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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市场传闻近期澳煤进口将放开，并且可能最早在 4 月恢

复。 

2021-2022 年，我国焦煤供应紧张，其主因之一就是缺

少了澳煤，尽管有蒙煤和俄煤填补缺口，但澳煤凭借优良炼

焦能力和相对方便的运输条件，依然是我国南方沿海钢厂炼

焦煤首选。 

展望 2023 年，若澳煤增量回升明显，可能会改变整个

黑色系利润分配格局，吨钢或获得超额利润，从而使得铁水

产量超预期回升。 

◼ 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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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澳煤进口放开传闻 

据彭博社(Bloomberg)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国家发改委于 1 月 3 日与中国宝武钢铁集

团、大唐集团、华能集团和国家能源集团四家国内电力和钢铁企业开会，就恢复进口澳煤的事

宜进行了商讨。据悉，国内已经有部分电厂证实该传闻，有消息称，澳煤最早将在 4 月恢复进

口。 

2、国内焦煤供应来源增多 

我国是产煤大国，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1 年煤炭生产量达 41.3 亿吨，占全世界煤炭生产

的 50.5%，2022 年 1-11 月份，全国生产原煤 40.9 亿吨，同比增长 9.7%。但同时，我国也是全

球消耗煤炭最多的国家，结合煤炭产量及进口量，1-11 月国内煤炭总供给量 43.6 亿吨，同比增

长 9.2%，但国内煤炭价格依然处于偏高位水平，且部分煤种库存显著下降，可见国内煤炭供应

整体上处于偏紧的状态。 

图表 1：我国历年煤炭供应情况 

单位：亿吨 煤炭产能 煤炭产量 进口量（煤及褐煤） 全球煤炭产量 

2011 年 40 37.64 2.2 79.6 

2012 年 41.2 39.45 2.9 81.8 

2013 年 41.3 39.74 3.3 82.6 

2014 年 40.8 38.74 2.9 81.8 

2015 年 41 37.47 2.0 79.5 

2016 年 37.95 34.11 2.6 74.8 

2017 年 35.41 35.24 2.7 77.0 

2018 年 35.98 36.83 2.8 80.7 

2019 年 36.81 38.5 3.0 81.1 

2020 年 37.62 39.02 3.0 77.3 

2021 年 39.25 41.3 3.2 81.7 

2022 年 1-11 月 / 40.9 2.6 / 

数据来源：Mysteel 

一方面，在供给侧改革之前，我国煤矿超产是常态，2016 年初国务院出台的《关于煤炭行

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当年超额完成 2.5 亿吨煤炭去产能任务，2017 年全国

煤矿数量从 2015 年的 1.08 万处减少到 7000 处左右。2020 年国内提出“碳达峰、碳中和”，各

类环保和限产轮番上阵，2021 年在内蒙煤矿倒查 20 年，国内煤炭表外超产被禁止，实际产能产

量降幅明显，煤炭价格也创出历史新高，部分地区被迫“拉闸限电”。2021 年下半年-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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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煤保供，使得部分煤矿合法超产，内矿供应明显增加。但另一方面，由于全球碳元素供应紧

张，我国煤炭进口减少，据海关总署，2022 年 1-11 月我国进口煤炭 2.6 亿吨，同比下降 10.1%。 

从国内煤炭总供应来看，进口煤仅占比 7%左右，但这 7%中减少一成就足以让动力煤价格

长期保持在 1000 元/吨以上。其中炼焦煤进口占炼焦煤总供应约 15%左右，单以数量来看，影

响远不及铁矿对外依存度 80%那样大，但从结构上看，我国高达 41 亿吨的煤炭产量中，炼焦煤

仅占比 20%左右，并且长期缺少优质的主焦煤。如果单独计算主焦煤和肥煤进口依赖度的话，

大约在 30%左右，考虑两者在配煤中比例分别为 31%-35%和 14%-18%，则占炼焦时配煤总量的

50%左右。 

图表 2：国内煤炭进口结构 

 

数据来源：兴证期货研发部，Mysteel 

近年我国进口炼焦煤来源变化较大，蒙古和俄罗斯成为最主要的供应国。据海关总署，2022

年 1-11 月我国进口炼焦煤 5737 万吨，同比增长 22%，由于电煤保供，挤占了部分炼焦煤的产

量，因此进口需求大幅增加。分国别，1-11 月进口蒙煤 2160 万吨，同比增 64%；进口俄煤 1933

万吨，同比增 101%；其他美国和加拿大等进口均有所下降。 

图表 3：我国历年炼焦煤进口情况 

万吨 炼焦煤进口 澳大利亚 俄罗斯 加拿大 美国 蒙古 印尼 

2011 年 4466 1033 369 322 433 2004 252 

2012 年 5355 1394 480 719 448 1906 291 

2013 年 7539 3015 844 1108 607 1544 267 

2014 年 6233 3117 576 720 209 1479 66 

2015 年 4783 2554 323 571 12 1272 23 

2016 年 5923 2677 260 518 0 2356 57 

2017 年 6990 3098 462 425 282 2627 71 

褐煤, 36.8%

其他烟煤, 25.5%

其他煤, 18.0%

炼焦煤, 16.9%

无烟煤, 2.9%进口煤结构



专题报告                                

2018 年 6490 2826 443 221 198 2768 19 

2019 年 7466 3094 544 301 112 3377 33 

2020 年 7256 3536 673 466 95 2377 75 

2021 年 5470 617 1074 927 1024 1404 251 

2022 年 1-11 月 5737 217 1933 759 421 2160 196 

数据来源：兴证期货研发部，Mysteel 

短期澳煤进口放开增量可能较为有限，主要原因有：1）澳煤已经有了新的买家。自从中国

禁止进口澳煤后，澳煤在国际上找到了印度、日韩和欧洲等卖家，现阶段全球高品质的炼焦煤

供应紧张，澳煤分流至我国的量可能较为有限。2）据钢联测算，截至 1 月 4 日澳大利亚峰景主

焦煤到岸价约 2450 元/吨，国内山西同品质主焦煤运至港口成本约 2700 元/吨，进口利润大约

250 元/吨，但国内对于炼焦煤市场普遍有下跌的担忧，考虑到船期等时间成本，进口利润并不

明显。 

中长期来看，澳煤依然是国内炼焦煤的首选。澳大利亚炼焦煤的煤质较好，主要有低灰、

低硫、高反应后强度等优点，可以生产高强度焦炭，降低对铁矿的品位需求，提高金属收得率，

大型高炉生产对高强度焦煤是刚性需求。在禁止进口前，澳煤占到了我国炼焦煤进口市场的 40%

以上，深受南方沿海钢厂青睐。而俄煤尽管进口大幅增加，但由于热反应强度较差，国内钢厂

通常当作配煤入炉，优质主焦煤供应依然较缺，这点从价格和库存上也得到了充分的验证。完

全开放进口后，澳煤可能会逐渐挤占俄煤的市场份额。 

进口来源增多后，可能改变整个黑色产业链的利润分配。2022 年，铁矿价格与螺纹钢价格

走势高度一致，线性相关度达到了 0.92，属于供给侧改革以来较为少见的情况，其中有个重要

原因就是焦煤价格过高，拿走了大部分的利润，导致钢厂对铁矿上涨容忍度降低。 

展望未来，如果 2023 年国内能增加 1000-2000 万吨的澳煤进口，或将出现如下情形：一方

面，国内焦煤供需将由偏紧转向过剩，焦煤的价格重心可能出现较大幅度的下跌；另一方面，

随着焦煤的下跌，吨钢可能获得超额的利润，钢厂增产的积极性也会快速回升，后期铁水阶段

性供应增速可能会超预期，铁矿价格波动弹性会得到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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