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碳中和、碳达峰对煤炭行业

及企业信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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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行业碳排放情况及发展现状 

煤炭及下游行业导致的碳排放占我国整体碳排放的 50%以上，占比偏

商。我国“富煤、贫油、少气”的资源票赋特点决定了目前煤炭在我国一

次能源消费结构中仍处于主导地位。因此煤炭及下游电力、钢铁行业产生

的碳排放量明显高于其他行业，加之我国燃煤机组占比较高，因此从能源

口径的碳排放数据来看，中国煤炭消费导致的碳排放占比较高。 

双碳政策对煤炭行业的影响 

短期来看，双碳政策对煤炭行业影响有限，煤炭价格或将继续高位震

荡。目前不同下游行业的脱碳路径虽有所差异，但因技术、成本等多种因

素影响难以在短期内减少煤炭消费量，对煤炭行业影响有限，煤炭价格或

将继续高位震荡。 

中长期：煤炭作为发电环节的燃料需求将有所下降，但随看技术的发

展，煤炭利用空间有望拓宽。“碳达峰”后，媒炭作为发电环节的燃料需

求量将大概率持续减少；但我国仍有存量的火电机组用以调峰、保供，煤

炭不会退出能源的历史舞台。随看CCS及相关技术取得实质性突破及发展，

二氧化碳有望实现资源化，煤炭的利用空间将有所拓宽。 

煤炭行业碳中和、碳达峰相关政策 

各地政策不断出台，对煤炭及下游耗煤行业发展提出较大挑战。在碳

中和、碳达峰目标的背景下，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陆续出台了关于煤炭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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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行业在节能降耗和控制碳排放等方面的政策和监管措施。可以预见到，

随看双碳政策的持续推进，煤炭及下游耗煤行业将不断面临新的政策及要

求，对行业内企业的未来发展提出较大挑战。 

双碳政策对煤炭企业信用的影响 

行业集中度将进一步提高，企业信用水平加速分化。具备较强规模及

资源优势的煤炭大型龙头企业，在双碳政策的影响下能够进一步提升自身

经营壁垒，从而获得更强的盈利能力及资金实力，能更好、更快地支撑并

实现其产业的转型升级，形成良性循环，提升整体竞争及抗风险能力企业

面临转型升级风险。现有产业转型或升级在资金、技术等方面仍面临较大

困难，尚未形成有效路径，煤炭企业面临一定的转型升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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