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地区煤焦钢产业调研报告 

 

今年 4 月以来，因工业需求持续回升，疫情及政策等原因导致进口紧张，焦

煤市场价格大幅上涨。针对煤炭供应紧张、价格居高不下的情况，为合理调节使

用煤炭资源，做好保供稳价工作，各类政策相应出台，造成焦煤、焦炭等大宗商

品价格大幅波动。山西作为煤炭大省，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同时又拥有良

好的钢铁基础。在此背景下，参加 2021 年钢铁产业链（巡回）太原煤焦钢高峰

论坛，并对山西地区部分企业供应、库存以及下游等相关情况进行现场调研。 

调研期间于太原、介休、孝义等地走访了煤焦钢产业该地区几家大型企业。

总体来看，虽然此前业内对焦煤、焦炭价格均有上涨预期，但当前价格远超市场

心理价位，主要原因是供需趋紧。供应方面，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叠加供给

侧改革，国内煤炭产能扩张受到抑制，焦煤产量增长潜力较小，对外依存度不断

提升，但进口方面扰动较大，澳煤受政策制约停止进口，蒙煤因疫情原因进口量

下降，短期未见明显改善。在此影响下，国内煤炭行业供应缺口始终存在，原煤

价格过高导致各企业原煤库存均降至历史低位。 

另一方面，下游需求在疫情之后国内和国外经济复苏共振的前提下稳中有增。

“十四五”期间，钢铁需求维持在 11 亿吨/年的水平，按照 GDP 增长 5%计算，

大约每年需要增加 5000 万吨钢铁。供需收敛的情况下，煤炭价格大涨。但是随

着国内地产和基建的扩张周期接近尾声，同时在限产政策约束下，下半年钢铁产

量必然呈现下降趋势，钢铁行业碳排放或已经接近达峰。因此后期最大的挑战是

碳中和，即如何通过提高使用效率达到节能减排的目的。 

展望后市，焦煤价差结构远月贴水严重主要原因是基于市场的预期，供应紧

张的状况暂时难以得到改善，即使在限产政策的打压下，短期内对价格的影响仍

较为有限。目前大部分业内人士预计在明年北京冬奥会举办之前，全国产量核实

之后，在环保监管严格限制的情况下，对下游限产或进一步收紧，届时能够使得

供应紧张局面得到有效缓解，届时焦煤、焦炭等价格也将回归合理水平。 

 

 



以下是本次调研企业部分纪要： 

介休某钢焦联合企业：属于钢焦联合企业，主要从事钢坯、生铁、线材、干

熄焦等产品生产，其中主要产能包括：焦碳：约 240 万吨/年；铁：约 300 万吨/

年；钢：约 300 万吨/年。钢材产品包括：钢坯、H 型钢、高线等。目前焦煤库存

7-8 天。主要观点：当前焦炭区域性供应偏紧。各企业库存处于低位水平，其中

焦化厂库存或已触底，港口几乎零库存，钢厂一般库存天数在 15-20 天左右，规

模不同存在差异。山西地区对钢厂有限产规定，今年产量不能超过去年。焦煤价

格已接近顶部区域。 

介休某洗煤厂：主要从事洗煤经营服务，年产 240 万吨精煤。生产过程中的

中煤和煤泥供周边电厂，目前原煤库存约 2-3 万吨。主要观点：当前多数企业因

煤价过高，补库意愿不强烈。部分企业以预付款的形式按需采购，甚至有工厂停

工，按订单开工。近期对于煤矿超产、违规等监管趋严，或促使后市动力煤继续

上涨。 

孝义某焦化企业：以焦化产业为核心，2 座 4 组 6.25 米和 5.5 米捣固焦炉年

产能约 400 万吨，主要生产一级干熄焦。旗下拥有 18 座煤矿，包括炼焦煤、动

力煤、烧结煤等，年产 2000 多万吨。外采原煤以长协价为主，对价格敏感度低。

主要观点：焦煤供应始终处于紧缺状态，国内内蒙地区比山西地区更为严重。预

计焦化利润将进一步压缩。目前焦煤远月合约严重贴水主要原因是市场预期以及

资金的作用，当前价格或已触顶，担忧一旦下游需求坍塌，负反馈将引发市场剧

震。 

交口某生铁企业：集焦化、炼铁、发电、铸造为一体的民营企业。焦化产能

130 万吨/年，2 座铸造生铁高炉，33000KW 煤气发电机组，生铁产能 80 万吨/

年，铸铁 4 万吨/年。主要观点：在固定煤矿按量供货的情况下，尽管焦煤库存略

低于一般水平，但供应紧张带来的生产压力不大。由于近期煤价高企，计划控制

采购量。 

太原某焦钢联合企业：主营业务有焦化、煤炭、化产、钢铁和氢能。其中焦

化拥有 2 组 4 座国内最大 7.65 米焦炉，年产能约 385 万吨；钢厂在建有 6.78 米

高炉，年产能约 200 万吨，使用铁矿国产进口比约 4:6，主要生产螺纹、线材等。

化产包括尿素和乙二醇等产品，其中乙二醇产能约 30 万吨/年。另有投资高炉煤



气炼氢项目约 20 亿元，用于氢能源汽车。主要观点：当前焦煤供应紧张，主焦

煤价格过高的情况或在明年 1-2 月份有所缓解，原因有以下几方面：1.进口放开，

外蒙疫情好转，进口量增加。2.钢厂、焦化厂限产预期。3.年底前邯郸、武安等

地区 1000立方米以下高炉减量置换改造升级。4.冬奥会下游企业限产加剧驱动。 

结论：通过此次会议和调研活动发现，年底前后产业链供需矛盾大概率将加

剧。国内自产焦煤资源完全能够满足需求，当前市场顶部特征明显。对于企业来

说，供应紧缺主要还是体现在高价问题。未来影响价格走势的主要因素仍来自于

政策层面带来的干扰，如“双控”、限电、限产、冬奥会、环保要求等，另外山

西地区焦化企业 4.3 米焦炉取缔问题值得重点关注，涉及产能 3000-4500 万吨，

目前各家企业对于取缔时间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综上，四季度焦煤、焦炭或迎

来重要拐点，钢价因供需错配仍存在上行空间，企业和投资者应注意风险防范。 

碳达峰、碳中和带来的不应该仅仅是量、价的波动，应该赋予整个产业链更

深层次的意义，如何提高利用效率，优化能源结构，绿色生态发展，从而实现标

准化、精细化、科学化和智能化的高质量发展目标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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