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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9 月以来，煤炭价格出现大幅上涨，尤其是动
力煤价格，屡创历史新高。 与此同时，动力煤价格和电
价倒挂导致发电企业亏损，火电产量受限。为缓解煤炭
紧缺和价格上涨， 国家发改委等部门推出一系列保供
增产稳价政策， 包括推动发电供热企业直供长协煤全
覆盖，加快晋陕蒙地区优质产能释放等，同时对煤炭价
格实施干预。

在政策推动下，全国煤炭产量明显增加。根据国家
发改委的数据，今年 1-10 月，煤炭产量为 33 亿吨，同
比增加 4%。 10 月中下旬以来，全国日均煤炭产量连续
数日保持在 1150 万吨以上，创近年来日产量峰值。

与此同时，电厂存煤水平快速提升，存煤量与去年
同期水平基本一致。国家发改委表示，自 10 月以来，电
煤供应较去年同期增加超过 30%， 持续大于耗煤。 11
月份中下旬开始，电煤消耗有所增加，但日均供煤达到
860 万吨，最高达到 943 万吨历史峰值，日均供煤大于
耗煤近 200 万吨，电厂存煤继续快速增长。 到 11 月中
旬，全国统调电厂库存可用天数提升至 22 天，东北三
省统调电厂可用天数提升至 31 天。月底电厂存煤或将
全面超过去年同期，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今冬明春发电
供暖用煤得到有力保障。

煤炭仍是能源安全稳定供应的 “压舱石”，稳
定煤价将是未来行业监管的重点之一。 11 月 24
日，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召开座谈会，邀请经济、法
律方面专家， 研究进一步完善煤炭市场价格形成
机制相关问题。 与会专家建议，加快建立煤炭价格
区间调控的长效机制， 引导煤炭价格在合理区间
运行，使煤炭价格真实反映市场供求基本面，防止
价格大起大落。

多位分析人士认为， 未来在供需形势好转和价
格干预下，煤价将回归到合理区间内。 招商银行研究
院行业研究所研究员颜琰表示， 未来随着经济进入
“新常态”， 煤炭需求增速将较今年有所下降并保持
稳定，在产能的有序释放下，供需将基本保持平衡。
加之政府或将提高长协煤合同覆盖率及履约率并形

成煤炭市场定价机制，未来煤炭价格将从高点回落，
并回归到合理区间内。

银河证券分析指出， 随着冬季用煤需求愈加旺
盛，煤价短期大幅下调后或将趋于稳定，煤炭市场供
需将逐渐由偏紧向基本平衡方向发展。 待市场情绪
释放完毕，四季度煤炭行业仍将回归基本面。 随着电
价定价机制改革不断推进， 煤炭行业有望获得更加
广阔的发展空间。

“对燃煤电厂而言，未来随着煤炭价格向合理区
间回归，燃煤电厂成本端压力将有所缓解。 收入端方
面，国家出台电价市场化改革政策，包括取消工商业
目录电价、煤电上网电价上浮区间放宽至 20%等，全
国部分省市工商业电价有所上涨， 对于燃煤电厂的
收入有一定增益效果。 ”颜琰进一步补充称。

在供需形势好转和价格干预的双重背景下，动力煤
价格快速下降。 数据显示，主要煤炭产地的坑口价已降
至约 900元/吨， 期货市场和秦皇岛港口动力煤的价格
也下降了近 60%，较 10月峰值均下降千元左右。

值得注意的是，深冬渐进，国内将迎来工业和居
民用电的高峰，四季度用煤需求将持续增长，在此情
况下，煤炭供应及价格将迎来怎样的发展趋势？

针对四季度用煤需求上涨， 国务院已对能源保
供进行部署，要求紧盯煤炭生产，确保安全保供。 一
方面督促核增煤矿组织生产，复产煤矿稳产达产；另
一方面加强中长期合同履约监管，加强运输协调。

颜琰认为，在政策推动下，四季度煤炭供应将进
一步增加，供需缺口虽有所缩小，但仍将维持“紧平

衡”的市场格局，对煤炭价格形成支撑。 整体来看，在
保供稳价的政策干预下， 四季度煤炭价格将稳定在
当前的水平上下波动，价格中枢保持在历史高位。

煤炭进口方面，中国煤炭运销协会分析指出，随
着国内煤炭价格持续下跌， 进口煤价格已不具备明
显优势，加上电煤长协合同全覆盖工作扎实推进，预
计用煤企业采购进口煤将趋于谨慎， 全国煤炭进口
量或将下降。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电煤采购价格指数（CECI）编
制办公室发布的《CECI指数分析周报》中建议，要继续
保持当前电煤供应水平，持续提高各环节库存，提高极
端天气下的缓冲能力；提前做好冬季严寒天气电煤运输
安排，避免进入电煤高耗量阶段，运输成为供应瓶颈。

煤价将回归合理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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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米井下工作面，快速掘进、记忆割
煤、智能采煤；选运装煤流系统，无人值
守、自动预警、高效运转；地面生产指挥中
心，一键启停、远程控制、联调联动……处
处是忙而有序的生产景象，一场能源保供
攻坚战在中煤集团大屯公司 （以下简称
“大屯公司”）奋战正酣。

面对当前能源供应持续偏紧、煤炭保
供压力不断加大的严峻形势，大屯公司聚
焦煤炭开采主责主业，以智能开采、系统
优化、科技保安为抓手，加速推进智能化
煤矿建设，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科学高效
地组织生产，全力以赴增产保供。

远程遥控综掘机“指哪打哪”

“真来劲！ 像操作大玩具一样，动动手
指头，就把巷道给掘了。 ”在姚桥煤矿井下
集控室里，综掘机司机武士新正轻轻推动
操作杆，只见屏幕上 150 米开外的综掘机
立刻根据指令 “指哪打哪”， 自行开到迎
头，找准角度，沿断面成型轨迹进行截割。

这样的场景正在姚桥煤矿井多个采
区上演，巷道掘进实现了远距离“可视化”
遥控作业。 通过监控摄像头和红外摄像
头，传感器和传输基站等设备，将综掘机
实时工作画面传至井下和地面集控中心，

依据综掘机司机预设的轨迹定位截割，做
到高标准的一次成巷、不留尾工。 并且，截
割区域采用红外技术人体活动检预警系
统，当综掘机启动及工作人员误入截割区
域时，会采取预警、停机操作，避免人员伤
害，提高了综掘机的安全水平。

“与普通综掘工作面相比， 智能化掘
进快速、安全，提高了迎头施工人员的安
全系数和工作效率，降低了作业人员的劳
动强度。 ”姚桥煤矿生产技术科掘进主任
工程师王念雷介绍。

智能掘进系统在大屯公司不断升级。
“岩巷掘进快速生产线， 可以施工两个钻
眼同时作业，过去 6 人的操作，现在 3 人
就可以完成了，提高了工作效率，而且改
变了过去耙装机钢丝绳绳道容易伤人的
不安全状况。 ”徐庄煤矿掘进五队队长刘
军说。 该队投入使用了岩巷生产线以来，
岩巷月进尺从原来的 60 米提高到如今的
120 米，创近年来矿岩巷单进最好水平。

智采实现“坐在地面采煤”

“经过我们反复测试，只要一键启动，
采煤机就可以根据设置的参数自动割煤，
工人只要根据煤壁构造调整割煤机高度
就行，特别省事。 ”姚桥煤矿采煤三队党支
部书记杨轲边演示边介绍。

在姚桥煤矿采煤三队 7260 工作面，采
煤机割煤、支架移架、刮板输送机推溜等采

煤动作全部自动完成， 在煤炭生产上已不
再需要人员直接接触， 矿工们只要坐在工
作面外口处的集中控制室， 盯着大屏幕动
动手指，就可以控制割煤机精准割煤。

“干煤矿给人的感觉一直是傻大笨
粗，如果说远离生产现场，像管理生产车
间一样，看看电脑，按按鼠标，就可以操纵
煤机哗哗出煤，你说给人家听，人家会说
你是在做梦。 但是这个梦想通过智慧矿山
建设已经轻松实现了。 ”杨轲说。

姚桥煤矿智能化工作面实现了设备
自动控制为主，远程干预为辅，液压支架
自动跟随煤机作业及综采设备自动监测
为主， 视频监控为辅的智能化生产新模
式，突破了关键性技术难题，三角区域煤
机记忆截割自动化率达到 70-80%， 自动
化回采率达到了 93%以上，均处于全国领
先水平。 这只是大屯公司“智慧矿山”建设
的一个缩影。

“更安全了，更干净了。 ”采煤三队职
工对此感触颇深。 与传统开采模式相比，
智能开采将职工从危险性较高的采煤工
作面转移到安全环境较好的顺槽监控中
心和地面远控中心，单班作业人数减少一
半，自智能工作面开采以来，采煤三队安
全生产保持了稳产高产。

智能化建设按下“快捷键”

“副井电控系统改造完毕并投入运行

后，提升工艺控制更加科学合理，应对突
发状况的能力显著提升，系统维护更加简
便，设备操作更加得心应手，系统自动化
水平得到了全面提升。 ”提及副井提升机
电控改造工程，徐庄煤矿机电科科长杨国
云侃侃而谈。

在智能化管理的道路上， 徐庄煤矿
不断进行新的尝试。通过“30 千克/米整
体道岔的改造与应用”对道岔材料及加
工工艺进行了改造，安装效率提高 3 倍
以上；采煤工作面下出口使用端头支架
支护， 两道超前段卧底使用卧底机、铲
车等设备， 每班减少用工 5 至 8 人；Ⅱ
⑶、Ⅱ⑴等采区使用了单轨吊，实现了
一站式运输，减少了人员、提高了效率、
确保了安全……科技创新让煤矿具有
了智能化， 智能化让矿山更具更安全、
更高效。

除了本部煤矿外， 大屯公司所属新
疆天山公司 106 煤矿同样是全力以赴保
障煤炭稳定供应。 掘进工作面推广应用
掘锚一体机、机载临时支护、皮带集控系
统等先进设备，提高可靠性；采煤工作面
实现了采、运、回的智慧化生产，煤流智
能化升级改造， 实现远程操控和无人值
守；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实现采掘工作面
监视监控一体化， 提高了矿井生产系统
的保障能力……通过推进矿井建设，实
现了稳产高产。

产产、、供供持持续续增增加加，，电电厂厂存存煤煤量量创创新新高高——————

煤煤炭炭保保供供稳稳价价成成效效显显著著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仲仲蕊蕊

中煤集团大屯公司：

矿山装上“智慧芯” 保供跑出“加速度”
■■宗慧芹 王玉芹 刘占亚

关关注注

国家发改委：
专题研究完善煤炭
市场价格形成机制

本报讯 近日， 国家发改委价格
司赴华能集团开展专题调研， 召开煤
电企业座谈会， 研究完善煤炭市场价
格形成机制。

与会企业表示，实践表明，在市
场失灵、煤炭价格出现不正常上涨的
情况下，国家采取综合措施，加强调
控监管， 引导煤炭价格回归合理区
间，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结合
的充分体现。

与会企业提出， 从多年市场运行
规律看， 煤炭价格客观上存在一个合
理区间。煤炭价格在合理区间运行时，
煤炭生产、流通、消费能够保持基本平
稳，煤、电上下游产业能够实现较好协
同发展。

与会企业认为， 当前完善煤炭市
场价格形成机制正当其时， 希望相关
意见尽快出台， 并对重点产区煤炭出
矿价格和港口下水煤价格合理区间提
出了具体建议。 （林轩）

河北：2025年完成
煤炭消费减量任务

本报讯 河北省政府近日印发的
《河北省建设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
“十四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提
出，力争到 2025 年完成国家下达削减
煤炭消费目标任务。

为实现上述目标，规划明确，严
格落实煤炭减量替代， 以钢铁、化
工、水泥、玻璃等行业为重点，实施
工业节能低碳技术改造。 加快淘汰
落后煤电产能， 合理控制煤电建设
规模，对服役期满煤电机组，按照等
容量、减煤量、降排放原则，替代建
设先进高效煤电机组。 积极稳妥扩
大天然气利用规模， 在重点领域推
动以气代煤、以气代油。 同时，强化
煤炭清洁高效利用， 建立健全散煤
治理监管体系。

优先选择化石能源替代、 原料
工艺优化、 产业结构升级等实施源
头治理，推动以煤为燃料的锅炉和
工业炉窑使用清洁低碳能源或利
用工厂余热、 电厂热力等清洁能源
替代。 （林轩）

华塑股份上交所
主板挂牌上市

本报讯 11 月26 日，安徽华塑股
份有限公司（简称“华塑股份”）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主板正式挂牌上市， 成功
登陆资本市场。至此，淮北矿业集团已
拥有两家上交所主板上市子公司。

华塑股份成立于 2009 年 3 月，是
长三角地区大型氯碱化工企业， 主要
从事以 PVC 和烧碱为核心的氯碱化
工产品生产与销售， 业务涵盖原盐及
灰岩开采、煤炭发电及电石制备、PVC
及烧碱生产和“三废”综合利用等，主
要产品包括 PVC、烧碱、灰岩、协同处
置“绿色”水泥、石灰等。

自成立以来， 华塑股份一直致力
于循环经济与资源综合利用， 依托自
身拥有的优质电石灰岩和原盐资源优
势，以及“两淮”地区丰富的煤炭资源，
采用先进、高效、清洁的生产工艺，建
成了以 PVC、烧碱为核心的“矿—煤—
电—氯碱化工—‘三废’ 综合利用”一
体化循环经济体系，在资源、成本、技
术、规模、环保等多个方面具有较为明
显的综合竞争优势。 （陈磊 陈春秋）

唐山港实现对山西
南部煤炭货源全覆盖

本报讯 唐山港近日连续开通三
座内陆港，分别为山西王家会内陆港、
山西瑞恒金沙滩内陆港和万创实业红
进塔内陆港。三座内陆港的接连开通，
使唐山港实现对山西南部地区焦炭、
焦煤货源的全覆盖。

发挥运输路径优势， 利用准朔铁
路， 将集装箱班列运输路径拓展至内
蒙古准格尔旗，使山西、内蒙古地区的
大宗货源通过唐山港与国内外主要出
海口相连， 为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起到推动作用。

截至目前， 唐山港京唐港区已完
成 27 座内陆港的建设布局，直接腹地
扩至山西、甘肃、内蒙古、宁夏、新疆等
西北内陆地区， 间接腹地已通达蒙古
国、俄罗斯和中亚国家。

近年来， 依托内陆港区域物流集
散中心的作用， 唐山港集团优化港口
货品结构，促进腹地回程货源开发，逐
步推动“重去空回”运输模式向“重去
重回”转变，运输效率和综合效益显著
提高。 （张明）

经历两个月暴涨后，煤炭价格于近期开始逐步
回落。数据显示，主要煤炭产地的坑口价降到了 900
元/吨， 期货市场和秦皇岛港口动力煤的价格也下
降了近 60%。 值得注意的是，冬季是我国工业和居
民用电的高峰，加之今年冬季大概率将遭遇“拉尼
娜”天气，气温较往年偏低，四季度用煤需求或较往
年有所增加，在此背景下，煤炭供应是否有保障？ 煤
价走势如何？

为确保矿井正
常生产接续，全面保
障煤炭供应 ， 连日
来，陕煤集团黄陵矿
业机电公司开展了
设备大修劳动竞赛，
旨在进一步调动全
员工作热情，按期保
质保量完成黄陵矿
业一号煤矿和二号
煤矿共 335 台液压
支架大修任务，保证
矿井生产。

图为支架吊 环
检修整形比赛现场。

曹川/摄
黄黄陵陵矿矿业业机机电电公公司司：：开开展展支支架架大大修修劳劳动动竞竞赛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