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增加居民收入在国民收 入初次分配中

的比重，建立随经济增长速度变化的

工资增长机制，继续调高个人所得税

起征 点；增加居民财产收 入。完善对

住房和汽车消费的信 贷政 策，加 快 完

善社会保 障体系，提高居民的消费预

期。

三 是 加 快推进经 济结构调 整步

伐。在存量方面，利用当前调整的有

利时机，切 实淘汰 落后 生产能力；在

增量方面，利用经济、法律、行政等手

段，严格 行业 准入。在扩 大消费比 重

的同时，努力优化 投资结构，大力发

展高端制造业和高端生产性 服务业，

提 高高端产业的比重。鼓励 东部产业

向中西部转移，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

中部崛起、东北振兴，促进区域协调

发展。

四 是 加 大 经 济体制机制改 革力

度。针对今年下半年价格 低位运行的

形势，要逐步理顺国内粮食价格和国

外粮食价格 的倒挂问题，适当提 高粮

食收 购最低保护价；积极推进增值税

转型改 革，适时出台物业税 ；努力理

顺能源价格，完善成品 油价格形成机

制，开征资源税，理顺资源要素价格

形成机制；继续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

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增强汇率

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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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度国内煤炭价格存在较大下滑压力

朱 明

今年 9月中下旬开始，国际 煤炭价

格出现 了大幅下跌，澳 大利亚 纽卡斯

尔港煤炭价格 一个月内下跌了近 40 美

元 /吨，跌幅高达 26.2% 。然而，国内

煤炭价格却依然高高在上，跌幅 远远

小于国际市场，一个月来仅下降 20——

40 元 /吨。国内煤炭价格能否在全球

经济放缓中“独善其身”，未来煤炭市

场供需形势会如 何演变，煤炭价格又

将走向哪里？

前三季度煤炭价格走势：

总体保持强势上涨，

但 9月开始涨势大幅放缓

今 年煤炭价 格 受旺 盛需求的拉

动，价 格 总体 上 延 续 了去 年的强 劲

上 涨势 头，国际 动 力 煤价 格 持 续上

涨，到 7 月 初 达 到 最 高 点，涨 幅 高

达 120% ，而 同 期 原 油 价 格涨 幅 为

50% 。国内市场方面，根据中国人民

银行 企 业 商品 价 格 监 测 情况 显 示，

前 8 个 月各 月煤 炭价 格 环 比 涨幅 都

在 3.3% 以 上，同比 涨幅也都逐 月提

高，8 月份 煤炭价格比去年同期上 涨

61.2% ，涨幅 相 当 于年 初 的 3.3 倍，

价 格 涨幅 最 大的是 焦煤，其次 为无

烟 煤，电煤涨幅排末位。但 从 9 月份

开始，情况发 生了急剧转 变，首先是

国际煤炭价格 大幅下跌。9 月中下旬

以 来，受金融海啸冲击，国际 动力煤

价格 一路走低 ，到达近 6 个月新低。

受国际 煤炭价格 大幅 下跌、对经 济

下 滑预 期上升以 及电煤临 时价格干

预 措 施 影响，国内煤炭价 格 涨势也

明显 放缓，部 分地 区、部 分品 种价

格 开始 下 跌，但 跌幅 远小于国际 市

场。发改 委价 格监测中心数据显示，

9 月份 我国煤炭出矿均价 为每吨 834

元，与 8月份基本持平。中国人民银

行企业商品 价格监测数据 也显示，9

月份 煤炭价格 环比 涨幅仅 0.4% ，比

前几 个月大幅下降。

四季度国内煤炭价格存在

较大下滑压力

当前国内煤价保持高位运行并非

煤炭业能在经 济放缓中“独善其身”，

社会库存的急剧增加、价格涨速大幅

放慢实际已经显示煤炭需求在明显下

降，当前煤炭价格的高位盘整很可能

是下跌的前兆。

1.四 季度煤炭需求将明显下降。

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将使世界经济

放缓，甚至可能陷于衰退，中国经济

除受全球金融风暴影响，还存在结构

转型导致的回 调压 力，两者相互叠加，

必 然导致 经 济调 整。首先，考虑到

G D P 与发电量之 间 1∶ 1.2 的正 相 关

性，电力需求增速将会走低，直接 导

致电煤需求增长放缓。其次，以 节能

减排为抓手的经济转型在前期更多地

表现 为对现有落后产能的淘汰，以 及

能源利用效率的提 高，这必 将使得电

力、化 工、钢铁、建材等煤炭下游行

业需求下降。最后，在国家大幅提 高

煤炭和 焦炭出口 关税，减少出口 配额

以 及 国际 煤价下跌等因素影响下，煤

炭出口 需求会明显回 落。事实上，从7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月份起，我国煤炭出口 量已连续三个

月下降。

2.煤产量将会维持较快的惯性 增

长态势。根 据在建煤矿规模 和建设

周期，2007、2008年是新增产能集中

释放期，新投 产能力增加 较多，使得

煤炭产量呈现快速增长态势。今年煤

炭产量增速明显加快，各月当月产量

增速均高于去年全年增速，前三 季度

累计生产原煤 19.34 亿 吨，同比 增长

14.4% ，增速比 去 年 快 了一倍 多。其

次，奥运之后地方政府会略微 放松对

小煤矿的管制，在较高利润及回 收前

期投资的刺激下，小煤矿增产的冲动

将依 然强烈，同时国家可能出台鼓励

大煤矿增产的有关政 策，煤炭产量很

可能会集中释放。

3.煤炭价格的“拐点”已 经悄然

来临。与宏观 经济大幅放慢 相对应，

从三季度开始，煤炭行业运行形势发

生了“质的变化 ”，需求明 显下降，库

存持续攀升，价格涨势趋缓，出口 连

续下滑，因此，三 季度很 有可能成为

煤炭行业运行的“拐点”。而目前煤炭

库存居 高不 下，既 有需求下降因素，

也有许多人为因素，各大电厂对煤炭

降价预期较高，而煤炭贸易商则持煤

炭 涨价 预 期，导致到 港煤炭销 售 不

畅，库存急剧增加。与上一轮 煤炭业

景气见顶时相比，当前国内煤炭行业

的集中度已有了很大的提 高，动力煤

资源集中在几 个大 集团和部分省区，

这使得煤炭行业的价格话 语权增强。

此 外，在本 轮 煤价 大幅 上扬的过程

中，国内煤炭企业 积 累 了大量资金，

有了充足的现金流 来同市场上的需求

方进行博弈。但是，不管煤炭企业资

金如 何雄厚、决心如 何坚决，终究还

是无 法抵抗市场的力量。电力等重点

煤炭消费企 业 无 法承受 煤价 大幅 上

涨，出现停产、歇业 现 象，必 然对煤

炭消费产生抑制作用。目前煤炭 生产

企业出口 煤炭的利润水平显著低于国

内销售，这将打击煤炭企业出口的积

极性 ；相反，国际煤价持续下跌，将

使 南 方沿海城市的电厂对进口 煤的兴

趣增加，而近期海运费的不断回 落将

促 成更多的进口 煤来替代国内需求，

给国内煤炭市场造成冲击。因此，四

季度国内煤炭价格 很可能 呈 高 位 回

落走势。

从长远来说，煤炭价格

很难大幅下跌

明年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同步放

缓、国内外市场需求下降已经基本确

定无疑。受宏观 经济放缓、节能减排

力度加 大、出口 需求下降等因素影响，

2009年煤炭需求增幅将明显回 落。从

供应看，出于对经济下滑预期上升、下

游行业需求下降、生产成本上升、煤

炭价格回 落等因素的考虑，煤炭企业

也将放慢产量扩张的步伐。与此同时，

国家必 然会加 大煤矿安 全治理整顿

和关停小煤矿的工 作力度，使得产量

增幅在今年较高基数上明显下降。可

见，煤炭供需增幅将双双回 落，但后

者回 落幅度可能 更大一些，持续多年

的煤炭供需“紧平衡”状态有望得到根

本性缓解。

从市场规律来说，煤炭需求的下

降是渐进的过程，因而对价格的压 力

也是渐进式的。相对而言，供 给的突

然波动对价格的影响会更大，而政府

的产业 政 策对供给面的影响远大于对

需求面的影响。因此，我们认 为 2009

年政府的政策趋向将在很大程度上影

响煤炭价格走势，如 节能减排工作力

度、安全治理整顿力度、对小煤矿复产

态度以 及资源价格 改革进度等。可以

预 计，国家一系列调控 政 策措施的出

台，将会使煤炭企业成本有较大幅度

的上升，这些政策措施 包括国家推行

的煤炭资源有偿使 用制度、煤炭资源

税 率提高、正 在研究的调整提高矿产

资源补偿费征 收标准、煤炭出口 退税

优惠取消、正 在建立的煤矿矿山环境

治理和生态恢 复责任机制、国家拟定

在山西省建立煤炭可持续发展政策措

施试点工作等。同时，资源价格 改 革

也是箭在弦上，煤炭资源的价格市场

化 将是必 然趋势。资源的稀缺 性、环

境外部性、节能减排需要以 及 未来经

济发展对煤炭需求增加，都决 定了煤

炭价格很难大幅下跌。

（作者单位 ：国家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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