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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国国上上海海燃燃料料油油保保税税船船供供报报价价正正式式发发布布

保保税税船船供供油油有有了了““上上海海价价格格””
■■本报记者 渠沛然

6 月 20 日，为打造以高低硫燃料油期
货人民币结算价为基准的、区域性现货贸
易参考价格，服务实体经济，助力上海国
际航运中心建设，“中国上海燃料油保税
船供报价”（以下简称“上海价格”）正式发
布，反映上海港海域每日的低硫和高硫保
税船用燃料油价格变化。

“上海价格的顺利推出将为上海船燃
市场各类企业提供透明、 高效的现货价格
风向标， 进一步提升期货和现货市场共同
服务船燃、航运实体企业的深度广度。 ” 上
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油品事业部负责人
张龙星表示。

■■ 推动现货期货联动

自 2020 年 1 月 1 日全球船舶硫排放
0.5%限制令执行以来， 我国保税低硫燃料
油自产自销比例逐年上升， 以人民币计价
的保税船燃价格渐获关注。业内人士指出，
上海价格的发布将为我国保税船用燃料油
贸易提供新参考。

据了解， 上海燃料油价格分为指引价
和最终价，分别在每天 16:00 时和 18:00 时
发布， 每日发布的上海价格与昨日价格计
算涨跌， 报价单位包括中石化浙江舟山石
油有限公司、中国船舶燃料有限责任公司、
中石化长江燃料有限公司、 中石油上港能
源有限公司、 上海富远燃料油有限责任公
司和浙江海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上述 6 家报价企业以上海期货交易
所每日的期货结算价为基准价，报升贴水
价格，形成每日现货报价。 上海石油天然
气交易中心根据六家企业的报价，参考企
业在过去一个季度的市场占比，进行加权
平均处理，最终形成上海价格。 发布形式
为发布当日上海地区高硫燃料油、低硫燃
料油的人民币升贴水报价， 每个交易日对

外发布。
此前， 上海期货交易所先后推出上期

能源舟山锚地供油卖方报价和买方报价，
业内人士表示， 上海价格的正式发布是对
我国船用燃料油价格市场化定价体系的再
次创新和有益探索， 有利于跟踪国内船用
燃料油市场实时价格走势， 推动国内市场
与国际市场的及时有效对接， 提升市场影
响力。

上海石油产品贸易行业协会燃料油分
会会长于吉友称， 上海价格将进一步完善
华东地区燃料油现货市场价格体系， 将成
为期货与现货市场联动机制的有益补充。

■■ 市场向东倾斜

目前， 中国成为除美国以外的另一个
低硫船用燃料油供应的重要来源地。 中东
和俄罗斯是全球主要的高硫燃料油。 随着
主要船位需求逐步向东方、 在向中国港口
转移， 上海所在的华东区域在中国保税产
业市场占据重要地位。

数据显示，2022 年， 全国保税船加油
量达到 2186 万吨， 中国低硫燃料油产量
已经达到 1550 万吨，同比增幅达到 40%。
国产低硫燃料油资源在 INE 低硫燃料油
合约交割货物的占比已经超过 70%。 2022
年， 上海港区的保税船用燃料油供油量达
到 313 万吨。

据上海期货交易所副总经理李辉介
绍，2022 年， 燃料油期货累计成交 2.1 亿
手， 连续 3 年位列全球能源类衍生品合约
第二名。低硫燃料油期货上市三年以来，市
场稳步发展，截至今年 5 月底，累计成交量
达 8770 万手， 累计成交金额 3.59 万亿元，
得到境内外市场参与者广泛认可。

中石化浙江舟山石油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总经理姜永卓表示，中国在船燃业务拥

有完整的产业链、 良好的政策支持和不断
优化的市场环境， 沿海港口越来越重视船
供油业务统筹发展， 随着保税油市场进一
步放开， 我国船供油市场将呈现高速稳定
发展的良好势头。

■■ 服务实体经济

此前， 受国内消费税和增值税等因素
影响， 为国际航线船舶供应燃料油的中国
保税油市场规模严重滞后于港口吞吐量和
航运业。 2019 年我国外贸货物吞吐量为
4320 公吨，是新加坡港的 6.9 倍，中国集装

箱的吞吐量占全球集装箱总吞吐量的
70%， 有 7 个港口上榜世界十大集装箱港
口， 而保税船用燃料油的消费量仅为新加
坡的 1/5。

国际海事组织 IMO 全球限硫令催生
市场变化, 我国炼油企业不断适应市场需
求转型升级， 化解国内炼油产能结构性过
剩矛盾。 2020-2022 年，国内低硫材料产量
占国内保税低硫消费量的比重增长 80%，
改变了高硫时代以进口资源为主的经营模
式， 国内几大集团已经把低硫船燃作为主
要的炼油产品之一。从生产结构来看，华北
区域是主要的资源出产地，2022 年占比达

到 63%，未来，保税燃料油供应是国际航运
中心的核心功能之一， 为国际航行的船舶
提供免税油品供应也是国际通行惯例，保
税船用油市场潜力巨大。

李辉认为：“在近年石油和船燃市场
受多重因素影响大幅波动的情况下，高低
硫燃料油期货价格与国际原油市场和亚
太船燃现货市场走势紧密联动，成为全球
油气大宗商品市场重要的价格风向标。 这
为境内外产业链上下游产业客户提供有
效避险工具，增强期货市场助力全球客户
配置资源的能力水平，为实体经济的高质
量发展作出贡献。 ”

硅片“独角兽”高景太阳能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景太阳
能”）要在创业板 IPO 了。 日前，
高景太阳能向深交所提交招股说
明书，拟公开发行不超过 1.25 亿
股股份，募集资金约 50 亿元。 目
前，进入已问询阶段。

作为成立不足 4 年的硅片
新秀， 高景太阳能近几年发展
迅猛，营业收入呈指数级增长。
不过， 根据高景太阳能公开披
露的招股说明书， 高增长背后
存在诸多隐忧。

■■ 政府补贴存在不确定性

资料显示， 高景太阳能成立
于 2019 年，为专业化光伏硅片企
业，主营业务为光伏单晶硅棒、单
晶硅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
产品包括大尺寸单晶硅棒和单晶
硅片。

据招股说明书透露，高景太
阳能此次拟募资约 50 亿元，其
中 35.7 亿元将用于宜宾 25GW
单晶硅棒及 5GW 单晶硅片生产
建设项目，1.8 亿元用于研发中
心建设项目，剩余的 12.5 亿元用
于补充流动资金。

《中国能源报》 记者查阅发
现， 高景太阳能在短短三年内实
现业绩的惊人增长。 2020 年，高
景太阳能营业收入仅为 8.91 万
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为-113.63 万元；2021 年，营业
收入已达 24.91 亿元， 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转亏为盈，
达 1.08 亿元；2022 年， 营业收入
和归母净利润分别达到 175.7 亿
元、18.21 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
605%、1586%。

近两年来， 高景太阳能获得
高额政府补贴。招股说明书显示，
在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中，珠
海 50GW 太阳能单晶硅片建设
项 目 获 得 14.87 亿 元 ， 青 海
50GW 太阳能硅棒建设项目获得
4.45 亿元，合计近 20 亿元；另有多项与收益
相关的政府补助合计约 6843 万元。

2021 年度及 2022 年度，高景太阳能获
得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金额分别为
3577.02 万元和 16485.89 万元，分别占当期
净利润的 33%、9%。

“未来，若政府部门对公司的支持政策
发生变化， 公司能否继续获得政府补助以
及获得政府补助的金额等存在不确定性，
进而对公司盈利水平产生一定影响。 ”高景
太阳能指出。

■■ 研发投入比率不足 1%

在当前发展迅速的光伏行业， 企业往
往以技术见长。不过，根据招股说明书透露

的数据，相较于同行企业，高景
太阳能在研发上的投入力度并
不突出。

高景太阳能研发费用主要构
成明细显示，其 2021 年、2022 年
研发投入分别为 3143 万元、1.06
亿元， 其中直接投入占比仅约一
半， 研发费用率分别为 1.26%和
0.60%，公司研发费用规模虽整体
呈增长趋势，但占比有所下降。

对比 2022 年隆基绿能、TCL
中环、晶科能源、晶澳科技等在内
的 8 家企业的研发费用率， 其中
最高达 4.45%、 最低为 0.87%，平
均值为 2.39%， 显著高于高景太
阳能的 0.60%。

对此，高景太阳能解释称，公
司研发费用率略低于行业平均水
平， 主要原因为其中大多数为垂
直一体化公司或多元业务公司，
涉及光伏产业环节更多， 研发费
用规模较高。 公司基于自身专业
化的光伏硅片企业定位， 结合硅
片行业市场需求变化及产品未来
发展趋势， 围绕公司发展战略合
理安排研发投入， 符合自身业务
发展实际。

■■ 竞争日益激烈

当前我国光伏行业迅猛发展
的背后，竞争日益激烈，产能过剩
隐忧初现。

在该背景下， 高景太阳能的
产品毛利率低于同行业可比公
司。 数据显示，2021—2022 年，高
景太阳能硅片毛利率分别为
9.61%、13.95%。 同期，隆基绿能硅
片及硅棒毛利率分别为 27.55%、
17.62%，TCL 中环的硅片毛利率
分别为 18.95%、22.73%。

“若未来受宏观经济波动、
行业景气度、市场竞争等因素影
响，或出现产能过剩导致的恶性
竞争、价格战，公司主要产品的
市场需求或价格出现较大幅度
下降或出现原材料供应不足及

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等情况， 公司可能面
临经营业绩下滑或亏损的风险。”高景太阳
能表示。

此次高景太阳能拟 IPO 募资 50 亿元，
其中大部分用于产能建设。 招股说明书显
示， 高景太阳能拟投入 35.7 亿元的募资金
额用于旗下宜宾 25GW 单晶硅棒及 5GW
单晶硅片生产建设项目。

在 2023 SNEC 大会上，中国光伏行业
协会名誉理事长王勃华呼吁业内理性扩
产：“据不完全统计，2022 年初至 2023 年 4
月底， 我国光伏产业链规划扩产项目超过
460 个。 尽管这些项目能否最终落地存在
较大不确定性， 但是形成一个很大的扩产
规划基数， 预示着更大的竞争压力在酝酿
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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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煤炭行业深入推动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企业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
步伐，特别是在抗疫保供、增产稳价、保
障能源安全等方面，充分发挥兜底保障
和压舱石作用，彰显新时代煤炭精神和
企业责任担当。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会
长梁嘉琨在近日举办的 2023 年煤炭企
业管理创新大会上指出， 在新征程上，
煤炭行业要践行能源安全新战略，大力
弘扬企业家精神，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
业，推动行业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煤炭企业持续强化企业创
新管理、挖潜增效，在保证发展规模和
速度时，注重质量与效益，全方位推进
企业管理创新，取得显著成效。

■■ 煤企综合实力增强

近年来，规模以上煤炭企业综合实
力得到提升，煤炭上市公司经营质量持
续改善，盈利能力得到增强。 同时，煤炭
企业战略性重组和专业性整合步伐加
快，煤炭产业资源配置效率持续优化，产
业集中度明显加强。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副会长解宏绪指
出，从规模以上企业看，利润总额、净利
润、营业收入利润率、资产负债率、研发
投入强度、全员劳动生产率的高质量发
展指标稳中向好。

根据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显示，规
模以上煤炭企业资产总额从 2012 年底
的 4.4 万亿元增长至 2022 年底的 7.3 万
亿元，年均增长 5.2%。 营业收入从 3.4万
亿元增长至 4.0万亿元， 年均增长 1.7%。
规模以上利润总额， 从 2012 年的 3808
亿元增长至 2022 年的 10202 亿元，年均
增长 10.3%。 2022 年，营业收入利润率、
全员劳动生产率、 研发投入强度分别比
2012年提高 14%、171%和 3%。

从 39 家煤炭板块上市公司看，“十
三五”以来，煤炭板块总资产收益率和净
资产收益率均稳步上升并维持高位，资
产负债率呈下降趋势，资产负债结构持
续优化。 解宏绪称：“近三年煤炭上市企
业平均盈利规模稳定在 1689.4 亿元左
右。 今年上半年，江苏徐矿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登陆 A 股，中国煤炭科工集团天
玛智控登陆科创板，上市平台功能得到
进一步有效发挥。 ”

煤炭企业战略性重组和专业性整合
步伐加快。 神华集团与国电集团合并重
组为国家能源投资集团，山东能源与兖
矿集团联合重组成立新山东能源集团，
中煤能源集团兼并重组国投、保利和中
铁等企业的煤矿板块等。2022 年，7 家企

业煤炭产量超亿吨，15 家企业煤炭产量
超过 5000 万吨；煤炭产量前四家的集中
度， 从 2016 年的 24.0%提高至 2022 年
的 33.6%，前十家的集中度从 2016 年的
40.0%提高到 2022 年的 50.6%。

■■ 管理实践经验丰富

解宏绪认为， 做好管理创新工作必
须坚持因企施策，培养具有职业素养、市
场意识和现代企业管理能力的人才队
伍，坚持共建共享、突出行业特色。“回顾
20 年的管理创新经验，煤炭企业管理领
域不断拓展，管理内涵不断丰富，管理水
平不断提升。 ”

据山东能源集团党委副书记、董事、
工会主席岳宝德介绍，公司实施“战略+
财务”管控模式，搭建重塑业财一体化管
控体系，形成专业管理为主、专业管理与
区域管理相结合的管控体制， 对集团总
部+专业化经营公司、上市公司、混改公
司、境外企业，实施分级分类管控。

此外，数字化转型激发企业发展新
动能。 “山东能源集团积极打造数字赋
能的转型支撑体系，制定实施数字化转
型总体规划，建成 9 处首批国家级智能
化示范煤矿和 15 处符合国家智能化示
范标准的煤矿， 智能开采产量占比超
80%，在‘十四五’期间全面建成智能化
煤矿。 ”岳宝德说。

“我国煤炭工业现代化水平进入关
键提升新时期，这将是煤炭企业生产管
理运作模式的一次全新挑战。 ”解宏绪
提醒道，当前煤企发展不平衡、创新发
展动能依然薄弱，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
和竞争力亟待提高，安全生产和生态环
境保护约束日益强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仍需向纵深推进，老矿区转型发展面

临诸多困难。

■■ 对标世界一流企业

2022 年 2 月 28 日， 中央全面深化
改革委员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加快建设
世界一流企业的指导意见》提出，加快
建设一批产品卓越、品牌卓著、创新领
先、治理现代的世界一流企业。 今年 3
月，国资委对国有企业“开展对标世界
一流企业价值创造行动” 进行动员部
署， 这是国资委继 2020 年开展对标世
界一流管理提升行动后开展的又一个
专项行动。

解宏绪指出， 为努力打造具有更强
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煤炭企业要坚
持科技自立自强， 进一步发挥企业创新
主体地位， 将关键核心技术与装备的安
全可控作为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关
键， 以煤炭安全智能化开采和清洁高效
集约化利用为主攻方向。

“十四五”以来，煤炭企业聚焦主责
主业，打造能源供应商与服务商。国家能
源集团制定“一个目标、三型五化、七个
一流”企业发展战略，建设具有全球竞争
力的世界一流能源集团； 中煤能源集团
提出以煤炭产业为基石、 以煤基清洁高
效转化利用产业和能源综合服务产业
为两翼、以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为
重要增长极的高质量发展格局。

近年来，以国家能源集团、兖矿能源
集团为代表的煤炭企业走出国门， 加强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积累了丰
富的国际化经验。 解宏绪指出，未来，加
快紧缺型和复合型的专门化、 国际化的
经营管理人才培养， 加快多元文化背景
下管理模式的创新和发展， 是煤炭企业
“走出去”的重要内容。

煤炭上市企业资产收益率稳步提升
规模以上利润总额从 2012 年的 3808 亿元增至 2022 年的 10202 亿元，年均增长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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