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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红色足迹，共促党建提升”主题党日活动

2025年 3月 26日，山西省煤炭工业协会党支部、晋城市煤炭工业协会党支部、煤

科院沈阳研究院山西分院党支部在彭真纪念馆开展支部结对共建活动。全体党员职

工接受了一次深刻的党性、党纪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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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月中旬，全国煤炭价格以跌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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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5.0元 /吨，与上期持平。

普通混煤（山西粉煤与块煤的混合煤，热值 4500大卡）价格 524.0元 /吨，较上期

下跌 3.4元 /吨，跌幅 0.6%。

山西大混（质量较好的混煤，热值 5000大卡）价格为 601.8元 /吨，较上期下跌 1.6

元 /吨，跌幅 0.3%。

山西优混（优质的混煤，热值 5500大卡）价格为 689.8元 /吨，较上期下跌 4.8元 /

吨，跌幅 0.7%。

大同混煤（大同产混煤，热值 5800大卡）价格为 727.3元 /吨，较上期下跌 5.3元 /

吨，跌幅 0.7%。

焦煤（主焦煤，含硫量 <1%）价格为 1238.1元 /吨，较上期下跌 21.9元 /吨，跌幅

1.7%。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3月中旬，无烟煤价格企稳，动力煤、焦煤价格跌幅收窄。

此外，3月中旬，全国焦炭（准一级冶金焦，12.01%≤灰分≤13.50%）价格 1287.4元

/吨，较上期下跌 31.3元 /吨，跌幅 2.4%。

2、2025年 1-2月份，全国原煤产量 76533万吨，同比增长 7.7%，而去年 12月份的

同比增幅则为 4.2%。

1-2月份，日均产量 1297万吨，较 2024年 12月份的 1415.6万吨减少 118.6万

吨，较去年同期的 1175万吨增加 122万吨。

1、中国 2025年 2月份出口煤炭 58万吨，同比增长157.8%，环比增长 56.76%。

2月份煤炭出口额为 9372.7万美元，同比增长 97.2%，环比增长 55.85%。据此推算出口

单价为 161.60美元 /吨，同比下跌 45.05美元 /吨，环比下跌 0.94美元 /吨。

2025年 1-2月份，全国累计出口煤炭 95万吨，同比下降 6.3%；累计出口金额 153867

万美元，同比下降 34%。

此外，2月份出口焦炭及半焦炭 42万吨，同比下降 37.6%；金额 8076.6万美元，同

比下降 50.4%。1-2月累计出口 101万吨，同比下降 33%；金额 19606.7万美元，同比下

降 46.1%。

2、2025年 1-2月份，中国进口动力煤（非炼焦煤）5727.3万吨，同比增加 1.14%。

2月份，中国动力煤进口量为 2551.1万吨，同比下降 1.41%，环比下降 19.68%；进口

煤炭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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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为 17.39亿美元，同环比分别下降 18.74%和 26.39%。由此推算，2月份动力煤进口

均价为 68.15美元 /吨，同比下降 17.57%，环比下降 8.35%。

1-2月份，中国动力煤进口额为 41亿美元，同比下降 14.58%。由此推算前两月动

力煤进口均价为 71.59美元 /吨，同比下降 15.55%。

1、3月 20日，国家能源局发布 1-2月份全国电力工业统计数据。截至 2月底，全

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 34.0亿千瓦，同比增长 14.5%。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 9.3

亿千瓦，同比增长 42.9%；风电装机容量 5.3亿千瓦，同比增长 17.6%。

1-2月份，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 505小时，比上年同期减少 61小时；全国

主要发电企业电源工程完成投资 753亿元，同比增长 0.2%；电网工程完成投资 436

亿元，同比增长 33.5%。

2、2月份，全社会用电量 743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8.6%。从分产业用电看，第一

产业用电量 9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0.2%；第二产业用电量 4624亿千瓦时，同比增

长 12.4%；第三产业用电量 142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9.7%；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1292

亿千瓦时，同比下降 4.2%。

1-2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 1556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3%，其中规模以上工业

发电量为 14921亿千瓦时。从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 208亿千瓦时，同比增

长 8.2%；第二产业用电量 963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0.9%；第三产业用电量 2980亿千

瓦时，同比增长 3.6%；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274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0.1%。

★中国政府网 3月 13日发布《关于 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与 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就能源领域的主要任务，报告提

到 2025年要大力提升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具体来看，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

系，加强能源产供储销体系建设。有序实施煤炭产能储备制度，持续增强煤炭生产供

应能力，强化煤炭兜底保障作用。

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支撑性调节性电源、跨省跨区输电通道和灵活互济

工程建设，持续提升西电东送输电能力，完善电网主网架。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

持续加大国内油气勘探开发力度，推动“七年行动计划”顺利完成，加快管网和储

电力运行

综合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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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基础设施建设。

完善战略性矿产资源探产供储销统筹和衔接体系。持续深化海外矿产资源开发合

作。

加强能源统筹调度，更好发挥中长期合同在能源保供中的“压舱石”作用，做好迎

峰度夏、迎峰度冬能源保供工作。

绿色低碳发展方面，加强煤炭绿色智能开发、清洁高效利用。统筹新能源开发与

消纳，有力有序推进集中式和分布式新能源健康发展，加快“沙戈荒”新能源基地建

设，有序开发建设海上风电基地，统筹就地消纳和外送通道建设。大力实施可再生能

源替代行动。推进煤电低碳化改造示范。进一步规范新型储能并网管理，持续完善调

度机制。

报告还表示，2024年全国能源资源安全基础持续巩固。配合出台能源法、修订矿

产资源法，公布《稀土管理条例》。稳步推进能源产供储销体系建设，一次能源生产总

量 49.8亿吨标准煤，其中，原油产量 2.13亿吨，天然气产量 2464.5亿立方米；全年发

电量 10.1万亿千瓦时。煤炭先进产能有序释放，全国统调电厂存煤保持在 2亿吨以

上。保障各类发电机组多发满发，加强电力需求侧管理。扎实做好重点时段能源保供

工作。持续加大国内油气勘探开发力度，加快建设管网和储气基础设施，“全国一张

网”更加完善。深入推进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加快构建大国储备体系。务实推

进能源国际合作。

根据国际能源署（IEA）发布的《全球能源回顾 2025》报告，2024年全球煤炭需

求增长显著放缓，需求增长约 6700万吨标准煤，增速仅为 1.1%，较近年来的强劲反弹

有所回落。尽管煤炭需求总量达到历史新高，但其在全球能源结构中的份额持续下

降，反映出能源转型的持续推进和清洁能源技术的加速部署。

自然资源部近日从三方面推动建立矿业权市场化交易长效机制。一是规范矿

业权出让条件设置。全面推进矿业权竞争性出让，严格控制协议出让，保障各类经营

主体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在矿业权出让中按照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政策规定，制定

矿业权出让方案、出让公告及相关文件。制定《不当干预矿业权竞争性出让交易行为

防范事项清单》，严禁违规设置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妨碍经营主体依法平等参与矿

业权竞争性出让、限制矿产品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等条件，以及其他妨碍矿业权市

场化交易的隐性壁垒。二是严格矿业权出让权限管理。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严格

按照规定权限做好矿业权出让工作，结合资源储量规模、经济社会价值及战略重要程

度，科学合理确定出让区块勘查开采矿种，严禁越权出让。三是加强矿业权出让交易

监测。

★中国电力 3月 20日发布 2024年业绩公告，并在 3月 21日召开业绩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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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公司全年实现收入 542.13亿元，同比增长 22.48%，其中清洁能源收入 322亿元，占

总收入 60%，同比提升了 9个百分点。实现权益持有者应占利润 38.62亿元，经营性净

利润创上市以来历史新高。合并装机容量达到 4939.1万千瓦，其中清洁能源占比

80.12%。

山西统计局发布数据，1-2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比上

年全年加快 6.4个百分点。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增长 8.8%，制造业增长 0.9%，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 5.1%。从煤与非煤看，煤炭工业增加值增长

8.2%，非煤工业增长 3.6%。从产品产量看，全省主要规上工业产品中，原煤、焦炭、生

铁、粗钢、钢材、氧化铝、光伏电池等产量较快增长。

山西 2025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确定 77座煤矿作为必查煤矿。近日，山

西省应急管理厅发布 2025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以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职责，提高安全生产执法效能。抽查检查任务方面提到，确定 2024年发生生产安全

事故的 77座煤矿作为必查煤矿，由 6个煤矿安全监管处共同完成。此外，还提到，年

内，在全省范围内随机抽取 2家煤层气抽采企业、11家洗（选）煤企业由煤矿通风处、

煤矿执法处分别完成。

近日，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山西局、省应急管理厅制定《关于进一步加强煤矿

班组安全建设的指导意见（试行）》，聚焦班组这个煤矿最基层的组织单元，夯基础、筑

底板、固根本，切实将安全生产责任和各项防范措施落实到作业现场的基层末梢，有

效防范遏制煤矿生产安全事故。

中国最大煤炭运输港再扩建 计划新增 4个 7万吨级煤炭装船泊位。此次扩

建工程，计划新增 4个 7万吨级煤炭装船泊位、18座 3万吨级筒仓群以及 2条运煤翻

车机卸车系统。建成投运后，黄骅港煤炭年运输能力将从 2.1亿吨提升到 2.6亿吨，煤

炭年储存能力将从 460万吨提升到 514万吨。

黄骅港是我国“西煤东运”“北煤南运”的主要枢纽港口，每年有超 2亿吨煤炭在这

里下水外运，占我国煤炭总下水量的 30%左右。据了解，黄骅港自 2001年底投产以来，

已完成超 30亿吨煤港下水量，为我国多地安全用电用能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大同—怀来—天津南 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开工。 近日，国家电网有限公

司大同—怀来—天津南 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开工。这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精神、深化政企合作、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助力天津河北山西三省市

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实践。

山西阳泉碳达峰实施方案：到 2030年火电装机降为 530万千瓦左右。近日，阳

泉市人民政府发布《阳泉市碳达峰实施方案》，方案指出，到 2025年，非化石能源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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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重达到 12%，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装机占比达到 37%、发电量占比达到 14%以上。到

203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18%，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装机占比达到 50%以上、发

电量占比达到 20%以上。

逐步提升煤电兜底保障能力。利用该市煤炭资源优势，不断推动煤电产业布局和

结构优化。积极推进阳光电厂二期等大容量、高参数、低能耗项目建设，提升煤电机组

清洁高效水平，降低污染物排放。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关于《建立煤电容

量电价机制的通知》要求，充分体现煤电对电力系统的支撑调节价值，更好保障电力

系统安全运行。到 2025年，火电装机稳定在 597.5万千瓦，发电量力争达到 251亿千

瓦时；到 2030年，火电装机降为 530万千瓦左右，发电量降至 230亿千瓦时。

全面提升煤电机组效率。在确保电力、热力安全衔接和稳定供应前提下，按照“上

大压小、产能置换、淘汰落后、先立后破”的工作部署，逐步淘汰关停老旧落后机组，置

换建设高参数、大容量、低能耗先进煤电机组，全面提升全市煤电装机清洁绿色水平。

到 2025年，力争全市平均供电煤耗下降至 300克标准煤 /千瓦时，到 2030年，全市平

均供电煤耗持续下降。

★国内首个煤化工碳五深加工项目建成投产。落地于榆林榆横工业园区的陕西探

微日新化工有限公司年产 5万吨碳五深加工项目目前已建成投产。这是国内第一个

对煤化工复产的混合产物进行深加工的项目，之前是在沿海等地用石化作为原料来

生产，现在企业立足于榆林的资源禀赋和优势产业建设的项目，历时 4年初步建成。

目前，已打通全部流程，产出产品全部合格，达到国标优级品。

★近日，山西焦煤焦炭国际交易中心“焦煤数字金融 3.0”在河钢、太钢、重钢等长

协企业顺利落地，使煤钢焦产业链的产融结合迈入数字化新阶段。

“焦煤数字金融 3.0”全面落地 煤钢焦产业链产融结合迈入数字化新阶段。 “焦

煤数字金融 3.0”是一款金融服务产品，通过“焦煤在线”将四流合一的数据、信息赋能

金融机构，依托前沿技术架构与创新服务体系，构建起一套高效、智能、安全的数字金

融解决方案。“焦煤数字金融 3.0”不仅为客户量身定制了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融资

产品，拓展了客户的融资渠道，还以全流程的数字化作业模式，在提升作业效率的基

础上，为山西焦煤销售业务回款提供了有力保障。同时，该服务模式为煤钢焦产业链

的协同发展树立了可复制、可推广的供应链数字金融服务标准范例，提升了煤钢焦产

业链供应链的竞争力与抗风险能力，为行业的稳健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目前，“焦煤数字金融 3.0”正吸引着越来越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关注与参与，河

钢、太钢、重钢等企业通过“焦煤数字金融 3.0”顺利完成支付 3.6亿元货款的全流程线

上作业，新余钢、山东钢等长协客户也在陆续开通使用“焦煤数字金融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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