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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2000到2013年，我国煤炭消费量年均增加2.18亿吨，年均增长率为8.8%。其中，2013年煤炭

市场消费量达到峰值，为42.2亿吨，随后2014年煤炭消费量出现首次下滑，降幅达8.8%。煤炭

消费量逐年下降的同时，煤企库存量却逐年高涨，到2015年末，全社会存煤已持续48个月超

过3亿吨，煤炭企业存煤1.01亿吨，比年初增加1443万吨，增长16.7%。  

      2016年11月份，原煤产量同比降幅明显收窄，当月原煤产量为3.1亿吨，同比下降5.1%。

 2016年我国原煤产量统计

 

      从2001年起，煤炭行业的盈利能力如同坐上过山车。随着行业的景气度上升，利润总额

从2001年的42亿元跳升至2011年的历史高点4342亿元，增长近10倍，随后受到行业产能过剩的

影响，利润总额又大幅下滑，2015年仅为441亿元，只相当于2004和2005年水平；销售净利率

与利润总额走势相似，2010-2011年维持在14%的高盈利水平，随后大幅下滑，2015年仅为1.8%

，跌幅达87%，尚不如2001年行情启动前的水平；如果以净利润指标来测试，预计盈利能力表

现会更为惨淡。

 煤炭行业盈利能力

 煤炭行业亏损企业家数及亏损金额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煤炭贸易产业深度调研与投资趋势研究报告》

共九章。首先介绍了煤炭贸易相关概念及发展环境，接着分析了中国煤炭贸易规模及消费需

求，然后对中国煤炭贸易市场运行态势进行了重点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煤炭贸易面临的机

遇及发展前景。您若想对中国煤炭贸易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该行业，本报告将是您不

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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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是世界最大的煤炭出口国，2000年以后的10年煤炭产量持续增长，从3亿吨增长到5

亿多吨。目前，澳大利亚煤炭产量仅次于印度，是全球第四大煤炭生产国，年出口煤炭3亿吨

以上，炼焦煤和动力煤出口基本上各占一半。过去十年澳大利亚煤炭投资增长了10倍，新增

产能的不断释放。



据澳大利亚联邦统计局数据，2014-15财年，澳大利亚煤炭产业从业人员3.9万人，比上年减

少9.8%，全行业销售收入减少6.4%，税前主营业务利润由上年盈利11.53亿澳元变为亏损38.98

亿澳元，下降438.1%，已显现全行业亏损。但同期，澳大利亚煤炭产量和出口量还比上年增

长，2014-15年煤炭产量和出口量为5亿吨和3.93亿吨，分别增长2.9%和4.8% 。

 澳大利亚煤炭产量及出口量变化（万吨）

 

（2）印度尼西亚煤炭产量及出口量 26

印尼是世界上最大的动力煤出口国。印尼煤炭资源比较丰富，大多为褐煤和低变质次烟煤，

主要分布在东加里曼丹、南加里曼丹和南苏门答腊、中苏门答腊等几个煤炭盆地。

根据印尼能源和矿产资源部资料，2015年印尼煤炭产量3.92亿吨，比上年下降14.4%，煤炭出

口2.95亿吨，比上年下降22.9%。

据印尼统计局(BPS-Statistics Indonesia)发布的数据，2016年1-5月印尼煤炭出口1.44亿吨，比去

年同期减少1618万吨，下降10.1%。

 2000-2016年印尼煤炭产量及出口变化（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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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南非煤炭产量及出口量 29

2015年煤炭出口7633.3万吨，比上年增长0.4%。今年1-5月煤炭出口3000.6万吨，同比下降5.27%

。

 南非煤炭产量及出口量变化（万吨）

 

（2）哥伦比亚煤炭产量及出口量 29

近几年煤炭产量和出口量大幅下降。2015年美国煤炭产量8.96亿短吨(下同)，同比下降10.41%;

煤炭出口7400万吨，同比下降23.96%。2016年1-5月美国煤炭产量2.7亿短吨，同比减少1.15亿

吨，下降29.92%;前4个月煤炭出口1873.5万吨，同比减少1046万吨，下降35.83%。



 2000-2016年哥伦比亚煤炭产量及出口量变化（万吨）

 

（3）加拿大煤炭产量及出口量 30

2015年煤炭产量6193.1万吨，同比下降10.3%;煤炭出口3020万吨，比上年下降12.1% 。今年1-4

月煤炭出口951.9万吨，同比下降5.31%。

 2000-2016年加拿大煤炭产量及出口量变化（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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