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北最大煤企经营业绩频亮红灯

编者按

本文上篇于 7 月 27 日在本报刊发，重点介绍了以建设我国能源互联网推动能源绿色转型的总体思路、
巨大价值和深远意义，本期就“十四五”电力发展进行了阐述。 文章认为，“十四五”是我国能源转型的战略机
遇期，在严控煤电、清洁替代、电能替代、电网建设等方面协同发力，加快构建我国能源互联网，将为经济社
会发展提供绿色、低碳、可持续的能源保障。

“请你集团与冀中能源集团协商，对
其发行债券提供担保。 ”河北省国资委日
前对河钢集团 、开滦集团 、河北港口 、建
投集团等四家公司下发的一则通知 ，让
冀中能源集团近年来密集发债一事再度
成为行业焦点。

据记者了解，为解决资金问题，冀中
能源从 2017 年开始密集发债， 仅今年以
来就已发行 16 笔债券，合计 226 亿元，但
企业经营业绩并未好转。根据 2017-2019
年公开的年度财务报表， 该集团总负债
分别为 1907 亿元、1911 亿元、1903 亿元，
资产负债率分别高达 82.79%、82.44%和
82.43%。 而与此相对应的是 ， 今年 1-6
月全国煤炭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平均资
产负债率为 64.8%。 在此背景下 ，冀中
能源远超行业 70%的警戒线， 已成为典
型的“负债大户”。

冀中能源并非个例。 前不久，四川省最
大煤炭企业川煤集团债务违约 80 亿元，开
始进行破产重整。 另有多位受访者透露，
山西、 甘肃及东三省地区多家煤炭企业
目前也陆续出现债务危机苗头。 冀中能
源为何连年债台高筑？ “东家起火，西家
冒烟”，煤炭企业因何频现债务问题？

借新债还旧债，深陷资金困境

“冀中能源资产负债率高且流动负债
占比高，这意味着冀中能源每年还款压力
很大，去年仅利息支出就高达 85.79 亿元。
依赖外部融资偿债，很容易陷入这种‘借
新债还旧债’的恶性循环。 ”华北科技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高新阳对记者说，截至
今年一季度末，冀中能源应收账款、其他
应收款项及存货分 别 为 231.41 亿 元 、

154.81 亿元以及 104.33 亿元，占流动资产
的 42%，在全球经济下行风险持续加大的
背景下，上述流动资产中有相当一部分是
很难流动的。

北京能研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技术总
监焦敬平指出，去年下半年煤炭行业价格
中枢开始下移，冀中能源煤炭板块经营下
行风险加大； 化工产业也面临相似困境，
上游价格下行造成化工产品价格承压；航
空板块长期处于亏损； 制药板块投入大，
收益不稳定。

一位曾参与制定冀中能源发展规划
的业内人士对记者表示， 冀中能源之所
以深陷债务困境， 一方面是由于在兼并
重组、 扩大规模和多元化发展等过程中
投资金额过大； 另一方面是由于煤炭生
产仍是其利润的主要来源， 但目前煤炭

后续优质资源储备不足， 现有资源开采
难度加大，开发成本不断提高，导致主业
盈利能力下降。 此外，去产能、安置员工
和老矿区转型升级难度大， 也加重了企
业负担。

多元化发展，出路还是包袱？

值得注意的是 ，在 “十二五 ”期间 ，
冀中能源提出了 “一体两翼 、多元发展 ”
的战略方针 ， 大力加速发展煤炭主业 ，
同时依托华北制药和河北航空实现跨
行业布局。

但西安科技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邹
绍辉指出，经过多年发展，冀中能源各大
产业之间并未形成合力， 煤炭和新能源、
医药健康、装备制造、化工（建材）、现代金

融等错位发展水平不够，相互补位增效作
用发挥也不够。

上述业内人士对此表示赞同：“目前
冀中能源除现代物流外，其它多数产业规
模都较小， 缺少高端和具有竞争力的产
品。 而现代物流由于利润率较低、防范风
险压力大、安置人员规模小等因素，不足
以支撑未来冀中能源转型发展目标。 ”

据介绍， 冀中能源的多元化发展战
略， 一度被不少业内专家认为是煤企做
大做强的有益探索。 但高新阳指出，目前
来看， 冀中能源的多元化发展战略不仅
没有带来良好效益， 反而加大了企业自
身经营压力。

主管、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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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振亚

五、把握“十四五”战略机遇期，
推动我国能源互联网建设新突破

“十三五 ”以来 ，我国电力行业开拓
进取、砥砺奋进，取得巨大发展成就。 电
力规模大幅提升 ，截至 2019 年 ，我国发
电装机容量、年发电量达到 20.1 亿千瓦、
7.2 万亿千瓦时 ， 较 2015 年分别增长
32%、27%。 清洁发展成效显著，水电、风
电、太阳能发电装机分别达到 3.6 亿、2.1
亿、2 亿千瓦， 较 2015 年分别增长 12%、
60%、365%， 规模和增速均居世界第一 。
技术装备创新突破，攻克超超临界机组、
第三代核电、大容量风机、高效率太阳能
电池、±1100 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等世界
领先的核心技术， 投运全球首个具有网
络特性的柔性直流电网示范工程， 建成
“十交十四直”24 个特高压工程。 国际合
作加快推进， 我国电力企业海外业务遍
布全球五大洲， 境外资产总额超过 2000

亿美元。 总体看，“十三五”我国立足技术
创新 ，加快提质增效 ，电力工业在规模 、
结构 、安全 、效益等方面迈上新台阶 ，为
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障，也为“十
四五”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十四五” 是我国开启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规划期，
是全面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加快能源变
革转型的关键期。 我国电力需求将持续增
长，预计到 2025 年全社会用电量、最大负
荷将达 9.2 万亿千瓦时、15.7 亿千瓦，年均
增速 4.4%、4.8%。 面对保障供应和加快转
型双重压力，解决煤电问题，开发清洁能
源、 建设特高压电网等各项任务非常紧
迫。 如不在“十四五”加快转型，我国能源
安全、碳排放、环境污染等问题将更加严
峻。 “十四五” 绝不能走化石能源先建后
拆、先排后治的老路，必须加快建设清洁
主导、电为中心、互联互通的我国能源互
联网，实现从化石能源为主向清洁能源主
导的“直线式”转型。 总的思路是，深入贯
彻新发展理念和能源安全新战略，严格控

制煤电， 全面推进清洁替代和电能替代，
推广应用储能， 加快建设特高压电网，根
本扭转“一煤独大”格局，通过风-光-水-
储-输协同，满足新增能源需求，为“十四
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清洁、安全、高
效的能源保障。

（一）严控煤电规模

按照“控制总量、优化布局”思路，下
决心控煤减煤，“十四五”期间我国煤电新
增 5500 万千瓦（包括特高压配套 3100 万
千瓦和在建 2400 万千瓦），退出低效机组
4000 万千瓦， 净增装机 1500 万千瓦，到
2025 年总装机控制在 11 亿千瓦， 实现煤
电规模达峰和布局优化。

削减东中部煤电。 “十四五”东中部不
再新建煤电，同时加快退出 3500 万千瓦低
效机组，到 2025 年东中部煤电装机占比从
2020 年的 56%下降至 52%， 新增电力需求
主要由区外受电和本地清洁能源满足。

新建煤电布局到西部北部。 有序推进
山西、陕北、锡盟、鄂尔多斯、宁东、哈密、

准东等大型煤电基地集约高效开发，与当
地风电、太阳能发电打捆，通过特高压大
电网向东中部地区输送。

推进煤电灵活性改造。 提高煤电机组
调峰能力，“十四五”煤电累计改造规模超
过 2.2 亿千瓦， 推动煤电机组由电量型向
电力型转变。

（二）加快清洁能源开发

坚持集中式和分布式并举，水风光多种
类型协同，加快开发西部北部大型清洁能源
基地， 因地制宜发展分布式发电和海上风
电。 到 2025 年实现清洁能源装机 17 亿千
瓦，装机和发电量占比分别达 57%和 45%。

加快开发水电。 以四川、云南、青海、
西藏为重点，加快开发金沙江、雅砻江水
电基地，投运乌东德、白鹤滩等大型水电
站，“十四五”新增常规水电 5600 万千瓦，
2025 年水电总装机达到 3.9 亿千瓦。

建设我国能源互联网 推进绿色低碳转型（下）

畅想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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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规 总 院 发 布
《中国能源发展报告
2019》和《中国电力发
展报告 2019》：

未来三年用电量
将恢复中速增长

本报讯 实习记者赵紫原报
道：7 月 30 日，电力规划设计总院
（下称 “电规总院 ”）在京发布 《中
国能源发展报告 2019》（以下简称
《能源报告 》）、《中国电力发展报
告 2019》（以下简称《电力报告》），
深入剖析了 2019 年我国能源 、电
力发展的热点焦点问题 ， 紧密结
合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 对我国
2020 年能源情况和未来三年电力
供需形势进行了全面展望 ， 并针
对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提出行
动建议。

两份报告显示 ， 新中国成立
70 年以来 ，我国能源和电力行业
快速发展，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
就， 有力支撑了国民经济发展需
要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 2019
年，我国能源供需总体平稳增长，
能源消费结构和电源结构不断优
化 ， 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15.3%，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
达到 39.5%。

电规总院副院长徐小东在致辞
中表示：“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经济
发展、 社会治理和国际秩序带来深
远影响， 也对能源和电力行业发展
产生了无法避免的冲击。 能源和电
力行业砥砺奋进，攻坚克难，为全面
完成‘十三五’规划主要目标，构建
清洁低碳、 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奠
定了坚实基础。 ”

电规总院能源研究所所长陈
铮、 电规总院规划部主任刘世宇
分别发布了 《能源报告 》和 《电力
报告》。

《能源报告 》显示 ，2019 年 ，
我国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
的比重下降至 57.7%， 提前完成
“十三五”规划目标。 油气增储上
产态势良好，原油产量企稳回升，
比上年增加约 200 万吨 ； 天然气
产量 比 上 年 增 加 约 160 亿 立 方
米， 增幅创历史纪录。 能源储运
设施建设不断完善， 保障了能源
安全生产和有效供给。

电源结构不断优化，可再生能
源发电装机占比达到 39.5%，同比
上升 1.1 个百分点，发电量占比达
到 27.9% ， 同比上升 1.2 个百分
点。 新能源消纳水平不断提高，全
国新能源电量渗透率达到 9%以
上， 西北地区渗透率达到 16%左
右，与欧洲整体水平相当，全国平
均弃风率 、 弃光率分别下降至
4%、2%，连续 3 年大幅改善。 油气
体制改革继续推进， 电力体制改
革持续深化。

欢迎订阅
2020年《中国能源报》

作 为 国 内 第 一 张 针 对 整 个 能
源 产 业 并 为 其 服 务 的 综 合 性 产 业
经 济 类 报 纸 ， 《中 国 能 源报 》 以其
独有的权威性 、可读性 、影响力 ，成
为能源人首选的行业读物 。 未来我
们 将 继 续 努 力 做 出 更 加 专 业 、 权
威 、好读的原创内 容 ，回 馈 广 大 读
者朋友 。

目前， 新一年的报纸征订已经开
始， 希望广大读者一如既往地支持我
们，前往各地邮局订阅 2020 年 《中国

能源报》， 邮发
代号 1-6，全年
定价 388 元，或
扫描二维码，一
键快速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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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中能源负债额连年超 1900 亿元，负债率高达 80%以上，远超警戒线———

■本报记者 武晓娟

2017-2019 年冀中能源集团总
负债分别为 1907 亿元、1911 亿元、
1903 亿元， 资产负债率分别高达
82.79%、82.44%和 8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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