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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与非欧佩

克产油国6月23日在维也纳达成一致，

决定从7月开始适当增加原油产量。在

当天的会议上，欧佩克成员国与包括俄

罗斯在内的非欧佩克主要产油国经过讨

论，认为应适当增产原油以促进市场供

需平衡。会议发表的声明说，今年5月

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的原油减产量

已经达到设定减产目标的147％，应将

减产量恢复至100％的水平。

尘埃落定
“维也纳集团”达成增产协议

□ 本报记者 张莎莎 焦红霞

近段时间以来，煤炭市场颇为

热闹：一边厢，煤价出现大幅上涨态

势，大有冲破700元/吨的气势；一边

厢，政策调控之声“铿锵作响”，煤价

上涨动力明显减弱。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发布的数据

显示，6月13日～6月19日，环渤海

动力煤价格指数报收于570元/吨，

环比持平，价格上涨的趋势已有所

缓解。

在迎峰度夏关键期，行业主管

部门及时制定煤价调控措施，大型

煤企降价保供、铁路运输运力加强、

进口煤通关加速等，诸多措施给就

要沸腾的煤价迅速降温，让不具备

持续上涨基础的煤价理性回归。

长协煤支撑让煤价可控

在迎峰度夏的关键时期，受供

求关系及炒作因素影响，煤价稍早

前出现了大幅上涨态势。公开数据

显示，6月2日～6月8日，易煤北方

港动力煤平仓价格指数5500K当期

指 数 为 688.30 元/吨 ，环 比 上 涨

45.50元/吨，涨幅7.08%；长江口动

力煤指数方面，5500K 当期值为

722.6元/吨，环比上涨3.75%。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大型煤炭

企业纷纷发声，表示要稳产保价，相

关措施也陆续出台。6月8日，国家

能源集团将月度长协的价格由625

元/吨回调至 594 元/吨。随后，中

煤集团表示，在确保用户长协合同

兑现的基础上，以 5500 大卡 595

元/吨的现货价格供应国投集团 5

万吨和浙江能源集团4.8万吨两批

煤炭。陕煤集团则承诺，陕北、黄陵

和彬长三大主力矿区经铁路销售的

动力煤市场交易价格不高于年度长

协价格。

此外，伊泰集团、山东能源、兖

矿集团、平煤神马集团、河南能化、

淮南和淮北矿业等大型煤炭企业也

表示，将加强货源组织，全力保供稳

价，特别是将外购煤长协价格控制

在600元/吨以内。

据记者了解，大型煤炭企业与

重点用户签订的年度中长期合同量

已占到主要电力企业煤炭供应量的

80%左右，也就是说市场煤仅占

20%。但由于我国煤炭供需在时间

和空间上存在的不平衡问题，很容

易让较小的量产生较大的影响，进

而影响到市场走势。

对此，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副秘

书长张宏表示，中长期合同制度与

“基础价+浮动价”定价机制对于保

障煤炭供应，稳定市场煤炭价格，防

止煤炭经济大起大落，促进煤炭上

下游行业协调发展的作用极大。“由

于长协煤、平价煤具有稳定的定价

机制，现货煤价对市场的冲击作用

持续减弱，区域市场的货源结构为

煤价走稳提供了支撑。”

产能保障使价格上涨乏力

实际上，在市场形成价格的情

况下，一种产品的价格反映的并不

仅是该种产品即时的供求关系情

况，还有人们对未来预期的情况。

今年5月以来，晋陕蒙煤炭产地

集中区陆续迎来新一轮环保检查，

多数露天煤矿生产受限，产能难以

充分释放，而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又

促使煤炭消费出现短时高峰，以及

普遍预期七八月份煤炭需求不会

低，使得煤炭贸易商有底气进一步

提高煤炭价格。

但是，从煤炭的产能情况来看，

当前的市场还远不到供不应求的程

度，煤炭价格上涨缺乏足够的支

撑。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公开数据显

示，截至6月20日，环渤海三港（秦、

唐、沧）存煤继续运行在2000万吨以

上；东南沿海及江内接卸港存煤超

过3500万吨。同时，沿海六大电合

计存煤接近1400万吨，可用天数达

3周左右。

张宏告诉记者，目前全国煤炭

供需格局已经由“结构性过剩、长

期总量不足”转为“结构性不足、长

期总量过剩”的态势。目前，从全国

现有生产煤矿、在建改扩建煤矿和

规划建设项目来看，煤矿总产能在

50亿吨以上，而需求量在40亿吨左

右，产能过剩已经成为常态，供给不

足只是区域性、时段性和品种性的。

这一说法也得到了政府部门的

印证。6月15日，国家发改委新闻

发言人孟玮表示，今年迎峰度夏期

间，部分地区有可能会出现高峰时

段电力紧张情况，但只是区域性、时

段性问题，从满足全社会总量需求

的角度看，当前我国电力供应能力

是充足的。

多措并举力保电力稳发稳供

气候和进口煤是影响夏季煤炭

价格走势的两大变量。对此，张宏

表示，如果今年夏季全国大部分地

区出现气温偏高或持续大范围高温

天气，而南方降水情况又不乐观，电

力对燃煤需求将持续保持旺盛，或

出现季节性供应紧张。而一旦南方

降水较多，水电能够满发，煤炭供需

则能保持平衡。

实际上，自6月11日起广西雨

水充沛，水电出力大增，为避免弃

水，电网方面安排火电机组停机调

峰。目前，广西燃煤电厂已全部采

用单机，个别电厂（如合山电厂）甚

至要全部停机。

与此同时，在进口煤方面，继钦

州港和防城港进口煤通关时间缩短

后，广州港进口煤也缩短通关时间，

前期需要20天左右的通关时间，现

在一周左右就可通关，部分电厂甚

至货到就能通关，进口煤量较前期

明显增加。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

示，1月份～5月份，我国进口煤炭

1.2亿吨，同比增长8.2%。其中，5月

份，煤炭进口2233万吨，同比增长

0.6%。煤炭进口量的大幅增加，使

下游电厂用煤得到了有效保障，如

果后续继续放开进口煤,将对煤价

形成进一步的平抑。

对于迎峰度夏期间市场供应偏

紧、煤炭价格会过快上涨的担心，易

煤资讯分析师认为，在国家不断出

台平抑煤炭市场价格政策的影响

下，预计后期煤炭价格将出现滞涨

或小幅回落态势。

记者注意到，国家发改委为应

对迎峰度夏用电高峰，及时制定了

针对性的保障措施，在发电侧推动

落实一定能力的调峰和应急储备机

组，在需求侧组织可调节或可中断

用电负荷，以保障电力供需平衡。

同时，加大清洁能源发电力度，促进

清洁能源多发满发，并指导电网企

业优化运行方式，提高输电线路的

利用效率，加强电力跨省跨区的余

缺互济，保障电力稳发稳供。

□ 杨忠阳

经历了4个月的过渡期之后，新

能源车补贴新政近日正式实施。按

照新的政策，进入补贴目录的车型，

在续航里程、百公里能耗，以及各方

面综合指标上，都提出了更高更严的

要求。无疑，此次新能源汽车补贴政

策的“动态调整”对于倒逼企业提高

技术创新能力，推出更具市场竞争力

的产品有着积极意义。

我国是最早启动新能源汽车发

展战略和财政补贴，以发展新能源汽

车的国家之一。从2009年开始新能

源汽车示范推广以来，财政部门会同

有关部门不断创新思路、完善政策，

出台了财政补贴、税收、基础设施奖

励、政府采购等多项支持政策，涵盖

了研发、生产、消费、运行等各个环

节，形成了一整套支持新能源汽车产

业发展的政策体系。在这一政策体

系的引导和支撑下，我国已经成为全

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生产和消费国，

在新能源汽车产业已形成了一定领

先优势。

不过，财政补贴政策的实施也

带来了一些新问题。一方面，随着

新能源汽车产销基数增大，中央和

地方财政负担越来越重。统计显

示，截止到2017年年底，国家和地方

财政补贴已超过千亿元。另一方

面，部分企业对补贴政策过度依赖，

产品创新乏力。有少数企业通过发

布虚假推广数量信息等手段骗取财

政补贴，对新能源汽车行业造成了

恶劣影响。

应该说，财政的普惠政策对于早

期培育新能源汽车市场是行之有效

的，也是国际通行做法。当前，主要

发达国家都已将新能源汽车上升到

国家战略的高度，分别从财政补贴、

税收优惠等方面，在企业技术研发、

产品销售以及消费者使用等环节制

定了相应扶持措施。比如，美国政府

就制定了对包括特斯拉在内的整车

企业和先进动力电池及材料制造商

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德国政府

承诺提供12亿欧元的补贴资金以促

进新能源汽车发展。

问题在于，技术创新仍是我国新

能源汽车企业的短板，尤其是动力电

池至今未取得革命性突破，制约着新

能源汽车发展壮大。如果长期执行

普惠新能源汽车的补贴政策，极易使

企业患上政策依赖症、软骨病，缺乏

技术开发和产品升级的动力和压力，

还极易导致行业低水平重复建设，形

成产能过剩。

由于汽车产业规模大，对地方经

济、税收以及就业的带动能力强，此

前多年，一些地方无论是否具有资源

禀赋和产业基础，都在千方百计抢抓

新能源汽车“风口”，快马加鞭上项

目。根据国家关于新能源汽车产业

发展规划，到 2020 年，国内新能源

车年产销将达 200 万辆。然而，中

国流通协会的数据却显示，仅 2015

年～2017年6月底，国内已落地的新

能源整车项目就超过了200个，相关

投资额达1万亿元以上，各类车企已

经公开的新能源汽车产能规划则

超过 2000 万辆。这组数字引发了

人们对新能源汽车产业“会不会像

光伏产业一样过剩”的担忧，的确

需要警惕。

新能源汽车能否跑得远、跑得

稳，关键还是要看企业的研发创新能

力和市场的接受度，核心是供给侧能

否为消费者推出物美价廉的产品和

超预期的服务。因此，只有根据市场

变化，通过提高推荐车型目录技术门

槛，建立目录动态调整机制，使补贴

金额与产品技术水平、产品质量挂

钩，强化补贴政策对促进技术进步的

正向激励作用，才有可能优胜劣汰，

使具有实力的企业和优势产品脱颖

而出，真正为企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

赋能。

北京城市副中心示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示范建设
能源能源互联基互联基础设施础设施

本报讯 日前，北京市通州区政府

与城市电力控股集团进行能源互联网

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签约。北京城市副

中心运河商务区16个大型产业项目将

进行整体能源设计和储能投建。

据了解，该项目是以储能基础设施

建设为核心，覆盖公共能源站、大型公

共建筑等城市设施，从能源管理角度助

力城市管理水平提升。

该项目投入运行后，将通过储能电

站发挥“移峰填谷”作用，提高能源综合

利用效率。具体体现在“三降一升”，即

降低高峰用电量，降低用电成本，降低

能耗排放，提升清洁能源利用比例。根

据预测，规模化应用后每年将减少约20

亿千瓦时高峰电量，一定程度上缓解地

区电网高峰用电压力。

北京通州区发改委主任甄宇说，该

项目将在构建城市能源应急系统、可再

生能源消纳、城市级能耗管理平台方面

做出示范。

北京通州区代区长赵磊说，通州区

要在北京率先建成绿色低碳能源示范

区。北京城市副中心未来将构建清洁

低碳、安全高效、循环节约的城市管理

与能源体系。 （关桂峰）

太原今年将再完太原今年将再完成成
清洁供暖改造清洁供暖改造十万户十万户

本报讯 来自太原市环保局的消

息称，该市近日发布《太原市大气污染

防治2018年行动计划》，明确今年10月

底前完成三县一市（清徐县、阳曲县、娄

烦县、古交市）平原地区清洁供暖改造

10万户，为今冬采暖期空气质量改善创

造有利条件。

太原现辖六城区三县一市，去年入

选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试点后，太原

在六城区大力推进清洁供暖改造，完成

改造10万户以上，使空气质量取得明显

改善。此次发布的计划明确，今年太原

市将在三县一市中的平原地区再完成

改造10万户。

针对农村地区分散农户的改造，太

原市提出，要优先利用太阳能、余热、余

压、地热能、生物质等多种清洁能源供

暖，不能利用上述清洁能源的，实施“煤

改气”或“煤改电”。

太原市环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继去年六城区建成禁煤区后，今年还

将逐步扩大禁煤区范围。凡是完成清

洁供暖改造的村庄实施“一清二拆”

（清存煤、拆锅炉、拆煤灶），全部划为

禁煤区，区域内禁止储存、销售、燃用

煤炭。

同时，太原还将建设农村清洁供暖

改造监控平台，进一步加大禁煤区内小

燃煤设施的排查取缔力度，杜绝原煤散

烧，巩固禁煤区建设成果。（马晓媛）

青海连续青海连续99天天
全清全清洁能源供电洁能源供电

6月20日，在国家电网青海新

能源大数据科技公司筹备组办公

室内，工作人员从监控大屏前

经过。

当日，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

司在西宁市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

6月20日零时至28日24时，青海

将连续9天216小时全部使用清洁

能源供电，所有用电均来自水、太

阳能以及风力发电产生的清洁能

源。据了解，青海省电源装机达到

2640万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达

到1070万千瓦。

新华社记者 张宏祥 摄

理性回归 且看煤价如何迎峰度夏

动态调整补贴倒逼新能源汽车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