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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煤生产恢复性增长  产业布局调整中优化 
  

来源：国家统计局    发布时间：2018-03-19  
 

2017年，煤炭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化，煤炭行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布局优化取得积极进展，煤炭供应呈现诸多新特点。 

 

  一、原煤生产恢复性增长  

 

  2013年原煤产量达到39.7亿吨的历史高点后，受经济增速放缓、能源结构调整等因素的影响，煤炭需求逐年下降，供给能力过剩，供求关系失衡，

生产开始回落，2016年，受“去产能”政策和需求放缓的双重影响，原煤产量34.1亿吨，达到2010年以来的最低点。2017年，随着国民经济稳中向好，

煤炭需求回暖，优质产能加速释放，原煤生产恢复性增长，全年原煤产量35.2亿吨，比上年增长3.3%，是自2014年以来首次正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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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净进口量持续回升 
  

  煤炭净进口同样在2013年达到3.2亿吨的历史高点后开始逐年减少，到煤炭行业“去产能”政策实施前的2015年，净进口量2.0亿吨，比2013年

减少1.2亿吨。 

  近两年，煤炭进口量迅速回升，其中2016年8月至2017年2月连续7个月同比增速超过30%。2016、2017年全年煤炭净进口量分别达到2.5和2.6

亿吨，比2015年分别增加4804和6401万吨。 

 

  三、煤炭价格高位运行  
 

  2013年开始，煤炭价格震荡下跌，在2015年11月达到了低点，秦皇岛港5500大卡煤炭价格仅365元/吨。 

2016年7月份开始，煤炭价格开始快速上涨，至2016年11月份，秦皇岛港5500大卡煤炭价格达到700元/吨，之后受先进产能释放等因素影响，

煤价略有下跌，至2017年6月份，5500大卡煤炭价格跌至565元/吨的低点。但2017年下半年以来，随着电力、化工、建材等高耗煤行业的复苏推高煤

炭需求，整体煤炭市场供需处于“紧平衡”的状态，由此导致煤炭价格有所回升，并维持高位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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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产业布局调整优化  
 

  在“去产能”政策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扩大优质增量供给的要求下，煤炭生产重心越来越向晋陕蒙等资源禀赋好、竞争能力强的地区集中。2017年，

内蒙古、山西、陕西、新疆、贵州、山东、河南、安徽等8个地区生产原煤均超过1亿吨，产量共计30.6亿吨，占全国产量的86.8%，比“去产能”政

策实施前的2015年提高3.0个百分点。 

  部分中小型煤矿较多的地区以及东部发达地区原煤产量下降较快，其中，重庆、湖北、江西3个地区与2015年相比累计下降幅度超过50%，湖南、

北京、吉林、江苏4个地区累计下降幅度超过30%。 

 

  附注： 
  1.指标解释 

  原煤：指煤矿生产的、经过验收符合质量标准的原煤。即：从毛煤中选出规定粒度的矸石（包括黄铁矿等杂物）并且绝对干燥灰分在40%以下的原煤。

绝对干燥灰分虽在40%以上，但经有关部门批准开采，并有消费需求的劣质煤，亦应计入原煤产量。原煤分为无烟煤、烟煤、褐煤，在烟煤中又分为炼焦

烟煤和一般烟煤两种。原煤不包括石煤、泥煤（泥炭）和伴随原煤生产过程而采出的煤矸石。 

  2.统计范围 

  原煤生产数据统计口径为全部工业企业。 

  3.资料来源 

  煤炭价格数据来自中国煤炭市场网；煤炭进出口数据来自海关总署；其他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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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电力生产稳步增长  电源结构调整优化 
      来源：国家统计局     发布时间：2018-03-19 

 
    2017年，全国发电量6.5万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5.9%。其中，火电增长5.1%，水电增长0.5%，核电增长16.3%，风电增长24.4%，太阳能发电增

长57.1%。  
 

  一、发电量稳步增长  
 
  2017年，全国共计发电64951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5.9%，增速比上年加快0.4个百分点，近两年增速均在5.0%以上。发电量从2012年的约5.0

万亿千瓦时到2017年的近6.5万亿千瓦时，实现了年均增长5.4%的稳步发展。 

  分地区看，发电情况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中西部电力资源较丰富地区的发电量和电力外输量均增长较快。近年，电力行业主管部门合理规划电力资源富集地区发电量外送，加速推进建设

特高压输电和常规输电技术的“西电东送”输电通道。与上年相比，2017年发电量增长10%以上的地区有6个，集中在中西部，即宁夏、青海、内蒙古、

山西、甘肃和新疆，其发电量分别增长20.7%、13.3%、12.3%、11.4%、11.1%和10.7%，外输电量分别增长37.1%、64.1%、13.9%、16.5%、38.8%和22.0%。 

  二是经济总量前列地区发电量也排位在前。山东、江苏、广东发电量位列前三，分别为5161、4915和4503亿千瓦时，主要是因为经济发展带来了较

高的用电需求。 

三是东部地区电力需求较集中。2017年，需要从本地区以外调入电量的地区有15个，其中净调入电量在五百亿千瓦时以上的7个地区多集中在东部

地区，为广东、江苏、浙江、河北、北京、上海、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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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传统能源发电稳定增长，新能源发电快速增长  
 

  在电力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煤改电、煤改气、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发电和加快分布式发电建设等各项政策的推动下，在坚持生态环境保护优先，坚持发

展非煤能源发电与煤电清洁高效有序利用并举，坚持节能减排的发展原则下，电力发展呈现出以火电、水电等传统能源发电为基础，以核电、风电、太阳

能发电为代表的新型能源发电快速发展的态势。  

 

  （一）火电增长较平稳，所占比重逐年下降。 

 

  2017年，火力发电量46627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5.1%，增速慢于清洁能源发电增长速度；与2012年相比，火力发电量增加7699亿千瓦时，年均

增长3.7%。2012年以来火电占全部发电量比重逐步下降，2017年为71.8%，比2012年下降6.3个百分点。 

  分地区看，山东、江苏、内蒙古、广东火力发电量分列前四位，分别为4914、4530、3750、3329亿千瓦时；火电比重在90%以上的地区有天津、上

海、北京、山东、安徽、河南、江苏、山西8个地区，其中北京基本为燃气发电，天津、上海燃气发电占火电比重在六分之一左右，其余地区多为燃煤发

电，电源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   

 

  （二）水电略有增长。  

 

  2017年，水力发电量11898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0.5%；与2012年相比，水力发电量增加3177亿千瓦时，年均增长6.4%。2017年水电增速放缓主

要是受降水量大幅下降、来水差影响，2016年平均降水量730毫米，为历史最多，2017年仅为641毫米。 

  分地区看，四川、云南、湖北水力发电量分列前三位，均超过1000亿千瓦时，分别为3041、2493、1499亿千瓦时，比上年分别增长6.6%、9.4%和

6.3%，三个地区约占全国水力发电量的六成。这主要得益于积极推进大型水电基地开发政策的实施，特别是金沙江中下游、雅砻江、大渡河等水电基地建

设工作的不断推进。  

 

  （三）核电增长较快。 

 

  我国核电技术快速发展，特别是“华龙1号”的自主研制成功，标志着我国完成核电技术的自主创新，我国核电迈向国际市场，进入新的阶段。2017

年，核能发电量2481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16.3%；与2012年相比，核能发电量增加1507亿千瓦时，年均增长20.6%。 

  分地区看，核电生产集中在东南沿海的浙江、福建和广东，三个地区占全国核能发电量的四分之三。 

 

  （四）风电快速增长。  

 

  2017年，风力发电量2950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24.4%，已成为我国第三大类型电源。风电的快速发展，是建立在产业技术水平显著提高、行业管

理逐步完善，以及相关补贴政策出台落实的基础之上，得益于加快开发中东部和南方地区陆上风能资源、有序推进“三北”地区风电就地消纳利用的建设

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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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地区看，内蒙古是我国最重要的风电基地，2017年其风力发电量为551亿千瓦时，接近全国的五分之一。此外，风力发电量超过200亿千瓦时的

地区还有新疆和河北，分别为289、258亿千瓦时；上海、四川风力发电量比上年增长超过100%，分别增长148.3%、111.2%。 

     
 

  （五）太阳能发电高速增长。 

 

  2017年，太阳能发电量967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57.1 %。太阳能发电的高速发展，是基于我国光伏发电技术进步迅速、成本和价格不断下降，以

及光伏设备制造产业化不断发展的基础之上，并得益于光伏产业政策体系的建立，发展环境不断优化。特别是分布式光伏、“光伏+”应用和光伏扶贫的

大力推广，极大地推动了太阳能发电的发展。 

  分地区看，太阳能发电最多的三个地区是内蒙古、青海、新疆，分别为114、113和110亿千瓦时；增速超过100%的地区有14个，其中天津、湖南、

贵州的增速超过400%。 

  附注： 
  1.统计范围 

  发电量数据统计口径为全部工业企业。 

  2.资料来源 

  电力外输量、电力外调入量数据来自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降水量数据来自国家气象局；其他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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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原油产量有所下降  天然气生产创新高 
   来源：国家统计局     发布时间：2018-03-19 

 
  2017年，原油和天然气生产一降一升。受国际原油市场和国内石油生产开采条件变化等多种因素影响，国内原油产量下降。在相关环保政策和“煤

改气”工程的拉动下，天然气需求旺盛；加之非居民用天然气价格下调，企业用气积极性提高，天然气生产持续快速增长。 
 

  一、原油生产下降，进口保持较快增长 
 
  2017年，原油产量19151万吨，比上年下降4.1%，降幅较上年收窄2.8个百分点。2012年以来，原油生产基本稳定，近两年虽略有减产，但仍保持

在1.9亿吨以上。 

  2017年在国内原油减产、原油加工能力增加等因素推动下，原油进口量突破4亿吨。原油进口量与国内产量之比持续扩大，由2012年的1.3:1扩大

到2.2:1。 

  原油加工量稳步增长。随着国内新增炼厂相继投产，地方炼厂原油进口量增加，2017年原油加工量及成品油生产稳步增长。2017年原油加工量5.7

亿吨，比上年增长5.0%，增速比上年加快2.2个百分点。成品油生产方面，汽油、煤油和柴油分别比上年增长3.0%、6.2%和2.4%。 

  自2015年开始，获得原油进口权和进口原油使用权的地方炼厂连续两年增加，地方炼厂占原油加工份额不断提高。2017年，非国有控股企业原油加

工量占全部的比重为14.9%，比上年提高了1.8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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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天然气生产和进口快速增长  
 
  受《加快推进天然气利用的意见》《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等相关政策以及煤炭消费减量替代工作、工业和民用“煤改

气”工程全力推进影响，国内天然气消费需求旺盛，拉动天然气产量快速增长。2017年，天然气产量1480.3亿立方米，比上年增长8.2%，增速较上年加

快6.5个百分点；与2012年相比，产量增加374.3亿立方米，年均增长6.0%。 

  天然气进口持续快速增长。2017年，天然气进口946.3亿立方米，比上年增长26.9%；进口量与国内产量之比由2012年的0.4:1扩大到0.6:1。  

     
  附注： 
  1.指标解释 
  地方炼厂：企业控股情况为非国有控股的企业（不包括中国石化海南炼油化工有限公司），即为集体控股、私人控股、港澳台商控股、外商控股或其
他的企业。 
  2.统计范围 
  原油及天然气生产数据统计口径为全部工业企业；原油加工量数据统计口径为规模以上工业，统计范围为年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 
  3.资料来源 
  进口数据来自海关总署；其他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 
  4.天然气单位换算关系：1吨约等于1380立方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