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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煤 焦炭 聚丙烯 PP 2021 年 10 月 26 日 星期二

焦炭

国内焦炭市场暂稳运行。

供应方面，河北、山西等地区部分焦企因环保、天气等因素开工率下滑，叠加

原料煤补库稍显困难，焦企限产趋严态势不改，焦炭供应略显紧张。当前主产地焦

企生产积极性较高，出货较为顺畅，厂内暂无库存压力，现山西地区主流准一级湿

熄焦报 4060-4200 元/吨。

需求方面，除部分钢厂因限电等因素存在停、限产情况外，其余钢厂多正常生

产，对焦炭按需采购。

港口方面，港口现货暂稳运行，两港库存水平稍有回升，目前部分贸易商无货

暂不报价，部分贸易商持观望态度，现港口准一级冶金焦主流现汇出库价 4250-4300

元/吨。

综合来看，近日山西地区少部分焦企出于成本、环保等因素对焦价提涨 100 元/

吨，然钢厂对焦炭需求一般，暂未回应此轮提涨，且国家将合理调控煤炭价格，部

分焦企提涨意愿下滑，预计短期内焦炭市场或将暂稳运行。

后期需持续关注环保政策、钢厂能耗双控执行情况、各地粗钢产量压减政策落

实情况、限电对钢厂生产影响情况、原料煤价格走势、焦炭供需情况及焦钢利润等

对焦炭市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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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煤

焦煤方面，今日国内炼焦煤市场主稳个调运行。

上周五国家发改委、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及部分煤企召开会议，会议上研究了制止

煤企牟取暴利、保障煤价长期稳定在合理区间的具体措施，同时强调，煤炭企业要

合理制定价格，对违反规定的将依法予以严厉处罚，然目前相关政策暂未对煤价带

来较大影响，且焦煤市场供需矛盾仍未有明显缓解，对焦煤价格有较强支撑。

下游方面，近期监管部门政策文件频发，或影响后期焦钢企业对原料煤需求减弱，

然近期焦钢企业多有补库需求，且焦煤市场整体供应趋紧，对煤价有较强支撑。

综合来看，预计短期内国内炼焦煤市场或将主稳个调运行。

进口焦煤方面，受国内政策对焦煤市场影响，下游市场观望情绪较浓，对进口煤

采购积极性一般，然进口优质资源整体偏少，目前报价多暂稳运行。

蒙煤方面，主要通关口岸多维持在 300-400 车左右，监管区库存有所回升，且

运输情况不及预期，终端市场采购多偏谨慎，贸易商报价略有调整，蒙 5 原煤主流

报价 2850-2950 元/吨，蒙 5 精煤主流报价 3380-3430 元/吨。

聚丙烯 PP

聚丙烯共聚料作为聚丙烯下游 16 大细分种类中需求占比仅次于拉丝料的第二大

分类，其附加价值与应用领域更加广泛，尤其是中高熔共聚，作为曾经聚丙烯专用

料的代表品种，广泛应用在汽车、家电、电子电器等高精技术行业中。近几年来，

随着国内聚丙烯生产技术的不断突破与创新，上游聚丙烯石化生产企业对聚丙烯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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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料的生产积极性不断提高，聚丙烯共聚料的供应格局发生了较明显的变化。具体

来看：

首先从供应区域来看，西北地区作为我国聚丙烯产能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其对

于聚丙烯产品的供应量亦占据最大份额，具体到共聚注塑这一细分种类来说同样适

用，不过其占比份额较去年小幅下滑了 1 个百分点。其次是东部沿海三大区域，华

北、华东、华南三大区域作为聚丙烯消费量最为集中的地区，其供应格局位列第二

梯队，不过从与 2020 年的对比来看，华东与华南两大区对共聚注塑料的供应比例呈

现上升趋势，其供应比例今年 2021 年较去年均提高 1 个百分点，华北区域维稳。另

外，华中地区占比涨幅最明显，较去年上涨了 2 个百分点，小幅挤压了西北和西南

的占比。

从供应企业按企业类型分类来看，油制聚丙烯生产企业仍然是最大的供应方，从

2021 年前 9 个月的供应量来看，其供应格局占全国的 62%，不过此占比较去年下

滑 3 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外采丙烯制企业与轻烃制原料企业的占比份额快速增长

所致。外采丙烯制聚丙烯生产企业由于生产成本受丙烯单体价格制约较大，因此其

生产方向必须以尽可能地生产附加值更高的专用料为主，不过这也导致共聚注塑的

供应量增加从而使其价格优势不再明显。轻烃制原料生产企业由于轻烃裂解技术的

突破，另以混烷为原料的上游企业改变了缺乏乙烯原料来源无法生产共聚产品的短

板制约。煤制生产企业作为第二梯队供应类别企业，两年间占比维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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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共聚注塑可更进一步细分为高、中、低熔共聚，按熔指分类来看，近两年来

不同熔指聚丙烯共聚注塑的供应比例亦有所变化。根据隆众资讯产量数据统计，通

过近两年的对比来看，2021 年低熔共聚的产量较 2020 年下滑 5 个百分点左右，而

中、高熔共聚的占比情况则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其中，2021 年以来，中融共聚的产

量占比较去年上升 1.5 个百分点左右，高熔共聚的产量占比较去年上升 3.5 个百分点

左右。聚丙烯共聚注塑产品的生产格局向中高熔指倾斜的趋势较为明显。

最后，从不同熔指聚丙烯共聚注塑的供应企业按企业性质来看，近两年国内共聚

注塑市场供应格局变化较快。从 2020 年的情况来看，聚丙烯共聚注塑供应企业包含

四类企业类型，分别是甲醇制企业、煤制企业、外采丙烯制企业和油制企业，2021

年新增轻烃制原料企业进入，且轻烃制原料企业供应涵盖各熔指种类，其作为新进

入者的冲击性不容忽视。

另外甲醇制企业今年新增中熔共聚的供应，去年甲醇制企业在共聚注塑供应方面

全部为低熔共聚，今年来看，低熔共聚与中熔共聚供应平分秋色。其次，煤制企业

与外采丙烯制企业在中、高熔共聚的供应上同样均有不同程度的比例提升，对于煤

制企业而言，中、高熔供应格局分别较去年上升 4.36%和 2.61%，外采丙烯制企业

中、高熔共聚的供应格局则分别较去年上升 5.91%和 9.42%。

综上所述，可见近年来国内聚丙烯共聚注塑生产供应格局变化较快，生产企业对

于聚丙烯共聚料的生产积极性逐年提高，且其供应格局向着中、高熔指共聚料倾斜，

不同原料来源制企业对中、高熔共聚的供应积极性均有明显提升。未来来看，聚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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烯行业内共聚注塑产品市场竞争逐渐加剧，且随着供应企业的增多与竞争的加剧，

其价格优势不再的可能性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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