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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煤矿释放产能 供应总量不断增加

今冬煤炭供需平衡趋势不变今冬煤炭供需平衡趋势不变
■本报记者 杨沐岩

迎峰度冬，我国煤炭市场供应充足。
据《中国能源报》记者近期了解，一方面，煤
炭冬季保供进入关键时段，各煤矿释放产
能，供应总量持续上升；另一方面，需求侧
煤炭库存比较充足，市场采购略有放缓。

进入 12 月，煤炭供需格局持续宽松，
北方港口存煤已创近年新高。市场分析
人士认为，为促进煤炭恢复供需平衡，相
关部门需合理调控煤矿增产幅度，根据
市场需求情况，对煤矿增产保供规模和
速度进行动态调整，并灵活调节煤炭进
口配额，完善煤炭市场交易机制。煤炭
企业需适时调整生产与销售策略，优化产
量规划，拓展销售渠道，实现产品差异化
竞争，通过成本控制与财务管理，降低开
采和生产成本，加强上下游企业合作，减
少对单一煤炭销售市场的依赖。

■■ 产运能力持续释放

今年 10 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产
量 4.1 亿吨，同比增长 4.6%。1—10 月，全
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累计产量 38.9 亿吨，
累计同比增长 1.2%，继续保持正增长。

当前，主产区原煤产量持续高位。今
年前 10 个月，鄂尔多斯市煤炭产量达 7.29
亿吨，同比增长 5.7%。截至 11 月 30 日，位
于鄂尔多斯的国能准能集团全月完成商品
煤 513.4 万吨，超月计划 7.4 万吨。位于榆
林市的中煤陕西大海则煤矿加强生产组
织，今年最大日产量达到 8.09 万吨，截至
11 月底累计生产原煤 1725 万吨、商品煤
1677 万吨。

煤炭增产推动运力增加，11 月以来，
铁 路 部 门 完 成 煤 炭 日 均 装 车 同 比 增 长
3.3%。其中，大秦铁路位居“西煤东送”4
条铁路之首，煤运能力约 4.5 亿吨/年，伴
随 10 月底检修结束，该线路日均发运量
增至 125 万—130 万吨的高位水平。与此
同时，公铁水联运作用不断凸显，例如瓦
日铁路、新兖铁路在山东济宁与京杭运河

交汇，煤炭运输通过公铁水联运枢纽联通
西北，向南端进入长江航道。

在济宁龙拱港，操作员通过屏幕和手
柄远程操作设备，将铁路运抵港口的集装
箱转运到船只。一箱箱煤炭在驳船上被
整齐码放成“九宫格”，等待通过京杭运
河运抵长三角的工业区。济宁港航发展
集团相关负责人向《中国能源报》记者介
绍，除龙拱港外，济宁梁山港也是煤炭铁
水联运重要枢纽，还是国家和山东省的
煤炭应急储备基地。进入供暖季以来，
每天有约 5 万吨煤炭运抵梁山港，并通过
内河向南转运。

■■ 港口存煤再创新高

伴随煤炭转运量不断增加，11 月以
来，沿海港口库存持续堆高。截至 11 月
29 日，包括秦皇岛港、国投京唐港、曹妃
甸 港 等 在 内 的 北 方 港 ，煤 炭 总 库 存 达
2846.4 吨，较上月同期增加 491.4 万吨，较
去年同期增加 205.7 万吨。加上黄骅港，
上月底北方四港整体存煤达 3100 万吨以
上，较去年同期增加 303.63 万吨，创近三
年来新高。12 月初，北方港库存又整体延
续此前 1 个月的攀升态势。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教授宋梅在接
受《中国能源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在冬
季煤矿增产保供背景下，预计今年煤炭供
应量还会进一步增加。”

港口作为煤炭的重要中转和存储地，
其存煤不断上升不仅因为国内煤炭供应增
加，同时也有进口煤影响。10 月全国进口
煤炭 4624.8 万吨，较去年同期增加 1025.6
万吨，增幅达28.5%，对港口存煤形成补充。

另一方面，沿海煤电存煤充足，购煤意
愿低。国家发改委 11 月表示，全国统调电
厂存煤保持在 2 亿吨以上、平均可用超过
30 天，预计今冬明春供暖季能源供需总体
平衡，资源供应能够得到有效保障。而钢
铁建材等行业错峰生产，对煤炭的需求也

受到抑制。
宋梅表示，整体看，煤炭市场供给增

加，需求不足。“当供给大于需求时，价格就
会下降，这也符合当前市场对煤价走势的
预期。综合判断，港口存煤不断增多很大
程度上反映出当前煤炭市场已处于供过于
求状态。”

■■ 煤企多举措应对市场变化

一般情况下，冬季是煤炭需求高峰
期，为确保居民取暖和企业生产用煤需
求，煤矿会在秋季开始提前增产保供，并
一直持续到冬季结束。“结合往年经验看，
今冬煤炭保供增产工作大概率会持续到

整个供暖季结束，也就是 2025 年 3 月左
右。”宋梅分析，煤炭供求失衡的状态可能
会持续到供暖季结束，甚至可能在供暖季
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仍会对市场产生影
响，具体取决于市场的库存消化速度和需
求的恢复情况。

当前，多个企业也采取战略，积极应对
市场变化。

据了解，准能集团在抓开采的同时，配
套选煤厂通过实时监测煤质指标、调整洗
选参数等措施，确保商品煤热值达标，并
根据市场变化积极优化产品结构。国家
电投与煤炭企业建立合作机制，深化电煤
供应合作，确保年度“优质+有效”长协兑
现率达到 95% 以上，全口径长协合同兑现

率达 85% 以上。
有分析人士指出，伴随年底各煤矿年

度生产任务陆续完成，部分煤矿或进行
减、停产，加之坑口销售情况偏弱、库存累
积较多，12 月产地煤炭供应增量空间有
限。随着气温季节性下降，民用电需求也
将逐步增加，煤炭需求或随之上涨。同
时，进口煤同比增速放缓，12 月煤市偏宽
松格局有望改善。

而从长期趋势看，宋梅认为，煤炭市场
将逐渐趋向于供需平衡。“随着能源结构
的优化和调整，煤炭需求增长将逐渐放
缓，供应方也会根据市场需求变化进行相
应调整，如优化产能布局、提高生产效率
等，以实现供需的动态平衡。”

本报讯 进入冬季，受寒潮和冷空气影响，云南
多地面临低温雨雪冰冻灾害，给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和电力可靠供应带来挑战。对此，南方电网云南电
网公司（以下简称“云南电网公司”）积极备战，综
合研判今冬明春面临的形势，结合气象信息预测
趋势，系统梳理可能影响的区域及电力设备情况，
制定针对性防控措施，下好“先手棋”，打好冬季电
力保供“主动仗”，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
力可靠供应。

“今冬明春电力保供是一场硬仗，也是一场履
责‘大考’。”10 月 30 日，云南电网公司召开启动会，
对今冬明春电力保供工作再梳理、再检查、再部署、
再动员，进一步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统一行动。

为做好冬季抗冰保电工作，云南电网公司提
前谋划部署，根据气象预测，加强低温雨雪天气多
发频发区域网架建设、设备运维、程序化融冰，完
善应急预案，打好冬季防冰抗冰“组合拳”，全力
保障冬季电网安全运行，确保群众温暖过冬。

在云南昭通，入冬以来，昭通供电局提前谋划
部署，多措并举为冬季电力保供做足准备。其中，
由党员先锋队带头，精益化开展设备运维工作，目
前已完成主网中、重冰区 376 条线路特巡，消除线路
隐患 5441 起，完成 41 条可融冰地线绝缘化隐患排
查，为冬季融冰的顺利开展奠定基础。同时，建成
投用 4 个自动化观冰站，对输电线路导地线覆冰情
况进行实时监测，为防冰抗冰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技
术支撑。

程序化融冰是昭通供电局冬季保供电的创新
之举。今年 11 月，昭通供电局抽调人员组建融冰
调度指挥中心，完成融冰装置运行方案的技能培
训，并针对 94 条可融冰输电线路制定现场处置方
案，进行年度动态管控。目前，累计完成 259 组融
冰隔离开关、102 个间隔涉及 72 条线路的改造工
作，占可融冰线路的 76.5%。

为提升融冰效率，昭通供电局对融冰线路接线
示意图、融冰调度操作票以及地线融冰工作安全
技术措施单进行优化，确保融冰作业能够安全、规
范开展。此外，该局加大对中、重冰区输电线路的
监测力度，安装 298 套覆冰在线监测装置，基本实
现中、重冰区输电线路的全覆盖。

此外，昭通供电局制定详细的应急处置方案，与
地方政府建立应急联动机制，与石化、交警部门签
订应急联动协议；与曲靖供电局、超高压曲靖局、铁
路宜宾供电段以及各发电厂、用户资产厂站建立了
融冰应急处置协同机制。同时，组建共计 2682 人的
40 支应急队伍，随时准备应对突发情况，用实际行
动守护昭通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在云南曲靖，曲靖供电 局 首 次 采 用“ 一 键 顺
控”模式开展 500 千伏龙麟甲线融冰升流试验，通
过全过程程序化操作，在云南省首次实现 500 千
伏线路融冰操作 1 小时，对比传统模式减少近 3 个
小时。

据了解，在上述模式下，曲靖供电局打通调度
指挥控制系统和一体化电网运行监控系统，实现
从调度下令、线路停电、融冰装置启动、线路升流等步骤程序化、智能
化操作。目前，该局 37 个厂站、104 条线路实现“一键顺控”直流融
冰，有效降低应急状态下误操作风险，大幅提升融冰效率。

（陈波 夏瑶 吴学迁 朱天勇）

储采比提升助力油气增产开采增效储采比提升助力油气增产开采增效
■本报记者 渠沛然

在中国石油日前召开的 2024 年度油气
勘探年会上，经济可采储量、SEC（美国证券
交易委员会）储量的提及频次较往年大幅
提升。

按照 SEC 对油气田储量评估的标准，储
采比指任意年份年底剩余经济可采储量（证
实储量）和该年度产量的比值，结果为按当
前生产水平可开采的年数。这是分析、判断
油气田合理开发建设规模和稳产形势的重
要指标，因此成为衡量石油公司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指标。根据行业普遍规则，当储采比
大于 10时，具备稳产上产条件。

我国油气“家底”如何？又该如何提高
储采比？

■■ “家底”有保障

根据 2023 年中国自然资源公报及全国
油气储量统计快报，我国油气勘查新增探
明储量保持高位水平。石油勘查新增探明
地质储量连续四年稳定在 12 亿吨以上，而
天然气、页岩气、煤层气合计勘查新增探明
地质储量更是连续五年保持在 1.2 万亿立方
米以上。

在区域分布上，鄂尔多斯盆地苏里格气
田、四川盆地合兴场气田和安岳气田以及
塔里木盆地克拉苏气田的新增探明储量均
达到大型规模，展现出我国各大油气盆地
的潜力。

此外，煤层气勘查也取得显著成果，新
增探明地质储量达 3179.3 亿立方米，其中新
增探明技术可采储量 1613.4 亿立方米，同比
增长高达 712.1%，开发利用前景广阔。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石油剩余技术可采
储量达 38.5 亿吨，天然气剩余技术可采储量
66834.7 亿立方米。截至 2023 年末，全国石

油剩余技术可采储量和天然气剩余技术可
采储量均实现稳步增长。这一增长态势不
仅体现我国油气资源的丰富性，也反映出我
国油气资源开发利用水平的不断提升。

“这离不开油气勘探技术的不断进步和
勘探力度的持续加大，也展示出我国油气资
源供应的稳定性和可靠性。”一位油气勘探
行业人士说。

■■ 规划勘探的重要依据

储采比为资源规划提供了重要依据。
“通过储采比，资源管理者可以预估资

源的可供应时间，制定合理的开发计划。如
果储采比过低，可能意味着需要加大勘探力
度寻找新的资源，或者采取措施提高资源的
利用效率，以延长资源的供应年限。”上述油
气勘探行业人士表示。

储采比有助于评估资源开发的经济可
行性，当储采比相对较高时，意味着在较长
时间内资源供应较为稳定，这为相关产业的
投资和发展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

业内人士表示，值得注意的是，储采比
对国家能源安全和经济稳定也具有重要影
响。通过关注储采比，国家可以及时调整
能源政策和经济发展战略，保障能源供应
的稳定性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此外，储采比还在国际资源贸易和合作
中发挥着作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资源储
采比存在差异，这会影响资源进出口和国
际合作的策略。例如，储采比低的国家可
能更倾向于从其他国家进口资源，而储采
比高的国家则在国际资源市场上具有更大
话语权。

“储采比背后蕴含着丰富的信息和重要
意义。对于资源管理者、投资者、政策制定

者以及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都具有不可忽
视的参考价值。” 上述油气行业勘探人士补
充道。

■■ 仍需持续投入

与国际七大石油公司相比，中国三大石
油公司原油储采比较低，天然气储采比相对
较高。信达证券相关研报显示，当前，油气
勘探系统面临资源有序接替基础还不牢固、
工程技术保障能力需进一步提升、矿权退减
形势依然严峻等诸多挑战，这些都是影响
储采比的关键因素。发现大型油气田变得
越来越难，未来油气勘探的大趋势是“骨头
越啃越硬”。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储采平衡的第一步
必须迈出去，即规模增储的目标不能动摇。
要在规模增储的基础上，通过技术攻关、管
理提效，提高储量的可动用性，同时努力
挖掘老区潜力，进一步提高采出程度。除
了要加大原油开发力度外，加大勘探力度
夯 实 证 实 储 量 基 础 更 加 迫 切 。 另 外 ，考
虑到原油资源禀赋条件在逐渐变差，亟需
创新地质理论认识，加强勘探技术攻坚，
加快深海、深层常规原油和陆上非常规页
岩油等新领域勘探。对于天然气，迫切需
要加大开发力度，促进天然气藏的有效经
济开发。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院长、中国石
油国际勘探开发有限公司总地质师窦立荣
认为，首先要加大科技创新的力度，坚持高
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国家科技需求与企业
科技需求紧密结合起来。其次，要积极争
取新的矿权，开拓新的勘探领域。最后，要
充分发挥中国石油一体化优势，做好勘探
精细管理，向管理要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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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储采比指任意年份年底
剩余经济可采储量（证实储
量）和该年度产量的比值，结
果为按当前生产水平可开采
的年数。这是分析、判断油
气田合理开发建设规模和稳
产形势的重要指标，是衡量
石油公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指标。根据行业普遍规则，
当储采比大于 10 时，具备稳
产上产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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