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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招股說明書的本節及其他章節載有關於中國經濟及中國煤炭行業和國際煤炭市場的信
息。該等信息摘自若干政府刊物、市場數據供應商及其他獨立第三方。本公司並無理由
認為該等信息有誤或有誤導成分，或遺漏會導致該等信息有誤或出現誤導成分的任何事
實。本公司已採取合理謹慎的方式重新編製摘自該等刊物的數據及統計資料。本公司、
包銷商及任何其各自的聯繫人或顧問或參與全球發售的任何其他人士概無獨立核實該等
直接或間接從上述來源所得的信息，而該等信息可能與中國國內外編製的其他信息不盡
一致。並無就其準確性發表任何聲明。因此，不應過度依賴該等信息。

除非另有列明，本節所提及有關煤炭生產的數據概指原煤生產。

全球煤炭行業概覽

煤炭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之一。《英國石油公司世界能源統計年鑒2012》顯示，2011年
全球一次能源消費量共123億噸油當量，其中煤炭、石油及天然氣分別佔30.3%、33.1%和
23.7%。

下圖列示2011年全球一次能源消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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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英國石油公司世界能源統計年鑒2012》

全球煤炭儲量豐富。《英國石油公司世界能源統計年鑒2012》預測，按目前的開採率計
算，全球煤炭的證實總儲量大約可滿足112年的生產需求。煤炭儲量分佈廣泛，主要集中於
美國、俄羅斯、中國、澳大利亞及印度等國。《英國石油公司世界能源統計年鑒2012》顯示，
這些國家於2011年年底分別控制全球證實的煤炭儲量的27.6%、18.2%、13.3%、8.9%及7.0%。

下圖列示截至2011年年底全球煤炭證實儲量的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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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英國石油公司世界能源統計年鑒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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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經濟增長、石油和天然氣等其他能源資源價格上漲以及煤炭開採和加工技術改善
及生產效率提升等眾多宏觀因素，導致近年來全球煤炭消費量不斷攀升。

亞太區是全球經濟增長最快的地區之一，同時也是最大和增長最快的能源市場。《英國
石油公司世界能源統計年鑒2012》顯示，該地區的一次能源消費總量由2009年的4,254.1百萬
噸油當量增至2011年的4,803.3百萬噸油當量，年複合增長率為6.3%，遠高於北美和歐洲（包
括歐亞大陸）同期的增長率（分別為1.6%及1.6%）。2011年，亞太區的一次能源消費量佔全球
能源消費總量的39.1%，高於同年北美及歐洲（包括歐亞大陸）在全球能源消費總量中的佔比
（分別為22.6%及23.8%）。因此，亞太區被視為具有龐大的能源（包括煤炭）需求。

許多主要煤炭用戶和生產商均位於亞太區。《英國石油公司世界能源統計年鑒2012》顯
示，2011年該地區的煤炭消費量和產量分別佔全球煤炭消費量和產量的68.6%及67.9%。2009
年至2011年期間，亞太區煤炭消費量和產量的年複合增長率分別為7.3%及7.7%，高於同期
全球煤炭消費量和產量的年複合增長率（分別為5.5%及6.0%）。

中國煤炭行業概覽

《英國石油公司世界能源統計年鑒2012》顯示，中國是全球最大的煤炭生產國，2011年
的產量為3,520.0百萬噸，相等於1,956.0百萬噸油當量，佔全球煤炭產量的49.5%。中國還是
全球最大的煤炭消費國，2011年的國內煤炭消費量達1,839.4百萬噸油當量，佔全球消費量
的49.4%。《英國石油公司世界能源統計年鑒2012》認為，煤炭是中國最重要的能源資源，佔
其2011年一次能源消費總量的70.4%。

下表列示2011年中國一次能源消費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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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萬噸油當量

石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61.8
天然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7.6
煤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39.4
水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7.0
核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5
可再生能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7.7

資料來源：《英國石油公司世界能源統計年鑒2012》

根據《英國石油公司世界能源統計年鑒2012》，中國的煤炭消費量由2001年的720.8百萬
噸油當量增至2011年的1,839.4百萬噸油當量，年複合增長率為9.8%。2009年至2011年中國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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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產量和消費量繼續上升。根據國家統計局發佈的資料，2011年中國原煤產量達到3,520百
萬噸，煤炭進口量為182.4百萬噸，出口量為14.7百萬噸，致使淨進口達到167.7百萬噸。因
此，中國自2009年起連續三年成為煤炭淨進口國。

中國煤炭行業具有以下特點：(i)煤炭儲量豐富及分佈不均；(ii)主要供求區域的地理區
隔；(iii)煤炭運輸能力迅速增長；(iv)動力煤是主要的能源來源；(v)市場主導定價機制及競
爭；(vi)分散的市場正在進行整合；及(vii)有關安全及環境保護的監管越趨嚴格。

隨著煤炭運輸能力的提升和生產技術的進步、行業的日益整合以及應用範圍的擴大，
本公司認為煤炭將維持其在中國作為一次能源和原材料的重要戰略地位。

上述特徵和挑戰進一步詳細討論和分析如下：

煤炭儲量豐富及分佈不均

中國煤炭儲量豐富，但分佈不均。《英國石油公司世界能源統計年鑒2012》顯示，中國
於2011年年底擁有1,145億噸證實煤炭儲量，佔全球證實煤炭儲量的13.3%，按證實煤炭儲量
計居世界第三，僅次於美國和俄羅斯。中國煤炭資源網顯示，中國的煤炭儲量主要在華北
和西北地區，其中60%主要集中在所謂的「三西地區」，包括山西、內蒙古西部及陝西。

主要供求區域的地理區隔

三西地區的煤炭產量佔中國煤炭總產量的比例極高。該地區擁有優質煤炭儲量，而有
利的地質條件促成了當地的煤炭高產量。

下表列示山西、內蒙古及陝西的煤炭產量：

2009年

佔中國
煤炭總產量
百分比 2010年

佔中國
煤炭總產量
百分比 2011年

佔中國
煤炭總產量
百分比

（百萬噸） （百萬噸） （百萬噸）
山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94 19.5 730 22.5 872 24.8

內蒙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01 19.7 787 24.3 979 27.8

陝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96 9.7 361 11.1 411 11.7

中國煤炭總產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050 100.0 3,240 100.0 3,520 100.0

資料來源：CEIC，國家統計局

根據國土資源部的資料，內蒙古的煤炭證實總儲量為全國各省之最。內蒙古的煤炭產
量近年大幅增長。根據國家統計局發佈的數據，內蒙古2011年的煤炭產量進一步增至979百
萬噸，自2009年起於全國各省份當中位居首位。

中國大部分煤炭資源集中於華北和西北的內陸省份，特別是三西地區。相反，大部分
工業中心和許多中國耗煤企業集中於華東和華南地區。以往三西地區所生產的大部分煤炭
均運往其他地區。三西地區今後將仍是中國其他地區的主要煤炭供應地區。

煤炭運輸能力迅速增長

由於煤炭生產與消費地區分佈不均，向華東地區運輸煤炭對中國煤炭行業而言至關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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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對大部分位於中國內陸地區的煤炭生產企業而言，鐵路系統一向是最重要的煤炭運輸
工具。

根據國家發改委的數據，2011年由鐵路運輸的煤炭達23億噸，較去年增加13.4%。煤炭
主要經由大秦線、朔黃線、石太線、侯月線、隴海線和寧西線組成的鐵路系統運輸。大秦
線全長653公里，就煤炭運輸能力而言，是中國最大的運煤鐵路專用線，將三西地區主要的
產煤基地與華東的主要港口連接起來，煤炭隨後在這些港口通過海運運至華東和華南的客
戶。大秦線2011年的總運量為440百萬噸，中國政府計劃在2012年將其年運輸能力進一步提
升。

國家發改委負責設定國家鐵路系統煤炭運輸的鐵路運輸費率。國家鐵路系統的煤炭運費
包含兩重費率：一是根據重量及運輸距離計算，二是僅根據重量（不計及運輸距離）計算。
2007年以來，國家發改委已五次上調國家鐵路系統的費率，自2007年11月5日起，從每噸每
公里人民幣0.0434元加每噸人民幣9.30元上調至每噸每公里人民幣0.0454元加每噸人民幣9.30

元；自2008年7月1日起，進一步上調至每噸每公里人民幣0.0484元加每噸人民幣9.60元；自
2009年12月13日起，進一步上調至每噸每公里人民幣0.0537元加每噸人民幣10.50元；自2011

年4月1日起，進一步上調至每噸每公里人民幣0.0553元加每噸人民幣10.80元；自2012年5月
20日起，進一步上調至每噸每公里人民幣0.0629元加每噸人民幣12.20元。

動力煤是主要的能源來源

近年來中國經濟增長導致能源需求大幅攀升。2009年至2011年期間，根據《英國石油公
司世界能源統計年鑒2012》資料顯示，中國一次能源消費總量的年複合增長率為8.7%。

中國龐大的電力產業正在蓬勃發展，其對動力煤的依賴極高。美國能源信息局數據顯
示，中國是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電力產業大國。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公佈的資料顯示，
截至2011年年底，中國總裝機容量為1,055.8吉瓦，其中熱電廠佔72.5%。

因此，中國電力產業的迅速發展推動了動力煤的需求。中國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09

年中國熱電產業的發電總量為29,828億千瓦時，2011年的發電總量則為38,253億千瓦時。2009

年至2011年期間，中國熱電發電量年複合增長率為13.2%。

下表列示中國的發電量及煤炭消費量：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燃煤發電（十億千瓦時）. . . . . . . . . . . . . . . 2,982.8 3,330.1 3,825.3

發電總量（十億千瓦時）. . . . . . . . . . . . . . . 3,714.7 4,206.5 4,700.0

發電煤炭消費量（百萬噸）. . . . . . . . . . . . . 1,468.1 1,615.0 1,868.7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中國煤炭資源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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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主導定價機制及競爭

市場定價機制

中國現有坑口價、鐵路交貨價（「FOR」）及離岸價（「FOB」）三種通用的煤炭定價機制。坑
口價指在礦場出售煤炭的售價。FOR指煤炭裝載上火車後的售價（該售價主要受到坑口價、
運費（一般為短途運輸）、月台費及代理費影響）。FOB指就出口市場而言，煤炭裝船後的價
格。

+ +

+

+

+

礦場交貨

火車上交貨

船上交貨

營運成本 + 利潤 + 稅費坑口價

FOR 運費(1)

運費(1)

月台費 代理費

客戶

FOB 坑口價 港口費

客戶坑口價

客戶

(1) 包括車輛運費及鐵路運費。

在中國，動力煤價格主要由發熱量決定，並受到硫分及揮發分影響。一般而言，硫分
及揮發分在可接受範圍的動力煤，其發熱量越高則價格越高。

中國政府取消發電用煤炭的價格管制後，自2002年起，國內煤炭價格主要由市場主導。
然而，在2006年之前，中國政府實行干預和控制動力煤價格異常波動的臨時措施。這（包括
其他原因）導致期內主要用戶的動力煤合同價格普遍低於現貨市場價格。2005年12月27日，
發改委宣佈取消對電煤價格的臨時干預，完全撤消對電煤價格（包括主要用戶的合同價格）
的控制。

然而，於2011年11月30日，為穩定煤炭市場秩序及電煤的市場價格，國家發改委宣佈實
施新的電煤價格臨時干預措施，國家發改委頒佈的《國家發展改革委關於加強發電用煤價格
調控的通知》（[2011]299號）（「第299號通知」）規定(i)對合同電煤適當控制價格漲幅：(a)納入國
家跨省區產運需銜接的年度重點合同電煤，2012年合同價格在2011年的價格基礎上，上漲
幅度不得超過5%；(b)產煤省（區、市）自產自用的電煤，年度合同價格漲幅不得超過上年合
同價格的5%；(ii)對市場交易電煤實行最高限價。2012年1月1日起，包括秦皇島港、天津港
及京唐港等九個港口發熱量5,500千卡╱千克的電煤平倉價最高不得超過每噸人民幣800元，
其他熱值電煤平倉價格按發熱量5,500千卡╱千克的電煤限價標準相應折算。電煤交易雙方
通過鐵路、公路直達運輸的電煤市場交易價格，不得超過2011年4月底的實際結算價格，也
不得採取改變結算方式等手段變相漲價。

第299號通知對本集團之業務及經營並無重大不利影響。根據本集團於2011年訂立的合
約，發熱量5,500千卡╱千克的電煤合同價格為每噸人民幣620元，低於第299號通知所規定的
每噸人民幣800元，因此價格仍有上漲空間。此外，本集團大部分煤產品並無在上述九個港
口銷售，因此不受第299號通知規限。此外，2012年，本集團的發熱量5,500千卡╱千克的電
煤合同價格為每噸人民幣651元，較2011年的價格上升5%，符合上文第299號通知的規定。
董事確認，自2011年11月至最後可行日期，本集團一直嚴格遵循及遵守第299號通知，且並
無違反規定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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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列示中國秦皇島港的過往煤炭價格（中國煤炭價格的代表性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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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國煤炭資源網

下圖列示澳大利亞紐卡斯爾港的過往煤炭價格，該港口的煤炭價格在全球均被經常用
作煤炭價格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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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globalCOAL

憑藉本公司自有的鐵路及公路運輸網絡，品牌知名度及以市場為導向的業務策略，本
公司已建立強大的煤炭銷售網絡並與主要客戶建立了長期穩定的關係。本公司認為，於可
見未來煤炭市場將維持整體供需平衡的局面。

競爭

受煤礦與煤炭消費者之間的地理區隔、供求關係及政府干預等因素影響，中國煤炭企
業的競爭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 儲量。為確保持續發展，煤炭企業相互競爭新的資源，但資源勘探和開發須獲政
府批准。

‧ 產能。煤炭企業競相擴大產能。根據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數據，2011年煤炭行業的
固定資產投資達到人民幣4,897億元，較2010年上升25.9%。

‧ 運輸能力。煤炭企業（尤其是處於三西地區的企業）十分依賴國家鐵路系統，競相
爭取運輸計劃額，並修建當地鐵路和公路，以確保能連接國家鐵路系統。



73

行 業 概 覽

‧ 長期客戶。煤炭企業通過提升產品質量和運輸能力來爭取長期客戶和銷售合同，
從而為其生產和經營提供更有力的支持。

‧ 定價。由於煤炭產品價格日益以市場為主導，本公司預期價格競爭將會加劇。

‧ 併購機會。大型煤炭企業尋求從政府關閉小型煤礦以及開展行業整合的舉措中受
益，競相尋找機會併購擁有大量煤炭儲量且煤質良好的小型煤炭企業。

‧ 擴張產業鏈的機會。煤炭企業競相尋求機會將產業鏈延伸至電力和煤化工行業。

分散的市場正在整合

中國煤炭生產行業存在大量小型煤炭生產企業。然而，部分出於安全及效率等考慮，
中國政府自1999年開始採取措施整合煤炭行業，並頒佈了多項政策及法規以促進國內煤炭
行業的整合及改革。實施這些政策及法規旨在解決地方小型採礦經營所產生的若干問題，
例如資源利用率低以及缺乏足夠的環保及安全措施。因此，市場集中度已大幅提升。2007
年11月，國家發改委發佈煤炭行業政策，要求加快整合煤炭資源所有權；於2010年前建成
十三個煤炭生產基地。2010年10月，國務院通過了國家發改委《關於加快推進煤礦企業兼併
重組的若干意見》，詳情請參閱「— 中國煤炭行業展望」。

下表按產量載列2010年中國前20大煤炭生產企業：

排名 企業 2010年煤炭產量

（百萬噸）
1 神華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57.0
2 中國中煤能源集團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3.7
3 山西焦煤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2.1
4 山西大同煤礦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1.2
5 陝西煤業化工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0.4
6 河南煤業化工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4.0
7 冀中能源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3.3
8 山西潞安礦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1.0
9 安徽淮南礦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6.2

10 河北開灤（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0.9
11 山東兗礦集團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0.1
12 中電投蒙東能源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3.4
13 山西陽泉煤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1.6
14 內蒙古伊泰集團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1.1
15 黑龍江龍煤礦業控股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0.1
16 中國平煤神馬能源化工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49.7
17 山西晉城無煙煤礦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6.0
18 內蒙古伊東投資集團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9.5
19 河南義馬煤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1.2
20 安徽淮北礦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0.6

資料來源：中國煤炭工業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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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安全及環境保護的監管越趨嚴格

安全生產

採礦安全一向是中國煤炭行業關注的焦點。根據國家煤礦安全監察局的數據，2011年
中國煤炭行業在經營過程中發生1,201宗事故，死亡人數為1,973人。

在中國，中國政府和全國煤炭生產企業的煤礦安全意識日益加強。國家煤礦安全監察
局和國家安監總局是監管煤礦安全和礦工健康的主要機構。請參閱「監管 — 煤炭生產 — 安
全」。中國政府還成立了煤礦瓦斯防治部際協調領導小組，以減少井工礦瓦斯事故。此外，
中國政府不斷撥款改善採礦安全。中國政府要求煤礦企業經營者必須將安全生產放在第一
位，並規定各煤炭生產企業必須撥款維持和改進安全生產。另外，煤炭生產企業也向其礦
工開展各類培訓課程，以提高其安全意識。

根據包括國家煤礦安全監察局和國家安監總局在內的14個中國政府部門於2009年8月19
日聯合頒佈的《關於深化煤礦整頓關閉工作的指導意見》，中國政府自2005年以來已關閉超
過12,000個不具備必要的安全生產條件、破壞資源、污染環境或違反行業政策的小型煤礦。
同期，中國政府加大了煤炭行業的整合力度。大批煤礦通過了安全檢查，逐步提高了安全
生產水平。

環境保護

近年來，環境保護已成為中國政府在規劃經濟發展時考慮的日益重要的因素。中國政
府計劃加大力度促使若干重點產業減少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等污染物的排放。中國是《京都
議定書》和《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簽署國。

中國正大力發展潔淨煤技術。中國政府鼓勵發展洗煤、配煤和型煤技術，改善煤炭選
洗，並鼓勵採用先進的燃煤和環保技術，提高煤炭利用效率，減少污染物的排放。

中國煤炭行業展望

綜上所述，中國煤炭行業的持續發展有賴以下政府和企業措施：

加快建設大型煤炭生產基地

根據2011年至2015年五年期間的《煤炭工業發展「十二五」規劃》：

‧ 煤炭行業應根據「控制東部、穩定中部及發展西部」的原則進行開發，形成14個大
型煤炭生產基地；

‧ 形成十個億噸級特大型煤炭企業集團，十個5,000萬噸級大型煤炭企業集團，煤炭
產量佔全國60%以上；

‧ 當地產業應大力推進煤礦企業兼併重組，淘汰落後產能，發展大型企業集團。按照
一個礦區原則上一個主體開發的要求，以礦區為單元制定方案，實施兼併重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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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煤礦開發主體。山西、內蒙古、河南、陝西等重點產煤省（區），要以大型煤炭
企業為主體，進一步提高產業集中度，促進煤炭資源連片開發。通過兼併重組，
全國煤礦企業數量控制在4,000家以內，平均規模提高到100萬噸╱年以上。

於2010年10月，國務院通過了國家發改委《關於加快推進煤礦企業兼併重組的若干意
見》，意見指出政府應依賴市場機制，並：

‧ 支援符合條件的國有和民營煤礦企業以股份制為主要參與形式成為兼併重組主體；

‧ 支援具有經濟、技術和管理優勢的企業跨地區、跨行業、跨所有制兼併重組落後
企業；

‧ 支持煤炭、電力及運輸企業的整合；

‧ 加強財政及稅務政策支持，為煤炭企業兼併及重組提供政府補貼及稅務優惠；及

‧ 對兼併小煤礦達到一定數量和規模的大中型煤礦企業，優先核准其新建煤礦、改
擴建煤礦、坑口電站和綜合利用電站以及煤炭加工轉化項目。

提升生產力、淘汰落後生產方法

中國政府支持煤炭行業進行結構重組，並鼓勵大型煤炭企業收購中小型煤礦，藉此擴
大生產規模並提高市場競爭力。中國政府的政策是通過關閉技術落後以及不具備安全生產
所需設施的小型煤礦，提高行業整體生產力和煤炭市場的穩定性。煤礦建設項目必須符合
政府政策。煤炭生產商應盡可能通過整合現有礦井來擴大採礦經營規模，並積極推進技術
進步。國家計劃在2011年至2015年期間全國煤礦採煤機械化程度達到75%以上。

中國政府已表示，將優先處理涉及建設大型現代化露天礦和年產量超過10百萬噸的井
工礦項目，以提高煤炭行業的安全水平和生產力。中國政府已表示，還會優先處理煤電聯
營的一體化項目，藉此嚴格控制小型採礦企業的發展。2011年至2015年期間，全國將累計關
閉小煤礦9,616處，淘汰落後產能5.4億噸。

於2011年10月，國家發改委、國家能源局及國家安監總局下發《關於「十二五」規劃期間
進一步推進煤炭行業淘汰落後產能工作的通知》，規定在2011年至2015年期間，中國政府將
淘汰落後產能97.2百萬噸，2,917處小煤礦將退出市場。

《關於「十二五」規劃期間進一步推進煤炭行業淘汰落後產能工作的通知》的頒佈為本集
團帶來了積極的影響，令本集團在煤炭行業的整合中處於有利地位。有關詳情請參閱「業務 

— 本公司的競爭優勢 — 本公司已獲得中國政府的高度認可和政策支持，並在中國煤炭行業
的整合中處於有利地位」。於最後可行日期，本集團並無接獲任何政府機關的任何通知或意
見，指出或認為本集團擁有的煤礦歸類或可能將歸類為《關於「十二五」規劃期間進一步推進
煤炭行業淘汰落後產能工作的通知》指定的落後產能或小煤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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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開發和管理煤炭資源

中國政府根據現行礦產和煤炭資源的法律及法規改革煤炭市場。中國政府將煤炭資源
分類為開發區、儲備區和保護區，以建立稀缺和優質煤炭資源儲備制度。採礦權由中央政
府以及中央政府轄下各省、自治區或直轄市的地方政府控制及分配。

實施煤炭資源有償開採機制

保護和有效利用煤炭資源是中國政府和中國煤炭行業關注的重點。中國政府通過改革
資源稅收制度和實行煤炭資源有償開採機制來致力提高煤炭行業的進入門檻，並進一步防
止煤炭資源開採浪費。新的煤炭開採資源稅可能不再按產量計算，而是按儲量和回採率計
算。因此，預計資源成本佔總開採成本的比例將會提高。

有序發展現代煤化工先進示範工程

根據《煤炭工業發展「十二五」規劃》，中國政府將穩步推進煤炭深加工示範項目建設。
在內蒙古、陝西、山西、雲南、貴州、新疆等地選擇煤種適宜的地區，重點支持大型企業開
展煤製油、煤製天然氣、煤製烯烴、煤製乙二醇等升級示範工程建設，加快先進技術產業
化應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