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中国煤炭市场价格制度改革研究的背景 

 

正如在序言中所提到的那样，本报告为 2007 年度日本贸易

振 兴 机 构 亚 洲 经 济 研 究 所 与 中 国 山 西 省 社 会 科 学 院 能 源 经 济 研

究所合作开展的海外共同研究项目的研究成果报告。本项目可以

看作是亚洲经济研究所在日本国内以“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能够克服资源和环境制约吗？”为研究课题的研究会的子项目。 

研究会是在一方面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功，已经保持超过

四分之一世纪的高速增长，但同时作为制约今后发展瓶颈的资源

和环境问题日益引发关注的背景下设立的。研究会以中国今后仍

然会保持高速增长为前提，为就资源（能源和矿物资源、还有土

地和水资源）稳定供应方面存在的课题，经济增长将在多大程度

上受到大气污染及水质污染等环境问题的制约等问题给出答案，

将研究目标首先放在了准确把握当前的实际情况上。 

围绕中国为应对上述课题所采取的对策措施，研究会坚持一

切从事实出发、准确了解情况、对其从客观角度予以评价。在“十

一五规划”（2006-2010 年）中、中国提出了到 2010 年将 GDP

单位能耗比 2005 年降低 20％的约束性目标。同时规定了到 2010

年要将大气污染物质 SO2 的排放量在 2005 年基础上减少 10％

的目标。我们将中国政府近年来所开展的工作及其成效作为重要



的研究课题。具体来说是围绕节能、防治大气污染和水污染的环

保设备的引进、３R（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化）循环型经济体

制的构建等措施的进展和存在的课题进行研究。 

此外，研究会把最近中国企业争取海外资源的举动看作是为

解 决 今 后 资 源 和 环 境 制 约 的 措 施 之 一作为研究的重要课题 1。 中

国企业，尤其是资源企业的海外发展近几年十分引人注目，其中

的一些行动甚至被视作是威胁。其原因也许是由于中国企业的对

外 投 资 得 到 了 政 府 “走 出 去 ”战 略 的 积 极 鼓 励 ， 给 人 以 “国 家 参

与 ” ，在“以政府做后盾的国家战略”下加以实施的印象，引 发 了

外界的警惕。而我们的研究会则不带任何先入为主的偏见，力图

探 讨 研 究 中 国 企 业 的 海 外 投 资 对 于 中 国 经 济 的 可 持 续 发 展 具 有

怎样的意义，其成本与效益又是如何。 

接 下 来 让 我 介 绍 一 下 本 次 的 海 外 共 同 研 究 项 目 在 作 为 母 体

的研究会中所处的位置。众所周知中国是煤炭生产和消费大国。

实 际 上 可 以 说 中 国 的 大 气 污 染 相 当 程 度 上 是 由 于 煤 炭 作 为 主 要

能源引发的。让我们想象一下如何中国像日本一样以石油和天然

气 为 主 要 能 源 会 怎 样 2。 如 果 是 那 样，由 于 能 源 在 投 入 市 场 之 前

                                            
1 可 能 有 人 会 对 为 什 么 获 得 海 外 资 源 会 有 助 于 解 决 环 境 制 约 问 题 这 一 点 产 生 疑 问 。
可 以 举 出 中 国 通 过 从 海 外 进 口 天 然 气 等 来 减 少 国 内 煤 炭 使 用 量（ 与 其 它 能 源 相 比，

煤 炭 给 环 境 带 来 的 影 响 更 大 ） 的 例 子 来 予 以 证 明 。  
2 当 然 即 便 是 日 本，其 一 次 能 源 中 的 约 15％ 依 然 依 靠 煤 炭 。 但 日 本 的 绝 大 部 分 煤
炭 被 用 于 发 电 和 钢 铁 生 产 。  



已经进行过脱硫处理，因此在终端用户使用过程中应该可以大幅

度降低对于大气的污染。然而遗憾的是尽管煤炭可以通过洗煤等

预处理方法进行一定程度脱硫处理，但大部分污染物仍旧原封不

动地留在煤炭中，除非终端用户采取相应措施，否则 SO2 等污染

物仍将会排放到大气中。 

因此在思考中国的大气污染污染问题时，可以说如何使用煤

炭，说得更清楚些就是如何让使用煤炭的终端用户的行动对环境

更友好将成为解决大气污染问题的关键所在。 

针对 SO2 排放量占到全国 50%的电力行业，“十一五规划”期

间 将 大 力 普 及 烟 气 脱 硫 装 置，使 其 占 到 发 电 装 机 规 模 的 60%。

过 去 由 于 烟 气 脱 硫 装 置 成 本 太 高，普 遍 认 为 难 以 在 中 国 得 到 普

及。但随着近年来国产化工作的进展，成本有了大幅度的降低，

使普及成为可能。另外一个可望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由于使用煤

炭而带来的环境问题的措施便是从 2007 年起在山西省开展试点

的煤炭市场和价格制度改革。 

在 本 报 告 第 ４ 章 及 第 ５ 章 中 将 对 这 一 改 革 的 具 体 内 容 予 以

详细分析。概括来说这一改革目的在于将此前基本上没有在价格

中 得 到 反 映 的 外 部 成 本，也 就 是 资 源 费 和 环 境 成 本 3以 及 劳 动 事

故等安全成本正确地反映到在市场进行交易的煤炭价格之中。 
                                            
3 需 要 说 明 的 是 这 里 所 说 的 环 境 成 本 并 非 大 气 污 染，而 是 煤 矸 石 堆 的 不 断 增 加 、
地 表 沉 降 、 地 下 水 层 的 破 坏 等 煤 矿 引 发 的 环 境 问 题 。  



具体做法是在煤矿销售煤炭的环节按照规定金额征收税费。

在此对税费的主要内容举例如下。首先与资源有关的税费有，按

每吨 2.5～８元征收煤炭資源税、按销售收入３～６％的比例征

收资源补偿费、根据资源储藏量按每吨平均 6 元征收开采许可费

（具体金额通过招标决定），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按照动力煤每

吨 14 元、无烟煤每吨 18 元、 炼焦煤每吨 20 元征收。此外在

环境成本方面按每吨 10 元、在安全成本方面按每吨 15 元征收

并分别建立基金予以累积 4。 

根据测算，开征上述税费后山西省煤矿的煤炭出厂价大概上

涨 70 元左右。当然由于上述成本会通过煤矿内部挖潜以及降低

运输成本得到一定程度的吸收，很难具体判断会造成终端用户环

节价格上涨到什么程度。但我们认为这一举措会在当前价格上有

所反映，而从中长期角度来看上述成本基本上都会逐步转嫁到价

格上。在这种情况下，价格的上涨将抑制煤炭消费，最终有望促

进煤炭使用过程的的节能和环境保护，收到外部成本内部化的效

果。 

还 有 一 个 重 要 的 动 向 是 本 报 告 第 ３ 章 所 分 析 的 煤 炭 交 易 方

式的改革。在此之前中国的煤炭交易一直沿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

做法，通过举办煤炭订货会，由煤矿与用户以及运输部门一起开
                                            
4 还 有 一 项 与 外 部 成 本 无 关 的 税 费 是 以 筹 措 原 产 煤 地 区 产 业 转 型 所 需 要 的 资 金 为
目 的 “煤 矿 转 产 发 展 基 金 ”， 从 2007 年 起 按 每 吨 ５ 元 征 收 。  



会分配煤炭的方式进行煤炭交易。这种做法缺乏灵活性，实际上

类似于面对面交易，在能否实现市场价格与质量的最佳结合方面

存在着很大的疑问。 

其 中 存 在 的 最 大 问 题 在 于 电 煤 的 交 易 价 格 低 于 用 于 其 它 用

途的煤炭的价格。2000 年后，由于电煤价格被人为地压低最多

达两成左右，导致煤炭与电力企业之间很难达成协议，最终使通

过煤炭订货会进行交易的做法难以为继。 

在此情况下，2006 年起煤炭订货会被废止，由煤炭产运需

衔 接 会 取 代 。 两 者 的 区 别 在 于 前 者 由 国 家 发 展 与 改 革 委 员 会 主

办，对价格有一定的影响力，而后者则是由作为产业协会的煤炭

运销协会主办，基本上完全由参与企业通过谈判自主决定。因此

此前一直被人为压低的电煤价格今后一定会被提高。从激励电力

部门开展节能工作的角度出发、这是件好事，应该予以肯定。 

此外改革还向前迈出了重要一步，这就是本报告第３章所介

绍的中国太原煤炭交易市场的建立。虽然这家于 2007 年 11 月

刚 刚 成 立 的 中 国 太 原 煤 炭 交 易 市 场 目 前 交 易 量 小 得 几 乎 可 以 忽

略不计，但按规定最终山西省内所有的煤矿都必须通过这一市场

进行煤炭交易。这就意味着今后煤炭将从以前煤炭订货会那样信

息不完整，交易过程不透明的交易形式转向煤炭质量和价格实时

公布，通过招标进行价格竞争的公开交易。 



我们认为这一变化可能带来煤炭价格水平进一步提高，售价

进一步上涨的结果。这一交易市场的优势在于可以保证在该市场

达成的交易获得运输配额。尽管是否有充足的配额来确保所有的

交易的运输仍然存在不确定因素，但如果通过该市场的交易能够

优先获得运输配额，那就可能带来此前由于运输配额的限制未能

获得优质煤炭的用户找新的煤矿进行交易的结果。考虑到在传统

的订货会方式的交易过程中，用户很难获得充分的质量信息的情

况，可以说向用户准确提供煤炭的质量信息，将质量和价格信息

予 以 公 开 的 做 法 对 于 用 户 确 定 应 该 采 取 何 种 措 施 来 满 足 环 保 标

准方面所起的作用十分巨大。 

通 过 建 立 这 一 交 易 市 场 实 现 煤 炭 交 易 过 程 的 透 明 公 开 既 有

利于鼓励煤矿提高所生产的煤炭质量，也便于对用户所使用的煤

炭进行监控。因此可以期待在促进煤炭的高效利用和促使相关主

体更加重视环境保护方面收到很大的效果。 

以 上 简 要 介 绍 了 近 年 所 开 展 的 煤 炭 市 场 和 价 格 制 度 改 革 的

进展情况及其在节约资源和改善环境方面带来的效果。这一重要

的改革是从 2007 年起选择山西省作为试点开始实施的。按照计

划，2008 年相关制度措施将在山西省得到落实，其后将在总结

分析试点成效和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最终在全国予以推广。本报告

试图调查分析山西省所开展的工作，对其效果和影响进行评价。



详尽深入的分析请参阅以下各章。 

最 后 还 想 再 次 强 调 上 述 煤 炭 市 场 和 价 格 制 度 改 革 的 成 功 与

否将给今后中国的资源和环境问题带来极为重要的影响，可以说

其走向将决定资源和环境问题会不会成为阻碍经济增长的瓶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