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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出國緣起與任務  

第 10 屆中國國際煤炭貿易暨運輸會議於今年 4 月 17~18 日在中國大

陸北京召開，會中針對中國大陸煤炭產業與亞洲太平洋地區燃煤供需

情勢進行分析與研討，中國大陸、澳洲、印尼、印度、日本、韓國、

馬來西亞等國主要燃煤生產者及消費者均出席會議，進行燃煤產業相

關資訊之交流，本次會議主要議題包括：中國大陸燃煤供需之現況與

展望、燃煤價格展望及燃煤海運市場未來發展等。 

中國大陸燃煤蘊藏豐富且品質優良，與澳洲煤同屬高熱值煙煤，為亞

太地區主要燃煤供應國之一。此外，對本公司而言，由於中國大陸距

台海程近，抵台僅需 3~4 天，遠低於澳洲之平均約 15 天，若遇澳洲

煤供應吃緊時，則中國大陸煤更可作為緊急調度之用，有助於增進燃

煤供應安全。 

根據海關統計資料，97 年時中國大陸全年燃煤進口量為 1,453 萬公

噸，至 100 年全年燃煤進口量已成長至 1 億 160 萬公噸，增加近 1 億

公噸，目前已與日本進口量相當。中國大陸進口量大幅成長是近年來

亞太地區燃煤價格大幅上揚之主要原因。本次會議所獲資訊將對本公

司燃煤採購及營運策略之研擬，具相當參考價值。 

本公司目前與中國大陸神華集團所屬之神華香港國際貿易有限公司簽

訂有 2 個定期契約；另與中煤能源集團所屬之中煤能源香港公司亦簽

訂有 2 個定期契約，總計 4 個定期契約，總名目契約量為 200 萬公噸。

趁此次參與會議之便，一併拜訪神華集團公司、中煤能源集團公司，

對契約項下之煤炭交運、船期安排、年度價格等議題交換意見，以為

本公司擬訂燃煤採購策略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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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出國行程 

日期 工作地點 工作內容 

4月15日 台北→北京 往程 

4月16日 北京 

與神華集團公司洽談契約價

格、燃煤交運、船期安排等

議題 

4月17日~ 

4月18日 

北京 
參加第 10屆中國國際煤炭貿

易暨運輸會議 

4月19日 北京 

與中煤能源集團公司洽談契

約價格、燃煤交運、船期安

排等議題 

4月20日 北京→台北 返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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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工作內容 

一、中國大陸電力產業發展概況 

(一)中國大陸 2010~2011 年電力產業發展概況 

2010 年，中國大陸新增發電裝置容量持續成長，發電量不斷

增加，特別是水力發電開發速度加快；其次，火力發電繼續

向著大容量、環保的方向發展，全年共有上海漕涇電廠、寧

夏靈武電廠2期等共計12部百萬瓩之超臨界火力發電機組商

轉，2010 年底百萬瓩超超臨界火力發電機組已達到 33 部；

另外，新增風力發電機組裝置容量亦取得新突破，2010 年，

新增發電機組之總裝置容量為 9,127 萬瓩。  

截至 2010 年 12 月底止，中國大陸 6,000 瓩以上之機組容量

共 9 億 6,219 萬瓩。其中，火力發電 7 億 663 萬瓩，占總裝

置容量的比重為 73.44%；水力發電 2 億 1,340 萬瓩，占總裝

置容量的比重為 22.18%；風力發電 3,107 萬瓩，占總裝置容

量的比重為 3.23%；核能發電 1,082 萬瓩，占總裝置容量的

比重僅 1.12%。 

發電量部份，水力發電發電量出現負成長，火力發電總發電

量成長速度減緩。2011 年 1~11 月份，中國大陸發電量為 4

兆 1,939 億度。其中，火力電廠發電量 3 兆 4,612 億度，占

82.5%，比 2010 年同期成長 13.9%。水力電廠發電量 5,676

億度，占發電總量的 13.5%，比 2010 年同期降低 1.8%。 

電力消費情況，2011 年用電量需求超出預期，導致持續性電

荒。2011 年 1~11 月份，用電量為 4 兆 2,835 億度，成長幅

度達 11.85%。 

電力建設情況，2011 年以來，電源開發建設成長速度逐步下

降，電網工程建設完成投資成長速度穩建提升。在電源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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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投資中，水力發電、核能發電、風力發電合計完成投資

占全部電源投資的比重為 67.3%，火力發電投資比重僅佔

29.59%。  

(二)中國大陸電力產業發展回顧 

中國大陸總發電裝置容量從 2005 年底的 5.17 億瓩增加到

2010 年底約 9.5 億瓩，年平均增加 8,000 多萬瓩。中國大陸

電力產業正從大機組、超高壓、西電東送、全國聯網的發展

階段，向綠色發電、特高壓、智慧電網的發展新階段轉變。 

中國大陸電源結構和佈局亦進一步改善。中國大陸自“十一

五”(即 2005~2010 年)以來，風力發電等可再生能源得到快速

發展，大力發展核電也得到共識，關閉小型火力發電機組的

速度空前，使電源結構和佈局得到進一步改善。在 2009 年底

發電裝置容量 8.74 億瓩中，燃煤發電占總裝置容量的比重由

2005 年的 72.8%，下降到 2009 年的 68.5%；風力發電裝置容

量連年高速成長，水力發電裝置容量、核電建設規模均居世

界第一位，包括水電、核電以及風電、太陽能發電等新能源

在內的綠色發電裝置容量所占比重由 2005 年的 24.2%，上升

到 2009 年的 25.6%。2009 年底，30 萬瓩及以上火力發電機

組比重達到 65.2%，100 萬瓩級超超臨界機組計有 21 部，成

為世界擁有超超臨界機組最多的國家，火電平均單機容量由

2005 年的 5.68 萬瓩提高到 2009 年的 10.31 萬瓩。西部和北

部能源基地建設進一步加快，東部沿海地區發電新建機組速

度減緩。2005~2009 年間，能源資源豐富的西北、華中、華

北地區的裝置容量分別增長了 63%、45%、42%，華東地區增

長 24%，電源地區分佈更加合理。 

 (三)中國大陸電力事業未來規劃發展目標 

在 2011~2015 年期間(即十二五期間)，中國大陸電力產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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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目標為全國發電裝置容量達到 14.63 億瓩左右。其中，

燃煤發電 9.28 億瓩，比例為 63％，慣常水力發電 3.01 億瓩，

風力發電 1 億瓩，抽蓄水力發電 4,100 萬瓩，核能發電 4,300

萬瓩，天然氣發電 4,000 萬瓩，太陽能發電 500 萬瓩，生質

能發電及其他 500 萬瓩。 

2015 年非化石能源發電裝置總規模將達到 4.95 億瓩，占比

為 33.8%，將比 2010 年提高 6.9 個百分點。非化石能源發電

量 1.59 萬億度（kwh）左右，占總發電量的比重為 24.9%，

比 2010 年提高 5%。非化石能源發電量約可替代 5.2 億公噸

燃煤發電量。 

至 2020 年規劃目標則為：全國發電裝置容量達到 19.35 億瓩

左右。其中，燃煤發電 11.7 億瓩，佔比降為 60％，慣常水

力發電 3.6 億瓩，風力發電 1.8 億瓩，核能發電 8,000 萬瓩，

抽蓄水力發電 6,000 萬瓩，天然氣發電 5,000 萬瓩，太陽能

發電 2,500 萬瓩，生質能發電及其他 1,000 萬瓩，。 

2020 年非化石能源發電裝置容量將達到 7.15 億瓩，占比為

37%，比 2015 年提高 3.1%。非化石能源發電量 2.3 萬億度左

右，占總發電量的比重為 27.3%，比 2015 年提高 2.4%。非

化石能源發電量可替代 7.3 億公噸燃煤發電量。 

(四)中國大陸電力產業發展面臨的困境 

1. 首先在全國電網分離以後，電力統一規劃工作有所削弱，

其次是全國電網缺乏發展協調的有效工作機制和溝通協

調的管道，沒有做到有效銜接。 

2. 電力結構調整非常困難：中國大陸目前的發電裝置容量當

中，由於近年來火力發電項目大規模建設，所占比重進一

步提高，水力發電開發相對較低，現在水力發電裝置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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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占總容量 24%。如何調整電源、電網結構的任務非常困

難。 

3. 電網建設仍然落後：經過 1998 年以來大規模的電網建

設，中國電網發展改善許多，但是電源和電網仍然不能協

調發展。電網尚未建立科學合理的投資收益機制與監控體

系，也沒有獨立的輸配電價。電網的負債率高，目前大部

分在 70 到 80％，發展資本嚴重不足。 

4. 提高能源效率問題：中國能源發展存在高投入、高消耗、

高排放、低效率的問題，電能使用效率也遠遠低於世界發

達國家的水準，甚至低於發展中國家的水準。 

5. 燃煤供應問題：今年 5 月 1 日，中國大陸政府正式實施煤

電價格聯動方案，新政策對於解決發電企業的經營困難，

抑制不合理需求會起到一定作用，但很難解決電煤價格和

運輸價格繼續上漲的問題。 

6. 加強電力需求側管理，努力提高電力利用效率，同時在電

力價格上，要執行差別電價，引導客戶合理用電，提高終

端的利用效率。近 2 年來，中國大陸透過轉移高峰負荷，

每年約節省電力 1,000 萬~3,000 萬瓩。 

7. 加強再生能源的規劃和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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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 10 屆中國國際煤炭貿易暨運輸會議於今年 4 月 17~18 日

在中國大陸北京召開，會中針對中國大陸煤炭產業與亞洲太

平洋地區燃煤供需情勢進行分析與研討，中國大陸、澳洲、

印尼、印度、日本、韓國、馬來西亞等國主要燃煤生產者及

消費者均出席會議，進行燃煤產業相關資訊之交流，本次會

議主要議題包括：中國大陸燃煤供需之現況與展望、燃煤價

格展望及燃煤海運市場未來發展等，謹擇其中二篇與中國大

陸之燃煤生產及進出口貿易相關之論文，摘要如下： 

(一)中國大陸燃煤貿易之分析 

1. 燃煤內陸運輸後勤是中國大陸燃煤貿易之關鍵燃煤內陸運輸後勤是中國大陸燃煤貿易之關鍵燃煤內陸運輸後勤是中國大陸燃煤貿易之關鍵燃煤內陸運輸後勤是中國大陸燃煤貿易之關鍵 

(1) 由於國際燃煤價格相較於國內煤價仍屬低廉，國內燃煤

生產不足以滿足需求，中國大陸自 2009 年起已成為燃煤

淨進口國。 

(2) 中國大陸國內燃煤價格取決於運輸等後勤成本。 

(3) 中國大陸買主是對燃煤價格相當敏銳的買家，且國內需

求龐大，中國大陸所需燃煤須仰賴進口之趨勢將持續。 

(4) 中國大陸買主對進口燃煤價格設定一上限，而此一上限

將取決於國內燃煤生產成本及人民幣升值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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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中國大陸近年燃煤貿易進出口量(資料來源:2012 CLSA 

Asia-Pacific Markets) 

 
 

表 2-中國大陸近年燃煤進口量之全球市佔率(資料來源:2012 CLSA 

Asia-Pacific Mark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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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國大陸國內燃煤運輸壓力將逐步緩和中國大陸國內燃煤運輸壓力將逐步緩和中國大陸國內燃煤運輸壓力將逐步緩和中國大陸國內燃煤運輸壓力將逐步緩和 

(1) 中國大陸內銷煤運輸網仍持續成長，其中 2011 年卡車運

煤量達到最高記錄，卸煤碼頭的滯港煤輪於 2012 年年

初達創紀錄的高峰。 

(2) 中國大陸的運煤鐵路擴建投資將使長距離之卡車運輸量

自 2013 年起開始下降。 

(3) 中國港口雖然擴建快速，但是因為進口量高，擴建工作

將持續進展至 2015 年。目前鐵礦砂年進口超過 10 億公

噸，燃煤年進口量超過 2.5 億公噸，焦煤年進口量超過

1 億公噸。 

 

表 3-中國大陸卸煤暨滯港船數 (資料來源 :2012 CLSA 

Asia-Pacific Mark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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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中國大陸煤炭及鐵礦砂進口量(資料來源:2012 CLSA 

Asia-Pacific Markets) 

 

表 5-中國大陸燃煤出口邊際成本 (資料來源 :2012 CLSA 

Asia-Pacific Mark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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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具競爭力之進口燃煤佔有率將逐步提升具競爭力之進口燃煤佔有率將逐步提升具競爭力之進口燃煤佔有率將逐步提升具競爭力之進口燃煤佔有率將逐步提升 

由於進口煤比內銷煤更具競爭力，基於以下因素，預估燃煤

進口量將持續提升： 

(1) 中國大陸燃煤採礦成本增加 

(2) 中國大陸內銷煤之品質逐漸下降 

(3) 燃煤生產重心逐步轉移至西部 

(4) 美國燃煤出口增加 

(5) 澳洲燃煤出口港口基礎設施開始營運 

(6) 印尼燃煤出口成長 

表 6-中國大陸進口燃煤佔比  ( 資料來源 :2012 CLSA 

Asia-Pacific Markets) 

 

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中國大陸近年的快速發展，使國內煤炭生產量已完全不足以應

付其需求，並自 2009 年起由燃煤淨出口國轉變成為淨進口國。

但因中國大陸保有龐大之煤炭產量(2009 年至 2011 年每年淨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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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口量(進口-出口)佔國內總產量皆低於 5%，詳如表 6)，致使大

陸買主成為對國際煤價極為敏銳的買家，可伺機選擇於國際煤

價相對低廉時才採購進口煤。 

惟受限於燃煤運輸基礎設施之限制，致使目前中國大陸之國內

煤價主要取決於運輸成本，2011 年卡車運煤量更達到最高記

錄。因此，目前中國大陸已積極進行鐵路擴建工作，預計長距

離之卡車運輸量將自 2013 年起下降，而從表 5 亦可看出中國大

陸燃煤出口邊際成本將於 2013 開始下降。雖然運輸成本對中國

大陸內銷煤價格之影響將自 2013 年起逐步緩和，但伴隨著燃煤

採礦成本增加、人民幣升值、燃煤品質逐漸下降、燃煤生產逐

步轉移至西部、美國燃煤出口增加、澳洲燃煤出口港口設施開

始營運、印尼燃煤出口成長等因素，整體綜合評估，中國大陸

未來 10 年內的該國的燃煤淨進口量仍將持續增加。惟就長遠來

看，碳稅、核能及再生能源投資等議題仍將使中國大陸未來的

燃煤需求存有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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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國大陸燃煤產業分析 

近年來，中國大陸經濟快速成長，已取代德國，成為僅次於美

國與日本為世界第三大國。而投資擴張是中國大陸經濟成長的

主要來源，中國大陸燃煤的消費領域主要有電力、建材、化工

化肥及其他行業。近年來，電力行業是燃煤消費中最主要的部

份，建材和化工化肥行業之燃煤需求量保持平穩態勢(如圖一)。 

 

【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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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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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2006 年-2011 年 GDP 增速維持在 8%(如圖二)；固定資產增速維持 23%以上。

總發電量及火力發電均快速增加。水泥產量也穩定上升。而電力、固定資產

及水泥的需求增加，都直接影響著中國對燃煤需求的急遽增加。產量方面，

燃煤在 2006 年占全部煤種 23.32 億噸的 70%，產量為 16.31 億噸(如圖三)；

2011 年燃煤占全部煤種共 35.2 億噸之 75%，產量為 26.5 億噸(如圖四)。 

 

【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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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2011 年中國大陸前十省原煤產量省份分別為：內蒙區、山西省、

陜西省、河南省、貴州省、山東省、安徽省、新疆區、河北省及

雲南省，而內蒙區、山西省及陜西省原煤產量，占上述十省產量

的 70%(如圖五)。就 2011 年中國大陸火力發電量而言，前十省分

別為：江蘇省、山東省、廣東省、內蒙古、河南省、浙江省、山

西省、河北省、安徽省及遼寧省。而江蘇省、山東省及廣東省火

力發電占上述十省火力發電量約 40%(如圖六) 

【圖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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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的煤炭資源北多南少，西富東貧，煤炭消費基地主要在

東部地區，而煤炭的生產與供應集中在中國大陸的中、西部地區

（如圖七）。在這種分佈下，導致中國大陸煤炭運輸基本上形成了

北煤南運、西煤東運的格局。中國大陸煤炭運輸主要靠鐵路、公

路、沿海和內河水運。中國大陸鐵路煤運量占煤運總量的 60%，煤

炭運輸量占鐵路貨運總量的 40%，然而其運輸能力仍然有限；公路

運輸及水路運輸則因影響因素多、距離長，使得運輸成本高。以

2011 年 11 月，秦皇島煤炭價格比鄂爾多斯煤炭價格高出 380 元/

噸，廣州港煤炭價格高於秦皇島煤炭價格 120 元/公噸。2012 年 3

月，秦皇島煤炭價格比鄂爾多斯煤炭價格高出 375 元/公噸，廣州

港煤炭價格比秦皇島煤炭價格高出 85 元/公噸。 

 

【圖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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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圖十】 

 
 

由於煤炭內陸運輸的成本高昂，促使中國大陸近幾年來進口燃煤

急遽增加，2009 年進口燃煤 9,134 萬公噸，占煤炭總進口的 73%(如

圖八)；2011 年進口燃煤 1 億 3,773 萬公噸，占煤炭總進口量的

76%(如圖九)。中國大陸燃煤主要進口國分別為：印尼、澳洲、越

南、朝鮮、俄羅斯及南非。2009 年中國大陸從印尼、澳洲及越南

進口燃煤分別占進口燃煤總量的 31%、23%及 26%；2011 年中國大

陸從印尼、澳洲及越南進口燃煤分別占進口燃煤總量 45%、16%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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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印尼燃煤因價格優勢，成為中國大陸燃煤最主要的進口來源

(如圖十)。 

【圖十一】 

 

【圖十二】 

 

 

中國大陸主要進口燃煤的省份為廣東省、廣西省、福建省、江蘇

省、山東省及浙江省(如圖十一)。從 2011 年中國大陸進口燃煤總

量來看，廣東省占 25%，廣西省占 19%，福建省 17%，江蘇省占

6%，山東省占 9%及浙江省占 13%。近 2 年江蘇省火力發電量甚而

超過山東省，成為中國大陸最大的火力發電省份(如圖十二)。上述

6 省成為中國大陸主要進口燃煤省份，主要原因在於位置優勢及當

地電廠按照特定進口煤質量設計鍋爐，如廣西選擇越南無煙煤；

而廣東和福建多選擇印尼的高揮發份煤。預估將來廣東省、福建

省、山東省及廣西省新建電廠全部正式運作，將增加 6,230 萬公

噸燃煤的需求量；並預估 2012 年起至 2015 年，燃煤淨進口量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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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穩定增加，且預測 2015 年燃煤淨進口量將達 1 億 8,000 萬公

噸。 

綜觀，影響中國大陸未來進口燃煤的因素有國內影響的因素及國

際影響因素。 

(1) 國內影響的因素方面，首先隨著全國煤炭工作會議及各個省份

煤炭工作會議的陸續召開，實施煤炭消費總量和總產量雙控產

業政策，成為中國大陸和各省煤炭會議重點，中國大陸兩大產

煤省內蒙古、山西省率先控制煤炭生產規模和總產量控制；自

2011 年 11 月以來，一方面受國家限價政策影響，另一方面受

大量進口煤炭的影響，再加上國内外煤炭需求低迷，山西和内

蒙部份坑口煤價下跌，並且出現滞銷現象；另外，國家控制化

石能源消費量及低碳等政策、中國大陸煤炭物流運輸能力提升

及運輸成本降低、中國大陸「西電東輸」緩解東部和南部地區

電力短缺及中國大陸宏觀經濟放緩，使得國內煤炭需求趨於緩

和。 

(2) 國際影響的因素方面則有：日本、韓國、台灣等市場需求的變

化及印度等新興市場煤炭需求的增長幅度；國際煤炭供應增長

的幅度，例如澳洲、印尼、越南等傳統出口國以及北韓、俄羅

斯等新興國家煤炭產量的增長；國際燃煤價格與國內燃煤價格

的競爭；歐盟金融危機的進展及人民幣與美元匯率的變化等，

都將影響著未來中國大陸進口燃煤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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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拜會神華集團公司 

(一)神華集團公司簡介 

神華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簡稱神華集團）是於 1995 年 10 月

經中國大陸國務院批准設立的國有獨資公司，以煤為基礎，電

力、鐵路、港口、航運、煤製油化工為一體，產運銷一條鞭經

營的特大型能源企業，是中國大陸規模最大、現代化程度最高

的煤炭企業和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經銷商，名列世界 500 大企

業。由神華集團獨家發起成立的中國神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分

別在香港、上海上市。 

截至 2011 年底，神華集團共有全屬和控股子公司 20 家，生

產煤礦 53 個，電廠總裝置容量 4,283 萬瓩，擁有營業里程

1,369 公里的鐵路、1 億公噸吞吐能力的黃驊港、4,500 萬公

噸吞吐能力的天津煤碼頭和現有船舶 12 艘的航運公司，總資

產人民幣 6,350 億元，員工約 17.65 萬人。 

2011 年，神華集團煤炭產量突破 4 億公噸，商品煤銷售量突

破 5 億公噸，自營鐵路運量完成 3.2 億公噸，發電 2,099 億度，

港口吞吐量完成 1.26 億公噸，航運貨運量完成 8,062 萬公噸。

全年營業收入達人民幣 2,820 億元，世界 500 大企業排名提升

至 293 位。 

展望未來，到了 2015 年，神華集團預計營業收入將超過人民

幣 4,400 億元，利潤超過人民幣千億元，進入世界 500 大企業

前 100 名。 

(二)與本公司簽訂契約現況 

神華公司透過位於香港之神華香港公司與本公司簽訂有 2 個

定期契約，每一契約年名目供應量為 50 萬公噸，名目供應總

量為 100 萬公噸，煤源為大柳塔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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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討論事項 

2012 年供應量及價格 

本公司大林電廠受廠區空間限制無法裝置脫排煙硫設備

(FGD)，一直以來均以神華高熱值低硫煤混拌印尼低灰特低硫

亞煙煤，以達到機組滿載運轉與符合當地環保排放要求。然而

大林電廠預計於今年 8 月底除役，故神華煤需求將大幅減少。

考量今年神華煤之到岸價格高於澳洲煤之機率仍高，且澳洲煤

質可替代神華煤，故本公司已與神華研議 2012 年度交運最少

量的可能性。惟神華表示該公司與台電有多年之良好合作關

係，希望比照往年，每個合約依約仍交運 40 萬公噸，但將研

究本公司提出之要求。 

價格部份，該公司建議俟日本與中國大陸之長約價格議定後再

與本公司洽議年度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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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拜會中煤能源集團公司 

(一)中煤能源集團公司簡介 

中煤能源集團公司成立於 1982 年，主要經營業務包括煤炭生

產及貿易、煤化工、煤層氣開發、坑口發電、煤礦建設、採煤

機械製造及相關工程技術服務等。為中國大陸第 2 個產銷上億

公噸之煤炭集團。2011 年原煤產量為 12,916 萬噸，與前年同

期相較成長 5.4％；完成商品煤產量 10,279 萬噸，來自 7 個礦

區，與前年同期相較增加 841 萬噸，增長 8.9％。 

(二)與本公司簽訂契約現況 

中煤公司透過香港之中煤香港公司目前與本公司簽訂 2 個定

期契約，每一契約年名目供應量均為 50 萬公噸，名目供應總

量為 100 萬公噸，煤源為安太堡礦。 

由於中國大陸經濟成長快速，內銷煤價居高不下，遠高於國際

價格，且中煤煤質與澳洲煤同屬高熱質燃煤，而本公司可以到

岸價格較低廉之澳洲煤替代，有助於降低購煤成本。因此，自

2009 年起至 2011 年，本公司即與中煤公司力洽契約供應量維

持在 2 個契約每年 1 船次 7 萬公噸。 

(三)討論事項 

2012 年供應量及價格 

至於 2012 年供應量及價格，因中國大陸到岸價格高於澳洲煤

之機率仍高，本公司將向中煤公司力洽仍交運最少供應量。價

格部份，該公司建議俟日本與中國大陸之長約價格議定後再與

本公司洽議年度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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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與建議 

一、第 10 屆中國國際煤炭貿易暨運輸會議於今年 4 月 17~18 日

在中國大陸北京召開，會中針對中國大陸煤炭產業與亞洲太

平洋地區燃煤供需情勢進行分析與研討，中國大陸、澳洲、

印尼、印度、日本、韓國、馬來西亞等國主要燃煤生產者及

消費者均出席會議，進行燃煤產業相關資訊之交流，本次會

議主要議題包括：中國大陸燃煤供需之現況與展望、燃煤價

格展望及燃煤海運市場未來發展等。 

二、中國大陸燃煤蘊藏豐富且品質優良，與澳洲煤同屬高熱值煙

煤，為亞太地區主要燃煤供應國之一。此外，對本公司而言，

由於中國大陸距台海程近，抵台僅需 3~4 天，遠低於澳洲之

平均約 15 天，若遇澳洲煤供應吃緊時，則中國大陸煤更可作

為緊急調度之用，有助於增進燃煤供應安全。 

三、根據海關統計資料，97 年時中國大陸全年燃煤進口量為 1,453

萬公噸，至 100 年全年燃煤進口量已成長至 1 億 160 萬公噸，

增加近 1 億公噸，目前已與日本進口量相當。中國大陸進口

量大幅成長是近年來亞太地區燃煤價格大幅上揚之主要原

因。 

四、截至 2010 年 12 月底止，中國大陸 6,000 瓩以上之機組容量

共 9 億 6,219 萬瓩。其中，火力發電 7 億 663 萬瓩，占總裝

置容量的比重為 73.44%；水力發電 2 億 1,340 萬瓩，占總裝

置容量的比重為 22.18%；風力發電 3,107 萬瓩，占總裝置容

量的比重為 3.23%；核能發電 1,082 萬瓩，占總裝置容量的

比重僅 1.12%。 

發電量部份，水力發電發電量出現負成長，火力發電總發電

量成長速度減緩。2011 年 1~11 月份，中國大陸發電量為 4

兆 1,939 億度。分類型來看，火力電廠發電量 3 兆 4,612 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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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占 82.5%，比 2010 年同期成長 13.9%。水力電廠發電量

5,676 億度，占發電總量的 13.5%，比 2010 年同期降低 1.8%。 

五、燃煤內陸運輸後勤是中國大陸燃煤貿易之關鍵 

(1) 由於國際燃煤價格相較於國內煤價仍屬低廉，國內燃煤

生產不足以滿足需求，中國大陸自 2009 年起已成為燃煤

淨進口國。 

(2) 中國大陸國內燃煤價格取決於運輸等後勤成本。 

(3) 中國大陸買主是對燃煤價格相當敏銳的買家，且國內需

求龐大，中國大陸所需燃煤須仰賴進口之趨勢將持續。 

(4) 中國大陸買主對進口燃煤價格設定一上限，而此一上限

將取決於國內燃煤生產成本及人民幣升值幅度。 

六、中國大陸近年的快速發展，使國內煤炭生產量已完全不足以

應付其需求，並自 2009 年起由燃煤淨出口國轉變成為淨進口

國。但因中國大陸保有龐大之煤炭產量(2009 年至 2011 年每

年淨額進口量(進口-出口)佔國內總產量皆低於 5%，致使大陸

買主成為對國際煤價極為敏銳的買家，可伺機選擇於國際煤

價相對低廉時才採購進口煤。 

七、惟受限於燃煤運輸基礎設施之限制，致使目前中國大陸之國

內煤價主要取決於運輸成本，2011 年卡車運煤量更達到最高

記錄。因此，目前中國大陸已積極進行鐵路擴建工作，預計

長距離之卡車運輸量將自 2013 年起下降。雖然運輸成本對中

國大陸內銷煤價格之影響將自 2013 年起逐步緩和，但伴隨著

燃煤採礦成本增加、人民幣升值、燃煤品質逐漸下降、燃煤

生產逐步轉移至西部、美國燃煤出口增加、澳洲燃煤出口港

口設施開始營運、印尼燃煤出口成長等因素，整體綜合評估，

中國大陸未來 10 年內的該國的燃煤淨進口量仍將持續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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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惟就長遠來看，碳稅、核能及再生能源投資等議題仍將

使中國大陸未來的燃煤需求存有變數。 

八、由於煤炭內陸運輸的成本高昂，促使中國大陸近幾年來進口

燃煤急遽增加，2009 年進口燃煤 9,134 萬公噸，占煤炭總進

口的 73%；2011 年進口燃煤 1 億 3,773 萬公噸，占煤炭總進

口量的 76%。中國大陸燃煤主要進口國分別為：印尼、澳洲、

越南、朝鮮、俄羅斯及南非。2009 年中國大陸從印尼、澳洲

及越南進口燃煤分別占進口燃煤總量的 31%、23%及 26%；

2011 年中國大陸從印尼、澳洲及越南進口燃煤分別占進口燃

煤總量 45%、16%及 16%。印尼燃煤因價格優勢，成為中國大

陸燃煤最主要的進口來源。 

九、由於中國大陸經濟成長快速，內銷煤價居高不下，遠高於國

際價格，且中煤煤質與澳洲煤同屬高熱質燃煤，而本公司可

以到岸價格較低廉之澳洲煤替代，有助於降低購煤成本。因

此，自 2009 年起至 2011 年，本公司即與中煤公司力洽契約

供應量維持在 2 個契約每年 1 船次 7 萬公噸。 

至於 2012 年供應量及價格，因中國大陸到岸價格高於澳洲煤

之機率仍高，本公司將向中煤公司力洽仍交運最少供應量。

價格部份，該公司建議俟日本與中國大陸之長約價格議定後

再與本公司洽議年度價格。 

十、本公司大林電廠受廠區空間限制無法裝置脫排煙硫設備

(FGD)，一直以來均以神華高熱值低硫煤混拌印尼低灰特低硫

亞煙煤，以達到機組滿載運轉與符合當地環保排放要求。然

而大林電廠預計於今年 8 月底除役，故神華煤需求將大幅減

少。考量今年神華煤之到岸價格高於澳洲煤之機率仍高，且

澳洲煤質可替代神華煤，故本公司已與神華研議 2012 年度交

運最少量的可能性。惟神華表示該公司與台電有多年之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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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關係，希望比照往年，每個合約依約仍交運 40 萬公噸，

但將研究本公司提出之要求。 

價格部份，該公司建議俟日本與中國大陸之長約價格議定後

再與本公司洽議年度價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