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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煤化工转型升级有四个关键点

图图片片新新闻闻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

前 7月煤炭产销量双降
本报讯 记者武晓娟报道：8 月 20

日，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举行新闻发布会，
会上介绍了 2020 年以来全国煤炭经济
运行情况。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提供的数据显
示，今年以来，全国煤炭供应总体稳定充
足。 但受前期煤炭产能超前释放、后期经
济逐步复苏、煤炭供需阶段性错配、国际
能源价格下跌等多重因素影响， 煤炭市
场上半年价格总体呈现“V”型发展态势，
7 月份冲高回落。 进入 8 月份，国内煤炭
产量有所下降，煤炭需求保持旺盛势头，
库存小幅回落，供需相对稳定，煤炭市场
价格止跌企稳。

煤炭供应方面，1-7 月份全国规模
以上企业原煤产量累计完成 21.2 亿吨，
同比下降 0.1%；其中，7 月份全国规模以
上企业原煤产量完成 3.2 亿吨，同比下降
3.7%。 1-7 月份，全国煤炭进口累计 2.0
亿吨，同比增长 6.8%；其中，7 月份煤炭
进口 2610 万吨，环比增长 3.2%，同比下
降 20.6%。

煤炭消费方面，1-7 月份全国煤炭
消费量 21.8 亿吨左右， 同比下降 2.0%；
其中，7 月份全国煤炭消费量 3.4 亿吨左
右，同比下降 0.4%。

煤炭库存方面，截至 7 月末，煤炭企
业存煤为 6900 万吨，环比增长 1.8%。

全国主要港口合计存煤 5694 万吨，
环比增长 7.5%； 其中北方主要港口存煤
2422 万吨，环比增长 2.0%；长三角主要
港口存煤 1398 万吨，环比增长 5.2%。

全国统调电厂存煤 1.4 亿吨，环比增
长 4.4%，可用 25 天，存煤达到历史同期
最高水平。

煤炭价格方面， 一是动力煤中长期
合同（5500 大卡下水煤）价格稳定在绿色
区间。 8 月份下水动力煤长协价 543 元/
吨，比 7 月上涨 5 元/吨；今年 1-8 月份
均价为 539.3 元/吨，比 2019 年全年均价
555.3 元/吨，下跌 16 元/吨。

二是动力煤市场价格小幅波动。7 月
31 日，CCTD 环渤海 5500 大卡动力煤价
格报价 572 元/吨， 比 6 月末上涨 4 元/
吨，同比下跌 22 元/吨。

三是炼焦煤价格环比略有上涨。 截
至 7 月 28 日，CCTD 山西焦肥精煤综合
价 1245 元/吨，比 6 月末上涨 10 元/吨，
同比下跌 240 元/吨。

对于煤炭市场走势， 中国煤炭协会
秘书长张宏表示，综合判断，受多空因素
交织影响， 预计后期煤炭市场供需整体
将保持相对稳定局面， 煤炭价格将维持
在合理区间，但不排除局部区域、个别时
段、部分煤种出现供应偏紧的情况。

资讯

煤炭开采远程控制
技术研发启动

本报讯 国家 863 计划重点项目 “煤
矿井下采掘装备遥控关键技术”的研发，
日前在西安正式启动， 这是我国首次启
动煤炭开采远程控制技术研发， 凭此技
术我国将有望自主实现煤炭开采手段的
革命化变化。

煤炭开采远程控制技术，可实现采
煤机运行状态的远程在线实时监测、故
障诊断及远程控制，可为采煤工作面实
现无人值守提供核心技术。 国外一些
发达国家已在这项技术上取得了突破，
大大提高了煤炭资源的开采效率、避免
或减少了煤矿重大人员伤亡事故。 我
国在煤炭开采远程控制技术方面的研
发才刚刚起步，尚未掌握这方面的核心
技术。

据介绍，项目将以突破采煤过程和
掘进过程中遥控设备关键技术为核心，
重点研究煤岩巷道悬臂式掘进装备可
视化遥控技术及井下综采工作面采煤
装备的远距离控制技术。 其中，采煤机
远程控制的最大距离可达到 500 米至
1000 米。 （张华）

我国成功改造载重 290
吨无人驾驶矿用卡车

本报讯 日前， 航天重型工程装备
有限公司对外称，经过联合攻关，已成
功改造载重 290 吨无人驾驶矿用卡车。
今年 6 月 18 日， 由该企业牵头的联合
研发团队开始对国家能源集团下属准
能集团的 930E 矿用卡车进行无人化改
造。 团队经过攻关，先后完成整车线控
化改造、无人驾驶车载传感器安装、作
业区域地图采集与制作、矿卡无人驾驶
循迹行驶测试、机群系统与无人矿卡协
同作业调试等工作。

据介绍，改造后的 930E 无人驾驶矿
用卡车，在全程 3.6 公里的测试区域内实
现了前进、后退、转弯、上下坡、装载和卸
载等无人驾驶功能， 循迹行驶平均横向
偏差低于 0.3 米。

目前，930E 无人驾驶矿用卡车基于
4G 网络运行，但已兼容 5G 通信技术。联
合研发团队预计年内将系统整体移交给
准能集团黑岱沟露天煤矿真实作业面参
与实际生产作业。 （谭元斌）

■李寿生

中国现代煤化工的发展速度令世人瞩
目。 但由于发展时间短、技术成熟度不够
等原因， 发展质量不高的问题日益凸显。
“十四五”期间，现代煤化工仍然是行业发
展的战略重点，是中国由石化大国向强国
迈进的标志性领先产业，必须要在 “十三
五”的基础上实现转型升级。 通过转型升
级实现高质量发展，是现代煤化工努力的
方向。

要实现技术的转型升级。 中国现代煤
化工虽然在一些单项技术方面取得了诸
多突破， 比如煤制油的直接法和间接法、
煤制烯烃的 MTO 和 DMTO、高温费托合
成技术等都居世界领先地位，但大型成套
技术及设备与行业发展要求相比还存在

较大差距，不少关键技术还不能自给自足。
煤制烯烃路线的低温甲醇洗、甲醇合成、烯
烃分离、聚丙烯气相法聚合工艺等，均需引
进国外技术；一些关键工艺的催化剂也大
多依靠进口。 现代煤化工作为保障中国能
源战略安全的新兴产业，必须破除技术壁
垒，掌握核心技术，尽早实现关键技术的完
全自主化和成套装备的完全国产化。 而当
务之急，则是通过项目的技术示范升级，带
动行业技术的转型升级。

要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中国现
代煤化工发展的最大隐忧是技术路径少，
大量项目扎堆上马，导致同质化竞争严重。
目前现代煤化工仅集中在煤制油、煤制天
然气、煤制烯烃、煤制乙二醇等少数工艺路
径上，且每种工艺路径均有数十个甚至上
百个项目在建或规划。 这样一来，一方面
现代煤化工自身存在严重的同质化竞争，
另一方面又和石油化工形成强烈的竞争关
系，导致发展受限。 因此，煤化工今后的发
展方向只能是通过技术进步提供更多的工

艺路径， 每条路径开发出更多的新产品，
实现差异化发展。 比如煤制聚丙烯路径就
可开发 120 多个产品牌号， 其中的许多产
品在市场上极为短缺。 比如，中国己二腈、
POE、茂金属聚丙烯等产品几乎 100%依赖
进口，己烯/辛烯共聚 PE 也是很好的发展
方向。 现代煤化工只有向下游延伸，大力
开发高端产品， 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升
级，才能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要实现绿色发展的转型升级 。 无论
是出于对 《巴黎协定 》做出的庄严承诺 ，
还是自身绿色发展的现实需要 ， 降低化
石资源利用过程中的二氧化碳排放已成
为中国面临的重大挑战 ， 也是现代煤化
工不容回避的重大课题 。 由于中国能源
结构一直以煤炭为主 ， 因此面临的二氧
化碳减排压力巨大 。 当前中国正在试点
建立碳交易市场 ， 煤化工等碳排放量较
高的企业将成为石化领域首批被纳入碳
交易市场的企业 。 这是现代煤化工行业
未来必须面对的挑战 ， 应对不妥则将严

重制约现代煤化工产业的发展。此外，现
代煤化工还面临 “三废 ”零排放的压力 。
如果做不好绿色发展的转型升级 ， 现代
煤化工难以走得长远。

要实现经济效益的转型升级。 经济性
不强是现代煤化工一直以来的一个 “痛
点”。特别是当下受新冠肺炎疫情和国际油
价低位徘徊的双重影响， 现代煤化工出现
行业性亏损，企业普遍遭遇成本倒挂。无论
是一家企业、还是一个产业，能否在市场上
生存，归根结底要看有无经济性。但现代煤
化工产业自示范发展以来， 不少企业恰恰
忽略了经济性这一点。因此，实现经济效益
的转型升级是行业面临的最大考验， 也是
实现行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 而要实
现经济效益的转型升级， 没有也不可能有
灵丹妙药，需要一企一策、综合施策，更需
要技术革新、开发新产品、降低成本、强化
管理等多种手段。

（作者为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会长）

1122家家入入围围世世界界 550000强强，，近近半半数数出出现现亏亏损损或或利利润润下下滑滑，，超超半半数数资资产产负负债债率率高高
于于 7700%%的的警警戒戒线线——————

煤煤企企““大大而而不不强强””特特征征依依然然明明显显
■本报记者 武晓娟

■于孟林

企业强弱是一个国家实力的象征，
企业表现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晴雨表。

纵览此次发布的 2020 年世界 500
强榜单，中国企业卓尔不凡，煤企的表
现也是可圈可点，12 家入围榜单的煤企
的确有资格骄傲，但决不可沾沾自喜。

不可否认，所有入榜者肯定都是大
的，但大的并不一定都是强的。

通过比对笔者发现，虽然今年上榜
煤企数量较去年增加一家，但是在 2019
年国内煤炭市场价格相对平稳的情况
下，8 家煤企的排名出现不同程度的下
滑，6 家煤企的营业收入同比下降，4 家

煤企的利润为负值。
对此 ， 有业内专家表示 ，“与世界

500 强相比 ，我们投入多 ，收益少 ；干
得多 ，收益少 ；我们卖产品 ，人家卖品
牌 ；我们卖市场 ，人家卖技术 ；我们卖
资源 ，人家卖文化 ；我们人赚钱 ，人家
钱赚钱。 ”

虽寥寥数语，却直击要害！
更应该引起重视的是，靠煤炭资源

来获取高额利润，不值得欣喜，毕竟煤
炭资源具有不可再生性，藉此获得的利
润属于透支性收入，难以长久。

如果想让自己长盛不衰，最根本的
一条，就是要在内功上下工夫，提升自
己的核心竞争力。 正如原国资委主任李

荣融所言，企业不仅要做大，更要做强。
强而不大，没有足够的影响力 ，但不至
于垮；大而不强，迟早要垮，而且垮的影
响也许会更大。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有那些竞争
力强的企业 ， 才能任凭外部条件的变
化，始终保持优秀的业绩 ，也才能多年
稳居排行榜的前列。

总之，世界 500 强榜单只是从几个
特定角度反映了各入围企业的水平，不
可能全面反映其真正实力。 正如有专家
所言，“这些企业规模大多依靠行政力
量来实现。 ”入围世界 500 强榜单成绩
固然令人欣喜，但冷静的头脑和理性的
评判无疑更为重要。

理性看待世界 500强榜单

《财富》世界 500 强榜单近日发布，煤
炭行业有 12 家企业上榜， 比去年增加 1
家，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首次登榜。

“煤炭企业入围世界 500 强，代表中国
能源行业的发展禀赋优势能为我国工业发
展奠定坚实基础。”上海财经大学 500 强企
业研究中心牛志勇指出，“从今年发展来
看，‘大而不强’的特征并没有完全改变。上
榜企业有一半呈现亏损或者利润下滑，整
体盈利情况并不乐观。 ”

行业集中度仍待提升

“《财富》世界 500 强排行榜是衡量全
球大型公司最权威的榜单， 企业入围 500
强的意义重大， 不但能够迅速提升企业品
牌价值， 更有利于获得世界资本市场的认
可，也有利于企业更好地‘走出去’。 ”在经
济学家宋清辉看来， 我国煤炭企业入围世
界 500 强， 一方面说明煤炭行业近几年在
我国发展势头良好， 另一方面说明政府扶
持国有大型煤炭企业做大做强的政策取得
初步成效。

牛志勇认为，12 家煤炭企业上榜，意
味着中国煤炭企业在世界大企业中依旧占
据着重要的地位， 可为我国工业高质量发
展提供持续动力， 也从侧面说明煤炭企业
有力保障了国家能源稳定供给和能源安全
的需要。此外，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邢雷指
出，入围世界 500 强，意味着我国煤炭企业
规模在提高，也说明很长时期内，我国基础
能源依赖煤炭的局面不会改变。

但牛志勇同时分析指出， 上榜企业
比去年增加 1 家， 尚不能证明行业集中
度进一步提升， 但也说明了大的煤炭企
业发展较为平稳。 从排名上来看，这 12
家中 60%以上排在了 400 名以后， 整体
来看煤炭企业在 500 强中还处于优势并
不明显的地位。

对此， 邢雷也表示：“尽管煤炭企业规
模增加，行业集中度有所提高，但仍然以省
内为主，跨层级、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
的大型煤炭企业并未出现， 集中度仍然有
待提高。 ”

上榜主要靠规模

值得注意的是，“大而不强”依旧是大

多数上榜煤企未摘去的“标签”。 “从今年
情况看， 我国煤炭上榜企业依然是靠规
模，一些企业实际债务负担非常沉重。 ”邢
雷指出。

据三江达科技统计数据，上榜的 12 家
企业中，国家能源集团资产负债率最低，为
58.97%， 超过半数煤炭企业资产负债率高
于 70%的警戒线， 一家企业负债率高于
80%。 另外， 从利润看， 国家能源集团以
556.36 亿元位居煤炭行业第一； 净利润在
50-150 亿元的煤炭企业有 4 家，分别是陕
煤化集团、兖矿集团、中煤能源集团和山东
能源集团。

“上榜企业都是国有企业，这些企业规
模大多依靠行政力量来实现， 且大多冗员
严重，生产效率低下。 从利润来看，除国家
能源外利润都不高， 即便国家能源利润也
未进入 50 强，利润仅排在 140 位。”邢雷直
言。

但牛志勇同时指出， 有 5 家企业的净
利润增长率超过 30%， 表明中国煤炭企业
经营绩效开始复苏。“这得益于企业的转型
发展。 另外，从现状来看，煤炭行业兼并重
组速度也会进一步加快， 去产能效果将会
进一步显现，行业市场会逐步转暖。 ”

造成煤炭企业“大而不强”的因素有哪

些？牛志勇认为，煤炭企业没有摆脱传统行
业追求规模而忽视效率的弊端是首要原
因，同时，技术、管理运营创新的内生性动
力不足， 整合能力及内部资源配置能力亟
需提高。

对此，宋清辉也表示，一方面我国煤炭
企业普遍存在效率低下问题， 业绩严重依
赖煤炭销量和煤炭价格；另一方面，盈利能
力和管理水平有待提升；此外，我国煤炭企
业垄断和政策扶持特性明显， 没有进行完
全的市场化改革。

提高核心竞争力是王道

“不光是煤炭企业，中国上榜的企业大
多数都是‘靠规模取胜’。”一位资深证券分
析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 这也是与不
少靠科技上榜的国外企业相比， 盈利水平
相对较低的主要原因。

邢雷认为，看一个企业是否真有实力，
极其重要的一个指标是是否拥有本行业的
核心技术。另外，还应看企业主要收入是否
来自本国， 如果一个公司的主要收入都来
自国内，是缺乏国际竞争力的表现。 “而中
国上榜的金融企业甚至信息行业企业的收
入，也主要来自国内，说明其依赖的是国内

经济规模而非自身竞争力。 ”
“改变企业大而不强的现状并非易事，

需要努力学习世界先进企业的经营管理模
式、理念，并进行市场化取向的彻底改革，
才有望改变企业大而不强的现状。否则，我
国煤炭企业只有规模总量， 而没有核心竞
争力，可能会逐渐被市场淘汰掉。 ”宋清辉
强调。

邢雷进一步指出， 要改变煤炭企业大
而不强的状况，一方面是要“走出去”，拓展
资源找市场，另一方面要提高技术水平，发
展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核心技术， 不断提高
生产效率。

多位业内人士指出，煤炭行业经营压
力还很大，高质量发展任重道远。 牛志勇
认为，提质增效是关键，煤炭企业要由原
有的规模效应逐步转型到精益化发展，谋
求企业从量变向质变进行转化。 同时，要
注重数字化转型， 从内部管理到生产经
营，以及整体价值链的构建需要运用到互
联网等新技术，用智能提升效能。 还应深
入国际化发展， 明确战略思路与方向，着
力培育国际化的竞争力。 此外，需加强创
新发展，加大研发投入，合理将科技成果
市场化、产业化，真正成为由技术发展而
驱动增长的大企业。

一家之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