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煤炭价格制度改革的内容与影响 

 

煤炭是中国的基础能源之一，煤炭价格在整个价格体系中占

有极为重要位置。合理制定煤炭价格不仅有利于正确处理能源之

间的关系，使煤炭企业可持续性发展，还可以使国民经济持续协

调健康发展。 

 

4.1 煤炭价格制度改革的变迁 

中国煤炭价格改革是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的，大体经

历了三个阶段。 

 

4.1.1 第一阶段:改革的初始阶段 

从 1979 年到 1992 年，中国煤炭行业开始引入市场机制，

初期以价格调整为主，后期以价格放开为主。1984 年 10 月，经

国务院批准，凡未纳入计划的乡镇煤矿放开价格管制自行销售。

1984 年 11 月 28 日，进一步批准地方煤矿计划外生产的煤炭可

以自销，自销煤炭可以随行就市，自定价格，议价出售。实际上

局部出现了价格双轨制。即以政府定价和市场调节为价格形成机

制的两种价格。1985 年，为缓解煤炭行业亏损局面，统配煤矿



进行调价，主要是扩大地区差价，调整煤炭品种比价。1985 年

煤炭平均价格由每吨 27. 78 元调到 32. 44 元,平均调高 4. 66 

元,调高幅度 16. 77 %。其中原煤售价每吨由 23.81 元调到 26.86

元,平均调高 3.05 元,调高幅度为 12. 81 %。从 1986 年起，指

令 性 煤 炭 价 格 由 国 家 颁 布 的 统 一 的 出 厂 价 格 和 在 此 基 础 上 统 一

的加价幅度两部分组成。1987 年增加了指导性计划形式，即对

超 核 定 能 力 、 超 计 划 生 产 的 煤 炭 实 行 了 加 价 、 议 价 政 策 。 1992

年，国家放开统配矿新投产矿井达产期内生产的煤炭出厂价格，

实行市场调节，同时放开了国家控制的定向煤价格，取消了计划

外煤炭最高限价。煤炭价格改革进入实施阶段，实行多形式的煤

炭价格形式：国家订价的指令性计划价格、国家指导性的超产加

价和地区差价价格、不纳入国家计划的自销煤炭市场协议价格。 

 

4.1.2 第三阶段:改革的深化阶段 

从 1993 年至今，煤炭价格改革进入新阶段，基本确立了以

市场形成价格为主的价格机制。1994 年 1 月份，全国煤炭市场

价格全部放开，计划内煤炭价格与计划外煤炭价格无区别，全国

改变过去一煤多价的价格形式。1996 年国家开始对电煤实行国

家指导价格，即在 1995 年煤炭实际结算价格基础上，全年平均

电煤每吨最高提价额为 8 元，1997 年起电煤继续执行国家指导



价格。2002 年起国家停止发布电煤政府指导价格。然而，由于

煤炭作为基础能源对于物价具有较大的影响，国家仍不时出台价

格管制政策进行调控：如国家发改委对 2004 年尚未签订长期合

同的电煤；2005 年的车板价以 2004 年 9 月底实际结算的车板

价为基础，在 8%的幅度内进行浮动、进行协商。所以，煤炭价

格在走向市场化的过程中有所反复。直到 2005 年底，国家正式

宣布对电煤价格不再进行宏观调控，2007 年，国家发改委下发

了《关于做好 2007 年跨省区煤炭产运需衔接工作的通知》，以

先进的视频会议取代开了几十年的煤炭订货大会，并进一步确定

了 “坚 持 煤 炭 价 格 市 场 改 革 方 向 ， 由 供 需 双 方 企 业 根 据 市 场 供 求

关系协商确定价格，至此，中国的煤炭价格形成机制发生了质的

变化，即由政府定价转变为市场形成价格，煤炭资源的分配手段

由政府指令性分配转化为市场配置，煤炭价格改革取得了令人瞩

目的成就，逐步走向了市场。 

 



表 4—1 1990-2005 年煤炭平均价格、电煤市场价与重点合

同价对比表单位 

单位：（元/吨） 

年  度 煤炭平均价格 市场煤销售价 重点合同电煤价 

1990 43.85 62 62 

1991 58.45 71 71 

1992 90.67 85 85 

1993 105.42 114 95 

1994 108.94 127 101 

1995 115 140 106 

1996 125 165 143 

1997 166.6 177 155 

1998 160.2 174 155 

1999 143.98 146 152 

2000 140.19 140 149 

2001 150.99 167 151 

2002 167.81 182 160 

2003 174.81 221 195 

2004 206.4 283 222 

2005 270.2 270 213 

 

4.2 价格改革的影响－问卷调查的结果分析 

煤炭价格的波动不仅会影响煤炭企业的经济效益，也会影响

其下游生产企业的生产与经营。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我们着手

分析价格改革对煤炭生产企业、消费企业、运输企业以及家庭民

用的不同影响。 



 

4.2.1 对煤矿经营的影响 

总体来讲，煤炭价格改革带来的煤价的上涨，提高了煤炭生

产企业的盈利水平，使其加大了在安全生产、环境保护和治理等

方面的投入，有助于煤炭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此外，由于煤炭价

格改革对不同性质的煤矿影响程度不同，我们分国有重点、地方

煤矿、私营煤矿进行分析。 

● 国有重点煤矿 

根据山西省统计局提供的数据（见表 4-2），全省国有重点

煤矿的煤炭销量从 2000 年的 7963 万吨增加到了 2007 年的

23739 万吨，年均增长 17.1％。与此同时，山西省国有重点煤

矿的原煤制造成本从 2000 年的 69.01 元/吨上升到了 2007 年的

179.31 元/吨，涨幅为 160%，年均上涨约 15.76 元/吨，且一直

处于稳步上涨状态。 

吨煤成本和费用从 2000 年的 132.16 元/吨上涨到 2007 年

的 286.88 元/吨，上涨 117%，年均上涨 22.1 元/吨，年均涨幅

为 11.9%。其中，以 2005 年的涨幅最大，比上年增长了 29%。 

综合平均售价从 2000 年的 129.26 元/吨涨到了 2007 年的

330.65 元/吨，上涨了 201.39 元/吨，涨幅为 156%，年均增幅

为 14.78%。其中，2000 年到 2003 年，年均增幅仅为 10.3%；



2004 年至 2006 年增幅较大，年均增幅约为 30.6%；2006 年到

2007 年，增长幅度趋于平缓，年均增幅在 5.65%左右。  

 

表 4-2    国有重点煤矿煤炭成本费用构成表 

单位：元/吨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原煤制

造成本 
69.01 72.38 80.92 85.46 121.9 156.3 159.93 179.31

吨煤成

本及费

用 

132.16 139.74 155.7 168.26 191.96 247.6 257.63 286.88

综合平

均售价 
129.26 143.23 160.42 173.57 226.68 296.2 309.58 330.65

吨煤利

润 
-2.9 3.49 4.72 5.31 34.72 48.6 51.95 43.77

销售税

金及附

加 

2.62 2.79 3.29 3.43 3.62 6.16 6.93 7.66 

注：数据来源于山西省统计局 

 

2000 年 ， 国 有 重 点 煤 矿 处 于 亏 损 状 态 ， 吨 煤 利 润 为 － 2.9

元/吨。从 2001 年起，国有重点煤矿开始盈利，利润稳步增长，

从 2001 的 3.49 元/吨增长到 2007 年的 43.77 元/吨，利润年增



长率为 105.5％。其中以 2004 年的利润增长幅度最大，是上年

的 6.54 倍。 

销售税金及附加也呈逐年上涨趋势，从 2000 年的 2.62 元/

吨涨到了 2007 年的 7.66 元/吨，上涨了 2.9 倍。  

根 据 上 述 分 析 ， 煤 炭 价 格 改 革 对 国 有 重 点 煤 矿 来 说 是 有 利

的。在煤炭价格改革后，能源价格从背离真实价格的窘状，开始

向理性的真实价格回归，使国有重点煤矿开始起步摆脱亏损的状

态。但是，由于国有（重点）煤矿的原煤制造成本和吨煤成本与

费用较之地方煤矿和私营煤矿来说，是比较高的，因此，国有（重

点）煤矿在盈利方面不如地方煤矿和私营煤矿。 

 

● 地方煤矿 

山西省晋中市灵石煤矿于 1956 年建矿，是晋中市最大的煤

炭企业，在地方煤矿中具有典型性，故选取该矿为样本，分析煤

炭价格改革对地方煤矿经营的影响。 

根据表 4-3，该煤矿的煤炭产量从 2000 年的 15.8 万吨增加

到 2006 年的 32.9 万吨，产量都是逐年上涨，年均增幅为 14.12

％；产值从 2000 年的 1596 万元上涨到了 2006 年的 5981 万元，

年均涨幅为 28.57％；销量从 2000 年的 9.7 万吨增加到 2006

年的 36.3 万吨，一直保持增长势头， 年均增长幅度为 26.2％；



该煤矿在 2000 年和 2001 年时处于亏损状态，从 2002 年开始

盈利，实现利润 12.1 万元，到 2006 年则达到了 52.8 万元。  

 

表 4-3   灵石煤矿原煤产量及产值 

年份 产量（万吨） 产值（万元） 销量（万吨） 实现利润（万元） 

2000 15.8 1596 9.7 -187.4 

2001 19.2 1844 15.8 -48.6 

2002 17 1512 19.8 12.1 

2003 20.7 1880 24.9 30.9 

2004 28.5 3601 24.3 31.9 

2005 29.2 4308 34.0 52.8 

2006 32.9 5981 36.3 73.3 

数据来源：调查问卷 

 

根据表 4-4，该煤矿的销售收入逐年增加，从 2000 年的 979

万元增加到 2006 年的 6438 万元，增加了 5459 万元，年均增

幅为 39.7%。其中 2005 年，销售收入增幅较大，比上一年增长

了 96.8%。；该煤矿的销售成本也逐年上涨，从 2000 年的 723

万元增加到 2006 年的 6010 万元，上涨了 5287 万元，年均增

幅为 44.6%。 

 

 



表 4-4      灵石煤矿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年份 销售收入 销售成本 

车间运行费

与企业管理

成本 

贷款利

息 
税收 

各种基金

附加金 

2000 979 723 387 72 96 58 

2001 1513 1196 292 57 153 96 

2002 1764 1287 326 50 184 101 

2003 2257 1782 313 88 270 103 

2004 3058 2132 531 195 370 285 

2005 6018 3411 858 335 718 292 

2006 6438 6010 1104 55 870 304 

 

根据表 4-5，从该煤矿的销售成本构成来看，该煤矿的能源

成本从 2000 年的 159 万元上涨到 2006 年的 518 万元，上涨

226%，年均涨幅为 24.9%；其他原材料成本从 2000 年的 248

万元上涨到 2006 年的 666 万元，上涨了 1.69 倍；劳动力成本

从 2000 年的 274 万元上涨到了 2006 年的 962 万元，增涨了 2.51

倍；资本投资成本的增幅较大，从 2000 年的 42 万元增涨到了

2006 年的 2864 万元。2000 年时，能源成本、其他原材料成本、

劳 动 力 成 本 和 资 本 投 资 成 本 分 别 占 销 售 成 本 的 22%、 34.3%、

37.9%和 5.8%；到 2006 年则分别是 8.6%、 11.1%、 16%和

47.7%。（ 见 表 5） 因 此 ， 在 销 售 成 本 中 ， 投 资 成 本 越 来 越 占 据

相当大的比例，这与煤炭价格改革中矿业权改革有着紧密联系。



2006 年矿业权改革在全省全面推广后，煤矿企业必须要缴纳巨

额的资源有偿使用费用，才可以取得相应区块的煤炭资源的采矿

权，因此，在地方煤矿的销售成本中，投资成本占据了越来越大

的比重。总体来讲，煤炭价格上涨大大提高了地方煤矿的的盈利

水平。 

 

表 4-5  灵石煤矿销售成本构成             

 单位：万元 

年份 能源成本 其他原材料成本 劳动力成本 资本投资成本

2000 159 248 274 42 

2001 199 255 518 224 

2002 176 241 474 396 

2003 273 424 617 468 

2004 309 499 882 447 

2005 309 591 885 1626 

2006 518 666 962 2864 

  

● 私营煤矿 

私 营 煤 矿 选 取 灵 石 县 金 新 煤 矿 有 限 公 司 作 为 典 型 样 本 进 行

分析。 

根据表 4-6，该煤矿的煤炭产量基本稳定在 8 万吨左右，从

2003 年的 78677.5 万吨增长到 2006 年的 81975 万吨 ；产值从

2003 年的 8518412.93 万元增长到 2006 年的 11881456.5 万元。

产量与产值涨幅均不大。这与近年来山西省全面开展小煤矿整治



有关，依据政策，年产量在 9 万吨的小煤矿要一律关闭。该煤矿

受煤炭行业政策的制约，发展前景不容乐观。 

根据表 4-7，该煤矿的销售收入从 2003 年的 1175 万元上

涨到 2006 年的 1270 万元；销售成本从 2003 年的 787 万元上

涨到 2006 年的 821 万元，涨幅都比较小。车间运行和企业管理

成本从 2003 年的 349 万元上升到 2006 的 669 万元，涨幅较大。  

 

表 4-6 灵石县金新煤矿有限公司主要产品产量及产值 

年份 产量（万吨） 产值（万元） 

2003 78677.5 8518412.93 

2004 86393 14143398.03 

2005 78700 12547141 

2006 81975 11881456.5 

 

表 4-7  灵石县金新煤矿有限公司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年份 
销售 

收入 

销售 

成本 

车间运行费

与企业管理

贷款利

息 

税

收 

各种基

金附加

用于

村镇

2003 1175 787 349 49 83 32 12 

2004 1661 999 563 110 131 42 93 

2005 1400 740 700 310 138 35 44 

2006 1270 821 669 35 201 38 124 

 

根据表 4-8，该煤矿销售成本构成中，劳动力成本所占比重



较大，其次是其他原材料成本。该煤矿的劳动力成本逐年上升，

从 2003 年的 34.31 万元上涨到 2006 年的 45.43 万元，上涨了

32.4%。其他原材料成本呈逐年下降趋势，从 2003 年的 25.62

万元下降至 2006 年的 20.24 万元。煤矿企业的能源成本波动不

大，从 2003 年的 12.24 万元上涨到 2006 年的 13.21 万元，仅

仅增加了 0.07 万元。  

 

表 4-8  灵石县金新煤矿有限公司销售成本构成 

单位：万元 

年份 能源成本 其他原材料成本 劳动力成本 资本投资成

本
2003 12.24 25.62 34.31 20.9 

2004 11.82 23.48 36.02 21.3 

2005 12.76 24.61 42.80 20.8 

2006 13.21 20.24 45.43 15.7 

 

4.2.2 对工业用户的影响 

由 煤 炭 价 格 改 革 催 生 的 煤 价 上 涨 使 得 煤 炭 企 业 利 润 增 加 ,但

同时使化工、冶金等企业成本大增,造成企业经营状况不佳,资金

周转困难,盈利减少,甚至出现亏损,尤其是发电、供热等消耗煤炭

较大的行业影响最为明显。 

●电力企业 



选取山西天石电力有限公司作为典型样本进行分析。 

根据表 4-9，该电力公司的上网电价 2001 年为 0.164 元

/kwh，到 2006 年为 0.3131 元/kwh，上网电价逐年上涨，上涨

了 90.9%;该企业的上网电量 2001 年为 13388 万千瓦时，到 2007

年达到了 34633.26 万千瓦时，上涨了 159%。  

 

表 4-9   山西天石电力有限公司上网电价及电量 

年份 电价（元/KWh） 电量（KWh） 

2001 0.164 13388 万 

2002 0.164 26479 万 

2003 0.28 31625 万 

2004 0.287 33237 万 

2005 0.292/0.2967 33751 万 

2006 0.2967/0.3131 31467.26 万 

2007 0.3131 34633.26 万 

 

根据表 4-10,该电厂为煤矸石电厂，煤矸石的价格从 2001

年开始就一直上涨，到 2006 年止，2300 大卡的煤矸石的单价

已经由 2001 年的 18 元左右上涨到 2006 年的 30 元，上涨了

67%；2500 大卡的煤矸石的单价已经由 2001 年的 20 元左右上

涨到 2006 年的 31 元，上涨了 55%；2200 大卡 的煤矸石的单价

已经由 2001 年的 18 元左右上涨到 2006 年的 26 元，上涨了

67%。电力公司的燃料煤矸石都是直接从洗煤厂或煤矿直接购买



的。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企业需要解决好的问题就是稳定燃料

供应商，搞好长期合作关系，保障企业用煤或煤矸石的持续供应。 

 

表 4-10  山西天石电力有限公司燃料煤矸石单价 

单位：元/吨 

供应商 
灵石县像松股份

实业有限公司 

灵石县中新煤化 

有限公司 

灵石县金山煤化 

有限公司 

月供应量 
月收购量 1500

吨 

月收购量约 1500

吨 
月收购量约 3500 吨 

热值 2300 大卡 2500 大卡 2200 大卡 

2001 18 20 18 

2002 18 18 19.5 

2003 24 22 21 

2004 22 22 18 

2005 25 26.3 23 

2006 30 31 26 

 

总之，煤炭价格改革对电力企业的影响最大。一方面，煤炭

价格的上涨使电力企业的生产成本大幅上升；另一方面，国家没

有放开电价，电价与煤价的上涨不同步，且煤炭价格的上涨幅度

要远远超过电价浮动。这导致了煤炭价格的上涨部分无法全部转

移到电力消费者身上，加剧了煤电冲突。由于目前煤炭市场供不

应 求 ,电 煤 价 格 大 幅 上 涨 ,造 成 企 业 生 产 效 益 大 幅 下 降 ,甚 至 出 现

发电越多亏损越严重的现象。 



根据表 4-11，2001—2005 年，电力公 司的销售收入及销售

成本呈逐年上涨趋势。销售收入从 2001 年的 1874.79 万元增加

到 2006 年的 8221.13 万元，年均涨幅为 40.9%；销售成本从

2001 年的 2567.11 上涨至 2006 年的 6526.57 万元，年均涨幅

为 23.1%。其中，2006 年的销售收入和销售成本比上一年有所

下降。 

根据表 4-12，在 2001 年，电力公司销售成本构成中，能源

成本、其他原材料成本、劳动力成本分别占到了 62.9%、10.8%

和 26.3%；到 2006 年，电力公司的销售成本构成中，能源成本

占到了 72.14%，其他原材料成本占到了 6.7%，劳动力成本占

到了 14.8%，资本投资成本占到了 6.2%。能源成本的上涨幅度

最大。 

 

表 4-11   山西天石电力有限公司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年份 销售收入 销售成本 
车间运行费与

企业管理成本

贷款利

息 
税收 分红 

2001 1874.79 2567.11 641.34 442.05 276.95  

2002 3935.11 4447.61 696.49 1100.53 576.56  

2003 6956.68 5138.99 515.86 875.94 1001.76  

2004 7578.46 5450.62 570.86 853.83 561.54 318.99

2005 8511.57 6808.11 676.44 722.99 1282.16 859.16

2006 8221.13 6526.57 608.31 674.99 1359.99 729.98



表 4-12   山西天石电力有限公司销售成本构成 

单位：万元 

年份 能源成本 其他原材料成本 劳动力成本 资本投资成本

2001 1614.12 277.12 675.87  

2002 3099.77 275.21 659.52 413.11 

2003 3372.02 259.66 683.91 823.40 

2004 3773.31 320.49 763.56 593.26 

2005 5009.34 385.50 780.03 633.24 

2006 4708.62 439.17 968.57 410.21 

 

● 焦化企业 

焦 化 企 业 选 区 山 西 介 休 三 盛 焦 化 有 限 公 司 作 为 样 本 进 行 分

析。 

根据表 4-13， 该焦化企业的销售收入从 2000 年的 950 万

元增长到 2006 年的 10778 万元，增长了 9828 万元，年均增幅

为 1.72%;销售成本从 2000 年的 2351 万元增加到了 2006 年的

9133 万元，年均增幅为 48.1%。 

  根据表 4-14，在销售成本中，能源成本从 2000 年的 4136

万元增加到 2006 年的 7228 万元，增幅为 74%；其他原材料成

本从 2000 年的 649 万元增加到 2006 年的 676 万元，增幅为 4%；

劳动力成本从 2000 年的 436 万元减少到 2006 年的 261 万元，

减少了 67%；资本投资成本从 2000 年的 209 万元增加到 2006



年的 801 万元，增幅为 283%。 

表 4-13 山西介休三盛焦化有限公司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年份 
销售收

入 

销售成

本 

车间运行费与企业管

理成本 
贷款利息 税收 

2000 3950 2351 254 411 262 

2001 9633 4891 261 1156 958 

2002 4560 2501 248 887 80 

2003 7734 3381 320 1153 95 

2004 13708 5129 525 1476 1096 

2005 7299 5560 607 1075 352 

2006 10778 9133 722 977 1035 

 

表 4-14   山西介休三盛焦化有限公司销售成本构成       

 单位：万元 

年份 能源成本 
其他原材料成

本 

劳动力成

本 
资本投资成本 

2000 4136 649 436 209 

2001 5543 665 435 215 

2002 1141 175 91 60 

2003 2996 766 882 112 

2004 1841 191 52 87 

2005 5952 693 261 677 

2006 7228 676 261 801 

 

根据表 4-15，在燃料中，原煤的价格从 2000 年的 100.25

元/吨增加到 2007 年的 406 元/吨，价格提高了三倍多，上涨了



305%。同时，精洗煤的价格也从 2000 年的 119.94 元/吨上涨到

2006 年的 635 元/吨，上涨了 429%。其他燃料都有不同程度的

上涨，这直接导致了焦炭价格的上涨。 
 

表 4-15 山西介休三盛焦化有限公司燃料供应情况 

各种燃料的数量及平均价格 

年份 原煤 

（吨、元/

吨） 

洗精煤 

（吨、元/

吨） 

焦炭 

（吨、元/

吨） 

汽油 

（吨、元

/吨） 

电力 

（kWh、元

/kWh） 

柴油 

（吨、元

/吨） 

量 42611.90 331255.26 250373.52 72.00 5065507.51 310.60

2000 

价 100.25 119.94 219.62 3250.13 0.35 2870.00

量 430612.96 390298.53 275343.57 70.00 7459955.86 320.81
2001 

价 111.87 140.21 261.35 3782.51 0.29 3071.90

量 81516.26 -- 45564.57 35.00 5433623.00 200.00
2002 

价 137.12 -- 321.31 4150.70 0.29 3460.20

量 122248.37 -- 60947.36 40.00 5213731.00 230.00
2003 

价 257.70 -- 586.8 4498.23 0.30 3700.80

量 154515.90 62407.49 33074.74 30.00 4723830.00 195.72
2004 

价 262.30 433.03 829.48 4705.85 0.32 4050.50

量 175608.46 108575.68 116543.19 76.00 7200000.00 325.00
2005 

价 276.07 458.25 768.61 5012.6 0.40 4370.71

量 221711.96 137028.04 128092.52 73.36 9860000.00 347.00
2006 

价 259.52 418.84 710.07 5348.34 0.44 4882.5

量 265308.00 331500.00 25000.00 54.85 11990000.00 253.42
2007 

价 406.00 635.00 1337.00 5115.07 0.44 4915.60

 



总体分析，原煤、精洗煤的价格从 2000 年开始，都处于上

涨态势，这对以煤为主要生产原料的焦化企业来说，影响很大，

直接导致焦化企业成本增加的幅度大于收入增加的幅度，加大了

企业经营的难度。 

 

● 建材企业 

建 材 企 业 选 取 太 原 浩 富 经 贸 有 限 公 司 做 为 典 型 样 本 进 行 研

究。 

根据表 4-16，该企业的主要产品是轻钢建筑模网，销售收

入从 2004 年的 17019 万元到 2006 年的 24296 万元，一直在逐

年增长，年均增长率为 20.6％。销售成本从 2004 年的 15206

万元增加到 2006 年的 22148 万元，年均增长率为 21.1％。 

 

表 4-16  太原浩富经贸有限公司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年份 
销售

收入 

销售

成本 

车间运行费

与企业管理

贷款利

息 
税收 分红

用于村镇

建设 

2004 17019 15206 300  230   

2005 23322 19748 500  350   

2006 24296 22148 500  398   

 

表 4-17   太原浩富经贸有限公司销售成本构成 



单位：万元 

年份 能源成本 
其他原材料成

本 
劳动力成本

资本投资成

本 

2004 4 332 44  

2005 16 1328 176  

2006 20 1577 209  

 

根据表 4-17，能源成本在销售成本中所占比例较小，但增

长速度较快。能源成本从 2004 年的 4 万元增加到 2006 年的 20

万元，增幅为 400%；其他原材料成本从 2004 年的 332 万元增

加到 2006 年的 1577 万元，增幅为 375%；劳动 力成本从 2004

年的 44 万元增加到 2006 年的 209 万元，增幅为 375%。 

总之，煤炭价格的上涨导致建材企业的能源成本增加，生产

成本大幅上升。企业成本上升的幅度快于企业收入增加的幅度，

降低了企业的利润水平。 

 

● 钢铁企业 

选取河曲振钢铁厂作为典型样本进行分析。 

根据表 4-18，该铁厂的销售收入逐年上涨，2004 年为 630

万元，到 2006 年增加到 1400 万元，翻了一番多，年均增长率

为 21.9%。销售成本从 2004 年的 629 万元上升到 2006 年的 1398



万元，年均涨幅为 53.56%。  

根据表 4-19，在企业销售构成本构成中，各项成本都呈逐

年上涨趋势。能源成本从 2004 年 264.2 万元上涨到 2006 年的

757.1 万元，年均涨幅为 72.9%；其他原材料成本由 2004 年的

284.8 万元上涨到 2006 年的 937.1 万元，年均涨幅为 88.2%；

劳动力成本由 2004 年的 80 万元上涨到 2006 年的 180 万元，

年均涨幅为 62.5%。 

总之，受铁矿石价格上涨、煤炭价格上涨以及电价上涨等因

素的综合影响，铁厂的生产和经营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企业盈利

减少。但是，煤炭价格上涨并不是导致铁厂生产成本大幅上涨的

主要原因，作为另一个重要原材料的铁矿石价格的上涨才是影响

企业生产经营的主要原因。                       

 

表 4-18 河曲振钢铁厂财务指标 

年份 

销售收

入 

（万元）

销售成

本 

（万元） 

车间运行费与企业

管理成本（万元） 

贷款利息

（万元）

税 

（万元） 

2004 630 629 43.1  85 

2005 1100 1200 56.7  135 

2006 1400 1398 66.1  150 

 

表 4-19  河曲振钢铁厂销售成本构成 



单位：万元 

年份 能源成本 其他原材料成本 劳动力成本 资本投资成本 

2004 264.2 284.8 80  

2005 546 536 120  

2006 757.1 937.1 180  

 

4.2.3 对输送部门的影响 

煤炭的输送部门主要是煤炭运销公司。因此，选取大同煤矿

集团煤炭运销忻州原平有限公司为典型样本进行分析。 

 

 表 4-20  大同煤矿集团煤炭运销忻州原平有限公司财务

指标 

单位：万元 

年份 
销售收

入 

销售成

本 

车间运行

费与企业

管理成本 

贷款利

息 
税收 分红 

用于村

镇建设 

2002 7516 5809  166    

2003 7692 5879  171    

2004 9484 6920  180    

2005 14717 11921  129    

2006 15209 12889  180    

 

根据表 4-20，大同煤矿集团煤炭运销忻州原平有限公司的

销售收入逐年增加，2002 年的销售收入为 7516 万元，2006 年



的销售收入达到了 15209 万元，年均增幅为 21%。销售成本也

逐年增加，2002 年的销售成本为 5809 万元，2006 年达到了

12889 万元，年均增幅为 24.8％。  

根据表 4-21，煤炭运销企业的主要费用是运输加工费用，

其主要是靠买方和卖方的煤炭价格差价部分盈利。2000 年，该

煤炭运销公司收购和卖出的煤炭的差价是 60 元/吨，此差价几年

来一直变化不大，到 2006 年仍稳定在 60 元/吨的水平。煤炭运

销公司的运输加工成本上涨幅度较大，2000 年为 10 元/吨，到

2006 年则上涨到了 35 元/吨，上涨了 250%，年均增幅为 24%。

基金、附加金在 2000 年和 2001 年时为 30.98 元/吨，从 2002

年起到 2006 年，基金、附加金就降低并保持在 19.165 元/吨。  

 

表 4-21  大同煤矿集团煤炭运销忻州原平有限公司 

2000—2006 年的运输加工成本和基金、附加金变动情况   

                                            单位：元/吨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差价 60 60 65 65 68 70 60 

运 输 加 工

成本 
10 12 14 15 20 30 35 

基金、附加

金 
30.98 30.98 19.165 19.165 19.165 19.165 19.165 

 



根据表 4-22，大同煤矿集团煤炭运销忻州原平有限公司的

煤炭都是从地方国有煤矿收购的，2006 年收购量为 90 万吨。其

中，4505 大卡的煤炭的价格从 2000 年的 49 元/吨增长到 2007

年的 185 元/吨，上涨了 278%，年均涨幅为 22.4%；4877 大卡

的煤炭的价格从 2000 年的 52 元/吨增长到 2007 年的 189 元/

吨，上涨了 263%，年均涨幅为 37.6%。4502 大卡的煤炭的价

格从 2000 年的 97 元/吨增长到 2007 年的 180 元/吨，上涨了

85%，年均涨幅为 12.2%。 

 

表 4-22  大同煤矿集团煤炭运销忻州原平有限公司 

煤炭供应商及煤炭价格变化情况 

单位：元/吨 

供应商 
大同煤矿集团石门

煤矿 

山西省原平市石豹沟

煤矿 
原平市龙宫煤矿 

热值 4505 大卡 4877 大卡 4502 大卡 

2000 49 52 97 

2001 49 53 50 

2002 56 60 56 

2003 95 98 95 

2004 114 116 113 

2005 142 145 142 

2006 163 173 163 

2007 185 189 180 

 



总体评价，煤炭价格改革，对煤炭运销企业的影响并不是很

大，因为，处在煤炭买卖中间环节的煤炭运销公司，最主要的是

起连接煤炭生产企业和煤炭消费企业的作用，企业成本与收入增

幅比较平稳。 

 

4.2.4 对于家庭民用的影响 

调查显示，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城乡居民用煤量逐步

减少，煤炭价格虽大幅上涨，但对城乡居民生活总体影响不大，

只是对部分地区低收入居民及少数用煤户产生一定影响。以晋中

市居民使用蜂窝煤为例，由于煤价上涨，蜂窝煤由去年同期每块

0.12 元涨至 0.15 元，涨幅达 25％。而使用蜂窝煤的大多是一些

低收入户，这加重了他们的生活负担。住户资料显示，由于煤价

上涨及用量增加等原因，2007 年晋中市城镇居民煤炭支出同比

增长 1.3 倍。煤价上涨也影响到城市居民管道煤气供应。以山西

省太原市为例，由于煤价平均每吨由上年同期的 350 元左右上

涨到 450 元，造成煤气成本大增，煤气企业为降低成本，又不

减少供应量，因而采取了减少对煤气的脱硫工序，使得煤气质量

严重下降，二氧化硫严重超标，对居民生活影响极大。此外，一

些地区餐饮、洗浴等服务行业也受煤价上涨影响较大，增加了经

营的负担。 



 

4.3 价格改革的评析 

煤 炭 价 格 改 革 是 一 项 系 统 工 程 ， 价 格 水 平 是 否 合 理 ,形 成 机

制 是 否 完 善 ,不 仅 直 接 影 响 煤 炭 开 发 利 用 水 平 、 产 业 结 构 合 理化

程 度 和 煤 炭 工 业 的 可 持 续 发 展 ,而 且 还 关 系 到 国 民 经 济 能 否 全面

协调健康发展。因此，评析中国的煤炭价格市场化改革要从煤炭

成本、企业经营、节能降耗、社会经济发展等多各个环节入手。 

 

4.3.1 外部成本的缩减效果 

近年来，随着中国能源需求量的迅速增加，煤炭价格形成机

制的改革、国家对煤炭产业本身的宏观政策调控，国内外煤炭市

场的接轨，以及煤炭作为不可再生能源本身所固有的稀缺性等诸

多因素的影响，中国的煤炭价格呈节节上扬的总趋势。然而，由

于 煤 炭 生 产 的 特 殊 性 ， 现 行 煤 炭 价 格 未 能 真 正 反 映 煤 炭 完 全 成

本，煤炭开采中造成的资源价值损失、生态环境破坏和许多社会

成本损耗，大部分没有计入产品成本，成为煤炭开采的外部成本。

随着煤炭开采规模的日益扩大，煤炭开采的外部成本也同步转嫁

给煤炭开采地区。以煤炭开采大省山西为例，一方面，因煤炭开

采产生的资源环境损耗巨大，据山西有关部门测算，山西每挖 1



吨煤造成煤炭资源损失 30 元、生态环境损失 52.85 元。2001

年～2004 年，全省累计产煤 17.3 亿吨，由此带来的资源和生态

环境损失高达 519 亿元和 914 亿元。另一方面，煤炭行业安全

投入严重不足，安全欠账严重。煤矿事故多发，死亡人数占到全

省工矿企业事故死亡人数的 70%以上，还造成大量的伤残人员。

截止 2004 年底全省煤矿企业安全生产欠账 186.5 亿元。 

 

表 4-23  2007 年煤炭全成本测算 

单位：元/吨煤 

 动力煤 无烟煤 焦煤 

2005 年吨煤全部成本 260.77 264.09 307.63 

煤炭可持续发展

基金 14 18 20 
2007 年成本变动因素 

增加资源价款和

资源税 
3.6 7.2 12.3 

应 增 加 资 源 外 部

成本 
40.33 36.53 30.83 

应增加环境外部成

本 
44.57 42.57 41.57 

应增加社会外部成

本 
11.73 10.93 10.53 

应增加外部成本 

小计 96.63 90.03 82.93 

煤炭完全成本测算 375 379.32 422.86 

 

根据山西社科院能源经济研究所《山西煤炭开采全成本及实

现途径研究》的研究成果（见表 4-23）：包括环境成本和社会成



本在内的山西动力煤、无烟煤、焦煤的吨煤全部成本分别为 375

元、379.32 元与 422.86 元，除去目前实际成本以及正在增收的

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资源价款与资源税外，山西动力煤、无烟

煤、焦煤还应增加的吨煤外部成本分别为 96.63 元、90.03 元与

82.93 元。因此，随着煤炭行业生产成本完全化、外部成本内部

化以及煤炭企业安全投入的加大，中国的煤炭价格仍有较大的上

涨空间，大大超过了可预期的煤炭工业利润增长空间，增大了外

部成本内部化的难度。  

 

4.3.2 价格变化对于社会经济的影响 

煤炭作为基础性的重要能源，占中国能源消费结构的 70%，

随着煤炭价格改革的市场化，煤炭价格的波动对煤炭产业及下游

产业的生产与经营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煤 价 变 化 对 于 区 域 经 济 的 影 响 。 煤 炭 作 为 一 种 资 源 型 产

品，其价格变化对生产地区与消费地区有不同的影响。对于煤炭

生产地区而言，煤炭价格的上涨，对理顺煤炭供需结构，拉动经

济增长，增加煤炭行业收入有较大的促进作用。以山西省为例，

2006 年全省共生产煤炭 58118 万吨，同比增加 3808 万吨，增

幅为 7.01％。出省销量完成 46641 万吨，增加 3358 万吨，增

幅为 7.76％。在产销量平稳增长的同时，经济效益大幅增加，



对全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一步提高。全省煤炭行业实现销售收

入 1910 亿元，同比增加 175 亿元，增幅 10.09％，占 全省工业

销售总额的 34％；实现利润 213 亿元，增加 54 亿元，增幅 33.96

％，占全省工业利润总额的 58％；实现利税总额 458 亿元，增

加 107 亿元，增幅 30.48％，占全省工业上缴税费总额的 57％。

省属 5 户国有重点煤炭企业在岗职工人均年收入 31968 元，增

加 4925 元，增幅 18.21％。 

对于煤炭消费地区而言，由于煤炭价格不断上调，给下游企

业生产及城乡居民的生活带来了一定的压力。以浙江省为例，该

省煤炭消费量大，对外依赖度非常高。近几年受小煤矿停产安全

治理、运力紧张和需求旺盛的影响，浙江煤炭购进价格出现了大

幅上涨。2004 年-2006 年，无烟煤购进价格分别上涨 31.3%、

15.3%和 1.1%；烟煤购进价格分别上涨 40.2%、12.8%和 1.2%。

煤价上涨使得城乡居民能源消费支出大幅增长，对居民生活尤其

是低收入家庭生活的影响较大。2005 年-2006 年，浙江省民用

电价格上涨 2.5%，蜂窝煤价格上涨 14.5%，管道燃气价格上涨

16.1%，推动居民居住类支出大幅增长。因此，在全国范围内，

正是由于近年来煤炭等资源性产品的价格持续上涨，引起下游企

业成本增长，最终发生连锁反应，从而导致中国 CPI 明显上涨。  

●煤炭价格与其他能源产品的比价变化。市场经济主要是通



过 价 格 信 号 配 置 资 源 的 ， 而 这 种 价 格 信 号 主 要 是 指 相 对 价 格 (或

比 价 )。 判 断 煤 炭 价 格 变 化 是 否 合 理 不 仅 要 分 析 其 绝 对 价 格 ， 更

要 看 煤 炭 与 其 他 商 品 和 生 产 要 素 的 比 价 以 及 与 其 他 能 源 产 品 的

比价是否合理。从能源比价看，世界上普遍存在煤炭价格偏低的

现 象 ， 据 国 际 能 源 机 构 (EIA)统 计 报 告 显 示 ， 按 照 同 等 发 热 量 计

算价格，以 1995 年经合组织国家能源价格为例，发电用重油、

发电用天然气、民用天然气、发电用动力煤、工业用电、民用电

的比价关系为 10：8：27：5：62：100。到 2002 年，除煤炭以

外，世界能源市场其它能源品种比价有不同程度上调，以能源消

耗 大 国 美 国 为 例 ， 上 述 能 源 品 种 比 价 关 系 为 15： 17： 37： 5：

58：100。中国能源市场煤炭价格偏低的现象比较突出。据测算，

2002 年中国煤炭、汽煤油、液化天然气和电力终端销售价格比

例关系则为：7：49：37：100。 

近年来，中国煤炭价格的上涨不仅仅来自于供求关系，国内

煤 价 与 国 际 煤 价 的 比 价 关 系 以 及 能 源 比 价 关 系 也 是 促 进 煤 价 上

涨的重要因素。以油当量计价，2006 年欧洲、美国和中国北方

等地的原油价格大约是煤炭价格的 5 倍左右，2007 年以来国际

原油价格持续上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最高涨至接近 100 美元/

桶，世界范围内石油与煤炭的比价关系继续为煤炭价格上涨开辟

空间。2007 年 4 月份中国广东工业用电价格为 0.67 元/千瓦时，



秦皇岛 5000-5500 大卡动力煤运至广东为 508 元/吨，93 号汽油

的零售价 6407 元/吨，工业用天然气价格 2.07 元/立方米。按照

其热值折合成标准煤进行对比，电力：石油：天然气：煤炭比价

关系为 14.3：10.8：4.1：1，该比例在美国是 5：6：2.3：1。

比较可知，各国能源比价关系中煤炭价格皆普遍偏低，而中国最

低，这说明中国煤炭价格仍然具有较大的上涨空间。日前中国决

定国内成品油基准价格上调 500 元/吨，油品与动力煤之间的比

价差距进一步加大。  

●煤价变化对用煤行业成本与节能降耗的影响。对于电力、

冶金、焦化、建材等行业来说，煤炭是其生产经营不可替代的生

产资料，煤价上涨导致这些行业生产成本绝对上涨，成本的骤增

使许多企业告别了盈利高增长的时代，一些规模较小的企业甚至

由此而陷入绝境。以电力行业为例，自 2002 年以来，国家取消

了电煤指导价格，电煤合同价格已经连续五年处于上涨态势。在

2008 年全国煤炭产运需衔接会上，电煤价格平均上涨 10%，重

点合同电煤价格每吨上涨 30 元-40 元，这给电力企业增加近 420

亿元的成本。由于成本上升，中国的火电企业利润空间被压缩，

亏损面正逐年扩大。由于电力是基础产业，涉及到许多下游行业

和千家万户，国家对上调电价非常谨慎，所以，电价上涨非常困

难。2007 年上半年，电力企业曾多次呼吁调价，最终因为通货



膨胀压力太大，电价没有上涨。在焦化行业，由于近年来焦煤价

格一路上涨，仅 2007 年就上涨近 70 元，由于焦煤成本上涨快

于焦炭提价幅度，焦化行业当前利润率仅 3%左右，2007 年 1

至 8 月份，行业中仍有三分之一企业亏损。据山西焦炭协会介绍，

由于焦煤供应趋紧，2008 年，供山西焦企联盟成员的焦煤价格

每吨上涨 130 元至 160 元，以每 1.4 吨焦煤烧制 1 吨焦炭比例

计，焦炭每吨成本上涨 180 元至 240 元。为了转嫁成本，焦炭

企业提出，12 月份开始每吨焦炭涨价 200 元。 

此外，煤价的上涨客观上促使主要耗煤行业加大了节能减排

工作的力度。近年来，由于煤价上涨，电力、钢铁、有色、建材、

石 油 加 工 、 化 工 等 高 耗 能 企 业 的 煤 耗 指 标 均 有 所 下 降 ， 其 中 ，

2007 年 1-9 月份火电行业耗标煤 355 克/千瓦时，同比下降 8 克

/千瓦时；冶金行业吨钢可比能耗 609.61 千克标煤/吨，同比下

降 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