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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要点：

 新疆煤炭资源丰富，开采潜力巨大

新疆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煤炭资源

接续区和战略储备区。2016 年

底，国家 发布《全国矿产资源规

划 2016-2020》，提出重点建设新

疆等 14 个煤炭基 地，并划定了 
162 个国家规划煤炭矿区。新疆

煤炭预测储量为  2.19  万亿 吨，

占全国预测资源总量的  39%。近

年来，新疆作为我国第 14 个现

代化 大型煤炭基地， 已逐步形成
吐哈、准噶尔、伊犁、库拜四大

煤田，是我国 煤炭生产力西移的

重要承接区和战略性储备区。

根据国家统计局以及自然资源部

数据计算 ，截至 2022 年，我国

四大主产 区中， 陕西、陕西、

内蒙古的的煤炭储量可开采年数

已均不足 40 年， 而 新疆则超过 
80 年。在晋陕蒙新煤炭重点开

发区域内，新疆优势明显，在 未
来有望成为我国煤炭资源的重要

储备区。

 我国煤炭供应收紧，疆煤战略地位有望
提升

随着近几年煤炭开发强度增加，

晋陕蒙地区保供压力骤增 。2023 
年， 山 西煤炭产量达  13. 57  亿
吨，在连续两年增产 1 亿吨以上

后，2023 年仅增 产 5000 万吨，

其开发潜力已大幅度降低，而陕

蒙两省经近三年产能核增 和产能

释放，部分煤矿出现不达产现象

，开发潜力同样有限 。从 2023 
年 主产地目标产量和实际产量对

比来看，主产地的保供情况不及

预期，晋陕 蒙中仅陕西完成当年

目标产量。2024 年以来，山西

由于高强度的安监政 策，产量出

现超预期的下滑，前  7  月产量

累计同比下滑  11.2%。后期来 
看，晋陕蒙煤炭产量的下滑或带

动全国煤炭供应收紧。

新疆作为晋陕蒙地区外的最大产

区，是未来增供主力。2024 年新
疆原煤  产量保持较快增长，1-7 

月 累计同比上升 14.7%，7 月同比上升 22.7%。近  年来，新疆产能增速较

山西、内蒙古、陕西等地区存在明显领先，有望补  充山西产能超预期下

滑带来的缺口。整体来看，新疆煤炭产业的发展蓝图  已经明确，且成效

明显。疆煤产量占比在近五年来呈现不断上升的态势， 在今年首次超过  
10%。随着政策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大型煤炭供应保障  基地的建设加快

，疆煤产能有望持续释放， 疆煤外运具备较强的保供潜  力，在我国能

源保供体系中的地位有望提升。

 供需缺口扩大&铁路运费阶段性下降，疆煤外运发展迅速

疆煤外运“一体两翼”格局逐渐成熟，疆煤外运量快速增加。根据乌鲁木 
齐铁路局资料显示新疆铁路原煤调出量从  2017  年的  994.7  万吨增加到 
2022 年的 5521.4 万吨，增长了 5.5 倍。据不完全统计，2022 年新疆原煤 
铁路和公路调出量超 8000 万吨。截至今年 7 月，新疆铁路疆煤外运量已 
经达 4384 万吨，同比增长 58.7%。

供需缺口扩大，疆煤外运需求增加。甘青、川渝、宁夏、华中等地都有较  
大的煤炭调入需求，疆煤外运主要满足这些地区及疆煤入海，对于煤炭主  
力消费区，新疆煤炭和晋陕蒙煤炭共同调入的局面正在形成。多省市（区） 
“十四五”期间能源规划主要方向为发展清洁能源以及对落后的煤矿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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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淘汰出清，而电力需求则逐年稳步上涨，煤炭供需缺口或有扩大，对疆 
煤需求有望进一步提升。

铁路运费阶段性下调，有望加速疆煤外运。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  
公司针对兰州局下浮 30%，该政策 4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生效，重点惠及  
甘肃、宁夏片区的“疆煤入宁”“疆煤入甘”下游用户。当铁路运费下降  时，

由于疆煤外运的里程较远，因此受政策调整的优惠力度较大。此次乌  铁

、兰铁两局制定的支持疆煤外运运价下浮政策，将有效降低综合运输成  
本，解决疆煤外运跨区域“卡脖子”瓶颈问题，有望加速疆煤外运发展。

 疆煤外运竞争力逐步形成

疆煤外运的经济竞争力和秦皇岛港动力煤价呈正相关， 对于特定地区来 
说，当秦皇岛港动力煤价上涨时，疆煤可能从不具经济竞争力变为具备经 
济竞争力。随着市场煤价上涨，疆煤经济性外运市场不再局限于甘青及川 
渝地区，2021 年煤炭价格处于高位波动以来，疆煤外运在甘肃、川渝、  
宁夏、华中地区都有明显优势， 竞争力优势基本覆盖到秦皇岛港。

综合来看，考虑到市场煤价回落风险，未来川渝地区有望成为疆煤外运的 
重要地区。对于秦皇岛港及沿海地区，疆煤外运竞争力较差，市场煤价须 
保持在千元每吨以上，疆煤才勉强与其他煤源成本持平，因此疆煤入海比 
较困难。

 投资建议

展望后期，供给端晋陕蒙地区保供压力加大， 全国煤炭产量或维持负增  
长，煤炭供应有望收紧；需求端火电用煤仍将维持较强韧性，同时“金九  
银十”推动下，非电需求四季度存在边际改善预期，煤炭供需格局有望趋  
紧。在此背景下，我们认为疆煤有望成为补充全国原煤产量下滑的重要力  
量，随着铁路设备不断完善，运力逐步增加，以及运费的阶段性下调，疆  
煤外运竞争力有望日益增强。建议关注在新疆煤矿资源禀赋优异的企业。 
维持行业“增持”评级。

 风险提示

铁路运费上涨风险。安全生产风险。产能释放风险。经济复苏不及预期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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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疆煤炭资源丰富，开采潜力巨大

1.1 我国煤炭资源呈现“北富南贫，西多东少” 的特点

我国的煤炭资源禀赋优异，但存在煤类储量和区域分布不均衡两个特点。 

首先，我国煤类齐全，从褐煤到无烟煤各个煤化阶段的煤都有赋存，但其中褐  

煤和低变质烟煤资源量占比较大，而优质无烟煤和炼焦用煤储量有限，特别是  

对于高品质煤炭资源，其储量相对稀缺。其次，我国煤炭资源分布不均衡，呈  

现“北富南贫，西多东少”的状况，北方煤炭资源主要集中在山西、内蒙古、  陕

西、河南、甘肃和宁夏等省份，其中山西、陕西、内蒙古煤炭资源最为丰富。   

新疆则是是中国煤炭远景储量最丰富的地区， 目前勘探程度较低。

根据自然资源部信息，截至 2022 年底，我国现有煤炭储量达到 2070.12 

亿吨。分地区统计，西部地区储量最高，达到 1365.32 亿吨， 占全国煤炭总储 

量的 66%，中部地区次之，储量和占比分别为 589.32 亿吨、28.5%，东部和东 

北地区储量较低合计煤炭储量仅占总储量的 5.6%。

图  1  我国不同区域煤炭储量分布情况

52.3亿吨, 2.47%

63.2亿吨, 3.07%

589.3亿吨, 
29.18%

1350.3亿吨, 
65.28%

 东北地区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资料来源： 自然资源部、《煤炭资源开发管理现状分析及对策建议》、湘财证券研究所

分省份统计，除港澳台地区以外，目前我国 36 个省级行政区中有 27 个  

保有煤炭资源， 其中煤炭已勘获储量最高的 5 个省(区)分别为山西、内蒙古、 

新疆、陕西、贵州，现有煤炭储量均达到 100 亿吨以上，5  省(区)合计煤炭储  

量达到 1664.45  亿 t，占全国已煤炭总储量的 80.4%。其中， 山西省储量最高，  

为  483.1 亿吨， 占全国储量的 23.3%；内蒙古自治区以 411.2 亿吨的储量位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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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占比 19.5%；排名第三位的是新疆，煤炭资源储量为 341.9 亿吨， 

占比  16.5%；排名第四位的是陕西省，储量为 310.6 亿吨，占比 14.9%；排

名第五  位的是贵州，储量 134.9 亿吨， 占比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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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我国不同省份煤炭储量分布情况

447.6亿吨, 
2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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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贵州

 其他省（区）

16.50%

资料来源： 自然资源部、《煤炭资源开发管理现状分析及对策建议》、湘财证券研究所

1.2 新疆为我国煤炭资源重要储备区，被列为 14 个国家重 

点建设的煤炭基地之 一

新疆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煤炭资源接续区和战略储备区 。2016 年底， 国家  

发布《全国矿产资源规划 2016-2020》，提出重点建设新疆等 14 个煤炭基地， 

并划定了 162 个国家规划煤炭矿区。新疆煤炭预测储量为  2.19  万亿吨，占全  

国预测资源总量的  39%，已探明煤炭储备量约  341.86  亿吨（截至 2022 年底）,  

占全国比重约  16.5% 。 近年来，新疆作为我国第 14 个现代化大型煤炭基地， 

已逐步形成吐哈、准噶尔、伊犁、库拜四大煤田，是我国煤炭生产力西移的重  

要承接区和战略性储备区。

图  3  我国 14 个国家重点建设的煤炭基地

310.6亿吨, 
14.90%

483.1亿吨, 
2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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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中国煤炭经济网、湘财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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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统计局以及自然资源部数据，通过计算 2022 年各省份已探明煤 

炭储备量及产量，可以简单推算各省份煤炭资源的可开采年数。我国四大主产 

区中， 陕西、陕西、内蒙古的的煤炭储量可开采年数已均不足 40 年， 而新疆 

则超过 80 年 ，新疆在未来有望成为我国煤炭资源的重要储备区。

表  1  各省份煤炭储量及开采情况（截至 2022 年底）

地区 煤炭储量（亿吨） 煤炭产量（万吨） 可开采年数（年）

全国 2070.12 419583.9 49.34

山西 483.1 130714.6 36.96

内蒙古 411.22 117409.6 35.02

新疆 341.86 41282.2 82.81

陕西 290.97 74604.5 39.00

贵州 137.3 12813.6 107.15

云南 67.13 6659.4 100.80

安徽 57.25 11176.9 51.22

宁夏 54.18 9355.4 57.91

河南 44.43 9772.8 45.46

甘肃 40.38 5351.8 75.45

黑龙江 36.68 6951.8 52.76

山东 32.85 8753.1 37.53

河北 24.22 4705.6 51.47

四川 10.78 2224 48.47

辽  宁 10.72 3158.1 33.94

青海 9.88 936.5 105.50

吉林 4.88 948 51.48

江苏 3.09 964.1 32.05

湖南 2.57 799.6 32.14

福建 1.92 443.2 43.32

江西 1.84 194.6 94.55

广西 1.51 291.7 5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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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0.97 / /

浙江 0.15 / /

湖北 0.13 72.8 17.86

西藏 0.11 / /

天津 0 / /

上海 0 / /

广东 0 / /

海南 0 / /

重庆 0 / /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 、 自然资源部 、湘财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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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新疆煤炭资源具备分布集中、开采难度小、种类齐全等  

多项优势

新疆煤炭资源总体上看具有储量丰富、分布相对集中、赋存范围广、主采 

煤层厚度大且煤层数目多、 开采难度小、煤质优良等特点。

新疆煤炭资源赋存丰富，埋深 2000 米以内的煤炭资源总量约为 2.19 万亿 

吨，约占全国煤炭预测资源总量的 39%，预测埋深 1000 m 以内煤炭资源量 1. 

36  万亿吨，位居全国第一。疆煤具备埋藏深度相对较浅的特点，在开发过程 

中受瓦斯突出、水害、冲击地压等影响程度较小，开采条件好、开采成本低， 

比较适合建设大型、特大型现代化安全高效矿井。

此外，新疆煤炭资源的赋存特点之一是煤层厚度大且煤层数目多。例如， 

在吐鲁番地区沙尔湖煤田勘查区钻探出的单层最大厚度达到 217.14 米，刷新 

了全国已勘探出的单煤层厚度纪录。此外，准东煤田作为我国最大的整装煤 

田，其单层煤层最厚可达 80 米，可采煤层平均厚度 43 米，煤层丰厚的地方 

每平方公里煤炭储量达 5000 万吨。煤层厚度大有助于显著提高开采效率和经 

济性，降低单位煤炭的开采成本。厚度较大的煤层意味着单层煤炭的储量更丰 

富，可以减少开采过程中的层间隔离，提高资源的回收率。同时，煤层数多为 

煤炭的分层次、分质量开发提供了可能， 实现煤炭资源的灵活利用。

煤炭资源分布相对集中，在北疆赋存较多，在准尔，吐哈和伊犁地区共赋  

存 92.7%的资源量；而南疆为零星分布，在阿克苏、喀什、克州和田四地州仅  

赋存 1.6%。煤炭资源相对集中带来多项优势：1）规模经济：资源集中可以形  

成规模经济， 降低单位煤炭的开采成本，提高生产效率；2）优化配置：便于  

对煤炭资源进行统一规划和优化配置，提高资源利用效率；3）基础设施共享：  

集中的煤炭资源可以共享基础设施，如运输系统、供电系统等，减少重复建设， 

降低运营成本；4）环境保护：资源集中有利于集中进行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  

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表  2  新疆的主要煤田及矿区分布

区域               煤田                 矿区

准格尔区 吐
哈
区

准东

准南

和什托洛盖 三塘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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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里坤
五彩

湾、

大井

、将
军庙

、西

黑山

、老

君庙

、北 
塔山

、咯

姆斯

特、

水溪

沟

四

棵
树

、

沙

湾

、

塔

西

河

、

呼
图

壁

白
杨

河

、

硫 
磺

沟

、
乌

鲁

木
齐

、

后

峡

、

阜

康

、

艾维尔沟

铁喇、塔城白杨河、沙吉海

三塘湖、淖毛湖 
巴里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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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犁区

南疆区

吐哈

伊犁 
库拜 
喀什 
巴州 
和田

三道岭、大南湖、沙尔湖、艾丁湖、克尔碱、 
黑山、七泉湖、七克台、库米什、野马泉

伊宁、尼勒克、昭苏

拜城、阿艾、俄霍布拉克 
喀拉吐孜

塔什店、阳霞 
布雅

资料来源：《新疆主要煤田关键煤质特征及利用途径分析研究》、湘财证券研究所

新疆的煤炭种类多样，包括长焰煤、不粘煤、弱粘煤等，这些煤种是优质 

的动力煤和化工原料煤。其中低变质烟煤占比较高，主要分布在准噶尔吐哈和 

伊犁地区平原地带，主要为长焰煤、不粘煤，资源总量占比 80.9%；其次是炼 

焦用煤，主要分布在天山北坡的准南煤田和南坡的库拜煤田，主要为气肥煤和 

焦煤， 占比 19.0%；另外还有部分贫煤无烟煤、褐煤，但储量较少。在北疆的 

淖毛湖、三塘湖、黑山、克布尔碱等矿区赋存了全国少有的富油煤，含油率在 

10%以上，是优良的化工用煤。

图  4  新疆自治区煤炭资源分布

资料来源：《新疆煤炭资源分布特征与勘查开发布局研究》、湘财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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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24 年我国煤炭供应收紧，疆煤战略地位有望提升

2.1 主产区开发潜力有限 ，保供存在压力

随着近几年煤炭开发强度增加，开发重心向晋陕蒙新地区集中特征加剧。 

2023 年 ，山西煤炭产量达  13. 57  亿吨，在连续两年增产 1 亿吨以上后，2023  

年仅增产 5000 万吨，其开发潜力已大幅度降低 ，而陕蒙两省经近三年产能核  

增和产能释放，部分煤矿出现不达产现象，开发潜力 同样有限。根据各省 2023  

年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2023 年山西省煤炭目标产量  

为 13. 65 亿吨， 内蒙古 12.5 亿吨，陕西省 7.5 亿吨。主产地中仅陕西完成目  

标产量，超额完成 0.11 亿吨，山西和内蒙古则距离目标产量仍有 0.08 和 0.39  

亿吨缺口，主产地的保供情况不及预期。整体来看，我国煤炭资源东部开发历  

史长，资源面临枯竭；中部和东北部开发强度大，接续资源多在深部，潜力不  

大；西部由于资源丰富，开发潜力大，有望成为生产重心，后期能源保供压力  

将逐渐西移。

表 3  各省 2023 年煤炭产量完成情况

目标产量（亿 
吨）

2023 年产量

（亿吨）

完成情况 来源

山西 13.65                    13.57                   未完成 《2023 年山西省政府工作报告》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下达 2023

内蒙古 12.5                     12.11                  未完成 年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通 
知》

陕西 7.5                      7.61                     完成

注重提高煤炭供给保障能力，加快推进疆煤外

《2023 年陕西省政府工作报告》

新疆 运北、中、南通道扩能改造，力争疆煤外运 
8800 万吨。

《关于印发 2023 年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计划及主要指标的通知》

资料来源：Wind、湘财证券研究所

2.2 2024 年全国煤炭负增长， 山西产量超预期下滑

2024 年 1-7 月全国原煤产量 265693 万吨，同比下降 0.8%，降幅较前 6  月 

收窄 0.9  个百分点；7  月全国原煤产量全国原煤产量  39037  万吨，同比增长 

2.8%，增幅较上月收窄 0.8 个百分点。环比下降 3.7%。从单月来看，7 月原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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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增幅放缓说明安监对于产能恢复的压制仍然存在。展望后期，原煤

产量在 迎峰度夏期间补库需求推动以及山西全年产量目标压力的综合影响

下有望持 续恢复，但在强安监常态化的作用下预计恢复有限，我们认为后期

产量虽有放 量但增幅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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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原煤当月产量及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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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湘财证券研究所

图  6  原煤累计产量及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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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湘财证券研究所

从主产地的生产情况来看，在经历了三年的“增产保供”后，安全生产和 
超产问题严重，2024 年以来政策导向发生转变，政策重心逐步偏向保安全和 
限制超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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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24 年主要涉及煤炭行业政策

来源 文件名 具体内容

1 月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 
局

《关于防范遏制矿山领 
域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

的硬措施》

《措施》要求强化矿山安全，要求企业负责人履 
行责任，严格监管，依法追究违规行为。

1 月 国务院 《煤矿安全生产条例》 《条例》旨在加强煤矿安全生产，防止事故，保  
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主要内容包括：坚持党的  
领导和安全第一原则，强化风险隐患源头治理，  
夯实煤矿企业主体责任，严格落实监管监察责任， 
并加大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

2 月 应急管理部、 国家 
矿山安全监察局

关于贯彻落实《煤矿安 
全生产条例》的通知

通知为做好宣传贯彻工作，确保《条例》得到更 
好实施，为煤矿安全生产工作提供强有力法治保 
障。

2 月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

《中央企业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办法》

《办法》包括总则、安全生产工作责任、安全生 
产工作基本要求、安全生产工作报告制度、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与奖惩、附则。

2 月 省应急管理厅、国

家矿山安监局山西

局、省能源局

《关于开展煤矿“三   
超”和隐蔽工作面专项

整治的通知》

《通知》明确，专项整治范围包括所有正常生产  
建设煤矿、具备生产条件的停工停产煤矿。整治  
重点内容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超能力下达生产经营指标、煤矿超能力生产、 
采掘接续紧张、超水平超头面组织生产、系统不  
完善组织生产、超定员组织生产、布置隐蔽工作  
面等八方面情况。

4 月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

《关于建立煤炭产能储 
备制度的实施意见》

《意见》提出主动适应煤炭供需形势变化，形成 
稳定的产能储备支持政策预期，积极引导具备条 
件的企业建设煤炭储备产能。

4 月 自然资源部等七部 
门

《关于进一步加强绿色 
矿山建设的通知》

《通知》明确，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新发展 
阶段对绿色矿山建设提出了新要求，将绿色矿山 
建设定位转为全面推进，要求各地立足矿业发展 
实际，通过合同管理，分类施策，有序全面推进 
新建矿山、生产矿山开展绿色矿山创建。

4 月 国家矿山安监局等 
七部门

《关于深入推进矿山智 
能化建设促进矿山安全

发展的指导意见》

《意见》提出，要加强整体规划，加快形成科学 
完备的矿山智能化建设架构和技术体系；要结合 
矿山智能化发展水平和行业发展实际，完善与之 
相适应的矿山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

5 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2024—2025 年节能降 
碳行动方案》

《行动方案》要求，在持续推动能效提升、排放 
降低的同时，着力保障高质量发展用能需求，尽 
最大努力完成“十四五”节能降碳约束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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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山西省办公厅 《山西省煤矿复工复产 
验收管理办法》

《办法》强调 ，对后期山西地区煤矿复工复建工 
作“验收从严”。

7 月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

《煤电低碳化改造建设 
行动方案（2024—2027

年）》

《行动方案》要求， 综合国内国际成熟技术方案， 
提出生物质掺烧、绿氨掺烧、碳捕集利用与封存  
等 3 种煤电低碳发电技术路线，并对煤电低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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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建设的项目布局、机组条件、降碳效果等作 
出具体要求。

7 月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 《关于加强汛期矿山安 《通知》强调，矿山企业须高度重视防汛安全工

局 全防范工作的通知》 作，认真开展矿山汛期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严 
格落实“叫应”“回应”“响应”机制，全面提升 矿山防

汛应急能力。

8 月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 《能源重点领域大规模 《方案》提出， 坚持市场为主、统筹联动，坚持

公厅、国家能源局 设备更新实施方案》 先立后破、稳步推进，坚持鼓励先进、淘汰落后，

综合司 坚持标准引领、有序提升。到 2027 年，能源重点 
领域设备投资规模较 2023  年增长 25%以上，重 
点推动实施煤电机组节能改造、供热改造和灵活 
性改造“三改联动”，输配电、风电、光伏、水电 
等领域实现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

资料来源：各政府网站、Wind、湘财证券研究所

主产区中山西受到政策影响较大，产量出现超预期下滑 。2024 年 1 月接  

连出台《关于防范遏制矿山领域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的硬措施》和《煤矿安全  

生产条例》等关于安全生产以及对于超产限制的指导性文件， 随后在 2  月初  

山西省出台《关于开展煤矿“三超”和隐蔽工作面专项整治的通知》，文件规  

定煤矿全年原煤产量不得超过核定（设计）生产能力幅度的  10% 。从山西省  

煤炭产量看，2023 年山西省煤炭产量 13.75 亿吨， 而根据 Mysteel 数据显示， 

山西省煤炭产能总量为 12.1 亿吨，2023 年超产量约为 13.6% 。 因此主产区中  

山西受到政策冲击最大，安监趋严叠加超产限制对于供给侧压制的效果显现。

     山西省产量超预期下滑，政策压制复建复产进度。2024 年 1-7 月山 

西累计生产原煤 70038.5 万吨， 同比下滑 11.2%；7 月山西生产原煤 

11199.2 万吨，同比下滑 0.1%。回顾历史数据，山西省原煤产量稳居 

首位，且产量占比保持稳定。2021 年-2023 年山西省原煤产量分别占 

全国原煤产量的 29.31%、29.07%和 29.12%，而 2024 年产量在安监 

政策以及“三超”和隐蔽工作面专项整治活动影响下，占比大减来到 

25.5%，2024 年前 7 月 已被内蒙古超越。今年以来，山西地区在全省 
范围的煤矿“三超”和隐蔽工作面专项整治等安监政策影响下，其中 

前 4 个月 的月均产量不足 1 亿万吨，为山西地区自 2021 年 8  月以来 

首次出现。而 5 月后产量重回 1 亿吨以上主要有两个原因：（1）《2024 

年山西省煤炭稳产稳供工作方案》中要求，在确保安全生产前提下， 

2024 年全省煤炭产量稳定在 13 亿吨左右，按前 4 个月的月均产量 

来推算全年产量仅为 11.1 亿吨， 离全年目标产量仍有较大差距，山 

西省后续煤矿复产复建存在压力。（2）在  6  月初山西省政府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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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出台《山西省煤矿复工复产验收管理办法》，《办法》强调“验收 从严”

，预计对后期山西地区煤矿复工复建产生一定压制，产能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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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度或受到一定压制。

图  7  山西原煤累计产量及同比

资料来源：Wind、湘财证券研究所

     内蒙古累计产量同比增长，但缺乏持续性。2024 年 1-7 月 内蒙古累 

计生产原煤 73806 万吨，同比上升 4.2%；7 月 内蒙古生产原煤 10395.9 

万吨， 同比上升 6.7%，增幅较 6 月收窄 3pct 。 内蒙古煤炭产量受强 

安监政策压制影响的程度比山西弱， 整体仍呈现小幅上涨。但后期 

来看，在环保政策陆续出台叠加安监趋严的影响下， 产量增长的持 

续性有限。

图  10   内蒙古原煤当月产量及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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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湘财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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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内蒙古原煤累计产量及同比

图  8  山西原煤当月产量及同比

资料来源：Wind、湘财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湘财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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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产量平稳，单月出现下滑 。2024 年 1-7 月 陕西累计生产原煤 

43938.4 万吨，同比上升 2.0%；7 月 陕西生产原煤 6385.9 万吨，同比 

下滑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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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陕西原煤当月产量及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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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湘财证券研究所

展望后期，在主产区产量存在下滑预期的背景下，我们认为全国煤炭产量  

将维持负增长。“三西”作为传统主产地，原煤产量同比降幅虽有收窄，但依  

旧远大于全国同比降幅，占比下滑的趋势不变。持续受到关注的山西地区，1-  

7  月份原煤累计产量虽然有所收窄，但同比仍然呈降势，且降幅较大。此外， 

内蒙古 7  月份环比减量明显，或因受环保和安检依旧持续 ，影响当地煤矿生  

产，后期产量同样存在下滑的预期 。而陕西方面， 自 5 月以来，当月同比增速  

持续下滑，目前已经为负，后期产能增长的持续性存疑。在主产地产量受限的  

影响下，全国原煤产量将维持负增长，供给端持续偏紧的状态难改，新疆增产  

保供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

2.3 新疆煤炭维持较快增长，且存在大规模增产可能

新疆作为“三西”地区外的最大产区，是未来增供主力。2024 年新疆原  

煤产量保持较快增长，1-7 月新疆累计生产原煤 28039.5 万吨，同比上升 14.7%； 

7 月新疆生产原煤 4031.1 万吨，同比上升22.7%。近年来，新疆在煤炭产能方  

面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与山西、内蒙古、陕西等传统煤炭大省相比，其产  

能增速明显领先。山西等地区由于长期高强度的煤炭开采，面临着资源逐渐枯  

竭、环保压力增大等问题，产能超预期下滑的风险增加。而新疆在政策支持下， 

图  11   陕西原煤累计产量及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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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湘财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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