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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截止到 10月份，今年全国焦炭总产量 3.58亿吨，比去年同期

增加 13.38%。根据前 10个月同比增长的平均百分比来测算，今年

全年我国焦炭产量有望达到 4.25 亿吨，这也将是历史上首次突破

4亿吨大关。 

截止到今年 10月份，全国粗钢累计产量达到了 5.81亿吨，同

比增长 11%；全国生铁累计产量达到了 5.36亿吨，同比增长 10.52%。 

2012 年保障房建设进入了高峰期。根据测算，2012 年保障房

的整体建设规模将达到 1300 万套。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完全可以对

冲商品房投资的下滑，将拉动对钢材的需求，进而提振焦炭的需求。 

焦化行业的重组将继续推进，这将提高焦企的整体竞争力。目

前独立焦企与钢铁企业的议价能力较低，在产业链中处于弱势地

位。通过行业内的兼并重组将提高焦化企业在产业链中的竞争力。 

产能过剩将继续困扰焦化行业。根据测算，今年全年我国焦炭

产量有望达到 4.25亿吨，以目前的产能利用率预估，2011年末我

国焦炭的产能已经达到 5.6亿吨，产能过剩超过 1亿吨。 

2012 年焦炭价格将维持震荡格局，运行区间为 2000-2500。根

据国际国内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及其本身季节性的变化，我们预测

焦炭价格 2012 年的走势为：一季度冲高回落；第二和三季度将震

荡偏弱；四季度有望触底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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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2011年 1-10月份焦炭行业运行情况 

一、焦炭产量有望再创新高 

截止到 10月份，今年全国焦炭总产量 3.58亿吨，比去年同期增加 13.38%。根据前 10个月同比增长的平均

百分比来测算，今年全年我国焦炭产量有望达到 4.25亿吨，这也将是历史上首次突破 4亿吨大关。 

分地区来看，10 月份累计产量超过 1000 万吨的有 11 个省份，占全国总产量的 80.4%，排在前三位的是传

统的焦炭大省：山西，河北和山东。 

图 1-1. 焦炭年度产量及同比 图 1-2. 1-10 月份焦炭产量超过 1000 万吨的省份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数据来源： wind 资讯 

二、焦炭需求量继续增加 

我国焦炭的主要消费行业是冶金行业，高炉炼铁、铸造、铁合金是焦炭在冶金业中的主要消费领域，其中

高炉炼铁为我国焦炭最重要的消费领域。目前国内高炉炼铁约占我国焦炭消费总量的 70%左右，生铁及粗钢的生

产成为影响我国焦炭消费最重要的因素。 

图 1-3. 历年焦炭消费量 图 1-4. 历年粗钢及生铁产量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2004年钢铁行业消费焦炭 1.5亿吨，占全国焦炭消费总量的 79%。直到 2007年，我国生铁和铁合金的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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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保持两位数的增长速度，这也直接带动了对焦炭的需求增长。2008 年，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焦炭消费

量较 2007年减少。2009年，焦炭的消费量又以较快的速度增加。2010年，我国焦炭表观消费量约 3.843亿吨，

同比增加约 2962万吨，增长 8.35%，是我国焦炭消费历史上消费最多的一年。  

截止到今年 10 月份，全国粗钢累计产量达到了 5.81 亿吨，同比增长 11%；全国生铁累计产量达到了 5.36

亿吨，同比增长 10.52%。 

三、出口继续缓慢回升 

近几年我国焦炭出口大致经历了快速增长—平稳回落—出口低迷—恢复性回升等几个阶段，主要和国际宏

观经济环境及我国对焦炭出口政策的调整有关。 

我国焦炭出口从 20世纪 90年代初的 200-300万吨/年增至 90年代末的 1000-1100万吨/年；到了 2000年，

我国焦炭总出口量增至 1520万吨，成为全球第一焦炭出口大国；2001年以后，焦炭出口量有所减少，但仍达到

1384万吨；2004年回升至 1501万吨，到 2005年又回落至 1276万吨。2008年以前，我国焦炭出口量均在 1400

万吨/年左右，我国焦炭出口在世界焦炭出口贸易格局中举足轻重。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及从 2008 年 8 月

起我国焦炭出口关税调整为 40%的影响，导致 2009 年焦炭出口大幅下降至 54 万吨；2010 年出口恢复至 335 万

吨，约占国内总产量的 0.86%。 

截止到今年 10月份，我国累计出口焦炭 311万吨，较去年同期增加 46万吨，增幅为 17.7%。下图中的 2011

年的数据是截止到 10月份的累计出口量。 

图 1-5. 历年焦炭出口量 图 1-6. 焦炭出口价格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四、炼焦煤价格处于高位 

焦煤作为焦炭的上游原材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焦炭的价格、产量和供应量。我国炼焦煤的储量并不丰

富，占全国煤炭保有储量的比重不大，而且品种很不均衡、地区分布差异巨大。从分牌号的炼焦煤产量来看，

我国炼焦煤资源以气煤和 1/3焦煤产量最多，分别占全国炼焦煤产量的 25.86％和 21.28％，主焦煤和肥煤的产

量占比约为 28％左右。而在配煤炼焦中，强粘结性的主焦煤和肥煤一般应占 50-60％，我国主焦煤和肥煤的总

产率偏低，即我国炼焦工业所需的强粘结性煤至少短缺 50%左右。 

我国炼焦煤进口数量逐年增加，2000年我国炼焦煤进口量为 33.9万吨，到 2010年焦煤进口量已达 4727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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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增长了约 138%，目前澳大利亚、蒙古、俄罗斯及印度尼西亚是我国主要焦煤进口国。 

伴随着中国对于炼焦煤的大量需求，炼焦煤价格水涨船高。国内焦煤价格自年初以来价格稳步上涨，导致

焦企的生产成本进一步的提高，国外进口的焦煤价格也处于高位运行。国内部分重大企业炼焦烟煤出厂价近几

年大幅上涨，从图中可以看出，9月份以来又呈现出明显上涨的趋势。炼焦用煤：气煤﹑肥煤﹑焦煤﹑瘦煤的全

国平均价也是逐步上涨的态势。 

今年以来，我国每月从澳大利亚进口优质主焦煤的数量和往年同期相比有所下降，但价格仍然处于高位运

行。 

图 1-7. 国内部分重点企业炼焦烟煤出厂价 图 1-8. 各主要炼焦煤种全国平均价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图 1-9. 澳大利亚优质主焦煤进口数量及价格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五、产能过剩未有改观 

近年来，我国消费结构的升级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带动焦炭行业快速发展，国内焦炭产能迅猛

扩张。产能的盲目扩张使我国焦炭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多数焦化企业陷入经营窘境。 

从数据方面来看，2004 年年底我国焦炭产能为 2.5 亿吨，2004 年我国焦炭产量为 1.75 亿吨，当年焦炭产

能就已过剩 0.75亿吨；到了 2009年年底，国内焦炭产能约 4.2亿吨，产量为 3.45亿吨，而焦炭实际消费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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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亿吨，产能过剩 1.2 亿吨，产能利用率约 71%。当年焦炭库存高达 0.45 亿吨，以 2009 年每月平均产量 0.29

亿吨计算，库存量比全国 1 个半月的焦炭产量还多。我国焦炭供给存在结构性特点，即钢铁企业自产焦炭供不

应求，独立焦化企业产焦是供大于求，但全国总量产能供大于求的局面暂时无法改变。 

近几年，国家政策鼓励钢厂自建焦化配套产能，一大批干熄焦炉陆续投产，焦化产能大幅增加。其中，鞍

本钢铁集团（2010年焦炭实际产量 1388万吨）、宝钢集团（2010年焦炭实际产量 1301万吨）、首钢集团（2010

年焦炭实际产量 888万吨）、 河北钢铁集团（2010年焦炭实际产量 811万吨）等焦炭产能逐年递增。 

2000 年以来，我国每年新增产能呈现出一定的周期性：2001-2004 年新增产能逐年增加；2004 达到历史峰

值后，一直到 2008年新增产能又逐年减少；2009年开始新增差能又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 

根据测算，今年全年我国焦炭产量有望达到 4.25亿吨，以目前的产能利用率预估，2011年末我国焦炭的产

能已经达到 5.6亿吨，产能过剩超过 1亿吨。 

图 1-10. 焦炭每年新增产能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第二部分  2012 年可能影响焦炭价格的因素 

一、我国宏观经济形势 

由于我国焦炭的出口量仅占我国焦炭总产量的 1%左右，所以影响焦炭供求的主要是我国的宏观经济形势。

下面就仅将我国的宏观经济形势作简要的分析。 

明年我国经济总体的形势可以表述为：经济增长将继续放缓，通胀水平也将继续回落。我国经济景气指数

继续下行：先行指数已经接近 100（100为分水岭，高于 100说明经济在扩张；低于 100说明经济在收缩），10

月份的先行指数为 100.4，是 09年 4月份以来的最低水平。 

我国经济增速的回落，一部分是由于外需的下降所导致的出口的锐减，更主要是的我国政府的主动调控的

结果。今年以来，为了稳定物价，控制通胀水平，央行 6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和 3次加息，广义货币 M2供应量

增速从 1月份 17.2%回落到 10月份 12.9%；经济增速从一季度的 9.7%回落到三季度的 9.1%，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增速从前两个月的 14.1%回落到 10月份的 13.2%。 

如果明年一季度我国经济增速下降幅度较大的话，不排除我国政府再次出台规模较大的财政刺激政策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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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性，届时对钢材的旺盛需求也将提振对焦炭的需求。 

总体来看，对我国明年宏观经济的判断是：上半年经济增速将持续回落，下半年在政策刺激的影响下经济

增速有望反弹。 

图 2-1. 我国 GDP 当季同比 图 2-2. 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当月同比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图 2-3. CPI 当月同比 图 2-4. 宏观经济景气指数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二、行业重组： 

（一） 钢铁行业重组： 

上世纪 90年代以来，欧洲、美国、日本、韩国等主要钢铁生产国家的兼并重组盛行，钢铁产业集中度明显

提高。 

欧洲钢铁业通过一系列联合重组，欧洲钢铁企业产业集中度显著提高。2007年，欧盟四大钢铁公司的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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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为 15942万吨，相当于欧盟 15国总产量的 90.73%，而 1999年欧盟前 4家钢铁企业产量所占比重为 54.29%，

2007 年比 1999 年提高了 36.44 个百分点。2007 年美国最大的四家钢铁公司产量合计占美国总产量的 52.90%，

比 1999年的 37.9%提高了 15个百分点。2007年，日本最大的四家钢铁公司合计产量为 8987万吨，占日本总产

量的 74.77%，比 1999 年的 58.75%提高了 16.02 个百分点。韩国钢铁产业集中度一直比较高。2007 年，韩国最

大的三家钢铁公司钢产量合计为 4568 万吨，占韩国总产量的 88.93%，比 1999 年的 79.16%提高了 9.77 个百分

点。 

2005 年以来，在国家相继出台一系列政策引导、外部竞争环境加剧等因素驱动下，我国钢铁业联合重组步

伐加快进行。经过近几年的联合重组和规模扩张，我国钢铁业的集中度得到大幅提升：年产 500 万吨以上钢铁

企业的数量和粗钢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比重从 2001 年的 4 家、28.4%升至 2009 年的 28 家、66.6%；年产 1000

万吨以上钢铁企业的数量和粗钢产量比重从 2001 年的 1 家、12.6%升至 2009 年的 11 家、45.3%；年产 2000 万

吨以上钢铁企业的数量和粗钢产量比重从 2004年的 1家、7.6%升至 2009年的 6家、32.8%。  

虽然近几年我国钢铁行业的集中度得到大幅提升，但和欧美等发达国家钢铁产业的集中度相比，集中度仍

然比较低。工信部 2011 年 11 月 7 日正式印发了《钢铁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规划中指出：重点支持优

势大型钢铁企业开展跨地区、跨所有制兼并重组。充分发挥宝钢、鞍钢、武钢、首钢等大型钢铁企业集团的带

动作用，形成 3—5家具有核心竞争力和较强国际影响的企业集团。重点推进完善鞍钢与攀钢、本钢、三钢等企

业，宝钢与广东钢铁企业，武钢与云南、广西钢铁企业，首钢与吉林、贵州、山西等地钢铁企业兼并重组。积

极支持区域优势钢铁企业兼并重组，大幅减少钢铁企业数量，促进区域钢铁企业加快产业升级，不断提升发展

水平，形成 6—7家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企业集团。 

钢铁企业的兼并重组有力于钢铁行业的健康发展，但对独立焦化企业而言，其生存空间更狭小，生存压力

也更大。钢铁企业联合重组后，资金和技术实力增强，必然通过高炉大型化、加大节能减排投入等方式降低入

炉焦比。按照 2009年我国生铁产量 5.44亿吨，入炉焦比每降低 1千克，相当于减少焦炭需求 56万吨左右。 

此外，钢铁企业通过加快配套焦炉建设，参股或控股焦化企业以求建立稳定的供应渠道，相对减少了对商

品焦需求，鞍本集团、宝钢集团、武钢集团等公司已基本实现了焦炭自给。2009 年，钢铁及钢铁控股企业焦炭

产量占全国焦炭总产量 38%左右，较 2006年约提高 5个百分点；钢铁企业自给率达到 45%左右，较 2006年提高

4个百分点。 

表 2-1：2001 年-2009 年粗钢产量 500 万吨以上企业数量和集中度 

数据来源： 国际钢铁协会 

 500 万吨以上 1000 万吨以上 2000 万吨以上 

年份 企业数量 集中度 企业数量 集中度 企业数量 集中度 

2001 4 28.4% 1 12.6% 0 0% 

2002 8 36.9% 2 16.2% 0 0% 

2003 12 40.8% 2 13.5% 0 0% 

2004 16 49.1% 4 20.2% 1 7.6% 

2005 19 51.5% 8 29.8% 1 6.4% 

2006 20 51.2% 7 35.6% 2 11.6% 

2007 21 52.2% 10 36.4% 4 22.9% 

2008 22 58.7% 9 40.6% 5 28.3% 

2009 28 66.6% 11 45.3% 6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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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钢铁行业和煤炭行业重组步伐的加快，产能过于分散的焦化企业承受的来自上下游的压力日

益增加，焦化企业处于微利或亏损状态，生存较为困难。2009 年 1 月至 11 月，我国煤炭行业实现利润 1827 亿

元，同比下降 9.4%；钢铁行业实现利润 1433 亿元，同比下降 42.6%；而炼焦行业仅实现利润 90.5 亿元，同比

大幅下降 61%。由于产能过于分散，焦化企业开展的煤焦油深加工业务规模较小，产品种类较少。 

（二）焦化行业重组： 

根据《山西省焦化行业兼并重组指导意见》，山西焦化行业从“以焦为主”向“焦化并举、上下联产”转

变迈进。 

通过兼并重组，到 2011年底独立焦化企业保留 150户左右，到 2015年底独立焦化企业保留 60户左右。到

2011年底独立焦化企业户均产能 90万吨以上，到 2015年底独立焦化企业户均产能 200万吨以上，形成 1000万

吨级特大型企业 2 户左右，500 万吨级特大型企业 5 户左右，200 万吨级大型企业 10 户左右。以保护产能为基

准，到 2011年底淘汰落后产能 2000万吨，2012至 2015年淘汰落后产能 4000万吨。 

此外，为形成“以化为主”的格局，到 2015年，在煤焦油深加工、粗苯深加工及焦炉煤气化工合成三个方

面形成规模优势。到 2015年底，年产 60万吨以上甲醇合成稀烃项目建成投产，苯、酚、萘、蒽、轻油、洗油、

沥青等系列产品及延伸产品形成产业体系。 

焦化产业是山西省的支柱产业之一，产量占全国的近四分之一。截至 2010年底，全省共有焦化企业 223户，

总产能 16303万吨，2010年，山西省焦炭产量为 8476万吨。 

山西省作为全国率先提出焦化行业重组兼并的省份，为其他产焦大省在焦化行业重组方面做出了示范。2009

年 3月，山东焦化企业集团以山东焦化集团有限公司为母公司，联合全省 45家焦化企业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

以松散型方式自愿组成，年生产能力达 3000万吨，销售收入达 600亿元，成为我国焦化行业名副其实的“联合

舰队”。山东焦化企业集团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产能最大的焦化企业联合体。集团进行集中采购、集中销售，

为焦化行业在原材料采购和市场销售方面初步确定了市场地位。  

在钢铁行业重组兼并，做大做强的同时，独立焦化企业也通过重组壮大自己的规模，提高和钢铁企业的议

价能力。近年来，我国焦化行业集中度虽然有所提高，但相对钢铁工业仍有较大差距，特别是年产焦炭 1000万

吨以上的企业屈指可数，占全国焦炭产量比重仅 10.1%。 

表 2-2：2001 年-2009 年焦炭产量 300 万吨以上企业（集团）数量和集中度 

数据来源：中国炼焦行业协会 

  300 万吨以上 500 万吨以上 1000 万吨以上 

年份 企业数量 集中度 企业数量 集中度 企业数量 集中度 

2001 2 6.5% 0 0% 0 0% 

2002 3 8.1% 0 0% 0 0% 

2003 4 9.9% 1 2.6% 0 0% 

2004 4 8.1% 1 2.5% 0 0% 

2005 5 8.4% 2 4.1% 0 0% 

2006 9 13.0% 2 4.2% 0 0% 

2007 15 19.5% 3 6.6% 1 3.0% 

2008 14 23.3% 6 15.0% 1 3.5% 

2009 16 27.8% 7 17.6% 3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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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障房建设提振焦炭需求 

我国政府提出的保障房建设规划为：“十二五”期间共建设 3600万套保障房，建设的进度安排分别为 2011

年和 2012年分别投建 1000万套，此后三年共投建 1600万套，使保障性住房的覆盖率达到 20%。 

保障性住房建设消耗的钢材主要有螺纹、线材、圆钢等建筑钢材。据统计一般高层建筑每平方米用钢 80公

斤左右；多层建筑每平方米用钢 50-60公斤；6-8层的小高层住宅每平方米的耗钢在 58-65公斤之间。我们如果

统一用每平米用钢量在 60公斤左右，每套面积按 50-60平方米来粗略测算，1000万套保障性住房能够带动建筑

用钢需求能达 3000万—3600万吨，3600万套保障房总用钢量在 10800万吨-12960万吨左右。 

2009年保障性住房完成率 58.82%，2010年完成率 63.79%，截止至 2011年 7月，保障性住房开工率达 72%，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住建部相关人员指出，今年 10 月底前，要有 1/3 的项目做到主体基本完工，1/3 的项目进入

地上施工阶段，1/3项目进入基础施工阶段。 

据有关机构统计，1000万套保障房需要 1.37万亿元，“十二五”期间共建设 3600万套保障房，那么这 3600

万套的保障房总共需要投入 4.9万亿，比 2008年的 4万亿还要多。2011年在建保障房为 1220万套，其中 2010

年未完工的 220 万已经在 2011 年上半年逐步竣工，2011 年新开工的 1000 万套将在年底完工 70%左右。按此进

度，2012年保障房的整体建设规模将达到 1300万套。 

表 2-3：2009-2011 年保障性住房计划与完成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钢铁联合网   

我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累计同比从年初的高位开始下滑，但还处于 30%上方；商品房的施工面积和新开

工面积累计同比都下降，而竣工面积仍然处于上升状态，说明目前商品房建设的新开工增速在下滑；商品房的

销售面积和销售金额累计同比在低位徘徊，从目前一线城市商品房的价量齐跌可见一斑；房地产开发投资来源

同比增速都在下降，特别是国内贷款已经降至 0附近，也说明了国家对楼市的调控的决心没有改变。 

随着我国保障性住房的推进，在国家楼市调控政策下的影响下，我国商品房投资大幅下降。保障性住房投

资的增加能否对冲商品房投资的下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对 2011年的保障房做了深

入的分析，其进行的压力测试结果显示： 

（1）即使 1.25 万亿投资中完成 65%，即 8000 亿左右，那么经济增长能够承受的商品住宅投资下滑幅度为

20%：一线城市下滑 80%，二线城市下滑 40%； 

（2）如果 1.25万亿能够全部完成，那么经济增长能够承受的商品住宅投资下滑幅度超过 30%：五大一线城

市投资全部消失，30个大中城市下滑超过 60%； 

（3）合理的测试假设下，即商品住宅投资同比增长 10%、商业地产投资维持 2010年增速、保障房投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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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60%，那么 2011年的房地产投资同比增速仍可维持在 30%左右。 

图 2-5. 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累计同比 图 2-6. 商品房开发情况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图 2-7.商品房销售情况 图 2-8. 房地产开发投资来源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四、焦煤的保护性开发将提高炼焦成本 

2011 年焦煤资源税的调高及“十二五”期间对焦煤的保护行性开发都将进一步提高焦煤的价格，同时也会

传导到炼焦行业，提高焦炭的生产成本。 

10 月 10 日公布的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规定：焦煤资源税率上调至每吨 8 元—20

元。焦煤资源税率提高却在市场预料之外。每吨炼焦煤中约有 35%左右的焦煤，按照每吨焦炭消耗约 0.45 吨焦

煤来计算，焦煤资源税上调将令炼焦成本上升 5元以上，再考虑其他能源资源税上调带来的机会成本上升影响，

每吨焦炭的成本上升预计在 10元以上。这将对焦炭期货价格产生长期影响，成本支撑作用加强。 

焦煤或将实施保护性开发。目前，国家能源局正在组织开展全国炼焦煤资源调研，其目的就是为了摸清全

国炼焦煤资源的赋存、开发和利用情况。待调研完成后，能源局将结合煤炭工业发展“十二五”规划，确定“十

二五”期间国家炼焦煤资源开发布局。由此，未来焦煤生产采掘的垄断集中度将进一步提高，并且焦煤作为一

种稀缺性资源，本身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这使得未来焦煤价格或将进一步上涨，同时也推动焦炭的生产成本

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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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焦炭价格的季节性变化 

图 2-9. 焦炭现货价格季节性指数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我们运用 2005-2010年上海二级冶金焦的价格数据，对焦炭价格进行了季节性统计分析。上图中有虚实两

条线，实线代表排除 2008年数据绘制的焦炭现货价格季节性指数，我们可以从中发现焦炭现货价格在 2月份达

到年内高点；3—6月份，焦炭现货价格表现为平稳的区间震荡，6月份达到年内的次高点；7—10月份，焦炭现

货价格一路下滑，10月份达到年内的最低点；11月和 12月份价格有所回升。 

虚线代表的是采用 2005—2010年数据绘制的焦炭现货价格季节性指数。2008年数据对年度内价格的整体变

化趋势影响不大，只是改变了年内高点和低点所在的月份。 

第三部分  后市展望 

2012 年可以说是政策年，从大的国际宏观经济来讲：欧洲考虑如何应对债务危机，其他国家则想尽办法来

刺激经济增长；对于焦化行业来说，则面临着兼并重组的大任。展望后市，主导 2012年焦炭行情的因素主要有： 

（一）2012年保障房建设进入了高峰期。2011年在建保障房为 1220万套，其中 2010年未完工的 220万已

经在 2011 年上半年逐步竣工，2011 年新开工的 1000 万套将在年底完工 70%左右。按此进度，2012 年保障房的

整体建设规模将达到 1300万套。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完全可以对冲商品房投资的下滑将拉动对钢材的需求，进而

提振焦炭的需求。 

（二）焦化行业的重组将提高焦企的整体竞争力。目前独立焦企与钢铁企业的议价能力较低，在产业链中

处于弱势地位。通过行业内的兼并重组将提高焦化企业在产业链中的竞争力。 

（三）产能过剩将继续困扰焦化行业。根据测算，今年全年我国焦炭产量有望达到 4.25亿吨，以目前的产

能利用率预估，2011 年末我国焦炭的产能已经达到 5.6 亿吨，产能过剩超过 1 亿吨。虽然国家近两年制定政策

淘汰炼焦企业的落后产能，但产能过剩仍将困扰着炼焦企业。 

（四）2012年意大利面临着大量即将到期的债务，该国 2012年将有 3500多亿欧元到期债务，其中约有 2000

亿欧元的债务于 2012年 4月到期。意大利是当前欧盟债务最庞大的国家，其债务总计达 1.9万亿欧元，几乎占

欧元区公共债务总额的四分之一。由于第一季度意大利债务集中到期，欧债危机可能进一步深化，大宗商品市

场向下概率较大。 

综上所述，2012 年焦炭价格将维持震荡格局，运行区间为 2000-2500。根据国际国内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

及其本身季节性的变化，我们预测焦炭价格 2012年的走势为：一季度冲高回落；第二和三季度将震荡偏弱；四

季度有望触底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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