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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企业销售报价超出合理区间涉嫌哄抬价格。例如，蒙西煤炭（5500千卡，

下同）出矿环节中长期交易价格合理区间上限为 460元 /吨，如当地某煤矿对外公

开报价 500元 /吨销售中长期交易煤炭，即使未成交，但由于该报价超出当地价格

合理区间上限，可能会产生市场对煤炭价格上涨的预期，因此，存在涉嫌哄抬价格

的行为。

★国家统计局 6月 14日公布的数据显示，6月上旬全国各煤种价格全部上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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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0.0元 /吨，较上期上涨 71.7元 /吨，涨幅

3.8%。

普通混煤（山西粉煤与块煤的混合煤，热值 4500大卡）价格 992.9元 /吨，较上期上涨

32.9元 /吨，涨幅 3.4%。

山西大混（质量较好的混煤，热值 5000 大卡）价格为 1102.9 元 /吨，较上期上涨 32.9

元 /吨，涨幅 3.1%。

山西优混（优质的混煤，热值 5500 大卡）价格为 1282.9 元 /吨，较上期上涨 32.9 元 /

吨，涨幅 2.6%。

大同混煤（大同产混煤，热值 5800大卡）价格为 1371.4 元 /吨，较上期上涨 36.4 元 /

吨，涨幅2.7%。

焦煤（主焦煤，含硫量 <1%）价格为 2833.3元 /吨，较上期上涨 3.3元 /吨，涨幅 0.1%。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6月上旬，全国无烟煤价格持续上涨，炼焦煤价格反弹小幅上

涨，动力煤价格再次走高。

此外，6月上旬全国焦炭（二级冶金焦）价格 3060.7元 /吨，较上期下跌 100元 /吨，跌

幅 3.2%。

★国家统计局：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 0.7%（以下增加值增速均

为扣除价格因素的实际增长率）。从环比看，5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月增长

5.61%。1-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3%。

随着煤炭保供稳价政策深入推进，原煤生产继续保持较快增长。5月份，生产原煤 3.7

亿吨，同比增长 10.3%，增速比上月放缓 0.4个百分点，日均产量 1187万吨。进口煤炭 2055

万吨，同比下降 2.3%，上月为增长 8.5%。1—5月份，生产原煤 18.1亿吨，同比增长 10.4%。进

口煤炭 9595万吨，同比下降 13.6%。

5月份，全国绝对发电量为 6410亿千瓦时，同比减少 3.3%，环比增长 5.3%，降幅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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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收窄 1.0个百分点，日均发电 206.8亿千瓦时。1-5月份累计发电量 3.2万亿千瓦时，同

比增长 0.5%。1-5月份全社会用电量累计 3352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5%。5月份，全社会

用电量 6716亿千瓦时，同比下降 1.3%，日均用电量环比增长 2.2%。

分品种看，5月份，火电降幅收窄，水电、核电增速加快，风电由增转降，太阳能发电增

速放缓。其中，火电同比下降 10.9%，降幅比上月收窄 0.9个百分点；水电增长 26.7%，增速

比上月加快 9.3个百分点；核电增长 1.3%，比上月加快 0.4个百分点；风电下降 0.7%，上月

为增长 14.5%；太阳能发电增长 8.3%，比上月放缓 16.6个百分点。

★四部门：煤与瓦斯突出、冲击地压、高瓦斯、水文地质类型复杂极复杂等灾害严重矿

井原则上不得核增生产能力。对高瓦斯矿井核增后的生产能力不得大于 800万吨 /年。

★国际能源署近日发布最新报告称，尽管原材料价格上涨、供应链面临挑战，2021年

全球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量仍达到创纪录的 2.95亿千瓦，预计今年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

容量将进一步增长至 3.2亿千瓦。

★世界银行预计，2022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 2021年的 5.7%显著放缓至 2.9%，较 1月

预测值下修 1.2个百分点。鉴于乌克兰局势在短期内扰乱经济活动、投资和贸易，加之后

疫情时代的挤压需求逐渐释放消退，各国退出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预计明后两年全球

经济增速大体将保持在 3%。

★近日，国家首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雅砻江流域水风光互补绿色清洁可再生能

源示范基地标志性项目，四川省凉山州德昌县腊巴山风电项目正式开工建设，项目一期

60台机组将于 2023年将全部投产。 投产后，腊巴山风电场所发电量将接入四川主网消

纳，建成后每年可为四川提供约 5.01亿千瓦时的清洁电能，可节约标准煤约 16 万吨、减

少二氧化碳排放约 40万吨。

★近日，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进一步推动新型储能参与电力市场和调

度运用的通知》，其中提出，加快推动独立储能参与电力市场配合电网调峰。加快推动独立

储能参与中长期市场和现货市场。鉴于现阶段储能容量相对较小，鼓励独立储能签订顶峰

时段和低谷时段市场合约，发挥移峰填谷和顶峰发电作用。独立储能电站向电网送电的，

其相应充电电量不承担输配电价和政府性基金及附加。

★近日，财政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财政支持稳住经济大盘工作相关情况，明确

将在八个方面出台具体措施。首先是进一步加大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力度，将更多行业

纳入按月全额退还留抵税额政策范围，预计新增留抵退税 1420亿元，今年出台的新增留

抵退税总额达到约 1.64万亿元，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国家电网近日对外发布八项措施助力稳定经济大盘。其中提出，全力加大电网投

入，发挥投资拉动作用。2022年电网投资 5000亿元以上，达到历史最高水平，预计带动社

会投资超过 1万亿元。尽早开工川渝主网架、张北—胜利、武汉—南昌、黄石特高压交流，

金上—湖北、陇东—山东、宁夏—湖南、哈密—重庆特高压直流等 8项特高压工程，开工一

批 500千伏及以下重点电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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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国家铁路发送电煤 1.1亿吨同比增长 7%。国铁集团消息，5月份，国家铁路货运

保持强劲增长态势，累计发送货物 3.4亿吨，同比增加2110万吨，增长 6.6%，单月货物发送

量再创历史新高。

★国家发改委消息，2021年，广东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水平进一步提升，累计淘汰落

后火电机组约 692万千瓦，全面完成全省 10万千瓦及以上燃煤机组超低排放和节能改

造。非化石能源电力装机比重约 37.6%。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联合发布《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重点领域标杆水平和基准水

平（2022年版）》的通知。通知提出，对新建煤炭利用项目，应对照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重点领

域标杆水平建设实施，推动清洁高效利用水平应提尽提，力争全面达到标杆水平。

对清洁高效利用水平低于基准水平的存量项目，引导企业有序开展煤炭清洁高效利

用改造，加快推动企业减污降碳，坚决依法依规淘汰落后产能、落后工艺。

★《山东省生产经营单位劳务派遣人员和灵活用工人员安全管理办法》印发。《办法》

规定了生产经营单位对劳务派遣人员和灵活用工人员的安全管理，应当坚持“谁用工、谁

管理、谁负责”的原则，只能在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工作岗位上使用劳务派遣人员，

并依法严格控制劳务派遣人员数量。煤矿企业井下作业不得使用劳务派遣人员和灵活用

工人员。

★四川省发布《关于防范自然灾害引发煤矿事故的通知》。明确各级煤矿安全监管部

门要及时开展煤矿汛期隐患排查与防范措施落实情况的专项执法检查，对防范不力的煤

矿，要责令限期或停产整改。要每日开展在线巡查，对不执行监管指令的煤矿，要依法查

处；对不按规定避险撤人的煤矿，要对煤矿主要负责人追责问责，实施行政处罚，并严格考

核记分；对强令工作冒险作业的直接责任人，必须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江西省《“十四五”能源发展规划》印发。规划提出在煤炭方面，坚持控内拓外、以外

为主，推进煤炭产供储销体系建设。以电煤为重点，深化与山西、内蒙古、陕西、安徽等传统

煤炭基地的合作，重点推进与陕煤集团等大型煤炭企业的战略合作，建立长期稳定供煤关

系。积极争取国家增加江西省进口煤数量。

★中新网消息，能源保供从阶段性转向常态化，山西煤炭、电力、煤层气等均保持高速

增长。其间，山西能源产业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同时，亦成为山西经济“定盘星”。数据显

示，1-5月，山西煤炭产量累计完成 5.34亿吨，同比增加 5700万吨，煤炭产量、产能实现双

增长。

★《山西省扎实推进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行动计划》：落实煤电等行业绿色低碳

转型金融政策，用好碳减排支持工具，积极争取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支持碳减

排和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重大项目建设。研究制定《山西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促进条例》，推

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 提出，扎实做好煤炭增产保供。 在确保生产安全和生态安全的前

提下，对符合核增条件的煤矿“应核尽核、应增尽增”，根据供需形势，稳定煤炭日均产量。

加快具备条件的停缓建煤矿复工建设。有序推进煤炭资源接续配置，适度布局先进产能项



5

目。依法依规加快煤矿手续办理，进一步简化审批许可手续办理流程，除因事故或存在重

大隐患等被责令停产整顿外，不得下达不合理的行政性停产限产措施。做好生产调度和运

力保障，坚决完成国家下达的电煤保供任务。

★近日，山西省发展改革委 山西省能源局发布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能耗双控

工作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试行）》的通知，新增可再生能源消费不纳入能源消

费总量考核。“十四五”期间，以 2020 増年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量为基数，对每年校上年新

的可再生能源电力消幼量，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考核。

★山西省印发《关于促进全省煤炭绿色开采的意见》。《意见》确定的主要工作目标是：

到 2030年，绿色开采技术逐步推广应用，煤矿因地制宜开展充填开采、保水开采，资源回

收率进一步提高，煤矸石综合利用或无害化处理能力进一步提升。条件适宜的特殊和稀缺

煤类资源，除国家明文规定或安全生产需要外，无(小)煤柱开采得到进一步推广应用。煤与

瓦斯共采范围持续扩大，瓦斯利用率不断提高，煤矿生产活动中的瓦斯排放进一步降低。

★山西省应急管理厅（省地方煤矿安全监督管理局）从 6月至 7月底，对全省正常生产

建设露天煤矿开展边坡管理专项检查，重点检查边坡管理、边坡监测、防排水等内容。对检

查中发现露天煤矿边坡失稳的，要立即下达从危险区域撤出作业人员的指令;发现存在边

坡角、帮坡角、台阶高度、平盘宽度不符合要求的，要限期调整治理，并严厉处罚;发现存在

采剥失调仍冒险蛮干的，要从严从重处理处罚。

★山西省积极推进焦化产能置换。山西经济日报消息，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疫

情形势和经济下行压力，山西省委、省政府高效精准落实疫情防控举措，多措并举促进工

业平稳增长。

省工信厅副厅长、一级巡视员马运侠介绍，为更好稳工业、促发展，推动“稳住经济一

揽子政策措施”落实，省工信厅成立了稳经济工作专班，制定了工业和信息化领域稳经济

实施细则，将重点开展 4方面工作，切实帮助企业纾困解难。

其中指出，加快焦化及煤化工产业升级改造，全面推动企业开展“两线两水平”对标改

造，推动焦化及煤化工产业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发展。推动焦化行业“上大关小”，积极

推进焦化产能置换，支持焦化化产深加工产业链条向高端延伸，鼓励企业向焦炉煤气制氢

等产业链下游延伸，着力提升产业发展能级。

★山西省能源局消息，近日，山西省全省能源领域稳增长促发展电视电话会议在太原

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和全省稳经济工作部署电视电

话会议精神，锚定省委、省政府确定的目标，各级能源主管部门、主力企业等聚焦能源保

供、项目建设等，确保经济“稳增长”。姚少峰说，山西将有序推进产能核增，全力推动在建

煤矿建成投产、国家已核准煤矿开工建设、停建缓建煤矿复工复建等，依法加快煤矿释放

优质产能。在确保安全生产的前提下，“均衡组织生产，实现煤炭连续稳定供应”。在稳定电

力方面，山西将严格执行国家发改委电煤定价机制，签订有量有价的电煤中长期合同，确

保辖区内生产生活用电不受影响；发电企业需努力增加电煤库存，确保存煤不低于 1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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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加强机组检修管理和设备运行维护，提高机组运行质量。

★国家矿山安监局山西局：四招、六督促，确保煤矿安全度汛

“四招”推动煤矿安全度汛

一是强化安全意识。及时将国家局下发的汛期安全生产工作提示、气象信息等传达到

各县市区监管部门和企业，督促对照提示信息查找自身短板，根据气象信息精准作出禁止

入井（坑）、及时停产撤人等决定，确保极端天气从业人员安全。

二是强化监察重点。把老空水防治作为重点工作之一，狠抓“三要一强化”（要深入开

展水害隐蔽致灾普查，要严格执行防治水，要“查清、探明、放净、验准”四步工作法及强化

“三专两探一撤”工作），做好防范工作。

三是督促企业自查自改。督促企业按照国家局矿安〔2022〕76号文件要求抓紧开展隐

蔽致灾因素普查治理工作，重点查清采空区及周边老窑、水文地质、地压等致灾因素，坚持

边普查边治理，对普查发现的重大灾害，制定治理方案，落实责任、措施、资金、时限、预案，

确保及时治理到位。

四是做好督导检查。严格煤矿安全“体检”执法，将“雨季三防”作为“体检”的必查内

容，坚持体检即执法、检查必严格要求，倒逼工作落到实处。同时，综合运用通报、约谈、警

示、提醒等方式推动大检查工作取得实效。

“六督促”全力确保辖区煤矿安全度汛

一是督促各县（区）煤矿安全监管部门及时与气象部门积极协调沟通，建立有效联系

机制，及时向矿山企业发布各类极端天气预警信息。

二是督促矿山企业密切关注当地天气预报，积极与当地气象部门和主管部门联系沟

通，做好大雨、高温、雷电冰雹等极端天气预知和应对工作，严格执行蓝色以上暴雨预警撤

人制度。

三是督促矿山企业在主汛期全天候安排专人 24小时值班值守，保持通讯 24小时畅

通，以便在紧急情况下能及时对各类人员进行调配和报告相关情况。

四是督促矿山企业做好强雷电天气应对工作，全面检查企业地面、井下、露天采矿场

各项防雷设施是否完好。

五是督促矿山企业对矿山所有排水设施开展隐患全面大排查，及时消除各类隐患，确

保排水设备设施稳定、可靠。

六是督促辖区矿山企业做好安全生产应急处置工作，制定和完善极端天气条件下安

全生产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强化演练，确保应急救援组织机构、队伍、装备、物质等应急资

源的落实。

★晋城市通过加快煤炭产能核增、煤矿智能化改造、复工复建停建缓建煤矿等，释放

先进产能。其间，晋城加快 12座产能核增煤矿、8座减量重组保留煤矿手续办理、证照换

发，加快 13座长期不达产煤矿技术改造，有序推动 8座停缓建煤矿复工复建等。晋城市能

源局局长邢海斌介绍，当地确保煤炭日产量稳定在 36.5万吨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