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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总署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1 年 3 月份，我国进口煤炭 2732.9 万吨，较去年同期的 2783.3 万吨减少 50.4 万吨，下降 1.81%；较 2 月份的
2077 万吨增加 655.9 万吨，增长 31.58%。 2021 年 1-3 月份，我国共进口煤炭 6845.8 万吨，同比下降 28.5%。 刘建玲/摄

一家之言

■王明华 步学朋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
了 “扎实做好碳达峰 、碳中和各项工
作 ”的工作目标 ，并提出 “制定 2030
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优化产业
结构和能源结构 ，推动煤炭清洁高效
利用”。

煤炭深加工产业是实现煤炭清洁
高效转化和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途径
之一。 “十三五”期间，我国煤炭深加工
产业快速步入产业化轨道， 规模快速
增长，技术创新取得重大突破，示范工
程取得重大成效， 这些都是我国煤炭
深加工产业 “十三五” 发展的重大亮
点。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还应该看到，
我国煤炭深加工产业还存在环保和碳
减排压力大、油价及税收影响较大、煤
制化学品科技创新存在短板等问题。

要破解这些问题，首先，应实现煤
炭深加工产业差异化、精细化、高端化
发展。 煤炭深加工产业要服务于国家
能源发展总体战略，坚定新发展理念，
转变发展思路，寻找发展突破口。

其次，坚持创新驱动，延长煤制化
学品产业链。 基础有机化学品呈现逐
年递增态势，进口依存度逐步上升，究
其原因主要是高端及专用料生产匮

乏，需进口货源做补充。 因此，在科技
创新方面，加快开发新工艺、新技术，
提升技术竞争能力， 产品结构从现有
的“单一化、低端化”向“差异化、专用
化”转变。 聚焦核心技术攻关，把产品
创新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龙头， 提升
产品价值链。

再次， 应实现煤炭深加工产业二
氧化碳排放强度降低。 面对碳达峰、碳
中和目标， 未来一是要通过节能降低
碳排放。 二是与新能源耦合，采用可再
生能源制氢、制氧，通过使用绿电、绿
氢和绿氧，降低煤炭使用量，从而达到
从源头上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的目的 。
三是与二氧化碳捕集封存利用技术结
合等，降低工艺过程中的碳排放。

“十四五”期间 ，亟需转变煤炭深
加工产业的发展理念， 加快能源终端
消费产品由化石能源主体向清洁能源
主体转变， 在确保油品生产和供应安
全的前提下， 加快化石能源的发展趋
势由燃料向化学品转变， 寻求与可再
生能源耦合发展的突破口， 加快绿色
低碳发展进程，降低碳排放强度。

在发展方式方面， 加快绿色低碳
发展，推进煤炭深加工与石化、新能源
等产业融合发展。 一是与石油化工互
补发展， 包括发挥我国煤炭资源优势
和特点， 通过发展煤制燃料、 煤制烯
烃、煤制芳烃、煤制乙二醇等石油替代
性产品， 推动石化原料路线多元化和
能源安全供给保障能力， 提升我国基

础石化产品自给率和国际竞争力。 二
是探索在典型能源基地推进煤化 工
和可再生能源制氢融合示范 ， 促进
煤化工绿色低碳化发展 、 氢能产业
规模化发展，实现煤化工与可再生能
源低碳融合，助推区域各能源品种清
洁融合利用，先行先试碳中和目标下
的煤化工发展技术与路径。三是拓展
二氧化碳资源化利用途径 ，降低二氧
化碳排放。

在产业布局方面， 进一步强化和
推进煤化工项目园区化建设， 产业向
基地集中，项目向园区集中。 遵循规划
先行的原则，科学设置园区准入门槛，
充分利用不同资源之间的元素互补 ，
实现能源和资源梯级利用， 减少废弃
物排放。

在科技创新方面， 建议将煤炭深
加工纳入国家科技重大工程计划 ，加
大国家科技研发支撑力度， 集中力量
解决制约产品优势提升的工艺技术 、
关键设备、自控技术等“卡脖子”问题，
加强整体过程集成优化、 智能化及数
字化控制管理。

在体制机制方面， 制定煤制油税
收优惠政策， 对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
煤炭深加工项目给予投资和税收等优
惠激励； 加强与石油化工协同发展力
度， 理顺和构建油品销售机制和标准
体系，促进产业健康发展。

（作者供职于国家能源集团技术
经济研究院）

转变煤炭深加工发展理念迫在眉睫

永永煤煤控控股股债债券券违违约约““大大爆爆发发””

煤炭·市场 15□主编：于孟林 □版式：侯进雪
□电话：010-65369469��□邮箱：bsz1020@163.com

□ 2021 年 4 月 19 日

图图片片新新闻闻

本报讯 记者朱妍报道： 近日
从生态环境部获悉， 中央第一生
态环保督察组于本月进驻山西省
督察发现，晋中介休、平遥、灵石
等县（市），不顾水资源禀赋和环
境承载能力， 盲目上马一批高耗
水、高耗能、高污染焦化项目。 未
批先建、 违规取水、 违法排污等
情况集中存在， 带来严重生态环
境问题。

据悉， 由于水资源严重匮乏，
人均占有量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
1/6，晋中属极度缺水地区。去年 12
月，介休、平遥就因地下水超载，而
被水利部暂停新增取水许可。 同
时，晋中位于打赢蓝天保卫战重点
区域的汾渭平原地区，大气污染防
治形势一直比较严峻。

督察组发现，晋中在推进焦化
产业转型升级虽然进展积极，但
未依法依规严格落实建设项目水
资源论证、 环境影响评价和节能
评估审查等法定要求， 焦化项目
违法违规问题严重。 山西省平遥
煤化集团 134 万吨/年焦化项目、
山西聚源煤化 300 万吨/年煤焦
化提标升级综合利用改造项目
等 5 项工程，在未完成水资源论
证和节能评估、部分项目未获得
环评批复的情况下，从 2019 年初
起陆续违法开工建设。 这些项目
若全部建成投产，将比 2019 年实
际新增焦化产能 692 万吨， 每年
新增用水约 1200 万吨、 用煤约
1000 万吨，并大幅增加主要大气
污染物和二氧化碳排放量，给当
地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大
气污染防治 、 地下水超载区治
理、碳达峰等工作带来严峻风险
和挑战。

即便是在水资源严重匮乏的
情况下，相关部门监督管理工作
仍不到位 ，违规取水 、超量取水
问题十分突出。 现场抽查发现，
介休市井安供水有限责任公司
承担茂盛煤化、昌盛煤气化等重
点企业供水任务，每年允许取水
量为 169 万吨， 仅 2020 一年，取
水量就超出许可水量 2.7 倍。

此外， 介休市昌盛煤气化公
司 2018 年 2 月投产的 130 万吨/
年焦化项目未获得取水许可，去年
违规取水 190 余万吨。 受此影响，
周边部分村庄每天只能定时供水
两三个小时。 平遥煤化集团 60 万
吨/年焦化项目， 批复取水量为
14.3 万吨/年， 去年违规从周边村
庄抽取地下水 30 余万吨， 导致厂
区周边多个村庄的村民吃水困难。
目前，村民家中每隔 2-5 天才能通
过管道供一次水，每次仅持续半个
多小时，群众对此反映强烈。

督查组还发现， 部分焦化企
业违法排污问题突出。 例如，平遥
煤化集团在产的 60 万吨/年焦化
项目， 部分高浓度生产废水未经
处理直接进入熄焦池， 化学需氧
量、 悬浮物浓度分别超标 5.9 倍、
4.7 倍。 山西聚丰能源 96 万吨/年
焦化项目熄焦水处理系统未运
行，熄焦水氨氮、挥发酚浓度分别
超标 13.8 倍、223 倍。 大量超标废
水通过湿法熄焦方式排放， 污染
严重。

记者发现， 这已不是晋中首
次因焦化项目问题而被通报 。
2019 年， 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及
“回头看”反馈均指出，山西省部
分地方仍未摆脱对“煤焦电”等高
耗能、高污染产业的依赖，一些地
方和部门甚至放任焦化产能快速
扩张。 其中，晋中明知平遥县不属
于焦化园区规划范围， 仍对平遥
煤化集团 134 万吨新建焦化项目
予以备案，并作为 2018 年度重点
项目推动。 作为全省大气污染治
理重点城市， 晋中也未落实煤炭
消费总量负增长要求。 为此，山西
省督察整改方案要求， 晋中市按
照 《山西省焦化产业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推动转型升级实施方
案》有关要求，对焦化产业全面评
估、 科学布局， 严格淘汰落后产
能，停止违法焦化项目建设。

督察组指出， 晋中市及介休、
平遥、灵石等地党委、政府及有关
部门， 推动中央环保督察整改工
作不力， 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要求不到位， 不顾
水资源禀赋和环境承载能力，对
未经法定程序审批即盲目上马的
多个高耗水、高耗能、高污染焦化
项目监管不力，甚至默许纵容，导
致当地大气污染防治形势严峻，
水资源供给现状不容乐观， 不作
为、乱作为问题突出。 对于后续整
改情况，本报将持续关注。

本报讯 记者李玲报道：日前，永城煤
电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永煤控股”）发
布公告称，公司 2020 年第八期超短期融资
券（20 永煤 SCP008）应于 4 月 19 日兑付
本息，但由于公司流动资金不足，本期债券
本息兑付存在不确定性。

信息显示，该期债券发行金额 10 亿元
人民币，利率 4.5%，发行期限 270 天，到期
后一次性还本付息，应付本息金额 10.33 亿
元，主承销商为光大证券、华夏银行。

记者注意到，在发布此次风险提示公
告前，债券主承销商华夏银行和光大证券
曾召集开展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表决相
关议案。 议案主要内容为：关于同意发行
人先行兑付 50%本金及全额利息， 剩余本
金展期 270 日，展期期间利率保持不变，到
期一次性还本付息。

这并不是永煤控股第一次债券违约。
早在去年 11 月， 永煤控股发行的 10

亿元 270 天期超短期融资券 “20 永煤
SCP003” 就出现过违约。 该债券本应于
2020 年 11 月 10 日兑付本息，但因永煤控
股未能按期筹措足额兑付资金，不能按期
足额偿付本息，构成实质性违约，违约本息
金额共计 10.32 亿元。 对于债券违约的原

因， 永煤控股称主要是因为公司资金流出
现暂时性危机， 公司将通过多渠道积极筹
措兑付资金， 争取尽快向投资人支付债券
本息。

这是永煤控股首只违约的债券， 同时
也拉开了其债券违约的“大幕”。

此后的几个月内，永煤控股 2020 年度
第四期超短期融资券 （20 永煤 SCP004）、
2020 年度第七期超短期融资券 （20 永煤
SCP007）、2020 年度第五期超短期融资券
（20 永煤 SCP005）、2019 年度第三期短期
融资券（19 永煤 CP003）、2020 年度第六期
超短期融资券 （20 永煤 SCP006）、2018 年
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18 永煤 MTN001）、
2020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20 永煤
CP001）、2020 年第八期超短期融资券（20
永煤 SCP008）相继到期后均未能按期足额
兑付。据记者不完全统计，上述债券本息合
计约 104.31 亿元。

永煤控股目前财务状况如何？
Wind 数据显示， 截至 2020 年三季度

末，永煤控股资产总计 1726.5 亿元，总负债
1343.95亿元，资产负债率达 77.84%。其中，流
动负债合计 979.49亿元，占比超 70%。

永煤控股近年来盈利能力也逐年下

滑，2017 年至 2019 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分别为 0.22 亿元、-11.44 亿元、-
13.17 亿元。 2020 年前三季度，永煤控股实
现营业收入 445 亿元，归母净利润为-3.19
亿元。

对于上述无法按期足额兑付的债券，
永煤控股在努力通过改善经营、资产处置、
与债券持有人签署展期兑付协议等多种措
施进行解决。

据悉， 永煤控股当前已就多个到期债
券与债券持有人签署了展期兑付协议，由
永煤控股先行支付债券存续期间全部利
息、兑付 50%本金，剩余本金则给予一定时
间的展期，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并豁免本
期债券违约。

永煤控股还进行了一系列资产重组，
将部分亏损的煤化工业务剥离出去， 包括
龙宇煤化工 91.875%股权、 永银化工 60%
股权、濮阳龙宇化工 100%股权等，划出的
资产合计涉及净资产为-5.58 亿元，2019
年净亏损 7.03 亿元，占永煤集团合并利润
表净利润的-70.63%。

去年底， 永煤控股将持有的永煤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永煤集团”）1.4 亿股
股份转让给河南高速公路发展有限责任公

司， 转让股份占其所持永煤集团股份的
3.49%，转让价格约 6.8 亿元，永煤控股已
将持有的 1.4 亿股份质押给受让人， 以对
受让人预付款提供质押担保。

今年 2月，永煤控股再次以持有的永煤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35 亿股股份为公司
26.3亿元委托贷款提供担保， 担保范围为主
债权 26.3亿元、利息、违约金等各项费用。

值得注意的是， 连续债券违约事件发
生后，对永煤控股信誉造成了较大影响。中
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于永煤控
股首只债券违约当天， 将其主体评级由
AAA 下调至 BB，此后再次于去年 12 月将
其主体信用等级由 BB 调降至 B， 并继续
列入可能降级的观察名单， 相关债券评级
也随之下调。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对永煤控
股予以公开谴责的顶格处理， 对其控股股
东河南能源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予以严重警
告，对中诚信国际、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
海通证券、 海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等 6 家
机构予以警告，对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等 3 家主承销商予以通报批评
或诫勉谈话。

山西晋中因焦化项目
违法违规被通报

��继继去去年年 1111月月首首只只债债券券违违约约后后，，永永煤煤控控股股又又有有多多只只债债券券陆陆续续违违约约，，合合计计
违违约约债债券券本本息息总总额额逾逾110000亿亿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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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季季度度我我国国煤煤炭炭进进口口量量同同比比下下降降 2288..55%%

湖北：“十四五”煤炭储备能力
达到 1600万吨

本报讯 湖北省人民政府日前发布的《湖北省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十四五”期间要补齐能源
储备短板，提升能源运行调节和风险防范能力。

在煤炭方面，要打造“两湖一江”煤炭物流枢
纽，建设以荆州江陵为重点的大型煤炭储配基地，
建立华中地区煤炭交易中心， 改扩建企业现有储
煤场地和设施，煤炭储备能力达到 1600万吨。

具体工程建设方面包括：建成荆州煤炭铁水
联运储配基地、 宜昌枝城港煤炭物流储备基地、
宜昌港姚家岗煤炭专用码头储备工程等，推进汉
江沙洋港煤炭储备基地建设。 （张宁）

包钢首单碳中和
绿色债券发行

本报讯 近日，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
司专项用于碳中和的 2021 年绿色公司债券 （第
一期）在上海交易所成功发行，成为内蒙古钢铁
行业首单碳中和绿色债券。

本期债券发行金额为 5 亿元， 期限为 5 年，
募集资金不低于 70%额度用于余压余气节能减
排 CCPP 项目。 该项目主要是将回收利用的高炉
煤气转化为电能，减少煤气直接排放对环境造成
的污染，同时节约能源，减缓电网供电压力，自发
电率约为 58.72%，可达到降低碳排放效果。

包钢股份绿色公司债券注册发行规模为
33.8 亿元。 首期发行后，将根据市场情况和资金
需求安排后续发行，积极助力企业“绿色、低耗、
安全、高效”发展。 （杨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