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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季度，全国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产能利用率为 74.3%

★多国相继宣布重启燃煤电厂——— 全球煤电“卷土重来”。

★到 2025年山西省煤化工产业产值力争突破 1500亿元。

★我国首套钻锚一体化智能快掘成套装备成功下线。

http://www.sxsmtgyxh.com


2

★新华社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专家和企

业家座谈会，分析经济形势，就做好下一步经济工作听取意见建议。李克强强调，当前正

值电力迎峰度夏，要进一步提升煤炭电力稳定供应能力，坚决防止拉闸限电。

★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二季度，全国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产能利用率为

74.3%，较上年同期增加 1.2个百分点，但环比收窄 0.6个百分点。上半年全国煤炭开采

和洗选业产能利用率为 74.6%，较上年同期增加 1.8个百分点。

总的来看，二季度，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为 75.1%，比上年同期下降 3.3个百分点。

分三大门类看，二季度，采矿业产能利用率为 76.7%，比上年同期上升 0.6个百分

点；制造业产能利用率为 75.4%，下降 3.4个百分点；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产能利用率为 70.6%，下降 4.1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 7 月 15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2 年 6 月份，全国原煤产量

37931万吨，同比增长 15.3%。环比增加 1148万吨，增长 3.12%。

6月份，日均产量 1264万吨，较 5月份的 1187万吨增加 77万吨。

2022年 1-6月份，全国累计原煤产量 219351万吨，同比增长 11.0%，增幅较前 5月

扩大 0.6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 7月 14日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上旬全国煤炭价格各有涨跌。各煤

种具体价格变化情况如下：

无烟煤（洗中块，挥发份≤8%）价格 1857.5元 /吨，较上期下跌 132.5元 /吨，跌幅

6.7%。

普通混煤（山西粉煤与块煤的混合煤，热值 4500大卡）价格 954.3元 /吨，较上期

上涨 12.9元 /吨，涨幅 1.4%。

山西大混（质量较好的混煤，热值 5000大卡）价格为 1067.1元 /吨，较上期上涨 5.7

元 /吨，涨幅 0.5%。

山西优混（优质的混煤，热值 5500大卡）价格为 1247.1元 /吨，较上期上涨 5.7元 /

吨，涨幅 0.5%。

大同混煤（大同产混煤，热值 5800大卡）价格为 1337.1元 /吨，较上期上涨 5.7元 /

吨，涨幅 0.4%。

焦煤（主焦煤，含硫量 <1%）价格为 2775.0 元 /吨，较上期下跌 36.4元 /吨，跌幅

1.3%。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7月上旬，全国炼焦煤价格继续走低，无烟煤价格开始下行，

动力煤价格再次反弹上涨。

此外，7月上旬全国焦炭（二级冶金焦）价格 2944.0元 /吨，较上期下跌 116.7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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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跌幅 3.8%。

★1-6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 2.9%。7月 14日，国家能源局发布 1-6月全社会用

电量等数据。1-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 4097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9%。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用电量 51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0.3%；第二产业用电量 27415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3%；第三产业用电量 693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1%；城乡居民生

活用电量 611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9.6%。

6 月份，全社会用电量 7451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4.7%，日均用电量环比增长

14.7%。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用电量 1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2.4%；第二产业用电量 4949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0.8%；第三产业用电量 135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0.1%；城乡居民

生活用电量 104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7.7%。

★1-6月份，全国绝对发电量 3963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0.7%。 分品种看，1-6月

份，火力绝对发电能量为 27277亿千瓦时，同比下降 3.9%；水电量 5828亿千瓦时，同比

增长 20.3%；风力发电量 342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7.8%；核电量 1990亿千瓦时，同比增

长 2%；太阳能发电量 110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3.5%。

6月份，全国绝对发电量为 709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5%，上月为下降 3.3%，日均

发电 236.3亿千瓦时。

6月份，火电降幅收窄，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增速加快或由降转增，核电由增转

降。其中，火电同比下降 6%，降幅比上月收窄 4.9个百分点；水电增长 29%，增速比上月

加快 2.3个百分点；核电下降 9%，上月为增长 1.3%；风电增长 16.7%，上月为下降 0.7%；

太阳能发电增长 9.9%，比上月加快 1.6个百分点。

分品种看，6月份，火力绝对发电量为 4553亿千瓦时，同比下降 6%；水力绝对发电

量 148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9%；风力绝对发电量为 5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6.7%；核

电量为 327亿千瓦时，同比下降 9%；太阳能绝对发电量为 20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9.9%。

★海关总署 7月 1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 2022年 6月份进口煤炭 1898.2万

吨，较去年同期的 2839.2万吨减少 941万吨，下降 33.14%。 环比来看，较 5月份的

2054.9万吨减少 156.7万吨，下降 7.63%。

6月份煤炭进口额为 304250万美元，同比增长 16.48%，环比下降 10.50%。据此推算

进口单价为 160.28美元 /吨，同比上涨 68.28美元 /吨，环比下跌 5.15美元 /吨。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 1-6月份，全国焦炭产量 2.4亿吨，同比增加

0.5%。6月份焦炭产量为 4146万吨，同比增加 5.3%，环比下降 0.7%；据此测算，6月份焦

炭日均产量为 138.2万吨，环比增加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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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31个省份中，有 23个省份二季度同比增速高于全国 0.4%

的总体增速，其中，宁夏以 5.3%的增速领跑全国；山西、陕西、甘肃、西藏、内蒙古、江西

六省份增速高于 3%；1个省份（辽宁）与全国增速持平；浙江、青海均微增 0.1%，低于全

国增速但仍实现正增长；上海、吉林、北京、海南、江苏五个省份同比下降，分别为 -13.

7%、-4.5%、-2.9%、-2.5%、-1.1%。除了宁夏、天津，其余 29个省份二季度 GDP同比增速均

低于一季度。

★7月 12日国资委召开中央企业深化专业化整合工作推进会，总结交流做法经

验，部署推动下一步工作。 会议介绍，通过专业化整合，国有资本进一步向重要行业

关键领域集中，资源配置效率和发展质量效益有效提升。 组建国源公司，整合 10家

中央企业煤炭资源，涉及煤炭产能 2.8亿多吨、资源储量 630亿多吨、资产总额 1400多

亿元。

★据央视报道，白俄罗斯中央银行 13日在官网发布消息说，自 7月 15日起将人

民币纳入其货币篮子。白俄罗斯央行说，人民币在其货币篮子中的权重将为 10%，俄罗

斯卢布权重为 50%，美元和欧元权重分别为 30%和 10%。

★多国相继宣布重启燃煤电厂——— 全球煤电“卷土重来”。受近期能源供应紧张

影响，截至 6月底，德国、英国、法国等国相继呼吁节约用能，同时一改一直以来的“弃

煤”姿态，表示将加大燃煤发电量，弥补因天然气短缺带来的能源供应缺口。除欧洲外，

为保障能源供应，印度、日本、韩国等国也陆续加大了煤炭用量。全球范围内一度广遭

“嫌弃”的煤电似乎正卷土重来。

气源紧张，多国选择“以煤代气”。 面对煤电的“回暖”热潮，多家机构表示了担

忧。《金融时报》分析认为，英国如果延长燃煤电厂的运行年限，预计将额外增加至少数

千万英镑的开销，进而拉升消费者用能成本，同时这一举措也将影响英国实现净零排

放目标。

路透社撰文指出，目前正处夏季的欧洲不断受到热浪侵袭，电力需求一再上涨，推

动天然气需求持续高企，而更为严峻的考验或许还在未来的冬季。届时，欧洲的天然气

供应形势可能会进一步恶化，这将成为欧洲面临的新挑战。

★7月 8日，全球最大的水光互补电站———雅砻江柯拉光伏电站正式开工建设，这

也是全球“水光互补”项目规模首次提升到百万千瓦级，将成为世界清洁可再生能源大

规模集中开发的新样板。柯拉光伏电站位于四川省甘孜州雅江县，项目分布在川西高

原海拔 4000米至 4600米间，面积约 16平方公里，相当于 80个鸟巢的面积。电站装机

规模 100万千瓦，总投资 53亿元，光伏组件达 200多万块。柯拉光伏电站通过一条 500

千伏输电线路，接入今年 3月刚刚全部并网发电的两河口水电站，实现水光互补。

★据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统计与信息部统计，全国大型煤炭企业主要生产技术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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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提升。1-5月，协会直报大型煤炭企业回采工作面平均个数 1335个，同比增加 20

个；回采工作面累计平均月产量为 85243吨，同比增加 5913吨，增长 7.45%。

1-5月，协会直报大型煤炭企业掘进工作面平均个数 3143个，同比增加 16个；掘

进工作面月均单进 149米，同比增加 11米，增长 7.43%。

★今年以来，人民银行出台了三项新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包括：科技创新再贷

款，主要支持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制造业单项

冠军企业等科技企业；二是普惠养老专项再贷款试点，主要支持符合条件的普惠养老

机构，推动增加普惠养老服务供给；三是交通物流专项再贷款，主要支持公路货物运输

经营企业和货车司机等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企业和个人。加上去年四季度出台的碳减排

支持工具、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这些基本属于阶段性工具，长期性的主

要是支农支小再贷款、再贴现工具，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箱已比较丰富和完善。

截至目前，碳减排支持工具累计发放 1827亿元，支持银行发放碳减排领域贷款

3045亿元，带动减少碳排放超过 6000万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已经累计支

持银行向企业发放低成本贷款 439亿元。今年创设的三项新工具按季发放，将于今年 7

月首次申请，目前人民银行正在有序推动相关工作。

★晋控煤业 7月 11日发布上半年业绩预增公告，预计实现净利润为 23.00亿元，

净利润同比增长 70.00%。业绩变动原因：本期业绩预增主要是由于煤炭价格高位运行，

公司煤炭售价同比上涨，致使公司本期业绩同比增幅较大。同时，部分联、合营公司盈

利能力有所提升。非经常性损益部分，上年同期发生产能置换指标交易，本期不存在此

类事项。

★山西焦煤 2022 年上半年预计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3.46 亿元

-59.3亿元，同比增长 175%-205%。

今年 1-6月，山西焦煤西山煤电生产原煤 2575万吨、精煤 932.9万吨，发运煤量超

2200万吨，完成了山西焦煤下达的生产目标，同时也圆满完成了上半年的能源保供任

务。

★山煤国际：上半年商品煤销量完成全年计划的 56.50%；港口销量完成全年计划

的 52.23%；铁路发运量完成全年计划的 54.35%；配煤增收完成全年计划的 61.54%，顺利

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超半”。

★华阳股份公告，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在 305,220万元到

355,220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190,000 万元到 240,000 万元，同比增长 164.90%到

208.30%。

★华阳集团 7.67万吨精煤发往欧洲。7月 11日，满载 7.67万吨精煤的“令和”号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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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到达孟加拉湾，该货船于 6月 25日从天津港出发，将发往欧洲。这是时隔 7年后，华

阳集团发往国际市场的又一船煤炭，全船销售收入预计 1.42亿元，利润预计 1000万元

以上。

★大同市政府网站消息，截至目前，大同市 8座煤矿产能核增获批，5座矿井建设

取得突破，合计新增产能 1350万吨，59座现有煤矿产能同比提升 11.2%，保障能源稳定

供应能力明显增强。

★山西省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前 5月，山西省采矿业完成投资 175.2亿元，同

比增长 25.3%，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 17.8个百分点，高于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19.9

个百分点，占全省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 7.1%，比上年同期提高 1.1百分点，拉动全省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5个百分点。其中占比 73.2%的煤炭开采和洗选业投资增长 21.6%，

拉动全省采矿业投资增长 16.3个百分点。

受投资增速放缓等因素影响，钢材行业需求相对较弱，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价格下降 3.1%。同比来看，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上涨 31.4%，回落 5.8个百分点；黑色金属

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格下降 3.7%，降幅比上月扩大 2.4个百分点。

★到 2025年山西省煤化工产业产值力争突破 1500亿元。近日，山西省发布《关于

促进煤化工产业绿色低碳发展的意见》。《意见》指出，到 2025年，山西省煤化工产业产

值力争突破 1500亿元，40%的烧碱产能、30%的煤制甲醇产能、30%的煤制乙二醇产能、

15%的合成氨产能达到能效标杆水平，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绿色低碳发展水平

大幅提高。煤化工产业布局更趋合理，以吕梁、太原、临汾为核心的焦化化产深加工产

业集群，先进装备产能占比进一步提升；以长治、阳泉、朔州为核心的现代煤化工产业集

群，规模化发展效益进一步提升；以晋城、运城、晋中为核心的传统煤化工产业集群，高

质量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煤化工企业全面迈过“生存线”，15%以上企业达到“发展线”。

★我国首套钻锚一体化智能快掘成套装备成功下线。近日，由中国煤科开采研究

院联合太原研究院研发制造的首套钻锚一体化智能快掘成套装备下线仪式在太原举

行。钻锚一体化智能快掘成套装备大幅提升了锚杆支护施工效率与智能化水平，优势

显著。自动化程度高，实现了锚杆“一键打设”；锚杆施工成功率高，工艺适应性强；工作

效率高，单根锚杆作业时间不超过 3分钟；施工标准统一，排除了人为因素干扰，保证了

锚杆施工质量。

中国工程院院士康红普表示，钻锚一体化智能快掘成套装备突破了钻锚一体化锚

杆及自动化施工系统，开发出自动喷涂支护工艺、材料及设备，研发出巷道随掘变形动

态监测三大核心技术，将煤矿掘进设备的自动化、智能化水平推向了新高度，标志着我

国煤炭行业快速掘进技术与装备水平迈上新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