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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动力煤龙头企业营业总成本有所上涨，贸易煤价格上涨的推动作用较大。2019年，中国神华

、陕西煤业、兖州煤业等行业龙头煤炭营业总成本普遍同比提升30%-40%，吨煤销售成本(煤

炭营业成本/商品煤销量)普遍提升10%-20%，其中贸易煤成本增加量占煤炭成本增加量的比重

皆超过50%，贸易煤采购价格的上涨是推动龙头煤企总成本上升的第.一因素。以陕西煤业和

兖州煤业为例，2019年贸易煤的毛利占比仅为2.4%、1.6%，利润贡献非常有限。  

2019年中国原煤产量35.2亿吨，结合前2019年4个月的煤炭产量，预计2019年中国原煤产量36亿

～36.5亿吨，低于均衡产量。中国4月份进口煤炭2228.3万吨，同比减少249.7万吨，下降10.08%

；环比减少441.7万吨，下降16.54%。截止到2019年3月末，煤炭社会库存约1.28亿吨，社会库

存比年初下降了4000万吨，低库存进一步引发了国内煤炭投机。

从 2010 年至 2017 年动力煤消费结构来看，电力行业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从绝对值的角度来

看，电力消费量的提升主要受益于社会用电总需求。 2007-2017 年电力行业动力煤消费量（万

吨）2018-2020 年全国煤电新增装机容量预测（万千瓦）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20-2026年中国煤电行业深度分析与投资战略咨询报告》共十章

。首先介绍了中国煤电行业市场发展环境、煤电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中国煤电行业

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煤电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煤电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

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煤电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煤电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

者想投资中国煤电行业，本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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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