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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电价格涨跌怪圈一直困扰着行业内企
业，煤价上涨往往代表着火电企业的亏损，而煤
价下跌火电盈利则代表着煤企的亏损，如何打
破“煤电两重天”困局成为业界一直探讨的一大
难题。

近期，火电行业暖风频吹。一方面，随着
国家保供稳价措施发力，煤炭价格稳步下行，
有效降低火电企业生产成本；另一方面，国家
启动煤电电价机制改革，明确高耗能行业电价
由市场交易形成，为高煤价之下的火电企业带
来曙光。

“政策落地有一个过程，因此四季度火电企
业的业绩可能不会立即出现反转。”厦门大学中
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对《证券日报》记
者表示，相信随着市场化电价形成机制得到贯
彻落实，将打破长期以来“煤电两重天”的困局，
煤电矛盾将得到有效化解。

煤炭、火电企业业绩两重天

有市场人士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燃料
是火电厂最主要的生产成本，约占发电成本的
70%-80%，煤炭价格的高低直接关系到电厂的
盈亏。”

“通常电厂市场采购的煤炭价格只包含到港
价格，加上运输到厂的运费、税费、过驳等费用，
成本远大于售价。”上述市场人士给记者算了一
笔账：“举例来说，如果5000大卡煤炭的采购价为
1200元/吨至 1300元/吨，加上各种短倒运费、列
车防冻费、税费等，电厂的实际成本可能高达
1800元/吨至2300元/吨。”

今年以来，受煤炭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火
电企业业绩大幅下滑。

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A股市场 27家
火电企业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7458.43 亿
元，同比增长 24.97%；实现归母净利润 90.48
亿元，同比下降 77.54%。特别是第三季度，火
电行业亏损严重。27 家公司中仅有 6 家实现
盈利，其余 21家均出现亏损，甚至有企业亏损
超 40亿元。

国电电力证券部相关人士对《证券日报》记
者表示：“今年前三季度公司净利润大幅下降，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燃煤价格上涨。”

“尽管公司有签订长协煤，但是长协煤只能
保证煤炭供应量，煤炭价格还是会根据市场进
行浮动，今年三季度煤炭价格涨幅较大，导致公
司单季利润出现大额亏损，进而拖累前三季度
利润同比下滑超50%。”上述国电电力证券部人
士如是说。

相较于火电企业净利润大幅下滑的情况，
煤炭企业前三季度业绩喜人。

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38家煤炭上市
公司前三季度共实现营业收入 10909.98亿元，
同比增长 39.50%。其中，中国神华前三季度实
现营收2329.50亿元，中煤能源、陕西煤业、兖州
煤业等公司营收也跨过千亿元门槛。从第三季
度单季来看，38家煤炭上市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204.19亿元，同比增长48.40%。

从净利润指标来看，前三季度 38家煤炭上
市公司共实现归母净
利润 1254.43亿元，同

比增长 358.50%。其中，陕西黑猫同比增幅最
高，达6262.05%。第三季度38家公司实现归母
净利润 494.06亿元，同比增长 616.06%。其中，
昊华能源同比增幅最高，达7065.46%。

煤企增产保供下调煤价

“在市场紧缺时，电厂想按时按量获得煤炭
供应并不容易。”有能源行业人士向《证券日报》
记者表示：“很多电厂的长协煤根本不够用，据
我所知，计划外电煤出矿价格为 1500元/吨，加
上各种费用，成本超过2000元/吨。并且需要按
照采购量先交保证金，即便这样也不一定能保
证按时按量供应煤炭。”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前三季度，全
国规模以上企业原煤产量29.31亿吨，较去年同
期增长3.7%，其中山西实现原煤产量8.77亿吨，
同比增长11.6%，位居原煤产量榜榜首，内蒙古、
陕西、新疆等地的原煤产量突破1亿吨。

为保证煤炭供应，9 月 30 日，中国煤炭工
业协会、中国煤炭运销协会发布通知，要求进
一步做好电煤保供工作，各企业要深挖电煤
增产潜力，全力增加电煤供应量，优先确保发
电供热用户的长协合同资源，原则上四季度
要按照不少于全年合同量的 1/4进行兑现，已
签订的电煤长协合同履约率四季度要达到或
超过 100%。

9月 29日，山西省保供十四省区市四季度
煤炭中长期合同对接签订会在山西太原举行。
按照相关要求，中央驻晋煤炭企业将保供天津、
福建、河北、广东、辽宁等 5个省市，晋能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对接广西、江苏、吉林、安徽、上海、
浙江等6个省区市，山西焦煤集团承担河南省保
供任务，华阳新材料集团承担海南省保供任务，
潞安化工集团承担山东省保供任务，其余保供
任务由山西省各市煤炭企业承担。

“集团高度重视煤炭保供工作，要求多出
煤、出好煤，四季度增产 2084万吨，全力以赴完
成国家发展改革委、山西省政府下达的保供任
务。”晋能控股相关负责人对《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截至10月28日，四季度晋能控股集团电煤
新增保供完成1152.2万吨。其中，保供6个省区
市及东北地区电煤任务完成385.4万吨，总体进
度完成77.30%；保供省外长协电煤1/4合同完成
442.2 万吨；国家监管的长协电煤进度完成
97.9%；保供省内电厂电煤完成324.6万吨。”

《证券日报》记者采访多家煤炭企业获悉，
多数煤炭企业正在通过提高运煤效率、增加有
效作业时长、强化考核激励等方式，最大程度释
放产能。

据国家发改委消息，11月 1日-5日煤炭日
均调度产量达到1166万吨，较9月底增加超120
万吨，最高日产量达到 1193万吨，创近年来新
高。11月7日-9日调度日平均产量达到1175万
吨，其中11月9日产量达到1182.5万吨，为近年
来第三高位。随着全国煤炭产量和供应量增
加、电厂和港口煤炭库存提升，动力煤期现货价
格大幅回落。

除了保证煤炭供应外，煤炭企
业还主动下调坑口煤价。

国家发改委 11月 3日发布的
消息显示，继内蒙古伊泰集团、蒙
泰集团、汇能集团和兴隆集团等多
家民营企业主动下调坑口煤售价

后，国家能源集团、中煤集团等国有企业也相继
主动下调煤价。

而早在 10 月份，山西省四大煤炭集团就
陆续发布了下调煤价的通知，纷纷表示今冬
明春发热量 5500 大卡动力煤坑口价不超过
1200元/吨。

近日，有知情人士向《证券日报》记者透
露：“11月 7日，山西省能源保供协调小组再发
煤炭限价令，要求全省国有煤炭企业 5500
大卡市场煤坑口价格从 11月 8日起一律
下调至900元/吨。”

另据11月9日相关媒体报道，
中煤集团再次全面下调港口和
坑口动力煤销售价格，陕
西区域 5500大卡煤炭
坑口价格一律不超过
900元/吨。

有 业 内 人 士 认
为，10月下旬以来，全
国坑口、港口煤价均
大幅下降，随着后期
煤炭产量提升，煤炭
市场供需形势将进一步
改善。

打破“煤电两重天”怪圈

有火电企业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近期
煤炭价格的下调将缓解公司经营压力，不过，
900元/吨的煤炭坑口价格并不是电企买到煤炭
的最终价格，电企想要恢复较好的盈利水平，还
有待煤价进一步下调。”

对此，林伯强表示：“当前，煤炭增产保供工
作正全力推进，但从煤炭开采到消费终端的过
程较长，冬季还涉及到煤炭运输安全等问题，煤
价下降的速度不会太快。”

林伯强认为，由于煤炭价格上涨，电价与
煤价倒挂，导致发电厂面临很大压力。长远来
看，应按市场供应成本来改革电价，最主要的
就是实现电价市场化。

在业内人士看来，要想解决“煤炭价格上
涨、火电企业就亏损”的困境，关键在于电价的
市场化，尤其是上调高能耗企业电费。

10月 12日，国家发改委印发《关于进一步
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的通知》（以
下简称《通知》），明确将从10月15日起，有序放
开全部燃煤发电电量上网电价，并扩大市场交
易电价的上下浮动范围。

《通知》明确，燃煤发电的电量原则上要全
部进入电力市场，通过市场交易，在“基准价+上
下浮动”的范围内形成上网电价，将形成“市场
煤”“市场电”的煤电市场格局。同时，扩大燃煤

发电市场交易价格浮动的范围。由现行的上浮
不超过10%、下浮原则上不超15%，扩大为上下
浮动原则上均不超过 20%。同时《通知》提
出，加强分类调节，对高耗能行业由市场
交易形成价格，不受上浮20%的限制。

林伯强对《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对于高耗能行业进行分类调
节，抓住了我国能源行业市

场化改革的关

键。“高
耗能企业对电

价更为敏感，通
过对其实施高电

价，以市场方式降低高耗能企业的能耗，对实现
‘双碳’目标有重要意义。”

10月15日以来，山东、江苏、内蒙古、贵州等
地先后开展市场化交易，电价实现“顶格上浮”。

北京特亿阳光新能源总裁祁海珅认为，我国
“市场化电力交易”迈出重要一步，电价涨幅可达
20%只是一个开始，未来的最终目标是靠真正的

“市场化交易”来调节电力商品的供求关系。

煤电企业转型势在必行

在业内人士看来，随着电价市场化改革的
推进，火电企业的经营压力将有所缓解，但“双
碳”目标下，火电占比将逐步下降成为火电企
业无法逃避的问题。

林伯强向记者表示：“未来火电占比将不断
下降，最终成为调峰工具。而风电、光伏、核能
等新能源将成为我国电力的主体。”

事实上，我国多地已明确提出煤电将由主
体性电源向提供调峰调频等功能的基础性电源
转变。在此背景下，火电企业开始积极向新能
源转型。

国电电力内部人士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国电电力坚持走清洁化发展之路，抢抓新能源
发展重大机遇。公司近年来在做好火力发电主
业的同时，海陆并进、风光并举，集中力量储备资
源，目前，公司新能源产业占比已达两成左右。”

粤电力A大力推动公司“风光火储氢”融合发
展，争抢发展机遇，加大清洁能源投资开发和项目

储备力度。今年
连签多个新能源项目

协议，签约总装机规模达
1012.3万千瓦。
中国电建集团核电工程有限公

司技术管理部罗钢向《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目前，很多央企都在逐步加强太阳能、风电

以及储能电站建设。作为中国新能源建设的领
军企业，最近几年，公司新能源项目的合同额已
超过了主业核电机组建设以及火电机组建设合
同的总额。”

“对于火电企业来说，需要不断向新能源拓
展，大力发展风光电等产业，弥补火电下降的电
力缺口，推动我国能源结构转型升级。”林伯强
向记者表示，对于火电的退出，一个较好的方式
就是不断降低火力发电小时数，成为新能源调
峰的工具，而不是一拆了之。因为火电的供应
具有持续性，是其他新能源所不具备的，在成本
高昂的储能系统尚未建立之前，火电可发挥重
要的调峰作用。

除了火电企业外，煤炭企业同样需要转型。
有煤炭企业相关负责人向《证券日报》记者

表示：“煤炭企业也需要绿色发展，例如智能化
绿色安全开采和清洁高效深度利用等。”

作为山西能源转型的先锋企业，华阳集团以
“双碳”目标为指引，聚焦“六新”谋转型，以华阳
股份、华阳新材两个上市公司为产业资本支撑，
大力实施“127”发展战略，锚定碳基合成新材料、
新能源蓄能新材料、绿色节能建筑新材料、石墨
烯新材料、铝镁合金新材料等五大新材料产业方
向。华阳集团董事长翟红日前表示，要在改造提
升传统优势产业的基础上，坚持“延链、补链、强
链”，扎实推进五大新材料产业，加大与龙头企业
的合作力度，打造优质项目，确保传统优势产业
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并行不悖、互生互成。

同样进行转型的还有潞安化工集团，公司
聚焦化工资产的整合盘活和增量化工资产的优
化布局，推进高端化、差异化、市场化、环境友好
型发展，形成以化工为核心，以材料、能源为两
翼的产业格局，加快推动山西传统煤化工向现
代煤化工转变，打造国内领先、世界一流的新型
化工与生物及新材料协同融合的产业生态圈。

打破“煤电两重天”魔咒 绿色减碳力促行业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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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发电项目正在成为“香饽饽”。不
仅新能源企业不断
扩大产能，传统能
源企业也在向这个
领域转型发力。

近日，华银电
力、吉电股份、粤电
力A等多家火电公
司宣布，将建设风
力和光伏等新能源
发电项目。

火电企业纷纷
发力新能源发
电 项 目 并 不
意 外 。 一 方
面 ，今 年 以
来，由于煤价
高企，电企因
成 本 过 高 而
陷入困境；另

一 方 面 ，
“双碳”目标

下，能源供给结构
不断调整，加大风力、光

伏发电比例已是大势所趋。
中钢经济研究院首席

研究员胡麒牧在接受《证券
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双碳”背

景下，能源结构转型最明显的特点就是
火电比例降低、新能源比重提升。因此，传

统能源企业都在积极转型布局新能源赛道，以
此来应对碳达峰之后的传统能源市场萎缩。

火电企业加速转型

11 月 8 日晚，华银电力披
露的增发预案显示，公司拟采取询

价方式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
发行不超过 2.5亿股公司股份，募资不超过 10
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将投资“醴陵明月风电
场项目”“醴陵泗汾镇鸭塘 50MW复合光伏发

项目”等 7个光伏和风力发电建设项目以及
补充流动资金。

对此，华银电力表示，公司可

充分利用湖南优质太阳能资源和风场资源，抓
住新能源发电发展机遇，提升新能源发电业务
占比，优化电源结构，拓展新的业务发展空间，
增加新的利润增长点。

受此消息刺激，11月9日华银电力涨停，11
月10日涨幅亦高达8.64%。

吉电股份也在同一天发布公告称，根据公
司新能源发展战略，为调整公司产业结构，提
升清洁能源比重，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徽吉
电新能源有限公司所属合肥吉昭新能源有限
公司拟投资建设安徽、河北、河南、山西、江西、
湖南等 6个省份的户用分布式光伏项目，该工
程总投资32.87亿元。

粤电力A发布公告称，拟投171亿元建设粤
电阳江青洲一、青洲二海上风电项目，项目建设
规模合计100万千瓦。

不难发现，新能源发电项目正在成为传统
能源企业转型的主要方向。

2021年对于火电企业来说颇为艰难，由于
煤炭价格一路上涨，导致火电厂成本高企，不
少企业陷入亏损。

以华银电力为例，公司2021年前三季度实
现营业收入67.6亿元，同比增长19.3%；实现归
母净利润-8.9亿元，上年同期为-653.8万元，亏
损扩大。

对此，华银电力表示，由于以火力发电业务
为主营业务，期内发电燃煤价格同比大幅上涨，
虽然营业收入因电量增加同比增长16.24%，但
营业成本因燃料成本增加而同比增长64.04%，
营业成本的同比增长额较营业收入的同比增长
额高出8.59亿元，导致公司大幅增亏。

无论是为了解决自身发展困境，还是顺应
行业发展趋势，火电企业转型都迫在眉睫。

值得一提的是，10月底，内蒙古大唐托克
托200万千瓦新能源外送项目在呼和浩特市开
工，这意味着世界在役最大火力发电厂正式由
传统的火力发电向风、光、火多能互补转型，这
也将引导火电行业加快新能源发电转型步伐。

胡麒牧表示，今年的煤炭和天然气供应缺
口以及飙涨的大宗商品价格，让市场进一步
认识到，目前新能源产业无论是技术水平还
是产能都远远不能满足国民经济低碳发展的
需求，未来，国家在政策层面会加大扶持力
度，巨大的市场需求也会持续吸引投资进入

新能源产业。

新能源发电项目成“香饽饽”

今年以来，在“双碳”目标下，相关配套政
策不断出台，能源供给结构加速转型，传统发
电公司更是不得不加快脚步。

10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完
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
和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10月26日，
国务院印发《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

《意见》明确提出，到2025年非化石能源消
费比重达到20%左右；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消
费比重达到 25%左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
机容量达到 12亿千瓦以上；到 2060年非化石
能源消费比重达到80%以上。

事实上，今年以来，非化石能源装机增长
势头已经非常强劲。

根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的《2021年
三季度全国电力供需形势分析预测报告》显
示，预计2021年底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合计达
到11.2亿千瓦左右，占总装机容量比重上升至
47.3%，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规模及比重预计
将首超煤电。

数据显示，前三季度新能源发电板块总营
业收入1346.88亿元，同比增长21.94%；净利润
224.83亿元，同比增长22.99%。

中泰证券研究报告提到，政策助力清洁能
源发电板块持续向好，近年来风电光伏都保
持较高增速，未来在我国能源供给结构改革
的要求下，清洁能源发电具有较大的市场空
间。

“传统能源行业转型升级迫在眉睫，我国
火力发电量长期占据全国总发电量的七成左
右，近年来随着风电、光伏发电发展速度提升，
火力发电量占比降至 65%左右。”中宇资讯分
析师柳东远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国内传统
火电企业转型升级动作不断，其中尤以布局风
电、光伏发电项目为主。我国风能、光能资源
丰富，随着储能以及硬件技术的突破，尤其是
硅料等新材料技术不断成熟，风能、光伏发电
等新能源项目成为火电企业积极转型和布局
的重点。

传统火电企业开启转型“加速度”
新能源发电项目成“香饽饽”

煤电行业转型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