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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煤炭行业经济运行报告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

2023年，我国宏观经济回升向好，发展质量稳步提升，

国内煤炭需求保持平稳增长。产煤省区和煤炭企业扎实做好

煤炭增产保供工作，煤炭优质产能有序释放，煤炭产量保持

增长，煤炭进口量再创新高，国内煤炭供需总体平衡，煤炭

行业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有序。

一、2023 年煤炭行业运行情况

（一）煤炭消费。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3 年全国能

源消费总量 57.2 亿吨标准煤，比上年增长 5.7%。煤炭消费

量增长5.6%，原油消费量增长9.1%，天然气消费量增长7.2%，

电力消费量增长 6.7%。随着能源消费绿色低碳转型进程的加

快，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为 55.3%，比上年下降

0.7 个百分点。

（二）煤炭产量。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3 年全国原

煤产量完成 47.1 亿吨，比上年增长 3.4%。煤炭先进产能平

稳有序释放，兜底保障作用充分发挥。中煤协会直报大型企

业原煤产量完成 31.6 亿吨，增长 4.4%，占全国原煤产量的

67.1%。

（三）煤炭进出口。根据国家海关数据，2023 年全国煤

炭进口量 47441.60 万吨，比上年增长 61.8%，出口 447 万吨，

增长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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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煤炭发运。根据协会数据，2023 年全国铁路累计

发运煤炭 27.5 亿吨，比上年增长 2.6％。

（五）煤炭库存。根据协会数据，2023 年末，全国煤炭

企业存煤比上年末增长 1.5%；全国火电厂存煤处于历史高

位，存煤可用约 26 天；主要港口存煤比上年末增长 14.1%；

其中环渤海港口存煤增长 8.2%。

（六）煤炭价格。动力煤长协合同价格基本平稳。2023

年 12 月份，秦皇岛港 5500 大卡下水动力煤中长期合同价格

710 元/吨，同比下跌 18 元/吨；2023 年长协合同均价 714

元/吨，比上年下跌 8 元/吨。动力煤市场价格回落。2023 年

末，环渤海港口 5500 大卡动力煤市场报价 930 元/吨左右，

同比下跌 290 元/吨；2023 年市场均价 971 元/吨，比上年下

跌 324 元/吨。炼焦煤长协合同价格下跌。2023 年 12 月份，

山西吕梁部分十二级主焦煤长协合同价格 2010 元/吨，同比

下跌 280 元/吨；2023 年长协合同均价 2053 元/吨，比上年

下跌 187 元/吨。炼焦煤市场价格先跌后涨。2023 年末，山

西焦肥精煤综合价格 2590 元/吨，同比上涨 65 元/吨；2023

年市场均价 2127 元/吨，比上年下跌 537 元/吨。国际动力

煤价格波动下行。2023 年末，澳大利亚纽卡斯尔港 5500 大

卡动力煤离岸价格 91.8 美元/吨，同比下跌 42.2 美元/吨；

印尼加里曼丹港 3800 大卡动力煤离岸价 46.8 美元/吨，同

比下跌 27.2 美元/吨。国际炼焦煤价格小幅调整。2023 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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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海角港优质炼焦煤离岸价 323.75 美元/吨，同比上

涨 38 美元/吨。

（七）煤炭投资。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3 年，煤炭

行业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 12.1%，增幅比 2022 年回落

12.3 个百分点；其中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3.3%，增幅比

2022 年回落 35.7 个百分点。

（八）行业效益。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3 年，全国

规模以上煤炭企业营业收入 3.5 万亿元，比上年下降 13.1%；

实现利润 7629 亿元，下降 25.3%。

（九）行业科技水平。煤炭行业把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作为战略支撑，科技创新支撑引领高质量发展的能力显著增

强。2023 年，全行业获得中国专利奖共 20 项，其中，“基

于 N00工法的极薄煤层长壁开采方法”荣获中国专利奖金奖；

全行业评选出煤炭行业科技奖 393 项，其中，特等奖 4 项、

一等奖 46 项、创新团队 9 个。行业标准体系建设稳步推进，

发布 18 项国家标准、100 项行业标准，一大批发展亟需的团

体标准发布实施。中煤能源陕西公司大海则煤矿打造世界最

大立井煤矿全矿井智能化标杆，特大型煤矿全矿井智能化建

设关键技术装备入选 2023 年度能源行业十大科技创新成果。

世界首套 10 米超大采高智能综采工作面在陕煤集团曹家滩

矿业有限公司建成运行，有力推动煤机装备产业升级。首套

矿井甲烷（瓦斯）排放智能监测计量系统上线运行，推动煤

炭企业甲烷排放计量技术进步。中国平煤神马集团与格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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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公司联合研发的“深部矿井热害治理新型制冷成套设备关

键技术及应用”项目总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中超高

压比 I 类防爆半封闭螺杆压缩机填补了行业空白。

二、煤炭市场运行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煤矿安全生产形势复杂严峻。煤矿生产依然面临

事故频发、违法违规生产建设、采掘接续问题突出、灾害治

理不达标、安全投入不足等问题，煤矿安全生产形势依然复

杂严峻。

（二）水电、新能源出力不稳考验煤炭兜底保供能力。

水电方面，水电占比较高的四川、云南等西南地区对煤电兜

底保障的要求更为明显，这对区域煤炭稳定供应形成挑战。

新能源方面，我国北方地区冬季光伏发电出力将受到明显制

约，也需要煤电加大顶峰出力确保电力稳定供应。

（三）部分煤炭中长期合同履约情况欠佳。2023 年，国

有大型煤炭、煤电企业电煤中长期合同履约兑现情况较好，

有效发挥了我国电煤、电力保供主力军作用，而部分民营企

业、贸易企业电煤中长期合同兑现情况不够理想。

三、2024 年煤炭供需形势分析

（一）煤炭供应预计保持增长

从国内供应看，各产煤省区将深入贯彻落实关于保障能

源安全稳定供应的各项工作要求，统筹处理好安全生产、环

境保护和增产保供的关系，科学组织煤矿生产，推动煤炭优

质产能有序释放，确保煤炭产量稳定在合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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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煤炭进口看，我国主要进口煤来源国煤炭产量存在增

加趋势，虽然煤炭进口关税的微调将对俄罗斯、蒙古煤炭进

口产生一定负面影响，但与印尼、澳大利亚的煤炭贸易格局

有望延续，预计 2024 年我国煤炭进口量仍将保持较高水平。

综合分析，预计 2024 年我国煤炭供给总量或将保持增

长态势。

（二）煤炭需求预计略有增长

从宏观经济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 2024 年经济工作

作出部署，提出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多

出有利于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的政策，不断巩固稳中向

好的基础。在一系列稳增长、扩内需政策措施的影响下，国

内经济有望保持向好势头。

从主要耗煤行业看，一是电煤需求可能平稳增长。宏观

经济回升将带动全社会用电需求呈增长态势，煤电将继续发

挥兜底保障作用，但新能源发电快速发展、水电出力逐渐恢

复将挤占火电出力空间，预测电煤需求可能保持平稳增长、

增速回落。二是钢铁、建材行业用煤需求可能基本持平。房

地产行业弱势运行，新开工项目依然不振，对钢铁、建材等

行业相关产品需求拉动较弱，不过宏观调控逆周期调节力度

加大、汽车产销和出口旺盛等积极因素将提振钢铁、建材产

品需求，预计钢铁、建材行业耗煤量可能基本稳定。三是化

工行业用煤需求有望继续增长。国际油价高位波动，合理的

利润空间将支撑煤化工企业维持生产积极性，煤化工装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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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负荷可能保持高位，加上新项目陆续投产，预计化工行业

耗煤量有望延续小幅增长态势，但新型煤化工耗煤基数低、

实际增量有限。

从政策环境看，2024 年各地将加快推进“十四五”节能

减排和空气质量改善目标任务，传统产业绿色升级全面开

展，加强资源节约集约循环利用，加快能源清洁低碳化发展，

严格合理控制煤炭消费总量，这将一定程度上抑制煤炭需求

增长。

综合分析，预计 2024 年我国煤炭需求可能略有增长。

四、政策建议

（一）高质量做好煤炭保供工作。进一步统筹推进煤炭

保供与安全生产，推动煤矿坚守安全生产底线，构建煤矿弹

性生产机制，根据市场需求科学组织生产，确保下游用户用

煤需求。加强煤炭市场运行监测，健全多部门协调联动机制，

完善煤炭市场应急保供预案，妥善应对突发事件、恶劣天气

等因素对煤炭市场的负面影响。

（二）强化煤炭中长期合同履约监管。加强煤炭中长期

合同履约监管，严格规范长协合同履约行为。优化电煤中长

期合同覆盖范围，将重点冶金、化工、建材企业纳入煤炭中

长期合同范围，发挥好长协合同的“压舱石”作用。

（三）有序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提升煤炭清洁

高效利用水平，不断总结煤炭需求侧管理经验，有序推进重

点耗煤领域节能降碳，实施煤炭产业与新能源融合发展，“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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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则煤、宜电则电、宜气则气”，发挥好煤炭在我国经济社

会发展中的基础保障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