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需求旺煤价涨势难挡 高耗能拉闸限电成必然

证券时报记者 魏曙光

进入

4

月以来， 煤炭价格普遍

呈上涨态势， “抢煤战” 成用煤企

业的常态， 电荒也开始蔓延。 分析

人士指出， 发改委强压煤炭价格上

涨， 下一步对于高耗能产业继续拉

闸限电也将成为必然选项。

煤价继续上涨

据悉，

4

月

27

日上午， 国家

发改委价格司约谈几家大型煤炭企

业， 就保持市场煤炭价格稳定进行

沟通。 被约谈的几家煤炭企业主要

是向秦皇岛港口销售市场煤炭比较

多的企业。 秦皇岛是中国煤炭的主

要中转站， 其煤炭报价一向是国内

煤炭市场的风向标。 近期因为受到

电厂缺煤、 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

的带动， 秦皇岛煤炭价格呈现不断

上涨的态势。

数据显示，

4

月

26

日， 秦皇

岛港口山西

5500

大卡的煤炭报价

最高至每吨

810

元， 环比上涨

1.9%

， 同比上涨

16.2%

。 这一价

格， 与去年同期相比上涨了

125

元， 比

3

月底上涨

40

元， 比上周

上涨了

15

元。

国家发改委在

4

月初下发 《关

于切实保障电煤供应稳定电煤价格

的紧急通知》， 要求各地采取有力

措施， 保障电煤供应， 稳定电煤价

格。 要求将

2011

年重点合同电煤

价格维持

2010

年水平不变， 不得

以任何形式变相涨价。

“抢煤战”成电力市场常态

当前， 大秦铁路进入检修期，

北方各大煤港库存均出现不同程

度下降， 动力煤供给受限； 而下

游电厂需求维持稳定， 进口煤价

高企使得进口需求转至国内， 导

致国内动力煤价出现淡季不淡的

现象。 据悉， 作为中国最大煤运

港口的秦皇岛港， 煤炭库存量已

连降六周。

最新统计显示， 截至

4

月

26

日， 环渤海四港煤炭库存量分别

为： 秦皇岛港煤炭库存量

545

万

吨、 国投曹妃甸港煤炭库存量

155

万吨、 京唐港区煤炭库存量

180

万

吨、 天津港煤炭库存量

214.2

万

吨， 与上周库存量数据相比， 环渤

海四港煤炭库存量减少

51.3

万吨，

除国投曹妃甸港增加

28

万吨外，

秦皇岛港减少

54.5

万吨、 京唐港

区减少

20

万吨、 天津港减少

4.8

万吨， 降幅分别为

9.09%

、

10%

、

2.19%

。

跌跌不休的库存量刺激着下游

消费企业的神经， 他们果断地来港

拉煤、 运煤。 值得注意的是， 尽管

南方主要煤运港口行动迅速， 且广

州港等港口煤炭库存有所回升， 但

是总库存下滑态势明显， 价格上升

也显著。 统计显示截至

4

月

19

日，

广州港现有煤炭库存

209.9

万吨，

周环比上涨

9.9%

， 但仍较

2

月下

旬

302.4

万吨的高点直落

30.59%

，

南方港口煤炭库存下滑态势明显。

由秦皇岛港中转至广州港的煤炭价

格一个月内连涨

70

元。

电荒蔓延

在煤价涨电价不涨的情况

下， 电力企业发电积极性不高。

而随着气温逐渐升高， 多地电力

供应紧张的状况更持续发酵。 进

入

4

月下旬以来， 华中电网用电

继续保持较高水平， 全网电煤库

存则继续下降。 截至

4

月

25

日，

全网电煤库存降至

856

万吨、 仅

可用

9

天， 华中电网日限电量已

达

2000

万千瓦时以上， 其中湖

南、 江西、 重庆三省市用电呈紧

张态势。 此外， 广东部分工厂也

开始错峰生产， 而贵州的缺电问题

预计也将较为严重。

据国家能源局披露的数据， 一季

度全口径全社会用电量累计

10911

亿

千瓦时， 同比增长

12.7%

。 一季度全

国煤炭铁路运量

55319

万吨， 同比增

长

12.6%

。 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表

示， 虽然能源生产保持了两位数以上

的增长， 但由于耗煤行业需求旺盛，

部分地区仍然出现了煤电油气供应紧

张的形势。

据国家能源局预计， 今年上半年

全社会用电量达约

2.2

万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约

11%

。 全年将达约

4.61

万亿

~4.69

万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10%～12%

。

高耗能产业

拉闸限电或继续

由于今年电力供应不足， 多个省

市开始对以钢铁为代表的高耗能行业

进行限电限产。 有部分钢企反映， 已

经开始受到限电影响。 此外， 为了抑

制高耗能项目， 日前工信部等九部委

联合发文要求各地停建电解铝项目。

在工业发达的江浙地区， 高耗能

行业用电增加态势更加明显。 统计数

据显示， 一季度浙江省的用电量比去

年同期增长了

15%

，

4

月份预计增长

19%

。 其中化工、 有色金属制造等高

耗能产业的增幅更是高达

20%

， 这

让电力部门不堪重负。 据专家预测，

整个 “十二五” 期间， 浙江电力缺口

1000

万千瓦时以上。

对此， 刘铁男表示， 下一步将通

过增加供给和控制不合理需求等两方

面稳定供给， 并通过市场机制合理控

制能源消费总量。 该任务紧迫而艰

巨， 重点要压减 “不合理需求”， 但

要确保居民生活和重点生活领域用

电， 绝不允许拉限居民生活用电。

中电联一位资深电力专家表示， 所

谓不合理的能源需求主要是高耗能行业

的能源需求， 但一季度高耗能产业增长

还是很快， 如一季度全国粗钢、 水泥产

量同比分别增长

8.7%

、

18.1%

。 而 “十

二五” 期间节能减排的考核可能会具体

按年考核， 因此任务更加紧迫。

国际航协：两舱和经济舱客运量增速双双下降

证券时报记者 张达

不断上涨的油价已经开始抑制

旅客的航空旅行需求。 国际航协昨

日发布的最新两舱运输数据显示，

相对于高端舱位， 对价格更为敏感

的经济舱需求出现了更明显的下

降， 经济舱客运量增幅从年初的

4.9％

下降至

2

月份的

3.3％

， 而两

舱客运量增幅则从年初的

8.1％

下

降至

7.7％

。

报告指出， 去年

10

月至今年

2

月间， 欧洲各国和中国的消费者信

心指数略有降低， 但美国消费者

信心指数急剧上升。 航油价格在

此间上涨了

34％

， 出行成本的上

涨将可能削减以价格为主导的旅

客运输数量。 两舱和经济舱客运

量在

2

月份虽然继续维持增长 ，

但与前一个月相比却出现明显下

降。 其中， 经济舱客运量自去年

10

月以来一直呈下降走势， 经季节性

调整， 降幅为

2％

。

报告显示， 强劲增长的商务旅

行需求推动两舱客运的增长。 今年

2

月， 世界贸易蓬勃发展， 对两舱

客运来说是一个利好指标。 连月来，

推动两舱客运增长变化的消费者商

业信心指数在今年

2

月攀升， 接近

历史最高水平。 选择乘坐商务舱出

行的旅客通常对票价上涨反应并不

敏感， 经济环境利好， 推动

2

月份

商务舱客座率上涨。

尽管两舱客运量的增幅仍然比

经济衰退前的高峰值低

10％

， 但目

前水平已经比

2009

年中期最低水

平高出

19％

以上。 报告预计， 今年

2

月两舱客运收入与去年同期相比

增长约

15％

。

报告认为， 制造业和服务业商业

信心指数———

JP

摩根

/Markit

采购经理

人指数以更快的增长速度持续攀升，

全球贸易发展向好， 企业盈利状况良

好和国际贸易的扩大均将继续拉动两

舱客运旅行。

尽管

2

月份两舱客运量同比增长

率由

8.1％

下降至

7.7％

， 但经济发展带

动世界贸易蓬勃开展， 商务旅行随之

增多， 对于推动航空客运量增长是一

个利好指标。

报告同时指出， 今年

3

月， 受

困于制造业产出缓慢、 增幅微弱以

及服务业表现强劲的影响， 采购经

理人指数急剧降至六个月前的低点，

美国通货膨胀以及日本经济的急剧

萎缩， 都将对

4

月份两舱客运量造成

不利影响。

2015

年石化行业

总产值达

15

万亿元

证券时报记者 李巧宁

备受业界关注的 《石油和化学工业 “十

二五” 发展指南》 日前经石化联合会理事会

审议通过。 《指南》 明确了石油和化工行业

“十二五” 发展的目标和任务。 《指南》 明

确， “十二五” 期间， 行业总产值年均增长

10%

以上， 到

2015

年， 行业总产值达到

15

万亿元。

在日前召开的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三届二次理事会上， 讨论并原则通过了 《指

南》， 这是指导石油和化学工业 “十二五” 发

展的纲领性文件。 据介绍， 《指南》 由五个部

分组成。

《指南》 明确提出 “十二五” 行业发展的

战略目标： 包括保持平稳较快发展、 自主创

新能力显著增强、 产业结构明显优化、 节能

环保跃上新台阶、 质量品牌竞争力明显提升、

本质安全水平大幅提高六个方面， 其中包含

一些约束性指标。 如，

2015

年， 精细和专用

化学品率提高到

45%

以上， 销售收入过千亿

的企业超过

15

家。

2015

年， 万元工业增加值

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均比 “十一五” 末

下降

15%

等。

《指南》 还明确了 “十二五” 时期行业需

要完成的重点任务， 包括调整优化产业结构、

全面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促进行业节约安全清

洁发展、 实施 “质量兴业” 战略、 提升对外开

放层次和水平、 构建大中小配套协调的行业企

业体系。

《指南》 提出， 鼓励优势企业向上下游拓

展或重组， 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石

油和化工企业集团。 鼓励大型石化企业与大型

煤电企业联合， 实现能源资源的综合利用， 提

高经营效率和经济效益。 鼓励支持大型企业主

动与中小企业开展产业链分工合作。

二季度水泥市场

需求逐渐转旺

证券时报记者 许岩

昨日， 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

心发布的一季度中经产业景气指数显示， 一

季度中经水泥产业景气指数为

103

点， 与上

季度基本持平， 微降

0.1

点， 表现为平稳运

行态势。

指数报告显示， 中经水泥产业预警指数

为

113.3

点， 较上季度下降

10.0

点， 由偏快

的 “黄灯区” 回归至正常的 “绿灯区” 偏暖

区域运行。 报告分析， 一季度受季节等因素

的影响， 水泥需求进入淡季， 新开工项目减

少， 导致水泥库存有所增加， 水泥产量增速

放缓。 预计

2011

年二季度， 水泥市场需求将

逐渐转旺。

报告分析认为， 今年后三季度， 水泥产

业的发展面临着新的契机。 从短期看， 由于

天气转暖后需求回升， 水泥价格将呈现逐步

企稳回升态势； 从中长期看， 随着淘汰落后

产能、 抑制新增产能、 加快保障房与小城镇

建设等政策实施， 水泥供需状况有望逐步改

善， 行业竞争态势趋于健康， 将引领产业景

气程度继续平稳上行。

中国自主知识产权

３Ｄ

等离子显示屏全面量产

记者从四川长虹获悉， 中国拥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

３Ｄ

等离子显示屏日前在长虹旗下的虹

欧公司全面实现量产。

长虹表示， 我国首条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国际领先的

４２

英寸以上的高清和全高清

３Ｄ

等离子显示屏生产线全面量产， 产品月综合良

品率达到

９０％

以上， 单日最高产品综合良品

率达到

９５％

， 单日产能实现

０．６

万片。

业内人士认为，

３Ｄ

等离子显示屏成为中

国电子信息产业核心技术的重大突破， 标志

着中国彩电产业在全球新型平板显示技术上

已具有参与国际竞争的核心竞争力， 并将为

未来中国

３Ｄ

电视发展提供强大的产业带动和

技术支撑。

(

据新华社电

)

上海口岸进口势头

连续两年超过出口

上海市口岸服务办公室的综合统计显示，

２００９

年以来， 上海口岸一改 “出口强、 进

口弱” 的局面， 进口势头连续两年超过出

口， 国际金融危机成为导致这一变化的

“分水岭”。

今年以来， 上海口岸进口 “强势” 依然不

变。

１~３

月， 上海口岸累计进口

１０２７．９

亿美

元， 同比增长

２４％

； 同期出口

１３３９．２

亿美元，

同比增长

１９．８％

， 进口增幅比出口增幅高

４．２

个百分点。

(

据新华社电

)

整合资源发展高端 中国锗业谋求话语权

见习记者 李娴

近日召开的

2011

年全国锗生

产厂家联席会议， 以 “确保锗市场

持续健康发展， 谋求锗价格在国际

市场的话语权” 作为大会主题。 云

南天浩、 内蒙古锡林郭勒通力锗

业、 蒙东锗业、 中金岭南等国内主

要锗生产厂商出席了会议。 联席会

议指出， 目前国家对包括锗在内的

十种稀有金属的战略收储工作正在

加快进行。

锗是不可再生的稀散金属， 以

伴生状态存在于褐煤矿和铅锌矿

床。 中国已探明的锗储量和产量均

为世界第一，

2010

年我国初级锗

及二氧化锗的产量是

100

吨， 占全

世界初级锗供给的

60%~70%

， 比

利时、 美国、 德国、 俄罗斯、 日本

等是主要出口国。

记者注意到， 美国已探明的锗

储量居世界第二， 但需求大量依赖

进口。

锗锭价格

6

个月涨

70%

金属锗价格经历了

2006

年

～

2008

年的稳步上涨和始于

2008

年

下半年的下跌，

2010

年前

10

个月，

锗金属及其氧化物价格一直在低位

6000

元

/

千克徘徊。

2010

年

11

月起

锗价开始飙升， 以上海市场锗锭现

货报价为例， 去年

10

月

21

日锗

（

50ohm/cm

） 参考价格是

5800

元

～

6100

元

/

千克， 今年

4

月

25

日， 锗

( 50ohm/cm

） 现货报价已跳涨至

10100

元

～10200

元

/

千克， 短短

6

个月锗锭价格涨幅高达

70%

。

锗价短期内大涨， 让人联想

到去年另一种战略资源稀土价格

的翻番表现。 长城证券有色金属

行业分析师耿诺认为， 稀土价格

大涨主要源于国家对稀土实行管

控， 是各种政策合力的结果。 而

锗价大涨不但反映了行业对战略

收储的政策预期， 更多的是源于锗产

业链的下游深加工产品需求增长快。

耿诺认为， 锗行业目前整体供需

较宽松， 再提战略收储， 对锗价的进

一步推高不会再有立竿见影的作用。

国内锗产业链正向高端应用领域发

展。 从长远看， 红外光学和太阳能电

池领域的高端锗产品用量会呈爆发式

增长， 这才是锗的需求拉动力量， 因

此锗价还有上涨空间。

亚洲金属网锗行业分析师诸葛

毅认为， 初级锗的价格将处于高位

胶着状态。 未来两三个月内， 二氧

化锗的需求会超过初级锗， 从而将

带动二氧化锗价格显著上涨。 原因

是日本核泄露导致的清洁饮水问题，

使得当地矿泉水商加大了夏季对二氧

化锗的备货。

资源整合谋求话语权

一个完整的伴生于褐煤矿的锗

产业链是： 褐煤

-

煤烟尘

-

锗精矿

-

二

氧化锗

-

锗单晶及二氧化锗光纤下

游

-

单晶锗下游太阳能、 红外线导航

系统。

由于我国锗的开采、 加工、 出口

机制不完善， 锗的生产企业长期处于

锗产业链的上游粗加工、 低价出口状

态， 对光纤、 红外线太阳能等下游深

加工产品投入少。 因此云南、 内蒙古

两大锗主要产地的资源优势并没有转

化为经济优势。

2008

年

～2009

年世界经济大幅

波动， 外围市场对锗的需求大幅减

少， 占全世界锗出口超过

60%

的中

国却在国际市场上没有话语权， 外

盘压价导致国内锗行业处于微利甚

至无利状态。

云南联席会议指出， 国家战略

收储锗资源工作正在加快进行， 云

南也将采取政府出资、 企业支持的

方式， 实施小金属储备制度和出口

经营权制度。

有色金属行业人士预测， 为加快

资源向优势企业集中， 不排除云南省

将全力整合省内褐煤矿， 限制其对外

出口， 集中向锗生产的龙头企业供应

褐煤。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的小金

属研究专家认为， 取得国际市场上

锗价话语权的关键， 是要改变锗行

业的粗加工状态， 加大高附加值产

品的研发力度， 满足国内光纤、 太

阳能、 红外器材的锗技术充分运用，

才能从根本改变初级锗产品需求弹

性大的局面。

诸葛毅认为， 中国企业谋求锗

的国际市场话语权的意义， 在于当

实体经济再次出现类似

2008

年

～

2009

年的大幅波动时， 锗生产企业

能有控制产品价格大起大落的手段，

能在很大程度上保护自己的利益。

这依赖于国家战略收储的系列政策，

依赖于地方政府的资源整合力度， 更

多的是取决于企业在深加工和高附加

值产品上加大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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