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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以下所呈列資料部分摘錄自多份政府官方刊物。這些資料未經本公司、
獨家全球協調人、保薦人、包銷商或任何彼等各自的聯屬公司或顧問獨立核實。
這些資料未必與中國境內外編製的其他資料一致。

前言

本集團主要從事煤炭經營業務，包括煤炭購銷、選煤、儲存、配煤、銷售、航
運及運輸。

以下概要載列中國及世界範圍內煤炭行業、煤炭運輸以及民營煤炭經營企業的
若干資料。

有關BBIC報告的資料

本集團已委託BBIC 編製BBIC 報告，以向本集團的潛在投資者提供更多資料從
而使彼等對本集團所經營行業有更深瞭解。

出版者身份 : 錦秋財智諮詢（北京）有限公司（「BBIC」）

出版者的背景
　及聲譽：

BBIC為中國一家研究公司，在出版市場報告、商業參考
書及網上資訊數據庫方面擁有豐富經驗。

根據BBIC所提供之資料，其大部分僱員為專業研究人
員，且大多數擁有碩士學位或以上學歴。BBIC已出版大
量有關中國各種金融及商業組織的研究報告。BBIC出版
的研究報告包括：

《2007-2008年中國煤炭行業發展趨勢決策諮詢及行業競
爭力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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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2008年中國動力煤行業發展趨勢決策諮詢及行業
競爭力調查報告》

《2007-2008年中國煤炭經營行業兼併重組決策及行業投
資可行性分析報告》

《2007-2008年中國煤炭運銷行業發展趨勢決策諮詢及行
業競爭力調查》

《2007-2010年中國民營煤炭貿易行業發展趨勢決策諮詢
及行業競爭力調查》

《2007-2010年中國煤炭工業企業發展現狀及競爭趨勢分
析報告》

《2007-2010年中國民營煤炭工業企業生存現狀及競爭趨
勢分析報告》

《2007-2008年中國多晶硅產業投資價值決策諮詢及行業
競爭力調查分析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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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2008年中國太陽能電池行業兼併重組決策及行業
投資可行性調查報告》

《2007-2008年中國火電行業發展趨勢決策諮詢及行業競
爭力調查研究分析報告》

《2007-2010年中國石油化工行業發展趨勢決策諮詢及行
業競爭力調查研究分析報告》

煤炭市場月度分析報告

煤炭行業周報

煤炭行業每周監測報告

出版日期： 二零零九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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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 BBIC報告的內容依賴於：

• 全球眾多知名機構及政府機關刊發的市場數據；

• 全球及全國市場表現的策略分析，包括供應方及需求
驅勸因素、產品開發及市場推廣；

• 國家、地區及全球的過去市場規模表現；

• 按國家劃分的公司市場份額；

• 未來市場前景及銷售預測；

• 與市場參與者進行的訪談；及

• BBIC行業分析師進行的分析

彼等的統計數據 BBIC因其下列各方面而知名：
　所依賴的基準：
 ‧ 業內聲譽；

 ‧ 客觀性及獨立性；

 ‧ 涉及範圍廣；

 ‧ 研究報告的往績記錄；及

 ‧ 貫徹和及時的分析。

本集團合共支付費用人民幣21,000.0元以使用及編製BBIC報告。BBIC告知其費
用乃依據其日常業務過程中的正常費率而計算。鑒於BBIC的背景及市場信譽，董事
相信，雖然BBIC獲本集團委聘就本招股章程特定用途編制BBIC報告，惟BBIC報告
乃獨立編制。

BBIC獲委託(a)根據煤炭行業及煤炭運輸行業的各種資料來源進行市場研究及綜
合市場資料；(b)審閱並驗證市場資料的準確性及一致性；(c)分析煤炭行業及煤炭運
輸行業的發展趨勢；及 (d)發布獨立客觀的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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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煤炭行業概覽

全球煤炭儲量

於二零零八年末，全球煤炭儲量約為 8,260.01億噸，可供開採 122年以上，包括
無煙煤、煙煤、次煙煤及褐煤。於二零零八年年終煤炭總儲量約 78.1%分布於世界
範圍內的五大國家。下表列示於二零零八年末五大國家的煤炭儲量：－

排名 國家 探明儲量 百分比
  （百萬噸） (%)

1. 美國 238,308 28.9

2. 俄羅斯 157,010 19.0

3. 中國 114,500 13.9

4. 澳洲 76,200 9.2

5. 印度 58,600 7.1

資料來源 :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09及BBIC報告

近年來，全球煤炭資源消費已大幅增長。煤炭資源已逐漸成為中國、美國及印
度等多數能源消費國家的主要能源資源。因此，全球煤炭生產、消費及貿易均錄得
大幅增長。

全球煤炭產量

全球煤炭產量由二零零七年的 31.495億噸油當量增長 5.3%至二零零八年的
33.249億噸油當量。下表載列全球煤炭生產的一般資料：

            二零零八年與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佔
百萬噸油當量 一九九八年 一九九九年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比較變動 總量的百分比

北美洲 648.8 628.3 612.6 633.2 610.2 590.4 611.8 620.9 635.2 630.6 638.4 1.0% 19.2%

南美洲及中美洲 29.5 28.7 33.9 36.8 33.9 39.9 43.0 46.3 50.9 54.0 55.5 2.5% 1.7%

歐洲及歐亞 437.0 425.3 428.6 438.2 424.6 437.2 438.7 438.4 445.3 447.0 456.4 1.8% 13.7%

中東地區 0.6 0.7 0.6 0.5 0.4 0.6 0.6 0.6 0.5 0.5 0.5 -0.3% –

非洲 132.0 130.1 130.7 130.2 128.0 137.5 140.9 140.7 140.5 142.1 143.4 0.6% 4.3%

亞太地區 978.9 1,012.8 1,040.8 1,107.8 1,161.0 1,316.2 1,496.9 1,637.1 1,764.0 1,875.4 2,030.7 8.0% 61.1%

　中國 628.7 645.9 656.7 697.6 733.7 868.4 1,012.1 1,120.0 1,205.1 1,282.4 1,414.5 10.0% 42.5%
             

世界 2,226.8 2,225.9 2,247.1 2,346.7 2,358.1 2,512.8 2,732.0 2,884.2 3,036.3 3,149.5 3,324.9 5.3% 100.0%

資料來源 :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09及BBIC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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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煤炭消費

環球煤炭消費於二零零八年增長約 3.1%，稍低於二零零七年的 4.5%。像往常一
樣，全球經濟是能源消費的主要推動力量，二零零八年年度煤炭消費增長率微幅下
降，主要由全球經濟衰退所導致。中國煤炭消費於二零零八年增長 6.8%，是全球煤
炭消費平均增長率（僅為 3.1％）的兩倍。下表載列全球煤炭消費的一般資料：

            二零零八年與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佔總量的
百萬噸油當量 一九九八年 一九九九年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比較變動 百分比

北美洲 582.3 581.4 606.9 593.0 591.1 604.5 603.0 614.9 606.1 614.6 606.9 -1.5% 18.4%

南美洲及中美洲 19.7 20.1 20.1 19.0 18.3 19.6 20.5 20.8 20.9 22.5 23.3 3.3% 0.7%

歐洲及歐亞 529.5 504.5 525.6 518.7 518.6 533.9 527.8 514.1 526.6 528.9 522.7 -1.4% 15.8%

中東地區 6.8 6.7 7.3 8.3 8.7 9.0 9.0 9.1 9.1 9.3 9.4 – 0.3%

非洲 91.6 89.9 89.4 89.3 92.4 97.4 103.4 100.8 102.3 105.7 110.3 4.0% 3.3%

亞太地區 1,031.8 1,048.0 1,089.4 1,121.5 1,176.1 1,333.2 1,502.5 1,647.6 1,777.2 1,913.5 2,031.2 5.9% 61.5%

　中國 651.9 656.2 667.4 681.3 713.8 853.1 983.0 1,100.5 1,215.0 1,313.6 1,406.3 6.8% 42.6%
             

世界 2,261.7 2,250.7 2,338.4 2,349.7 2,405.2 2,597.6 2,766.2 2,907.4 3,042.3 3,194.5 3,303.7 3.1% 100.0%

資料來源：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09及BBIC報告

全球煤炭價格

於往績記錄期，全球煤炭價格自二零零五年起逐漸上揚。澳洲紐卡斯爾現貨煤
（6,700大卡）FOB價格由二零零五年一月的每噸約 52.8美元持續上揚，並於二零零八
年七月第一周錄得每噸約 192.5美元的歷史高位，然而，煤炭價格由二零零八年七月
左右之高位急劇下跌至二零零九年五月底每噸約為 66.2美元。

發熱量為 6,700大卡╱千克動力現貨煤澳洲紐卡素FOB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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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BBIC報告



行業概覽

– 81 –

煤炭探明儲量

以下載列世界煤炭探明儲量統計數據，有關統計數據摘錄自BP S t a t i s t i c a 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09:

於二零零八年末煤炭探明儲量

 總計 佔總量百分比 儲╱採比率
 百萬噸  （附註）

北美洲 246,097 29.8% 216

南美洲及中美洲 15,006 1.8% 172

歐洲及歐亞 272,246 33.0% 218

中東地區及非洲 33,399 4.0% 131

亞太地區 259,253 31.4% 64

 －中國 114,500 13.9% 41

 －澳洲 76,200 9.2% 190

 －印尼 58,600 7.1% 114
   

世界總量 826,001 100.0% 122
   

資料來源：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09及BBIC報告

附註： 儲╱採比率為描述現有探明儲量按現有生產率計算的剩餘生產年數的指標。

誠如上文所述，中國擁有豐富的煤炭探明儲量，分別約佔亞太地區及世界煤炭
探明總儲量的 44.2% 及 13.9%。

煤炭是中國的主要能源來源，並於過去幾十年被大規模開採。 因此，中國的煤
炭探明儲量的儲╱採比率僅約為41年，大幅低於世界平均儲╱採比率122年。換句話
說，中國現有探明儲量按現有生產率僅能維持煤炭生產約 4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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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煤炭行業概覽

中國煤炭淨進口

中國政府於二零零三年頒布了「鼓勵進口及壓制出口」煤炭政策，並逐步減少煤
炭產品出口退稅。於二零零六年九月十五日，煤炭產品出口退稅政策被取消。由二
零零六年十一月一日起，就煤炭出口徵收額外 1-9%出口關稅。

同時，中國政府於二零零六年兩次降低進口煤炭關稅，並由二零零七年六月一
日起，不再就進口至中國的煤炭徵收進口關稅。因此，於二零零六年及二零零七
年，煤炭進口量分別大幅增長約 46.0%及 33.0%。中國煤炭出口量已由二零零三年約
9,400萬噸下降至二零零八年的4,540萬噸，年均遞減約13.5%，而中國煤炭進口量已
由二零零三年約1,110萬噸增至二零零八年的4,040萬噸，複合年增長率約為29.4%。

鑒於二零零八年首三季全球煤炭價格急升，中國煤炭需求於二零零八年放緩。
二零零八年中國煤炭進口量降至約 4,040萬噸，較二零零七年下降約 20.8%。因此，
煤炭淨出口值由二零零七年的 220萬噸微幅上升至二零零八年的 500萬噸。

下圖列示由二零零三年至二零零八年的中國煤炭進出口量：－

中國煤炭進出口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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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中國海關及BBIC報告

煤炭淨出口量由二零零三年約 8,290萬噸急速下降至二零零八年的約 500萬噸。
煤炭淨出口量由二零零三年至二零零八年大幅下降主要反映 ( i )由於年中國煤炭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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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上升，尤其是中國沿海地區，令中國煤炭進口總量上升；及 (ii)由於中國政府限制
煤炭出口及於同一期間中國煤炭消費量上升，導致中國煤炭出口總量下降。

中國煤炭價格

由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零七年十一月，秦皇島基準現貨煤平均價格
（5,500大卡）的成交價介乎每噸人民幣 392.5元至每噸人民幣 477.5元之間。由於受
到油價高企及中國沿海地區對煤炭需求快速增長刺激，秦皇島基準現貨煤平均價格
（5,500大卡）由二零零七年十一月的約每噸人民幣 477.5元大幅上升至於二零零八年
七月二十八日的約每噸人民幣 1,045.0元。由於受國際商品價格下降的影響，秦皇島
基準現貨煤價格（5,500大卡）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底降至約每噸人民幣 580.0元，至
二零零九年五月底約每噸人民幣 585.0元。

中國煤炭生產

近幾年，中國四大煤炭消費行業為電力、建築、鋼鐵及化工行業，合共佔中國
煤炭消費總量約 80.0%。電力行業耗用煤炭佔中國煤炭消費總量約 50.0%。電力行
業、建築行業及鋼鐵行業合共佔中國煤炭消費最近增幅約 90.0%，而其他行業的煤
炭消費僅錄得有限增幅，甚至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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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煤炭產量由二零零三年的 17.2億噸增加至二零零八年的 27.93億噸，複合
年增長率為10.2%。中國的煤炭消費量已由二零零三年的16.9億噸增至二零零八年的
27.4億噸，複合年增長率為 10.2%，稍微高於煤炭產量的複合年增長率。

下圖列示由二零零三年至二零零八年的中國煤炭生產量及消費量：

中國煤炭生產量及消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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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BBIC報告

煤炭貿易

根據BBIC報告，中國煤炭貿易量包括煤炭進口量（於海外生產的煤炭）及國內煤
炭貿易量（於中國生產的煤炭）。中國煤炭貿易量已由二零零三年的 9.27億噸增至二
零零八年的 16.93億噸，複合年增長率為 12.8%。

下圖列示由二零零三年至二零零八年的中國煤炭貿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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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營煤炭經營企業概覽

根據國家發改委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九日頒布的《煤炭經營企業「十一五」結構
調整與合理佈局規劃》（「十一五計劃」），年經營量低於 1萬噸的中國煤炭經營企業將
逐步被淘汰。中國煤炭經營企業的數目相應將從20萬家調整至二零一零年的約4.7萬
家。

煤炭經營企業主要從事經營煤炭銷售、批發、加工及分銷等業務（不包括煤礦開
採企業）。於公布「十一五計劃」後，預期各類小型煤炭經營企業將逐漸被淘汰，而大
型民營煤炭經營企業將獲得大量併購機會。

中國民營煤炭經營企業的市場份額

中國煤炭經營企業超過 20萬家，而多數為小型民營煤炭經營企業。由於國家對
煤炭資源的管制，煤炭行業的經營長期以來並非完全市場導向，大型民營煤炭經營
企業數目很少。根據BBIC報告，二零零八年中國煤炭貿易量約達 16.93億噸，其中
( i )約 11.68億噸或佔中國煤炭貿易總量的約 69.0%乃由國有煤炭經營企業進行貿易；
及(ii)約5.25億噸或佔中國煤炭貿易總量的約31.0%乃由民營煤炭經營企業進行貿易。

於民營煤炭經營企業中，包括本集團在內的中國十大民營煤炭經營企業約佔
3,070萬噸，或分別佔二零零八年中國民營煤炭經營企業煤炭貿易量及煤炭貿易總量
的約 5.9%及 1.8%。

根據BBIC報告，按二零零八年煤炭貿易量計，本集團為中國最大民營煤炭經
營企業。由於中國經營煤炭業務的小型民營煤炭經營企業衆多，董事相信，頒布
「十一五計劃」將對該等規模較小的煤炭經營企業產生重大不利影響，因為該等規模
較小的煤炭經營企業將透過行業整合被逐漸淘汰。預期本集團將從行業整合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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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列示二零零八年中國十大民營煤炭經營企業的煤炭貿易量市場佔有率：

二零零八年中國十大民營煤炭經營企業的煤炭貿易量市場佔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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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BBIC報告

中國民營煤炭經營企業的煤炭貿易量

煤炭貿易行業乃聯繫煤炭生產及煤炭消費的橋樑，而煤炭貿易經營企業已逐漸
成為中國煤炭物流體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中國現時約有 20萬家煤炭經營企業
（包括煤炭貿易企業），其中很多是大型煤炭經營集團的分銷附屬公司以及各種民營
煤炭經營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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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列示由二零零三年至二零零八年中國民營煤炭經營企業的煤炭貿易量及由
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二年中國民營煤炭經營企業的預計煤炭貿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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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BBIC報告

中國民營煤炭經營企業的煤炭貿易量已由二零零三年的 3.34億噸增至二零零八
年的5.25億噸，複合年增長率為9.5%。根據十一五計劃，全部年經營量低於1萬噸的
民營煤炭經營企業將被淘汰，導致在未來五年內餘下的民營煤炭經營企業數目將很
有限。中國民營煤炭經營企業的煤炭貿易量預計由二零零九年的 5.62億噸增至二零
一二年的 6.6億噸，估計年複合增長率為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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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煤炭運輸概覽

山西、內蒙古、河南、山東煤炭生產總量約為 13.2億噸，佔二零零八年一月至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期間中國煤炭生產總量約 55.3%。

下圖列示二零零八年一月至二零零八年十一月期間按地區劃分的中國煤炭生產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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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BBIC報告

作為世界最大煤炭消費國，中國（尤其是繁榮的沿海地區）對煤炭的需求大幅增
長。然而，煤炭資源及生產主要集中在中國西部及北部地區。中國煤炭行業存在煤
炭生產與主要終端用戶地點之間的地理不均衡及交通瓶頸情況。該不平衡情況亦反
映在煤炭資源主要分布在遠離主要發達區域的地區，導致煤炭必須由生產區經過長
距離運輸至經銷區。

中國煤炭運輸及物流

長距離煤炭運輸的物流安排複雜，涉及協調卡車裝載及運輸、於煤炭轉運站卸
載及儲存、鐵路裝載及運輸以及於港口裝載作水路運輸。因此，運輸成本為煤炭採
購之主要成本。一向以來，中國煤炭需求超過煤炭供應，導致煤炭價格上漲。因
此，運輸成本必定為煤炭消費者主要考量因素之一。董事相信，中國有能力提供綜
合服務的煤炭經營企業日後將繼續從該不平衡狀況中受益。

公路運輸最適合由煤礦至煤炭轉運站的短距離煤炭運輸。由於每程運輸貨物量
低，令公路運輸每噸燃料成本較鐵路運輸及海運為高。故此，公路運輸不適合長距
離的煤炭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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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轉運站

大秦鐵路沿線有 41座主要煤炭轉運站。煤炭轉運站的標準隨著煤炭消費急速增
長而逐漸提高。據董事所知，中國政府亦在提高審批投資新建煤炭轉運站方面的要
求。然而，政府鼓勵大型煤炭經營企業投資新建運輸能力超過 300萬噸的煤炭轉運
站。

鐵路

鑒於其成本低、長距離運輸量大等特徵，鐵路運輸尤其適合煤炭等大宗貨物。
由於中國煤炭資源分布不平衡，鐵路運輸已成為主要的運輸形式並佔超過 90.0%的
運輸總量。長距離運輸量大的特徵使鐵路運輸在煤炭運輸上佔有不可或缺的地位。
然而，運力不足限制了若干地區的煤炭消費。

中國有三條主要煤炭運輸鐵路，即大秦鐵路、侯月線及朔黃線。於二零零七
年，大秦鐵路、侯月線及朔黃線煤炭運輸量分別約為 3億噸、1.2億噸及 1.3億噸。大
秦鐵路、侯月線及朔黃線煤炭運輸總量約佔中國鐵路煤炭運輸總量的 36.0%。大秦
鐵路及侯月線煤炭運輸量近來迅速增長，成為中國核心煤炭運輸鐵路。

大秦鐵路：

大秦鐵路為中國第一條電氣化散貨運輸鐵路專線，為山西、陝西及內蒙古西部
煤炭運輸通道。

大秦鐵路由北同蒲線的韓家嶺站向東至秦皇島地區的流川南站，全長約 653公
里，二零零八年煤炭運輸能力為 3.5億噸。該鐵路負責運輸五大電力公司、超過 350

家主要發電廠、十大鋼鐵公司及超過 6,000家企業的生產用煤、民用煤及出口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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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列示大秦鐵路的地理位置及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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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列示由二零零四年至二零零八年的中國鐵路煤炭運輸總量及大秦鐵路煤炭
運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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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BBIC報告

中國大秦鐵路煤炭運輸量由二零零三年的約1.2億噸增長至二零零八年的約3.5億
噸，複合年增長率為約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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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

由於中國煤炭資源分布不均衡，煤炭資源主要透過水路由華北運輸到華南。鑒
於其成本低、運輸量大及運輸距離長等特點，水路運輸尤其適合煤炭運輸。故此，
水路運輸為全球煤炭貿易的主要方式，並為全球煤炭營運商公認。

秦皇島港、天津港及黃驊港乃華北主要乾散貨轉運港口。秦皇島港、天津港及
黃驊港二零零八年的乾散貨處理及運輸量分別約為2.49億噸、3.54億噸及8,300萬噸。

秦皇島港配有 45個泊位，按年煤炭轉運量計，為中國最大的煤炭轉運港口。 根
據BBIC報告，秦皇島港的年煤炭轉運量由二零零六年的 1.75億噸增至二零零八年的
2.18億噸，增長約 24.6%。

水路運輸

根據BBIC報告，全球經濟及海運貿易量於二零零七年大幅增長，主要受中國及
印度等亞洲國家經濟帶動。二零零七年全球海運貿易量約為 80億噸，較二零零六年
增長約 8.1%。全球海運貿易量由二零零三年的約 65.05億噸增至二零零七年的 80億
噸，複合年增長率約為 5.3%。

下表列示由二零零三年至二零零七年的全球海運貿易量：

百萬噸

6,000

二零零三年

6,505

二零零四年

6,850

二零零五年

7,110

二零零六年

7,400

二零零七年

8,000

6,400

6,800

7,200

7,600

8,000

全球海運貿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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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BBIC報告，水路運輸主要包括內陸航運運輸及海運。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透過中國內陸航運及海運之水路煤炭運輸量分別約為 13.8億噸及 6.3億
噸。

下圖列示由二零零三年至二零零八年透過內陸航運及遠洋海運的水路運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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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BBIC報告，中國沿海海運運輸量由二零零三年的 4.26億噸增至二零零八年
的 9.7億噸，複合年增長率為 17.9%。

下圖列示由二零零三年至二零零八年的中國沿海海運運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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