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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能力加强 需求边际下降 

——2024 年炼焦煤在保供和双碳政策约束下的价格展望 

 

近年来我国煤炭产量保持稳定增长，在钢铁行业中，进口炼

焦煤由于其品质和性价比优势成为影响我国冶金煤炭供需平衡的

边际变量。 

展望 2024 年： 

（1） 预计 2024 年整体进口煤政策会延续 2023 年宽进口的

基调，炼焦煤进口量继续提升；其中，由于蒙古方面

基础设施条件改善，叠加俄罗斯关税可能由于美国加

息周期见顶，受益于美元汇率下降而有所下调，但澳

煤出口方向逐渐转为“印度+印尼”，澳洲对华出口难

有明显增量：预计将会继续巩固“蒙煤+俄煤”为主

流进口来源的炼焦煤进口模式； 

（2） 预计 2024 年国内对于煤炭保供生产等支持政策将延

续，煤炭产量依旧保持稳步上升趋势，但矿山安全生

产问题的重要性日益凸现，预计国内炼焦煤产量增量

有限； 

（3） 预计 2024 年双碳政策执行力度和节能减排意识将加

强，并且在严禁钢铁行业新增产能，鼓励焦钢一体化

整合政策背景下，生铁产量难有增加，焦煤需求增速

可能下滑。 

整体来看，明年炼焦煤市场呈现进口增长，但总量增速放

缓，或导致库存增加，价格压力加大： 

预计 2024 年焦煤进口量较今年增加 1000-1100 万吨左右，进

口煤依赖度达到 17%左右；产量与需求分别较 2023 年上升

0.2%和 1.3%，炼焦煤价格*中枢可能承压下移至 1500-2400 元/

吨区间波动。 

文中炼焦煤价格*使用安泽低硫主焦煤价格 

Mysteel 黑色产业研究服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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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进口“蒙煤+俄煤”模式进一步巩固 

01 进口快速增加，格局初步形成 

今年我国炼焦煤进口量激增：截止 1-11 月，我国炼焦煤进

口 9063 万吨，同比去年同期增长 58%，并已超过往年全年进口

量水平。从进口国来看，由“澳煤主导”向“蒙煤+俄煤”的进

口格局转变已经基本完成：1-11 月累计进口蒙古和俄罗斯炼焦

煤合计 7121 万吨，已占到年内总炼焦煤进口量的 78%（蒙古占

52%，俄罗斯占 26%）。进口格局的转变源自于澳煤进口受限和

蒙、俄两国煤炭的价差优势。（参考《2023 年炼焦煤进口：总量激增

下的结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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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Mysteel

我国今年前11个月炼焦煤进口量超往年全年水平（单

位：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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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俄炼焦煤进口价差优势明显，其余煤种价差由负

转正（单位：元/吨；中国低硫主焦煤-进口主焦煤）

澳大利亚 俄罗斯 蒙古 加拿大 美国

file:///D:/钢联/文章/煤炭进口格局/2023年炼焦煤进口：总量激增下的结构变化——Mysteel大客户服务文章.pdf
file:///D:/钢联/文章/煤炭进口格局/2023年炼焦煤进口：总量激增下的结构变化——Mysteel大客户服务文章.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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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地理位置优势与运输条件改善助力蒙煤出口 

蒙古国为我国进口炼焦煤的第一大来源国。从蒙古国成煤

时代来看，自西向东逐渐变晚，这导致变质程度也自西向东逐

渐降低。炼焦煤主要分布在西部和中南部地区，动力煤则主要

集中在中部地区，而褐煤的主要分布地是东部地区。 

当前蒙古国较为重要的煤矿有三个，分别为：塔本陶勒盖

煤矿（TT）、那林苏图海煤矿、敖包特陶勒盖煤矿。其中蒙古

国最大的露天煤矿 TT 矿是唯一直接出口焦煤精煤（蒙 5#）的

煤矿，也是沙河驿交割品蒙 5#精煤的来源；同时从我国口岸地

理位置来看，甘其毛都口岸距 TT 矿距离仅有 270 公里，因此其

成为我国最重要的焦煤进口口岸。 

当前蒙古与中国的煤炭运输主要通过铁路运输与汽运进

行。以甘其毛都口岸为例，当前煤矿运输经过中盘铁路运输

（TT 矿-嘎顺苏海图口岸），以及短盘汽车运输（嘎顺苏海图口

岸-甘其毛都口岸）后进入中国。 

今年 6 月底，在我国与蒙古国访问中提到加快启动蒙古国

嘎顺苏海图口岸至中国甘其毛都口岸边境铁路建设问题，并计

划于 2024年投入使用。11月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发改委调研组深

入甘泉铁路甘其毛都站，调研铁路项目建设规划。此外，乌力

吉—查干德乌拉口岸计划 2024 年实现正式开放通关过货，策克

—西伯库伦铁路建设也正在加速，未来将极大地提高蒙古向中

国运输焦煤的能力。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数据来源：蒙古统计局，国家统计局，Mysteel

数据截止2023年10月

蒙古国煤炭大部分出口至中国（单位：万吨）

蒙古国煤炭产量 中国炼焦煤进口量（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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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蒙古与我国只有一条跨境运输 

来源：地缘谷，Mysteel 

 
中蒙主要口岸对接依旧使用汽运 

 

来源：地缘谷，Mysteel 



Mysteel Ferrous Market                                                           黑色产业研究服务部

 

                                                                                                                                                                                                                                                      5 

 

 

 

 

从四季度蒙煤通关来看，虽开始执行线上竞拍模式，但进口

量同比往年仍保持高位，在蒙煤性价比优势依然较大下，交易模

式转变短期来看对进口影响较小。 

然而，近期蒙古能源燃料短缺可能影响短中期煤炭生产和发

运。据蒙古能源部门，当前由于缺少燃油进行煤矿生产，并且冬

季降雪规模较大，蒙古国内雪层覆盖率高达 70%，有 11 个省的

30 个县遭遇白灾，12 个省的 48 个县转入防灾条件，道路恢复通

行速度缓慢，导致物资运输困难；因此，在保证民生的前提下，

蒙古国开始减少或暂缓煤矿生产，并且由于运输受阻，近期蒙煤

通关车数有所下滑。目前蒙古方面正积极解决相关问题，但若短

期无法恢复正常能源供应，则在中转库存消耗后可能会影响明年

的煤炭供应。 

整体来看，2024 年蒙古国煤炭运输环节的优化将提升出口效

率，但能源不足导致的煤矿开采下滑是目前主要的短期风险。

预计蒙古国炼焦煤出口供应保持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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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Mysteel

今年中国月度蒙古炼焦煤进口量持续高于往年水平

（单位：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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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其毛都口岸：2023年蒙煤通关车数维持高位（单

位：车）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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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俄煤关税压力有望边际缓解 

俄罗斯为我国炼焦煤第二大进口来源国，一方面由于其与我

国的地理位置优势方便运输，另一方面由于 2022 年欧盟对俄罗

斯煤炭禁运正式生效，因此俄煤对中国出口量开始大增。 

但今年 10月起，为对冲宏观市场波动风险，俄罗斯对大多数

商品出口施加浮动关税，并与美元兑卢布汇率挂钩，维持到

2024 年底。截止 2023 年 12 月 26 日，美元兑卢布汇率为

91.9690，对应 5.5%的出口税率；同日俄罗斯 K4 主焦煤 CFR 价

格报得 270 美元/湿吨，估计 FOB 约为 257 美元/湿吨。据此计算

在俄罗斯施加弹性出口关税后，俄炼焦煤进口成本约提升 14-15

美元/湿吨左右。 

然而，随美国经济热度逐渐消退，降息预期也愈来愈近。美

联储 12 月 FOMC 会议上意外放鸽，表示尽管通胀仍居高不下，

但在一年中已经得到缓解，点阵图显示明年的政策利率不会比

今年更高，变相官宣了本轮加息周期见顶。根据 CME 统计，市

场预期更为乐观，预计从明年 3 月起将有 5-6 次降息，明年年底

政策利率将达到 4.0-4.25%，较当前下降 125-150 个基点。因此

对于美元兑卢布的汇率在 2024 有望下调，进而恢复以美元计价

的俄炼焦煤进口性价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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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俄罗斯炼焦煤进口比较稳定（单位：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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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美元兑卢布 弹性出口关税 

1~80 0% 

80（含）~85 4% 

85（含）~90 4.50% 

90（含）~95 5.50% 

95 及以上 7% 

 

 

市场对未来 FFR 变动预期（数据截止 2023 年 12 月 27 日） 

会议日期 2024/1/31 2024/3/20 2024/5/1 2024/6/12 2024/7/31 2024/9/18 2024/11/7 2024/12/8 

FFR 区间                 

300-325 0% 0% 0% 0% 0% 0% 0% 0.30% 

325-350 0% 0% 0% 0% 0% 0% 0.40% 7% 

350-375 0% 0% 0% 0% 0% 0.70% 8.70% 32.60% 

375-400 0% 0% 0% 0% 0.80% 13.60% 38.60% 37.70% 

400-425 0% 0% 0% 0% 15% 54% 37.50% 17.90% 

425-450 0% 0% 0% 16.40% 58.40% 27.20% 13% 4% 

450-475 0% 0% 13% 62.50% 23.80% 4.20% 1.80% 0.40% 

475-500 0% 13.20% 65.40% 19.90% 2.10% 0.20% 0.10% 0% 

500-525 17.60% 66.20% 21.30% 0.30% 0% 0% 0% 0% 

525-550 82.40% 20.60% 0.30% 0% 0% 0% 0% 0% 

 

表：市场预计明年美国将启动降息 

 

表：俄罗斯启用弹性出口关税 

 

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来源：CME Group，Myst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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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澳煤进口增量有限且未来价差难恢复 

澳煤在 2020 年前为我国的主要焦煤进口来源，但在 2020-

2022 年我国澳煤进口受限，进口量快速下滑，本年度截止 11 月

仅有 209 万吨进口量。虽然从价差看，澳炼焦煤与国内低硫主焦

煤价差有些边际改善，但在我国暂缓澳煤进口的时间内，澳洲将

出口转向印度等地，短期格局难以改变。 

印度、印尼未来将成为焦煤进口大国。印尼除生产动力煤以

及少量气煤外，几乎无其他焦煤产能。当前印尼共计约 2000 万

吨焦化产能，对焦煤的需求快速增长，同时在印尼运营焦化厂的

大多为中国企业（青山、南钢、旭阳等），上述企业在今年也开

始向印尼海运焦煤。另外印度钢铁产能正处于快速扩张期，截至

2022 年底，印度粗钢产能 1.57 亿吨、产量 1.25 亿吨，产量同比

增长 2.93%，全球占比为 6.6%，排名第二，成为全球钢铁市场重

要的参与者，并且根据该国规划，未来十年钢铁产能将翻倍，且

以长流程为主，同样有强劲的焦煤需求。 

根据地理位置和资源禀赋看，印度、印尼焦煤储量均有限且

品质较低，并由于距离澳洲较近，海运价格较低，预计未来国

际焦煤市场“印度+印尼”格局可能将影响澳炼焦煤主流价格。

因此推断 2024 年澳炼焦煤价差难改善，我国澳煤进口难有增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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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澳炼焦煤进口量近两年维持低位（单位：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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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双碳政策引导下焦煤产需增速可能放缓 

01 安全生产优先级提高，保供增产同样持续 

今年 11 月入冬以来，煤炭主要产区煤矿事故频发，涉事煤

矿均有停工停产举措，并且今年 11 月底国务院安委会针对主要

煤炭产区出台安全生产帮扶指导工作方案，通过进驻产区调查

各煤矿安全隐患，并协助指导，提升安全水平；此外，国家也

拟出台多项政策来保障生产安全，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但从月度看，冬季为煤炭生产的主要时期，在发改委多次发

声关于煤炭保供，稳产增产，以及建立煤炭储备制度等政策引

导下，今年我国煤炭产量仍稳定增长。截止 11 月，我国煤炭产

量 42 亿吨，同比去年增长 3.5%。 

安全生产可能是制约煤炭产量的因素，预计后续再次出现安

全问题时的处理与举措将比往年严格，阶段性的生产的波动也

将明显。同时考虑煤炭增产主要为保证民生用电，2024 年煤炭

产能释放将更多地流向动力煤，焦煤产量增速放缓但依然有小

幅上升。 

表：安全生产与稳产增产两手抓 

 时间 内容 

安全 

2023 年 11 月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出台山西省矿山安全生

产帮扶指导工作方案，指导组进驻山西煤矿

产区，旨在帮扶各煤矿企业解决矿山生产安

全问题。 

2023 年 12 月 
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煤矿安全生产条

例（草案）》。 

保供 2023 年 12 月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中国煤炭运销协会倡

议：煤矿生产企业要努力稳产增产、增加可

调用资源。 

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强

调，要全力抓好基础保供工作，提高极端天

气下的保供能力，做好能源安全增产增供，

组织好煤炭生产。 

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建立煤矿产能储

备制度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

到 2027 年初步建立煤矿产能储备制度。 

 
来源：公开资料整理，Myst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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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双碳目标压制钢铁生产，焦煤需求难有突破 

从整体看，根据今年 8 月七部委联合印发的《钢铁行业稳增

长方案》，方案强调“2023 年钢铁行业供需保持动态平衡，全行

业固定资产投资保持稳定增长，经济效益显著提升，行业研发

投入力争达到 1.5%，工业增加值增长 3.5%左右；2024年行业发

展环境、产业结构将进一步优化，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水

平不断提升，预计工业增加值增长 4%以上。” 

但从边际上看，当前我国钢铁市场产能过剩问题依旧存在，

并且双碳政策下环境治理的优先级不断提高，12 月我国国务院

印发《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提出严禁新增钢铁产能，

并推动焦钢一体化布局，加强短流程电炉炼钢的产量占比，预

计将对于炼钢中煤炭消费将有一定限制。此外，近期环保检查

导致的停产限产现象再次增多。河北、江苏、山东等地部分钢

厂由于重污染天气等情况开始限产。 

20000

25000

30000

35000

40000

45000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来源：国家统计局、Mysteel

冬季为煤炭生产旺季（单位：万吨）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336,779 
305,253 313,596 321,414 

340,721 348,173 
367,427 

409,408 423,878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Mysteel

数据截止历年11月

中国煤炭产量逐年增长（单位：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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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来看，2024 年是否会再出进行粗钢平控政策暂未可

知，但出于环保与节能减排考虑，钢铁需求大概率无明显增

长，对于原料的支撑也较为有限。 

综上，预计 2024 年生铁产量小幅下滑，焦煤产量和消费量

增速下降，对于进口煤的依赖度将再次提升。根据钢铁行业用

煤需求以及进口变化推断，预计 2024 年焦煤进口量较今年增加

1000-1100 万吨左右，进口煤依赖度达到 17%左右；产量与需求

分别较 2023 年上升 0.2%和 1.3%，价格中枢有望略微下移至

1500-2400 元/吨区间波动。但需注意全球宏观环境波动，以及

政策变化对于整体钢铁行业和煤炭需求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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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Mysteel整理

2024年进口煤依赖度将继续提升（单位：万吨）

炼焦煤进口量 炼焦煤需求量 进口煤依赖度（右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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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焦煤主要进口来源国进口量预计（单位：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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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024 年双焦平衡表预测（单位：万吨） 

品种 年份 产量 进口 出口 期初库存 期末库存 消费 

 

焦煤 

2023 年
E 

50415 9451 34 2829 2810 59851  

2024 年
E 

50495 10500 100 2810 3050 60655  

同比 

80 1049 66  240 804  

0.20% 11.10% 194.10%  8.50% 1.30%  

焦炭 

2023 年
E 

44990 27 869 1099 720 44527  

2024 年
E 

45500 30 800 720 1100 44350  

同比 

510 3 -69  380 -177  

1.10% 11.10% -7.90%  52.80% 0.40%  

生铁 

年份 产量  

2023 年
E 

87510  

2024 年
E 

86710  

同比 

-800  

-0.91%  

来源：Myst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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