种看，6月份，规上工业火电、核电

降幅扩大，水电增速加快，风电由降转增，太阳能发电增速回落。6月全国

火力发电创过去 21 个月以来最大同比降幅，主要原因为 6月南方降雨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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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增多，且主要流域来水明显好于去年，随着长江流域进入梅雨天气，水

电持续增发，挤占效应显著增强。 

从投资策略看，动力煤方面，考虑到当前宏观经济和资本市场复杂多变，

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水平接近历史低位水平，高股息率资产成为低利率环境

下不确定时代下拥有较高确定性收益的资产。现货价格波动下，应当继续

考虑长协占比较高、盈利较为稳定，可以为高股息提供盈利支撑的相关标

的，建议关注盈利稳健、历年分红可观的【中国神华】、【陕西煤业】。炼焦

煤方面，精煤洗选率下降叠加安全事故频发，安监压力陡增情况下国内焦

煤产量难言成长。在未来高炉大型化和钢铁工业转型发展新趋势下，国内

对于优质主焦煤的需求或更为迫切。短期来看，考虑到近期房地产政策优

化对市场情绪的提振，建议关注【淮北矿业】、【平煤股份】、【恒源煤电】、

【山西焦煤】、【潞安环能】。此外，新一轮国企改革正当时，“一利五率”结

合“市值管理”有望驱动煤炭央企 ROE 持续改善，助力估值重塑，重点推

荐各财务指标逐步修复，新产能释放带来成长空间的煤炭央企【中煤能源】，

同时建议关注【上海能源】、【电投能源】。煤电一体化板块，能源安全背景

下，重点推荐位于安徽省的中煤集团旗下上市央企【新集能源】、在煤电一

体化运营上具备丰富经营的安徽省属企业【淮河能源】、煤炭开采成本优势

凸显的陕西国企【陕西能源】，建议关注其他省属煤电联营企业【苏能股份】、

【盘江股份】。 

 

 煤炭市场信息跟踪： 

煤炭价格：据煤炭资源网，截至 2024 年 7 月 20 日，山西大同动力煤车板

价报收于 768 元/吨，较上周下跌 7 元/吨（-0.9%）；山西阳泉平定县动力

煤车板价报收于 778 元/吨，较上周下跌 7 元/吨（-0.9%）。陕西榆林动力

块煤坑口价报收于 835元/吨，较上周持平；韩城动力煤车板价报收于 740

元/吨，较上周持平。内蒙古鄂尔多斯达拉特旗混煤坑口价报收于 460 元/

吨，较上周下跌 2元/吨（-0.4%）；内蒙古包头市动力煤车板价报收于 657

元/吨，较上周下跌 3元/吨（-0.5%）。 

煤炭库存：据煤炭市场网，截至 2024年 7月 20日，CCTD 主流港口合计库

存为 7275.7万吨，较上周减少 134.2万吨（-1.1%）；沿海港口库存为 6090.9

万吨，较上周减少 114.9万吨（-1.9%）；内河港口库存为 1184.9 万吨，较

上周减少 19.2 万吨（-1.6%）；北方港口库存为 3326.7 万吨，较上周减少

112.6 万吨（-3.3%）；南方港口库存为 3949.1 万吨，较上周减少 21.6万吨

（-0.5%）；华东港口库存为 2335.2万吨，较上周减少 36.3万吨（-1.5%）；

华南港口库存为 2089.2万吨，较上周增加 21.7万吨（1.0%）。 

煤炭运价：据煤炭市场网，截至 2024 年 7 月 20 日，中国沿海煤炭运价综

合指数报收于 563.2 点，较上周下跌 22.1 点（-3.8%）；秦皇岛-广州运价

（5-6 万 DWT）报收于 33.3 元/吨，较上周下跌 0.1 元/吨（-0.3%）；秦皇

岛-上海运价（4-5万 DWT）报收于 20.8元/吨，较上周下跌 0.4元（-1.9%）；

秦皇岛-宁波运价（1.5-2万 DWT）报收于 35.0元/吨，较上周持平。 

 

 风险提示：煤价大幅波动风险；下游需求增长低于预期；安全事故生

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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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周观点 

1.1.6 月原煤产量增速由负转正，来水偏丰挤压火电 

6月国内煤炭产量有所回调，山西地区环比增量明显。从国内生产端看，据国家统计局，

2024年 6月，全国规上工业原煤产量为 4.05亿吨，同比上升 3.61%，增速实现由负转正，环

比+5.61%。2024 年 6 月日均产量 1351.3 万吨，为近三年第二高位，仅次于 2023 年 11 月份

的 1379.9万吨。2024年 1-6月全国规上工业原煤产量 22.7 亿吨，同比-1.7%,累计降幅进一

步收窄。分省单月来看，山西省 6 月原煤产量 11456万吨，同比-6.5%，环比+8.42%；其次是

内蒙古，产量为 10815.1 万吨，同比+9.7%，环比+7.56%；陕西省位居第三，产量为 6633.9

万吨，同比+1.1%，环比+0.01%。累计数据来看，2024 年 1-6 月产量最大的依次为内蒙古、

山西、陕西。其中内蒙古累计原煤产量 63386.6万吨，占全国累计产量的 27.98%，同比+3.8%；

山西累计原煤产量 58788.7万吨，占全国累计产量的 25.95%，同比-13.5%；陕西累计原煤产

量 37552.5万吨，占全国累计产量的 16.58%，同比+1.5%。上述数据显示，6月山西省原煤产

量进一步恢复，环比增幅在 5 月的基础上再次扩大，月度产量恢复至 2022 年同期水平主要

为“三超”等专项检查在 5月底结束后外加进入用煤旺季带动产量增加，不过同比情况仍然

不够乐观，降幅依旧较为明显。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统计与信息部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2024

年 1-6 月排名前 10 家企业原煤产量合计为 11.4 亿吨，同比减少 4659 万吨，占规模以上企

业原煤产量的 50.2%，其中地处山西的晋能控股集团同比降幅-16.5%，山西焦煤集团-14.1%，

潞安化工集团-16.4%。 

 

图1.全国原煤月度产量（万吨）  图2.全国原煤月度产量增速（%）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投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投证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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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山西原煤产量情况（万吨）  图4.全国原煤日均产量（万吨）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投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投证券研究中心 

 

第二季度进口煤量依旧维持高位，同比增速显著提升。从进口端看，据海关总署，2024

年 4 月-6 月我国进口煤炭数量分别为 4525 万吨、4382 万吨和 4460 万吨，同比增速分别为

+11.3%、+10.7%和+11.87%，增速相比 3月的 0.5%均有明显提升。1-6月进口煤炭 2.5亿吨，

同比+12.5%，创下历史新高。据煤炭资源网，目前电厂已基本完成 8月的进口煤采购，近期

招标到厂时间大多在 9月中旬前后，同时亦有电厂开始招标 9月船期进口煤，预计后续进口

量将继续维持在相对高位。考虑到 2024年我国已进入“稳产保供”阶段，今年上半年一系列

安全检查已经影响内产释放，作为国内沿海电厂供煤的有效补充，进口煤将有助于保障国内

煤炭安全稳定供应的同时一定程度平抑价格大幅波动。 

 

图5.我国月度煤炭进口量（万吨）  图6.我国进口煤当月进口单价（美元/吨）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国投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国投证券研究中心 

 

6月全国火力发电同比降幅扩大，来水修复显著挤压火电。据国家统计局，2024年 6月，

规上工业发电量 768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3%，增速与 5月持平；规上工业日均发电 256.2

亿千瓦时。1-6月份，规上工业发电量 4435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2%。分品种看，6月份，

规上工业火电、核电降幅扩大，水电增速加快，风电由降转增，太阳能发电增速回落。其中，

规上工业火电同比下降 7.4%，降幅比 5 月份扩大 3.1 个百分点；规上工业水电增长 44.5%，

增速比 5 月份加快 5.9 个百分点；规上工业核电下降 4.0%，降幅比 5 月份扩大 1.6 个百分

点；规上工业风电增长 12.7%，5月份为下降 3.3%；规上工业太阳能发电增长 18.1%，增速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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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份回落 11.0 个百分点。6 月全国火力发电创过去 21 个月以来最大同比降幅，主要原因

为 6 月南方降雨量明显增多，且主要流域来水明显好于去年，随着长江流域进入梅雨天气，

水电持续增发，挤占效应显著增强。 

 

图7.我国火电/水电发电量同比（%）  图8.我国风电/太阳能发电量同比（%）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投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投证券研究中心 

 

1.2.投资策略 

从投资策略看，动力煤方面，考虑到当前宏观经济和资本市场复杂多变，十年期国债收

益率水平接近历史低位水平，高股息率资产成为低利率环境下不确定时代下拥有较高确定性

收益的资产。现货价格波动下，应当继续考虑长协占比较高、盈利较为稳定，可以为高股息

提供盈利支撑的相关标的，建议关注盈利稳健、历年分红可观的【中国神华】、【陕西煤业】。

炼焦煤方面，精煤洗选率下降叠加安全事故频发，安监压力陡增情况下国内焦煤产量难言成

长。在未来高炉大型化和钢铁工业转型发展新趋势下，国内对于优质主焦煤的需求或更为迫

切，建议关注【淮北矿业】、【平煤股份】、【恒源煤电】、【山西焦煤】、【潞安环能】。此外，新

一轮国企改革正当时，“一利五率”结合“市值管理”有望驱动煤炭央企 ROE持续改善，助力

估值重塑，重点推荐各财务指标逐步修复，新产能释放带来成长空间的煤炭央企【中煤能源】，

同时建议关注【上海能源】、【电投能源】。煤电一体化板块，能源安全背景下，重点推荐位于

安徽省的中煤集团旗下上市央企【新集能源】、在煤电一体化运营上具备丰富经营的安徽省属

企业【淮河能源】、煤炭开采成本优势凸显的陕西国企【陕西能源】，建议关注其他省属煤电

联营企业【苏能股份】、【盘江股份】。 

 

2.市场回顾 

2.1.板块及个股表现 

本周上证指数上涨 0.37%，沪深 300指数上涨 1.92%，创业板指数上涨 2.49%，煤炭行业

指数（中信）上涨 0.42%。本周板块个股涨幅前 5 名分别为：兖矿能源、陕西煤业、中国神

华、中煤能源、山煤国际，本周板块个股跌幅前 5名分别为：甘肃能化、淮河能源、金能科

技、电投能源、陕西黑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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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本周市场主要指数表现  图10.本周煤炭行业个股涨跌幅前 5名表现 

 

 

 

资料来源：Wind、国投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Wind、国投证券研究中心 

 

图11.煤炭指数表现及估值情况 

 

资料来源：Wind、国投证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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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煤炭行业一览 

图12.本周煤炭行业相关数据一览 

 

资料来源：煤炭市场网、Wind、煤炭资源网、国投证券研究中心 

 

2.2.1.煤炭价格 

据煤炭市场网，截至 2024 年 7 月 20 日，环渤海动力煤价格指数报收于 715 元/吨，较

上周持平。 

据 Wind，截至 2024 年 7月 20 日，动力煤 CCI5500长协指数报收于 700 元/吨，较上周

持平；动力煤 CCI5500 大宗指数报收于 853 元/吨，较上周持平；动力煤 CCI5500 综合指数

报收于 761元/吨，较上周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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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环渤海动力煤价格指数（元/吨）  图14.动力煤 CCI5500长协/大宗/综合指数（元/吨） 

 

 

 

资料来源：煤炭市场网、国投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Wind、国投证券研究中心 

 

据 Wind，截至 2024 年 7 月 20 日，纽卡斯尔动力煤现货价报收于 132.8 美元/吨，较上

周下跌 1.0 美元/吨（-0.8%）；欧洲 ARA 动力煤现货价报收于 108.5 美元/吨，较上周持平；

理查德 RB动力煤现货价报收于 107.1美元/吨，较上周上涨 0.8美元/吨（0.8%）。 

 

图15.国际动力煤现货价格走势（美元/吨） 

 

资料来源：Wind、国投证券研究中心 

 

据煤炭资源网，截至 2024 年 7 月 20 日，山西大同动力煤车板价报收于 768 元/吨，较

上周下跌 7 元/吨（-0.9%）；山西阳泉平定县动力煤车板价报收于 778 元/吨，较上周下跌 7

元/吨（-0.9%）。陕西榆林动力块煤坑口价报收于 835元/吨，较上周持平；韩城动力煤车板

价报收于 740 元/吨，较上周持平。内蒙古鄂尔多斯达拉特旗混煤坑口价报收于 460 元/吨，

较上周下跌 2 元/吨（-0.4%）；内蒙古包头市动力煤车板价报收于 657 元/吨，较上周下跌 3

元/吨（-0.5%）。 

据 Wind，截至 2024 年 7 月 20 日，秦皇岛港动力末煤(Q5500)平仓价报收于 846 元/吨，

较上周下跌 6.0元/吨（-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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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山西省动力煤产地价格（元/吨）  图17.陕西省动力煤产地价格（元/吨） 

 

 

 

资料来源：煤炭资源网、国投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煤炭资源网、国投证券研究中心 

 

图18.内蒙古动力煤产地价格（元/吨）  图19.秦皇岛港动力末煤(Q5500)平仓价（元/吨） 

 

 

 

资料来源：煤炭资源网、国投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煤炭资源网、国投证券研究中心 

 

2.2.2.煤炭库存 

据煤炭市场网，截至 2024 年 7 月 20 日，CCTD 主流港口合计库存为 7275.7 万吨，较上

周减少 134.2万吨（-1.1%）；沿海港口库存为 6090.9万吨，较上周减少 114.9万吨（-1.9%）；

内河港口库存为 1184.9 万吨，较上周减少 19.2 万吨（-1.6%）；北方港口库存为 3326.7 万

吨，较上周减少 112.6万吨（-3.3%）；南方港口库存为 3949.1 万吨，较上周减少 21.6万吨

（-0.5%）；华东港口库存为 2335.2万吨，较上周减少 36.3 万吨（-1.5%）；华南港口库存为

2089.2 万吨，较上周增加 21.7万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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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CCTD主流港口合计库存（万吨）  图21.沿海/内河港口库存（万吨） 

 

 

 

资料来源：煤炭市场网、国投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煤炭市场网、国投证券研究中心 

 

图22.北方/南方港口库存（万吨）  图23.华东/华南港口库存（万吨） 

 

 

 

资料来源：煤炭市场网、国投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煤炭市场网、国投证券研究中心 

 

据煤炭资源网，截至 2024年 7月 20日，六大电厂合计日耗 92.7万吨，较上周增加 2.4

万吨（2.7%）；六大电厂合计库存为 1463.1万吨，较上周减少 20.8万吨（-1.4%）；六大电厂

合计可用天数为 15.7天，较上周减少 0.7万吨（-4.3%）。 

 

图24.六大电厂合计日耗（万吨） 

 

资料来源：煤炭资源网、国投证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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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六大电厂合计库存（万吨）  图26.六大电厂合计可用天数（天） 

 

 

 

资料来源：煤炭资源网、国投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煤炭资源网、国投证券研究中心 

 

2.2.3.煤炭运价 

据煤炭市场网，截至 2024 年 7 月 20 日，中国沿海煤炭运价综合指数报收于 563.2 点，

较上周下跌 22.1点（-3.8%）；秦皇岛-广州运价（5-6万 DWT）报收于 33.3元/吨，较上周下

跌 0.1元/吨（-0.3%）；秦皇岛-上海运价（4-5万 DWT）报收于 20.8元/吨，较上周下跌 0.4

元（-1.9%）；秦皇岛-宁波运价（1.5-2万 DWT）报收于 35.0 元/吨，较上周持平。 

 

图27.中国沿海煤炭运价综合指数  图28.中国沿海煤炭运价情况（元/吨） 

 

 

 

资料来源：煤炭市场网、国投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煤炭市场网、国投证券研究中心 

 

 

3.产业动态 
1-6 月份全国规上工业原煤产量 22.7 亿吨 同比下降 1.7% 

7月 15 日，据国家统计局，6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以下简称规上工业）原煤、原油、天然

气、电力生产平稳增长。原煤生产由降转增。6 月份，规上工业原煤产量 4.1 亿吨，同比增

长 3.6%，增速由负转正，5 月份为下降 0.8%；日均产量 1351.3 万吨。进口煤炭 4460 万吨，

同比增长 11.9%。1—6 月份，规上工业原煤产量 22.7 亿吨，同比下降 1.7%。进口煤炭 2.5

亿吨，同比增长 12.5%。原油生产增速加快。6月份，规上工业原油产量 1795万吨，同比增

长 2.4%，增速比 5月份加快 1.8个百分点；日均产量 59.8万吨。进口原油 4645万吨，同比

下降 10.7%。1—6月份，规上工业原油产量 10705万吨，同比增长 1.9%。进口原油 27548万

吨，同比下降 2.3%。原油加工有所下降。6月份，规上工业原油加工量 5832万吨，同比下降

3.7%，降幅比 5月份扩大 1.9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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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ctd.com.cn/show-361-243554-1.html 

 

山东省：到 2025 年全省重点区域煤炭消费量较 2020年下降 10%左右 

7 月 16 日，据山东省人民政府，山东省人民政府印发《山东省空气质量持续改善暨第三轮

“四减四增”行动实施方案》。《实施方案》明确了产业结构绿色升级、能源结构清洁低碳高

效发展、交通结构绿色转型、面源污染精细化管理提升等九大行动。其中提到，严格合理控

制煤炭消费总量。到 2025 年，全省重点区域煤炭消费量较 2020 年下降 10%左右，重点削减

非电力用煤。重点区域新、改、扩建用煤项目，依法实行煤炭等量或减量替代，替代方案不

完善的不予审批；不得将使用石油焦、焦炭、兰炭、油母页岩等高污染燃料作为煤炭减量替

代措施。完善煤炭消费减量替代管理办法，煤矸石、原料用煤不纳入煤炭消费总量考核。对

支撑电力稳定供应、电网安全运行、清洁能源大规模并网消纳的煤电项目及其用煤量应予以

合理保障。原则上不再新增自备燃煤机组，支持自备燃煤机组实施清洁能源替代。 

https://www.cctd.com.cn/show-115-243568-1.html 

 

关于印发《煤电低碳化改造建设行动方案(2024—2027年)》的通知 

7月 16 日，据国家发改委，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加大节能降碳工作力度，统筹推进存量煤电机组低碳化改造和新上煤电机组低碳化建设，加

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制定了《煤电低碳化改造建设行动方案（2024—2027年）》。 

https://www.cctd.com.cn/show-28-243577-1.html 

 

山西省：到今年 6月已累计建成 128 座智能化煤矿 

7月 16 日，据山西日报，综改五年以来，山西省积极推动能源全产业链发展、打造世界能源

科技创新策源地、建设全国重要能源交易市场等，让山西实现从“煤老大”到“能源革命排

头兵”的飞跃，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行稳致远。在打造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进程中，山

西省提出“五大基地”建设目标，即“煤炭绿色开发利用基地、非常规天然气基地、电力外

送基地、现代煤化工示范基地、煤基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基地”。煤炭领域智能化开采和绿色开

采步伐不断加快。到今年 6月，山西省已累计建成 128座智能化煤矿、1491处智能化采掘工

作面，3200处硐室实现无人值守，处于全国第一梯队。充填开采、保水开采、煤铝共采、煤

与瓦斯共采等先进采掘方式，在试点工作中不断积累技术和经验，为大面积推广提供支撑。

山西省煤炭先进产能占比由 2019 年的 68%提升至 2023年的 80%以上。 

https://www.cctd.com.cn/show-176-243581-1.html   

 

我国装机最大煤电一体化项目在陕西投产 

7月 16 日，据陕西日报， 7月 12日 17时 18分，陕投集团清水川能源公司三期 2×1000MW

扩建工程 6号机组顺利通过 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这标志着该机组由工程建设阶段迈入商

业运行阶段，圆满实现“双机双投”，也标志着我国装机最大煤电一体化项目在陕西投产。该

机组使用了由国家知识产权局认定的一项“世界首创”技术。陕投集团清水川能源公司三期

2×1000MW 扩建工程是陕西重点建设项目，也是国家重点建设的陕北至湖北±800 千伏特高

压直流输电工程配套电源点。该项目位于榆林市府谷县，总投资 74.89亿元，主要建设 2台

100 万千瓦高效超超临界间接空冷燃煤机组，其中 5号机组已于 1月 15日投产发电。 

https://www.cctd.com.cn/show-19-243582-1.html 

 

我国西煤东运第二大通道年货运量突破 2亿吨 

7 月 17 日，据中国煤炭网， 截至 7 月 14 日，国家能源集团朔黄铁路年累完成货物运输

20350 万吨，同比增加 1153.8 万吨，较去年提前 12 天突破 2 亿吨大关。朔黄铁路是我国继

大秦铁路之后第二条国家 I级双线电气化重载铁路，主要负责运营朔黄线、黄大线、黄万线

三条货运重载铁路，总运营里程达 889公里，是连通晋北高原与渤海湾畔黄骅港的咽喉要道，

也是我国“西煤东运”第二大通道。 

https://www.cctd.com.cn/show-39-24361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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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华煤炭出口政府间协议草案讨论会在俄罗斯能源部召开 

7月 19 日，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俄罗斯能源部近日发布消息称，俄中煤炭领域合作工作

组会议与会人员讨论了涉及对华煤炭出口的煤炭领域合作政府间协议草案。俄罗斯能源部在

电报频道发布消息说：“俄中煤炭领域合作工作组第十次会议在能源部召开，与会人员讨论了

旨在为对华煤炭出口创造有利条件的煤炭领域合作政府间协议草案。”工作组还讨论了俄中

煤炭行业合作发展前景以及与中国合作伙伴共同实施的扎舒兰煤矿开发工作。 

https://www.cctd.com.cn/show-113-243655-1.html 

 

新疆大平滩煤矿项目复工进入倒计时 

7 月 19 日，据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7 月 16 日，大平滩煤矿项目迎来西部能源公司全面

复工验收，项目复工进入倒计时。大平滩煤矿位于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市，前身为国家能源

集团青松库车矿业开发有限公司。矿区面积为 16.56平方千米，矿井地质储量 2.47亿吨，设

计生产能力 240万吨/年，项目建设工期 48个月。大平滩煤矿的开发建设，可将当地丰富的

煤炭资源优势转换为经济优势，对全面提升地区煤炭工业整体发展水平、实现煤炭资源的合

理开发利用、推进新疆库拜煤田煤电煤化工产业带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https://www.cctd.com.cn/show-22-243675-1.html 

 

4.重点公告 
新大洲 A:关于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 

公司 7 月 15 日发布公告，公司第十届监事会 2023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相关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及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

益的情形发表了独立意见。截至 2024 年 7 月 4 日止，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已收到股权

激励对象缴纳的入资款（增资款）合计人民币 6,976,000.00 元（陆佰玖拾柒万陆仟元整），

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 5,450,000.00 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人民币 1,526,000.00

元。各股东以货币出资 6,976,000.00 元。 

 

中煤能源:2024年 6月份主要生产经营数据公告 

公司 7月 15日发布 2024年 6月份的主要生产经营数据。煤炭业务方面，商品煤产量为 1,161

万吨，同比增长 0.2%，累计产量 6,650 万吨，同比下降 0.9%；商品煤销量为 2,437万吨，同

比增长 2.9%，累计销量 13,355万吨，同比下降 8.9%；自产商品煤销量为 1,168万吨，同比

增长 0.8%，累计销量 6,619万吨，同比增长 2.1%。 

 

昊华能源:2024年半年度经营数据公告 

公司 7月 16日发布公告，2024年二季度煤炭销售收入为 19.98亿元，同比增长 16.42%；上

半年煤炭销售收入为 41.46 亿元，同比增长 9.11%。2024 年二季度甲醇收入 2.24 亿元，同

比增长 0.35%；上半年甲醇收入 4.59 亿元，同比增长 14.49%。 

 

中国神华:关于子公司参与设立国能（北京）科创种子基金暨关联交易进展的公告 

公司 7 月 16 日发布公告，经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批准，

本公司所属国能神东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 6家子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合计出资 1.2亿

元，与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属国家能源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等 5 家子公司，

共同出资设立国能（北京）科创种子基金（有限合伙）。相关情况详见本公司于 2024年 5月

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中国神华关于子公司参与设立国能（北京）科创种子基

金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兖矿能源:2024年第二季度主要运营数据公告 

公司 7月 19日发布公告，2024年第二季度，公司及其附属公司商品煤产量 3444万吨，同比

增长 1.79%；商品煤销量 3661万吨，同比增长 7.58%。 

  

兖矿能源:关于控股股东增持计划实施进展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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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7月 19日发布公告，兖矿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于 2023年 11月 29日披露

了《兖矿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控股股东山东能源

集团有限公司（“山东能源”）计划在未来 12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及香港联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或场内交易等方式增持公司 A股和 H股

股份，A 股股份累计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1 亿元，不超过人民币 2 亿元；H 股股份累计增

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2亿元，不超过人民币 4亿元。公司于 2024年 7月 19日收到山东能源

通知，截至 2024年 7月 19日，山东能源累计增持公司 A股股份金额人民币 100,086,567.70

元；H股股份金额人民币 154,832,989.8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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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评级体系 
 
收益评级： 

领先大市 —— 未来 6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沪深 300指数 10%及以上； 

同步大市 —— 未来 6个月的投资收益率与沪深 300指数的变动幅度相差-10%至 10%； 

落后大市 —— 未来 6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沪深 300指数 10%及以上； 

风险评级： 

A —— 正常风险，未来 6个月的投资收益率的波动小于等于沪深 300指数波动； 

B —— 较高风险，未来 6个月的投资收益率的波动大于沪深 300指数波动； 

 

 

  

 分析师声明 

本报告署名分析师声明，本人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勤勉尽

责、诚实守信。本人对本报告的内容和观点负责，保证信息来源合法合规、研究方法专业

审慎、研究观点独立公正、分析结论具有合理依据，特此声明。 

 

 

 本公司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的说明 

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取得证券

投资咨询业务许可。本公司及其投资咨询人员可以为证券投资人或客户提供证券投资分

析、预测或者建议等直接或间接的有偿咨询服务。发布证券研究报告，是证券投资咨询业

务的一种基本形式，本公司可以对证券及证券相关产品的价值、市场走势或者相关影响因

素进行分析，形成证券估值、投资评级等投资分析意见，制作证券研究报告，并向本公司

的客户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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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机构或个人接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本公司的当然客户。 

本报告基于已公开的资料或信息撰写，但本公司不保证该等信息及资料的完整性、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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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保持在最新状态，本公司将随时补充、更新和修订有关信息及资料，但不保证及时公

开发布。同时，本公司有权对本报告所含信息在不发出通知的情形下做出修改，投资者应

当自行关注相应的更新或修改。任何有关本报告的摘要或节选都不代表本报告正式完整的

观点，一切须以本公司向客户发布的本报告完整版本为准，如有需要，客户可以向本公司

投资顾问进一步咨询。 

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本公司及所属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提到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

或期权并进行证券或期权交易，也可能为这些公司提供或者争取提供投资银行、财务顾问

或者金融产品等相关服务，提请客户充分注意。客户不应将本报告为作出其投资决策的惟

一参考因素，亦不应认为本报告可以取代客户自身的投资判断与决策。在任何情况下，本

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无论是否已经明示或暗示，

本报告不能作为道义的、责任的和法律的依据或者凭证。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亦不对任

何人因使用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所引致的任何损失负任何责任。 

本报告版权仅为本公司所有，未经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

复制、发表、转发或引用本报告的任何部分。如征得本公司同意进行引用、刊发的，需在允

许的范围内使用，并注明出处为“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中心”，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

任何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本报告的估值结果和分析结论是基于所预定的假设，并采用适当的估值方法和模型得出的，

由于假设、估值方法和模型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估值结果和分析结论也存在局限性，请

谨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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