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炼焦煤价格或创历史纪录

证券时报记者 魏曙光

由于澳洲是全世界最重要的煤炭

出口国， 澳洲水灾对国际煤炭市场的

影响仍在扩散之中， 国际煤价也因此

持续上升， 其中炼焦煤价格涨幅最

大。 目前， 国际现货市场炼焦煤

FOB

价格已达

265

美元

/

吨， 市场已

预期二季度炼焦煤基准合同价格将在

250

美元

/

吨以上。

通常情况下， 国际炼焦煤价格是

根据矿商与钢铁企业之间签订的季度

合约制定的。 今年

1

月至

3

月的大多

数合约都已敲定， 基准的澳大利亚炼

焦煤的价格商定为每吨

225

美元， 为

历史第二高水平。

国际炼焦煤价格曾在

2008

年第

一季度达到

300

美元

/

吨的纪录高点，

当时因为澳洲连续

2

个月的洪水， 导

致炼焦煤贸易量锐减

30％

， 炼焦煤

价格上涨了两倍。 值得注意的是， 国

际炼焦煤市场上次出口中断的情况与

目前惊人相似。

然而， 今年的情况很可能比

2008

年更糟。 澳大利亚联邦银行

最新一份报告中预计， 开采及运

输中断将使炼焦煤的现货价格从

目前约每吨

265

美元升至每吨

350

美元， 供给减少将达

1030

万吨，

美国与加拿大的供应规模仅能弥补

小部分的澳洲产量损失。 此外， 德

意志银行已经将

2011

财年炼焦煤

价格上调

22%-25%

； 穆迪报告也

认为， 在现货市场， 炼焦煤价格将

超过

2008

年

300

美元

/

吨的创纪录

高点。

业内人士表示， 炼焦煤第二季度

价格飙升几成定局。 因为炼焦煤库存

很快就会用光， 新货不可能马上供

应。 国际市场的炼焦煤价格上涨成了

理所当然的事。 而中国是澳大利亚炼

焦煤的主要进口国。

统计显示， 在

2010

年国内炼焦

煤进口

4200

万吨 ， 同比增幅逾

30％

， 其中近

40％

来自澳洲。 而

2011

年中国炼焦煤进口量预计将达

4400

万吨， 同比增长

20%

。 无疑，

炼焦煤价格的上扬将给中国造成较大

影响。

面对国际市场价格的上涨， 国内

煤企陆续上调炼焦煤出厂价到

1500

元

/

吨。 即便如此， 国内炼焦煤市场

价格与国际炼焦煤仍有近

200

元

/

吨

的差价， 仍有进一步上涨的空间。 考

虑到炼焦煤是钢铁生产必需的材料，

其价格的上涨可能会推高钢铁成本，

导致钢材价格上涨， 今年一季度钢市

有望延续上涨行情。

继上调

1

月份钢价后， 国内最

大钢铁厂宝钢股份

1

月

11

日再次宣

布主要品种

2

月价格普遍上涨

100

元

/

吨。 随后， 鞍钢、 武钢等大型钢

企可能将接力调价， 日前国内最大

的建筑钢材生产企业江苏沙钢已宣

布上调

1

月中旬出厂价， 幅度在

50

元

/

吨。

日韩电煤告急 中国动力煤出口抬头

证券时报记者 魏曙光

近些年来， 中国已经是煤炭

净进口国， 出口量正不断减少，

但是澳洲水灾之后， 情况正悄悄

发生着改变， 煤炭出口开始转向

升温。

海关总署提供的数据显示，

2010

年

11

月份和

12

月份我国煤

炭出口分别为

127.9

万吨和

145

万

吨， 已连续保持两个月环比增长。

统计还显示，

2010

年全年我国总

计出口煤炭

1903

万吨， 较

2009

年同比下降

15%

， 但已较

2009

年

同比

50.7％

的出口降幅有所缓解。

无疑， 去年

12

月以来， 澳洲

洪灾影响在加大， 在对外动力煤

供应减少已成必然的情况下， 日

韩等亚洲传统煤炭进口国家面临

供应中断问题。 目前， 韩国已转

向中国购买动力煤应急。 有消息

显示， 日韩已经向中国神华等煤

炭出口企业采购了相当数量动力

煤， 其中

2

月期

5800

大卡动力煤

价格

142

美元

/

吨， 远远高出国内

市场现货价格。

此前，

2008

年初昆士兰州因

为连续

2

个月的洪水， 日澳动力

煤合同价创出

125

美元

/

吨的历史

高点， 上涨两倍。 而

1

月

7

日澳

大利亚纽卡斯尔港

NEWC

动力煤

价格指数继续连续六周的上涨，

达到

129.90

美元

/

吨。

长期以来， 韩国、 日本及台

湾地区一直是我国煤炭出口的主

要地区， 国内煤炭价格虽较外煤

为高， 但胜在距离优势， 交货期

短， 故此在澳大利亚煤企恢复生

产之前， 这些国家和地区会将部

分订单转交到中国煤企， 由此推

动出口增长。

“由于出口配额的限制， 全年

出口不会增长太多， 但关键是对

第一季度的国内电煤价格形成压

力。” 煤炭专家李朝林预计， 目前

南非煤、 俄罗斯煤的供货年前差不

多订完， 国外能给国内供煤的量已

经不多。

目前， 商务部确定

2011

年第

一批煤炭出口配额为

1800

万吨，

约占全年总配额的一半。 这一数字

较

2010

年第一批煤炭出口配额

2550

万吨下降

29.5%

， 但事实上

2010

年的出口甚至都没有用完第

一批煤炭出口配额。

中投顾问能源行业研究员宋智

晨预计， 东亚地区进入了冬季取

暖期， 煤炭需求有所增加， 加之

近期澳大利亚的洪灾天气使得亚

洲煤炭市场的供给吃紧， “可能

会推高我国的煤炭出口量， 今年

1

月份我国的煤炭出口量有可能进

一步上涨。”

李朝林认为： “焦煤的出口

主要是澳大利亚水灾的影响， 所

以导致量方面有所放大， 而焦煤

出口增长可能要持续到春节后。”

由于澳大利亚包括焦煤、 动力煤

在内的供量减少， 国际煤市场目

前逐步升温， 间接也会刺激国内

动力煤出口。

值得注意的是， 进口出口抬

头， 但是总量仍处于一个较低水平

上。 宋智晨认为， 在相关政策的抑

制下， 国内煤炭出口量也保持进一

步下滑的趋势， 但是下滑速度与去

年相比已经有所好转。 “今后一段

时间内， 我国的煤炭出口量很有可

能将会维持在一个相当稳定的低水

平上。” 他说。

2010

年深圳商业地产

楼价租金齐创历史新高

证券时报记者 李坤

正如市场所预期， 在楼市持续升温大涨的

背景下， 虽然新增供应量巨大， 但是深圳市商

业地产在

2010

年仍旧出现了楼价、 租金齐涨

的局面， 创出历史新高。

昨日仲量联行发布的

2010

年年终报告显

示， 由于深圳卓越世纪中心

1

、

4

号楼、 皇岗

商务中心和东海国际中心等甲级写字楼集中落

成供应市场， 深圳甲级写字楼总量首次超过

200

万平方米， 达到

223

万平方米， 相当于供

应量整体增长约

20%

。 不过， 在强劲的市场

需求之下， 如此大量的供应不仅并未引起租

金的下降， 反而整个市场平均租金同比上涨

超

2

成， 达到

138.9

元

/

平方米

/

月， 创出了历

史新高。

仲量联行深圳商业地产部主管夏春毅昨日

向记者表示， 金融行业、 专业服务业和高科技

企业积极进驻深圳的扩张活动， 带动了整个深

圳写字楼租赁市场的活跃。 另外， 深圳市场强

劲的投资需求也是主要原因。

夏春毅介绍， 由于租金的迅速增长， 以

自用为主的投资需求也非常活跃， 不少大型

公司直接购买整层的写字楼自用。 这直接导

致写字楼的售价直线攀升， 全年平均售价增

长近三成。 其中深圳福田中心区甲级写字楼

平均售价在第三季度已经突破了

4

万元

/

平

方米， 少量楼盘甚至达到

5

万

/

平方米。 由

于看好未来走势， 目前深圳成熟写字楼的二

手房挂牌现象极少。 同时， 值得注意的是深

圳甲级写字楼的开发商也逐渐走向成熟 ，

“只租不卖”、 长期持有优质写字楼项目逐渐

成为趋势。

夏春毅认为， 这是开发商的资金实力大幅

增强同时自身经营管理写字楼的能力得到显著

提升的标志。 同时， 这也说明开发商开始希望

通过提供租赁和物业管理服务， 以及在房地产

资产的长期升值中获得属于非开发项目的年金

收入。

在商铺市场方面，

2010

年深圳优质商铺

市场总体量达

165

万平方米， 全年新增

23.5

万平方米供应量， 但由于新增需求量也达到约

为

25

万平方米， 全年空置率下降为

4.7%

， 首

层平均租金同比增长

8.2%

， 达到

839

元

/

平方

米

/

月。

对于

2011

年， 夏春毅认为， 在企业升级

搬迁和扩张的带动下， 写字楼市场仍然将保持

旺盛， 但在大量新增供应的情况下， 预计租金

增速将会放缓， 但是楼价会继续攀升。 仲量联

行广州及深圳商铺部主管林世松认为， 由于今

年大运会的举行以及地铁的建成， 外商零售品

牌将会继续进驻深圳拓展市场， 深圳本土的商

业增长也将继续保持活跃， 深圳优质商铺未来

的招租和租金前景乐观。

杭州住宅供应面积

今年将达

750

万平方米

证券时报记者 李欣

日前， 合创地产机构发布 《杭州住宅供应

白皮书》， 预测未来三到五年杭州总体可预计

住宅供应面积约为

1654

万㎡； 若以平均每套

160

㎡计， 杭州总体可预计住宅供应套数约为

10

万多套； 若以平均每套

130

㎡计， 总体可预

计住宅供应套超过

12.7

万套 （

2010

年新上市

房源面积平均

128

㎡

/

套）。

报告指出 ， 根据

2007

、

2008

、

2009

、

2010

年杭州平均年度住宅成交量

3.2

万套测

算， 这些供应需

3-4

年才能消化完毕； 以

2010

年杭州年度成交住宅

2.5

万套计算， 这些

供应需要

4-5

年的时间才能消化完毕， 由此可

知， 未来杭州主城区供应量至少需要

3

年以上

的消化时间。

合创地产机构预计，

2011

年杭州住宅

供应会达到约

750

万㎡， 是

2010

年的供应

量的

1.5

倍， 将会是供应量密集的一年；

若以平均每套

130

㎡计， 总体可预计住宅供

应套数超过

5.7

万套， 是

2010

年度销售量

的

2.2

倍， 预计

2011

年的楼市供应将呈现

饱和状态。

另外， 据合创地产机构统计， 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 在未来杭州住宅将上市的

491.5

万㎡未售余量和

986

万㎡新增潜在供应

中， 一线知名品牌占据了绝对的主导权， 包括

滨江、 绿城、 远洋、 中海、 龙湖等十八个一线

品牌房企的未上市供应量合计达

605.6

万㎡，

占未上市供应量的

41%

。

有行业专家表示， 随着大量土地资源的集

中， 在未来几年杭州的住宅供应亦将逐渐呈现

品牌集中趋势， 一线品牌房产将主导未来杭州

楼市的话语权。 而品牌房产成为未来供应主

流， 对杭州楼市而言至少在两个方面有较大影

响： 一方面， 一线品牌房企以更高的起点、 优

异的产品研发、 营造能力和开发经验， 将进一

步提升杭州整体房产品质及居住档次； 另一方

面， 由于获地成本、 产品营造成本的上升， 以

及品牌的溢价能力， 也将在一定程度上间接拉

升杭州房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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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洪灾进一步恶化

煤炭出口锐减

证券时报记者 魏曙光

由于持续强降雨越演越烈， 澳

大利亚遭遇的

50

年来最严重洪涝灾

害出现进一步恶化态势。 由于洪灾

发生在澳大利亚主要产煤区的中心

地区， 其严重程度足以降低这个

“坐在矿车上的国家” 的经济增长

率， 同时也给全球经济尤其煤炭行

业造成巨大冲击。

自去年圣诞节以来， 澳大利亚

昆士兰州连续降下暴雨， 造成了

50

年来最严重的洪涝灾害 ， 受灾地

区面积约

90

万平方公里， 一度形

成了一个比德法两国面积总和还大

的 “内海”， 差不多有半个地中海那

么大。

受灾最重的昆士兰州是澳大利

亚的农业和矿产重点地区， 主要出

产煤炭、 小麦和糖。 持续数月的洪

水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 洪水淹没

的城镇几乎是竖立在泥浆之中， 农

田及作物全毁、 铁道与公路交通完

全切断。

该州有四分之三的煤矿被迫关

闭， 是

1991

年来最严重的情况； 准

备出口的煤炭等产品也无法运至港

口。 作为全球最大的煤炭出口国，

在全球炼焦煤贸易中， 澳大利亚约

占三分之二。 昆士兰州又是全球最

大的海运煤炭出口基地， 此次遭遇

水灾使得澳大利亚

35％

的炼焦煤出

口在生产环节陷入瘫痪。

目前， 必和必拓、 力拓、 英美

资源集团和博地能源公司在过去一个

月均宣布在昆士兰州的生产遭遇不可

抗力， 不能如期向国际市场供货。 市

场预计， 约

9800

万吨炼钢煤年产能力

受到不可抗力的影响， 相当于昆士兰

正常煤炭出口量的

73％

， 这占到钢铁

制造商使用的全球年海运煤供应的

37％

左右。

除了开采被洪水中断外， 向出口

港的运输也告停止。 铁路运营商

QR

National

已经表示， 由于受洪水影响，

昆士兰州的输煤系统需要数周时间才

能恢复正常。 昆士兰州最大的炼焦煤

出口港达林普港运输量只是正常情况

的

60％

至

70％

， 这还是在动用库存的

情况下。 另一个炼焦煤出口港格拉德

斯通港则已经关闭。

散货船生意惨淡

BDI

恐将跌破

1000

点

证券时报记者 魏曙光

由于澳洲洪灾导致铁矿石和焦

煤等资源无法外运， 国际海运市场

需求猛降， 大宗干散货船生意异常

惨淡，

BDI

指数 （波罗的海干散货

指数）

12

日下跌至

1453

点， 跌幅

近

50%

， 处于自

2009

年

2

月

4

日

以来的最低位 。 统计显示， 在

2010

年，

BDI

指数平均值为

2758

点， 比

2009

年略升

141

点。

业内人士预计， 如果澳洲洪灾

持续， 加上供给的高速增长，

BDI

指数将再次出现雪崩， 恐将跌破

1000

点重要关口， 大宗干散货船

运行业将再次面临严峻考验。 而从

目前来看， 短期内尚没有支撑

BDI

止跌回升的动力出现。

BDI

指数主要衡量铁矿石、 水

泥、 谷物、 煤炭和化肥等资源的运

输费用， 而在干散货航运运输中，

铁矿石、 煤炭的运输需求占据很大

的比例， 因此， 澳洲洪灾是近期海

运费下跌的重要原因。

当前， 澳洲洪灾影响下， 大批

大宗商品货运船无法靠岸卸货， 在

昆士兰省灾区沿海绵延长达

32

公里，

据不完全统计， 昆士兰外海停留的货

运船， 多达

132

艘， 这相当于全球炼

焦煤海运运输供应的

50%

。 而据英

国船运业追踪公司

Global Ports

调

查， 这些船只至少要等待

22

天才能

卸货， 创下

2010

年

4

月以来最长延

迟纪录。

巴克莱资本最新报告指出， 虽然

往常情况下船运拥堵通常会导致运费

升高， 因可调度的船只减少， 不过，

洪灾导致澳洲煤矿持续关闭， 恐怕只

会导致货运公司下令船只离开， 前往

他处竞标新订单。 因此预计， 若澳洲

洪水不退，

BDI

指数将在未来数月大

跌

32%

， 降至

1000

点水平。

汇丰船运服务机构研究报告也表

示， 现在任何有货物等待运输的航运

公司， 都可能面临一堆船公司抢着接

单； 货运公司也将试图利用这个机

会， 争取好价格。 抢夺竞争激烈的背

后， 还有供应量猛增的重要原因。

相关数据显示， 今年全球船运供

应量将增加

18%

， 但市场需求将只

增长

7%

， 表明竞争激烈。 而在

2010

年全年运力增速创出近

40

年来有记

录的新高， 即超过

16%

的增长速度。

根据

Clarkson

相关数据，

2010

年

1~

11

月全球新干散货运船的交付量为

6893

万载重吨， 平均每月

627

万载重

吨， 高于

2009

年全年的每月

359

万

载重吨。 市场运力不断上升也是

BDI

指数下跌的重要诱因。

据悉 ， 一般

BDI

指数上涨到

3000

点以上， 大多数船运企业才可以

盈利， 大一点的船运企业的盈利点也

要在

2000

点以上， 因此， 如果

BDI

依然是向下的走势， 几乎所有航运企

业的日子都不会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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