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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Profit] 基本状况 

上市公司数量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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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ble_Finance]   重点公司基本状况 
简称 股价 

(元) 
EPS PE  

PB 

 

评级 2019 2020 2021E 2022E 2019 2020

E 

2021E 2022E 

昊华能源 11.73 0.22 0.04 1.52 1.66 53.3 293.3 7.7 7.1 1.69 买入 

兰花科创 11.48 0.58 0.33 1.62 1.93 19.8 35.0 7.1 5.9 1.15 买入 

兖州煤业 30.15 1.76 1.46 3.16 3.38 17.1 20.7 9.5 8.9 2.91 买入 

陕西煤业 14.52 1.18 1.54 1.71 1.84 12.3 9.4 8.5 7.9 2.03 买入 

潞安环能 14.55 0.80 0.65 2.41 2.49 18.2 22.4 6.0 5.8 1.43 买入 

山西焦煤 11.15 0.54 0.48 1.07 1.09 20.5 23.4 10.4 10.2 2.21 买入 

淮北矿业 14.64 1.68 1.60 2.46 2.67 8.7 9.2 6.0 5.5 1.43 买入 

平煤股份 11.54 0.59 0.90 0.93 0.97 19.6 12.8 12.4 11.9 1.77 买入 

 备注：股价为 10月 15日收盘价 

 投资要点 

 投资策略：近两周煤炭期货与股票的背离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上周动力煤

主力合约涨幅约 34%，而煤炭板块下跌 0.4%，期货合约大涨与基本面强劲、

期现价差大等有关系（最新贴水 500 元/吨以上），而煤炭股票的下跌，

与二级市场对中长期煤价的悲观预期有较大关系，股票市场交易的可能是

资本开支提升、供需矛盾实现解决的逻辑，针对此点，我们认为市场对煤

炭供应端的约束还存在较大预期差，即使强制去开新矿，也需要 3-5年的

投产周期，在需求每年小幅增长的背景下，未来若干年煤炭就是稀缺资源，

高煤价将是常态，存量产能就是高额利润，现在主流个股按照 50-60%去

分红，煤炭股的股息率预计将达到两位数级别。近期煤企三季报将陆续开

始披露，部分企业已经公布了业绩预告或经营数据，部分市场煤占比较高

的企业业绩增速快，验证了我们前期的判断，且煤价高位运行之下，未来

业绩有望持续向好，煤炭资产有待重新定价，股价对此反映并未充分，坚

守板块投资价值。优先推荐市场煤占比高及有产能增长弹性标的，动力煤

股建议关注：：昊华能源、兖州煤业、陕西煤业、中煤能源、中国神华。

冶金煤股建议关注：潞安环能、平煤股份、山西焦煤、淮北矿业、冀中能

源、山西焦化。无烟煤建议关注：兰花科创。焦炭股建议关注：开滦股份、

金能科技、中国旭阳集团、陕西黑猫。 

 动力煤方面，供应矛盾突出，煤价持续探高。本周秦港山西产 5500 大卡

动力煤价格 2292.50元/吨，周环比上涨 510元/吨。供给方面，受山西、

陕西洪涝灾害影响下，叠加近期内蒙古、黑龙江和陕西接连发生事故，煤

炭主产地的生产和运输均受到影响，加之大秦线检修运量受限，供应矛盾

仍然突出，市场延续偏强走势。进口方面，随着天气好转，印尼当地煤炭

生产恢复正常，中国买家需求强劲，带动印尼动力煤价格继续大幅上涨，

11 月船期的印尼 3800 大卡巴拿马型动力煤离岸价普遍在 150 美元/吨以

上，部分报价已达到 160 美元/吨。需求方面，东北地区即将供暖，开展

强势补库，随着主产区增产保供政策逐步推进，部分煤矿产量增加，多数

煤矿保供暂停或减少对外销售，市场煤更为紧张，各环节均处低库存，虽

受季节性影响，居民用电有所回落，但工业用电需求不减，水电淡季到来，

火电需求预期持续向好，煤价或将延续强势运行。 

 炼焦煤方面，受发运等影响，京唐港主焦煤价格首次补跌，预计整体回调

空间有限。本周京唐港山西产主焦煤库提价（含税）4100元/吨，周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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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跌 150元/吨。供需来看，前期山西地区部分线路不通，整体发运不畅，

焦煤企业内有些库存，主产地炼焦煤价格有所调整，回落煤种主要以高价

低硫主焦、肥煤和高硫瘦煤等煤种为主，但配焦煤种因保供价格坚挺。截

止 10月 14日，CCI山西低硫煤价格 3913元/吨，周环比下调 255元/吨，

CCI 山西高硫煤价格 3229元/吨，周环比上调 8 元/吨。受保供电煤影响，

焦煤供应有所收缩，叠加下游环节焦煤库存偏低，焦煤整体回调空间有限。

进口煤方面，受疫情影响，二连浩特口岸货物进口汽运已停止运输，目前

二连浩特运输主要以电煤为主，本周甘其毛都口岸通关虽然突破 300车，

但依然处于低位。 

 焦炭方面，供需较平衡，焦炭价格暂稳运行。截至 10月 15日，唐山地区

二级冶金焦价格为 4160元/吨，周环比持平。供应方面，环保及能耗管控

影响持续，多地焦企仍较大幅度限产，其中山西吕梁地区随着有关部门入

驻检查，个别涉及产能手续不全的焦企再次焖炉，其余焦企开工均不同程

度受限，山东地区继续严控焦炭产量，短期几无复产的可能。需求方面，

钢市限产再次启动，工信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通知对取暖季期间的京

津冀及周边地区的钢铁生产形成制约，减少市场钢铁供给。展望后市，虽

双控、环保、天气对产量有所影响，但需求也有所放缓，供需双降至较为

平衡状态，价格暂稳运行。 

 动力煤：港口煤价上涨，港口库存减少。（1）截至 10 月 15 日，秦皇岛

港 5500 大卡山西产动力煤价格 2292.50 元/吨，周环比上涨 510 元/吨。

（2）截至 10 月 14 日，纽卡斯尔动力煤价为 250.11 美元/吨，周环比上

涨 2.09%。（3）截至 9 月 30 日，秦皇岛港铁路调入量 38.1 吨，周环比

减少 8.5 万吨。（4）截至 10 月 15 日，秦皇岛港库存 408.0 万吨，周环

比增加 5.0万吨；广州港库存 245.2万吨，周环比减少 5.8万吨。 

 焦煤：国内焦煤价格环比下跌，焦化厂库存环比减少。（1）截至 10 月

15 日，京唐港山西产主焦煤库提价（含税）为 4100 元/吨，周环比下跌

150 元/吨。（2）截至 10 月 14 日，峰景矿硬焦煤价格 430.00 美元/吨,

周环比上涨 1.36%。（3）截 10月 15日，国内独立焦化厂（100家）炼焦

煤总库存 695.72万吨，周环比减少 14.05万吨。 

 焦炭：价格环比持平，焦化厂开工率下降。（1）截至 10 月 15 日，唐山

地区二级冶金焦价格为 4160元/吨，周环比持平。（2）截至 10月 15日，

国内独立焦化厂（100 家）焦炉生产率 66.56%，周环比下降 0.56%。(3)

截至 10 月 15 日，全国高炉开工率 54.01%，周环比下降 0.13%。（4）截

至 10 月 15 日，三类焦化企业（产能<100 万吨；产能 100-200 万吨；产

能>200万吨）焦炭总库存 44.79万吨，周环上升 0.83万吨。 

 行业要闻回顾：（1）主产地持续加大保供力度 超 1.7亿吨新长协将入市

（2）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的通

知（3）9月全国进口煤炭 3288.3万吨 同比增长 76.07%（4）太原铁路实

行新列车运行图 加大电煤运输保障力度（5）国家能源局：近日全国煤炭

日产量创 2月份以来新高 

 

 风险提示：经济增速不及预期；政策调控力度过大；可再生能源替代等；

煤炭进口影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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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煤：港口煤价上涨，港口库存增加 

 本周，秦皇岛港动力煤价格上涨。截至 10月 15 日： 

 5500 大卡山西产动力煤价格 2292.50 元/吨，周环比上涨 510 元/

吨； 

 山西地区动力煤价格上涨。截至 10月 8日： 

 大同矿区动力煤（Q5800）车板价(含税): 1523 元/吨，周环比上

涨 253元/吨； 

 朔州动力煤(Q>5200)车板价(含税):1513 元/吨，周环比上涨 253

元/吨； 

图表 1：本周秦皇岛动力煤价格上涨  图表 2：本周山西地区动力煤价格上涨 

 

 

 

来源：中泰证券研究所，wind  来源：中泰证券研究所，wind 

 本周，国际动力煤价格上涨。截 10月 14日： 

 纽卡斯尔动力煤价格为 250.11美元/吨，周环比上涨 2.09%； 

 欧洲 ARA 港口动力煤价格为 268.50美元/吨，周环比上涨 8.27%； 

 南非 RB动力煤价格为 241.25美元/吨，周环比上涨 4.32%。 

图表 3：本周国际动力煤价格上涨 

 
来源：中泰证券研究所，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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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秦皇岛港口煤炭铁路调入量增加。截至 10 月 15日，秦皇岛港铁路

调入量 54.2吨，周环比增加 9.3万吨。 

 本周，秦皇岛港口库存环比增加。截至 9月 30日： 

 秦皇岛港库存 408.0万吨，周环比增加 5.0 万吨； 

 广州港库存 245.2 万吨，周环比减少 5.8万吨。 

 

图表 4：本周秦皇岛港口煤炭铁路调入量增加  图表 5：本周秦皇岛港口煤炭库存环比增加 

 

 

 

来源：中泰证券研究所，wind  来源：中泰证券研究所，wind 

 沿海重点电厂煤炭库存环比下降，可用天数上升。截至 10月 13日，沿

海八省电厂煤炭库存量 1903.2万吨，日耗 169.7万吨，可用天数 11.2

天，环比（10月 6日）分别下降 13万吨、下降 11.1万吨、上升 0.6天。 

 长江口煤炭库存环比减少。截至 10月 15日，长江口煤炭库存量 239万

吨，周环比减少 22万吨。 

图表 6：沿海电厂煤炭可用天数环比下降（10月 13日）  图表 7：长江港口煤炭库存环比减少（万吨） 

 

 

 

来源：中泰证券研究所，煤炭资源网  来源：中泰证券研究所，煤炭资源网 

 动力煤小结及展望：供应矛盾突出，煤价持续探高。本周秦港

山西产 5500大卡动力煤价格 2292.50元/吨，周环比上涨 510

元/吨。供给方面，受山西、陕西洪涝灾害影响下，叠加近期内

蒙古、黑龙江和陕西接连发生事故，煤炭主产地的生产和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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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受到影响，加之大秦线检修运量受限，供应矛盾仍然突出，

市场延续偏强走势。进口方面，随着天气好转，印尼当地煤炭

生产恢复正常，中国买家需求强劲，带动印尼动力煤价格继续

大幅上涨，11月船期的印尼 3800大卡巴拿马型动力煤离岸价

普遍在 150美元/吨以上，部分报价已达到 160美元/吨。需求

方面，东北地区即将供暖，开展强势补库，随着主产区增产保

供政策逐步推进，部分煤矿产量增加，多数煤矿保供暂停或减

少对外销售，市场煤更为紧张，各环节均处低库存，虽受季节

性影响，居民用电有所回落，但工业用电需求不减，水电淡季

到来，火电需求预期持续向好，煤价或将延续强势运行。 

 

 

焦煤：国内焦煤价格环比下跌，焦化厂库存环比减少 

 港口焦煤价格周环比下跌。截至 10月 15日，京唐港山西产主焦煤库提

价（含税）为 4100元/吨，环比下跌 150元/吨。 

 本周国际炼焦煤价格上涨。截至 10月 14日，峰景矿硬焦煤价格 430.00

美元/吨,周环比上涨 1.36%；低挥发喷吹煤价格 304.50美元/吨，周环

比上涨 4.28%。  

图表 8：本周京唐港主焦煤库提价环比下跌  图表 9：本周国际炼焦煤价格上涨 

 

 

 

来源：中泰证券研究所，wind  来源：中泰证券研究所，wind 

 炼焦煤港口库存环比持平。截止 10月 15日，京唐港库 297万吨，周环

比持平。 

 独立焦化厂炼焦煤库存减少，可用天数环比下降。截至 10月 15日，国

内独立焦化厂（100家）炼焦煤总库存 695.72万吨，周环比减少 14.05

万吨，炼焦煤可用天数 16.05天，周环比下降 0.15天。 

 

 

 

 

 

 

图表 10：港口炼焦煤库存环比持平  图表 11：焦化厂炼焦煤库存环比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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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泰证券研究所，wind  来源：中泰证券研究所，wind 

 炼焦煤小结及展望：受发运等影响，京唐港主焦煤价格首次补跌，预计

整体回调空间有限。本周京唐港山西产主焦煤库提价（含税）4100 元/

吨，周环比下跌 150元/吨。供需来看，前期山西地区部分线路不通，整

体发运不畅，焦煤企业内有些库存，主产地炼焦煤价格有所调整，回落

煤种主要以高价低硫主焦、肥煤和高硫瘦煤等煤种为主，但配焦煤种因

保供价格坚挺。截止 10 月 14 日，CCI 山西低硫煤价格 3913 元/吨，周

环比下调 255元/吨，CCI山西高硫煤价格 3229 元/吨，周环比上调 8元

/吨。受保供电煤影响，焦煤供应有所收缩，叠加下游环节焦煤库存偏低，

焦煤整体回调空间有限。进口煤方面，受疫情影响，二连浩特口岸货物

进口汽运已停止运输，目前二连浩特运输主要以电煤为主，本周甘其毛

都口岸通关虽然突破 300车，但依然处于低位。 

 

焦炭：价格环比持平，焦化厂开工率下降 

 本周，国内主要城市焦炭价格环比持平。截 10月 15日，唐山地区二级

冶金焦价格为 4160元/吨，周环比持平。 

 本周，螺纹钢价格环比下跌。截至 10月 15日，螺纹钢（上海 HRB40020mm）

现货价格为 5840.00元/吨，周环比下跌 190元/吨。 

 

 

 

 

 

 

 

 

 

 

 

 

 

图表 12：本周唐山地区焦炭价格环比持平  图表 13：本周螺纹钢现货价格环比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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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焦煤库存:京唐港

单位：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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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焦煤总库存:国内独立焦化厂(100家):合计

炼焦煤可用天数:独立焦化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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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泰证券研究所，wind  来源：中泰证券研究所，wind 

 本周，焦化厂生产率环比下降，焦化厂开工率下降。截至 10 月 15 日，

国内独立焦化厂（100 家）焦炉生产率 66.56%，周环比下降 0.56%；截

至 10月 15日，产能小于 100万吨的焦化企业（100家）开工率 45.86%，

周环比下降 0.5%；产能在 100-200万吨的焦化企业（100家）开工率环

比下降 2.4%至 61.54%；产能大于 200万吨的焦化企业（100家）开工率

周环比上升 0.09%至 71.74%。 

 

图表 14：本周全国独立焦化厂生产率环比下降  图表 15：分类焦化厂开工率情况 

 

 

 
来源：中泰证券研究所，wind  来源：中泰证券研究所，wind 

 本周，全国高炉开工率周环比下降。截至 10月 15日，全国高炉开工率

54.01%，周环比下降 0.13%；唐山钢厂高炉开工率 54.76%，周环比下降

0.8%。截 10月 15日，全国螺纹钢主要钢厂开工率 53.44%，周环比上升

1.64%。 

 

 

 

 

 

 

 

图表 16：本周全国高炉开工率周环比下降   图表 17：螺纹钢主要钢厂开工率环比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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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冶金焦价格: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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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螺纹钢:HRB400 20mm:上海

单位：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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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泰证券研究所，wind   来源：中泰证券研究所，wind 

 

 钢厂焦炭库存环比上升，焦化企业库存环比上升。截至 10月 15日，国

内样本钢厂（110家）焦炭库存 410.96万吨，周环比上升 2.2万吨；截

至 10月 15日，三类焦化企业（产能<100万吨；产能 100-200万吨；产

能>200万吨）焦炭总库存 44.79万吨，周环上升 0.83万吨。 

 

 焦炭小结及展望：供需较平衡，焦炭价格暂稳运行。截至 10 月 15 日，

唐山地区二级冶金焦价格为 4160 元/吨，周环比持平。供应方面，环保

及能耗管控影响持续，多地焦企仍较大幅度限产，其中山西吕梁地区随

着有关部门入驻检查，个别涉及产能手续不全的焦企再次焖炉，其余焦

企开工均不同程度受限，山东地区继续严控焦炭产量，短期几无复产的

可能。需求方面，钢市限产再次启动，工信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通

知对取暖季期间的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钢铁生产形成制约，减少市场钢

铁供给。展望后市，虽双控、环保、天气对产量有所影响，但需求也有

所放缓，供需双降至较为平衡状态，价格暂稳运行。 

 

 

投资策略：简单探讨煤炭期货与股票的背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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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炉开工率:全国 唐山钢厂:高炉开工率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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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纹钢:主要钢厂开工率:全国

单位：%

图表 18：国内样本钢厂焦炭库存环比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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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表 19：焦化厂合计焦炭库存环比上升 

 

 

 

来源：中泰证券研究所，wind  来源：中泰证券研究所，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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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策略：近两周煤炭期货与股票的背离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上周动力

煤主力合约涨幅约 34%，而煤炭板块下跌 0.4%，期货合约大涨与基本面

强劲、期现价差大等有关系（最新贴水 500元/吨以上），而煤炭股票的

下跌，与二级市场对中长期煤价的悲观预期有较大关系，股票市场交易

的可能是资本开支提升、供需矛盾实现解决的逻辑，针对此点，我们认

为市场对煤炭供应端的约束还存在较大预期差，即使强制去开新矿，也

需要 3-5 年的投产周期，在需求每年小幅增长的背景下，未来若干年煤

炭就是稀缺资源，高煤价将是常态，存量产能就是高额利润，现在主流

个股按照 50-60%去分红，煤炭股的股息率预计将达到两位数级别。近期

煤企三季报将陆续开始披露，部分企业已经公布了业绩预告或经营数据，

部分市场煤占比较高的企业业绩增速快，验证了我们前期的判断，且煤

价高位运行之下，未来业绩有望持续向好，煤炭资产有待重新定价，股

价对此反映并未充分，坚守板块投资价值。 

 优先推荐市场煤占比高及有产能增长弹性标的，动力煤股建议关注：昊

华能源（市场化定价，业绩弹性非常大）；兖州煤业（煤炭、煤化工双

轮驱动，弹性高分红标的）；陕西煤业（资源禀赋优异的成长龙头，业

绩稳健高分红）；中煤能源（煤炭产能仍有扩张预期，煤化工业务提供

业绩弹性）；中国神华（煤企巨无霸，业绩稳定高分红）。冶金煤建议

关注：潞安环能（市场煤占比高，业绩弹性大）；平煤股份（高分红的

中南地区焦煤龙头，减员增效空间大；山西焦煤（炼焦煤行业龙头，山

西国企改革标的）；淮北矿业（低估值区域性焦煤龙头，焦煤、砂石骨

料、煤焦化等多项业绩增长点齐头并进）；山西焦化（持股中煤华晋 49%

股权，焦煤资产业绩弹性大）；冀中能源（市场化销售机制，低估值区

域焦煤龙头）。无烟煤建议关注：兰花科创（煤炭化工一体化，未来产

能增量可期，煤价弹性大）；焦炭股建议关注：开滦股份（低估值的煤

焦一体化龙头）；金能科技（盈利能力强的焦炭公司，青岛 PDH 新项目

将成公司增长引擎）；中国旭阳集团（焦炭行业龙头，市占率持续提升）；

陕西黑猫（成长逻辑强，量价齐升）。 

 

 

 

 

 

 

 

 

 

 

 

 

 

 

 

 

图表 20：重点公司盈利预测与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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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行业重要事件回顾 

主产地持续加大保供力度 超 1.7亿吨新长协将入市 

 近日，在国家上层的要求下，山西、内蒙古、陕西等三大煤炭主产地持

续加大保供力度，陆续公布了相应的保供任务量及分配情况。其中，山

西已安排 5300万吨保供 14 个省(区、市)四季度煤炭中长期合同对接；

内蒙古将 18个省(区、市)5300万吨煤源任务已全部分解到 29户重点煤

炭生产企业；陕西省编制了国家下达给陕西省保障湖南、湖北等 14省(区、

市)3900 万吨煤炭的任务分解表，并协调落实省内火电企业四季度保障

发电供热用煤 926万吨需求。（来源：煤炭资源网）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的通知 

 按照电力体制改革“管住中间、放开两头”总体要求，有序放开全部燃

煤发电电量上网电价，扩大市场交易电价上下浮动范围，推动工商业用

户都进入市场，取消工商业目录销售电价，保持居民、农业、公益性事

业用电价格稳定，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

政府作用，保障电力安全稳定供应，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动构建

新型电力系统，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改革内容：有序放开全

部燃煤发电电量上网电价、扩大市场交易电价上下浮动范围、推动工商

业用户都进入市场。保障措施：全面推进电力市场建设，加强与分时电

价政策衔接，避免不合理行政干预，加强煤电市场监管。（来源：煤炭

资源网）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备注：股价取 2021年 10月 15日收盘价；标注（+）的公司为中泰煤炭团队预测 EPS，其他为 wind一致预期。 

 

公司代码 公司名称 股价（元） 18A 19A 20A 21E 22E 23E 18A 19A 20A 21E 22E 23E 评级

601088.SH中国神华（+） 21.96 2.21 2.17 1.97 2.62 2.74 2.84 10 10 11 8 8 8 买入
601225.SH 陕西煤业(+) 14.52 1.10 1.18 1.54 1.71 1.84 1.92 13 12 9 8 8 8 买入

600188.SH 兖州煤业(+) 30.15 1.61 1.76 1.46 3.16 3.38 3.50 19 17 21 10 9 9 买入
601101.sh 昊华能源（+） 11.73 0.63 0.22 0.04 2.08 2.52 3.00 19 53 293 6 5 4 买入

601001.SH 晋控煤业 11.91 0.39 0.54 0.52 1.43 1.39 1.47 31 22 23 8 9 8 未评级

601898.SH 中煤能源 8.14 0.26 0.42 0.45 0.83 0.83 0.88 31 19 18 10 10 9 未评级

600985.SH淮北矿业（+） 14.64 1.68 1.68 1.60 2.46 2.67 2.86 9 9 9 6 5 5 买入

000983.SZ 山西焦煤(+) 11.15 0.57 0.54 0.48 1.07 1.09 1.12 19 21 23 10 10 10 买入

600395.SH 盘江股份(+) 9.30 0.57 0.66 0.52 0.71 0.83 0.94 16 14 18 13 11 10 买入

601666.SH平煤股份（+） 11.54 0.30 0.50 0.60 0.98 1.02 1.06 38 23 19 12 11 11 买入

601699.SH潞安环能（+） 14.55 0.89 0.80 0.65 2.41 2.49 2.58 16 18 22 6 6 6 买入
000937.SZ冀中能源（+） 6.97 0.25 0.26 0.22 1.08 1.95 2.06 28 27 31 6 4 3 买入

无烟煤 600123.SH兰花科创（+） 11.48 0.95 0.58 0.33 1.62 1.93 2.24 12 20 35 7 6 5 买入
600740.SH 山西焦化(+) 7.96 1.21 0.31 0.56 1.22 1.25 1.28 7 25 14 7 6 6 买入

603113.SH 金能科技(+) 16.22 1.88 1.13 1.28 2.01 2.76 2.96 9 14 13 8 6 5 买入

600997.SH开滦股份（+） 9.29 0.86 0.72 0.68 1.31 1.41 1.46 11 13 14 7 7 6 增持

601015.SH陕西黑猫（+） 8.27 0.26 0.02 0.17 0.71 0.82 0.94 32 414 49 12 10 9 增持

000723.SZ 美锦能源 10.99 0.44 0.23 0.17 0.63 0.59 0.70 25 48 65 17 19 16 未评级

19 42 37 9 8 8

剔除异常（负值及超过500）后平均 19 42 37 9 8 8

EPS PE

简单平均

分类

动力煤

焦煤

焦炭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重要声明部分 - 13 - 

行业周报 

9 月全国进口煤炭 3288.3万吨 同比增长 76.07% 

 海关总署 10 月 13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 2021 年 9 月份进口煤炭

3288.3万吨，较去年同期的 1867.6万吨增加1420.7万吨，增长 76.07%。

较 8 月份的 2805.2 万吨增加 483.1 万吨，增长 17.22%。9 月份煤炭进

口额为 391320 万美元，同比增长 233.66%，环比增长 25.76%。据此

推算进口单价为 119.0 美元/吨，同比上涨 56.21 美元/吨，环比上涨 8.08

美元/吨。2021 年 1-9 月份，全国共进口煤炭 23039.6 万吨，同比下降

3.6%，降幅较前 8 月收窄 6.7 个百分点；累计进口金额 2104900 万美

元，同比增长 26.1%。（来源：煤炭资源网） 

太原铁路实行新列车运行图 加大电煤运输保障力度 

 自 11日零时起，太原铁路开始实行第四季度新的列车运行图，加大了电

煤运输保障力度。山西作为煤炭大省，近日与河北、山东、江苏等 14

个省(区、市)签订了四季度煤炭中长期保供合同，保障能源供应。太原

局集团公司利用此次调图，积极优化货物列车开行，大秦线湖东往返柳

村南间每日安排 1.5万吨、2.1万吨重载列车运行，日开行 87对，全力

满足各地电煤需求。（来源：煤炭资源网） 

国家能源局：近日全国煤炭日产量创 2月份以来新高 

 在国新办 10 月 13 日举行的政策吹风会上，国家能源局副局长余兵介绍

称，国家能源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能源保供的决策部署，

积极会同有关部门、重点产煤省区细化措施，全力以赴做好煤炭增产增

供工作。近期主要开展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现场督导煤炭增产增供、

消除不合理的限产措施、压紧压实煤炭增产增供责任、国庆期间针对性

开展督促和检查、强化煤炭产量调度、研究进一步释放产能。通过上述

的一些措施，应该说煤炭产量取得较为显著的增长。近日，煤炭日产量

已经稳定在 1120 万吨以上，比国庆节前增加了 80 万吨，创造了今年 2

月份以来的新高。从重点的产煤地区来看，晋陕蒙日均产煤量已经超过

800 万吨，发挥了大省大矿作用。（来源：煤炭资源网） 

 

 

风险提示 

 

 （1）经济增速不及预期风险。中小城市房地产市场降温、地方政府

财政吃紧、与美国贸易问题等，都可能引发经济需求不及预期风险，

进而可能拖累电力、粗钢、建材等消费，影响煤炭产销量和价格。 

 （2）政策调控力度过大风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仍是主导行业供需

格局的重要因素，但为了保供应稳价格，可能使得行政性调控手段

存在力度过大风险。 

 （3）可再生能源持续替代风险。国内水力发电的装机规模较大，若

水力发电超预期增发则会引发对火电的替代。风电、太阳能、核电

等新能源产业持续快速发展，虽然目前还没有形成较大的规模，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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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的替代需求影响将持续存在，目前还处在量变阶段。 

 （4）煤炭进口影响风险。随着世界主要煤炭生产国和消费国能源结

构的不断改变，国际煤炭市场变化将对国内煤炭市场供求关系产生

重要影响，从而对国内煤企的煤炭生产、销售业务产生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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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评级说明： 

 评级 说明 

股票评级 

买入 预期未来 6~12个月内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 15%以上 

增持 预期未来 6~12个月内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 5%~15%之间 

持有 预期未来 6~12个月内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10%~+5%之间 

减持 预期未来 6~12个月内相对同期基准指数跌幅在 10%以上 

行业评级 

增持 预期未来 6~12个月内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 10%以上 

中性 预期未来 6~12个月内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10%~+10%之间 

减持 预期未来 6~12个月内对同期基准指数跌幅在 10%以上 

备注：评级标准为报告发布日后的 6~12个月内公司股价（或行业指数）相对同期基准指数的相对市场表现。

其中 A股市场以沪深 300指数为基准；新三板市场以三板成指（针对协议转让标的）或三板做市指数（针对做

市转让标的）为基准；香港市场以摩根士丹利中国指数为基准，美股市场以标普 500指数或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为基准（另有说明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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