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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华经情报网发布的《2012-2016年中国褐煤产业市场调查及未来前景预测研究报告》涵盖行
业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容。更辅以大
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定企业竞争战
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据，
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等
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

官网地址：https://www.huaon.com//detail/101162.html

报告价格：电子版: 9000元    纸介版：9000元    电子和纸介版: 9200元

订购电话: 400-700-0142 010-80392465

电子邮箱: kf@huaon.com

联 系 人: 刘老师

特别说明：本PDF目录为计算机程序生成，格式美观性可能有欠缺；实际报告排版规则、美
观。

https://www.huaon.com//detail/1011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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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褐煤，又名柴煤，是煤化程度最低的矿产煤。一种介于泥炭与沥青煤之间的棕黑色、无光
泽的低级煤。由于它富含挥发份，所以易于燃烧并冒烟。剖面上可以清楚地看出原来木质的
痕迹。含有可溶于碱液内的腐殖酸。含碳量60%～77%，密度约为1.1-1.2，挥发成分大于4
0%。无胶质层厚度。热值约为23.0-27.2兆焦/公斤（5500-6500千卡/公斤）。多呈褐色或褐
黑色，相对密度1.2～1.45。褐煤主要用于发电厂的燃料，也可作化工原料、催化剂载体、
吸附剂、净化污水和回收金属等。可直接用作家庭燃料、工业热源燃料及发电的燃料，也可
用作气化、低温干馏等的原料。焦化后的褐煤可制作为煤砖用于炊事和加热；它也作为活性
炭的来源，用于水的处理、复原黄金和提取碘。在世界上的某些地方，把褐煤用作热源燃料
和化学制品及气体与液体燃料的原料。在美国，最先在大平原北部和墨西哥湾沿岸地区以及
太平洋沿岸诸州发现了褐煤。中国褐煤量只有2118亿吨，与世界褐煤资源量约占世界煤炭
资源总量的1/3相比，比例也很低，约占全国总资源量的1/20以下，主要分布在内蒙古东部
、云南东部、东北和华南也有少量。

2011年上半年，煤炭产运需较快增长，价格高位趋稳，进口止跌回升，库存相对充足，
供需总体平衡。1～6月份，全国原煤生产较快增长；全国铁路累计发运煤炭11.1亿吨，同比
增长13.2%；主要港口累计发运煤炭3.25亿吨，增长20.1%。6月份，铁路煤炭发运1.81亿吨
，增长8.3%；主要港口煤炭发运5636万吨，增长14.5%。2011年以来，受国际煤价、供需
波动等影响，我国煤炭进口变化明显。1月份进口1656万吨，仅次于2010年12月历史新高，
2月份出现大幅下滑，3、4月份延续下滑态势，5月份开始由降转升。6月份，煤炭进口1373
万吨，同比增长7%；出口71万吨，同比下降43.9%。上半年煤炭累计进口7049万吨，下降
11.8%；出口875万吨，下降13.7%。累计净进口6174万吨，同比减少804万吨，下降11.5%
。一季度，国内煤炭市场价格较为平稳，略有下降。3月下旬至5月末呈持续上涨态势，进入
6月份后涨势放缓，目前保持高位稳定态势。7月11日，秦皇岛港5500大卡市场动力煤价格8
45-860元/吨，与6月未基本持平，比年初上涨9.2%。进口煤价总体呈下降趋势。7月15日，
澳大利亚纽卡斯尔港6000大卡动力煤离岸价120.61美元/吨，与6月未基本持平，比今年价格
最高点下降11.5%。6月末，煤炭企业库存4700万吨，同比下降8%；主要港口存煤2395万
吨，同比增长24.5%；重点电厂存煤6536万吨，同比增长13%。

2011年中国褐煤深加工行业发展迅速，国内生产技术不断提升。国内企业为了获得更大
的投资收益，在生产规模和产品质量上不断提升。但是来自国际金融危机、外部政策环境恶
化、产业上游原料价格上涨，下游需求萎缩等众多不利因素使得褐煤行业在2010年的市场
状况及价格走势备受关注。我国煤炭资源总量为5.57 万亿t，保有储量10032.6
亿t，已探明的褐煤保有储量为1311.42
亿t，约占煤炭保有储量的13%。煤田地质勘探结果表明，
我国褐煤资源主要分布在华北地区，约占全国褐煤资源量的3/4 以上，其中又以内蒙古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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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赋存最多，煤种以中生代侏罗纪硬褐煤为主。西南地区是我国仅次于华北地区的第二大
褐煤基地，其储量约占全国褐煤总储量的1/8，其中大部分分布在云南省境内，主要是新生
代第三纪软褐煤。东北、中南、西北和华东各区褐煤资源量均不到全国资源褐煤资源总量的
3% 。云南褐煤储量占全国首位，褐煤占全省煤炭总量的60%。昭通盆地褐煤含煤面积142
平方公里,储量达81.98亿吨，占云南省褐煤保有储量的60%；其中工业储量80.74亿吨，储
量丰度高，海子井田为8550万吨/平方公里，诸葛营井田为4116万吨/平方公里，荷花井田为
3523万吨/平方公里，是中国南方最大褐煤田。具有煤层厚，埋藏浅、层位稳定、倾角平缓
等特点，开发条件优越。有关人士表示：昭通褐煤开发将走科学发展之路，严格控制高耗能
、低效益的简单生产，着重发展煤化工。

褐煤是煤化程度最低的煤种， 煤化程度介于泥炭和烟煤之间，含水量高，在空气中易风
化；含一定量的原生腐殖酸，碳含量低，氧含量高，氢含量变化大；挥发分一般在45%～55
%。由于褐煤水分高、热值低、易风化和自燃，单位能量的运输成本高，不利于长距离输送
和贮存。褐煤直接燃烧的热效率较低， 且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也很大，难以大规模开发利用
。此外，褐煤作为原料转化利用也受到限制，褐煤液化、干馏和气化都需要把煤中水分降至
10%以下。褐煤若不经过提质加工，将难以满足多种用户的质量要求。褐煤提质加工成为褐
煤高效开发利用的关键。这里所说的褐煤提质，是指褐煤在脱水、成型和热分解等过程中，
煤的组成和结构发生变化，转化成具有近似烟煤性质的提质煤。

褐煤脱水提质加工后，水分显著降低，发热量大幅度提高，既可防止煤炭自燃、便于运输
和贮存，又有利于发电、造气、化工等使用。褐煤深加工主要是褐煤的热解提质和褐煤的干
馏提质。近年来，我国褐煤深加工行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技术有很大的提高，市场竞争力
业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我国褐煤深加工行业与国外同行业还有很大的差距，如产品质量有
待提高，技术有待创新，体制有待调整等问题。随着我国行业企业的努力发展和国家对行业
的政策支持和规范，我国褐煤深加工行业一定会取得更好的成绩！
艾凯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2-2016年中国褐煤产业市场调查及未来前景预测研究报告》
共十三章，在大量周密的市场调研基础上，主要依据了国家统计局、国家海关总署、国家商
务部、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中国煤炭建设协会、中国行业研究网以及国内外相关刊物的基础
信息，对我国褐煤深加工的发展环境、产销状况、市场发展状况、进出口贸易变化、行业竞
争格局等进行了详细的分析。重点突出了褐煤深加工行业的生产状况，外贸进出口形势、市
场供需情况，技术发展状况，并研究了行业细分市场的发展、行业投资风险和投资建议，同
时就重点企业经济效益、市场策略、竞争优势进行了详细论述，是褐煤深加工行业等相关单
位准确了解和把握行业现状和发展，规避风险，投资、发展、决策的有力助手，同时对煤化
工行业也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第一章 褐煤深加工行业发展环境分析
第一节 国内宏观经济环境
一、GDP历史变动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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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固定资产投资历史变动轨迹
三、进出口贸易历史变动轨迹
四、2012-2016年我国宏观经济发展预测
第二节 我国褐煤深加工产业政策分析
一、国家对褐煤深加工产业发展的鼓励政策
二、我国褐煤深加工税收政策
三、我国褐煤深加工投资政策
第三节 褐煤深加工行业发展的波特五力模型分析
一、行业内竞争
二、买方侃价能力
三、卖方侃价能力
四、进入威胁
五、替代威胁
第四节 影响褐煤深加工行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分析
第五节 2012-2016年我国褐煤深加工行业发展及趋势预测
第二章 中国褐煤深加工行业生产分析
第一节 2008-2011年我国总产量分析
第二节 2008-2011年我国褐煤深加工行业产能过剩情况分析
第三节 2008-2011年我国褐煤深加工行业产销率与产品库存分析
第四节 2012-2016年我国褐煤深加工行业产量预测
第三章 中国褐煤深加工行业消费分析
第一节 2008-2011年我国褐煤深加工行业总消费量分析
第二节 2008-2011年我国褐煤深加工行业消费特点与消费趋势分析
第三节 2008-2011年我国褐煤深加工行业需求满足率与潜在需求量分析
一、2008-2011年我国褐煤深加工行业满足率分析
二、2008-2011年我国褐煤深加工行业潜在需求量分析
第四节 2012-2016我国褐煤深加工行业市场价格变动分析
第五节 2011-2016年我国褐煤深加工行业消费量预测
第四章 中国褐煤深加工市场供需状况分析
第一节 2008-2011年年褐煤深加工行业供需状况
一、2008-2011年褐煤深加工供给状况
二、2008-2011年褐煤深加工需求状况
第二节 2012-2016我国褐煤深加工供给变化趋势预测
第三节 2012-2016我国褐煤深加工需求变化趋势预测
第五章 中国褐煤深加工行业细分市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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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2008-2011年我国分褐煤深加工行业生产分析
第二节 2008-2011年我国分褐煤深加工行业消费分析
第三节 2008-2011年我国分褐煤深加工行业供需波动规律分析
第四节 2012-2016年我国细分褐煤深加工行业预测
第六章 中国褐煤深加工行业进出口市场分析
第一节 2008-2011年我国褐煤深加工行业国际贸易市场分析
第二节 2008-2011年我国褐煤深加工行业进出口量分析
第三节 近年我国国内外进出口相关政策分析
第四节 2012-2016年我国褐煤深加工行业进出口市场预测
第七章 中国褐煤深加工行业市场价格分析
第一节 2008-2011年我国褐煤深加工行业平均价格走势分析
第二节 2008-2011年我国分褐煤深加工行业价格走势分析
第三节 2012-2016年我国褐煤深加工行业价格走势预测
第四节 2012-2016年我国分褐煤深加工行业价格走势预测
第八章 中国褐煤深加工行业产品技术发展分析
第一节 当前我国褐煤深加工技术发展现状
第二节 我国褐煤深加工产品技术成熟度分析
第三节 中外褐煤深加工技术差距及产生差距的主要原因分析
第四节 提高我国褐煤深加工技术的对策
第五节 中外主要褐煤深加工生产商生产设备配置对比分析
第六节 我国褐煤深加工行业技术发展分析
一、褐煤发展煤化工的优势分析
二、我国褐煤深加工行业的高效洁净之路分析
三、云南褐煤洁净化利用发展分析
四、陕西榆林褐煤深加工技术发展分析
第九章 中国褐煤深加工行业产品营销分析
第一节 褐煤深加工行业国内营销模式分析
第二节 褐煤深加工行业主要销售渠道分析
第三节 褐煤深加工行业广告与促销方式分析
第四节 褐煤深加工行业价格竞争方式分析
第五节 褐煤深加工行业国际化营销模式分析
第十章 中国褐煤深加工行业消费者偏好调查
第一节 褐煤深加工产品目标客户群体调查
一、不同收入水平消费者偏好调查
二、不同年龄的消费者偏好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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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同地区的消费者偏好调查
第二节 褐煤深加工产品的品牌市场调查
一、消费者对褐煤深加工产品的品牌偏好调查
二、消费者对褐煤深加工品牌的首要认知渠道
三、褐煤深加工品牌忠诚度调查
四、消费者的消费理念调研
第三节 不同客户购买相关的态度及影响分析
一、价格敏感程度
二、品牌的影响
三、购买方便的影响
四、广告的影响程度
五、包装的影响程度
第十一章 中国褐煤深加工行业及企业竞争格局分析
第一节 国内主要企业分析
一、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二、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有限公司
三、河南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四、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五、兖矿集团 257
六、山西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七、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八、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九、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十、山西兰花集团
第二节 褐煤深加工行业历史竞争格局综述
一、褐煤深加工行业集中度分析
二、褐煤深加工行业竞争程度
第三节 褐煤深加工行业企业竞争状况分析
一、领导企业的市场力量
二、其他企业的竞争力
第四节 近期企业并购分析
第五节 国内外企业发展的SWOT模型分析
第六节 2012-2016年褐煤深加工行业竞争格局展望
一、褐煤深加工行业集中度展望
二、褐煤深加工行业竞争格局对产品价格的影响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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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中国褐煤深加工行业投资风险分析
第一节 2012-2016褐煤深加工行业投资机会
一、2012-2016褐煤深加工行业主要产品投资机会
二、2012-2016褐煤深加工行业主要出口投资机会
三、2012-2016褐煤深加工企业的多元化投资机会
第二节 2008-2011年褐煤深加工行业投资风险展望
第十三章 中国褐煤深加工行业投资建议分析
第一节 2012-2016年褐煤深加工行业投资分析
一、2012-2016年行业热点投资产品分析
二、2012-2016年行业热点投资地域分析
三、2012-2016年行业热点投资方式分析
第二节 2012-2016褐煤深加工企业经营战略建议
一、2012-2016褐煤深加工企业的标杆管理
二、2012-2016年褐煤深加工行业发展战略分析
第三节 2012-2016褐煤深加工企业的资本运作模式
一、褐煤深加工企业国内资本市场的运作建议
二、褐煤深加工企业海外资本市场的运作建议

通过《2012-2016年中国褐煤产业市场调查及未来前景预测研究报告》，生产企业及投资
机构将充分了解产品市场、原材料供应、销售方式、市场供需、有效客户、潜在客户等详实
信息，为研究竞争对手的市场定位，产品特征、产品定价、营销模式、销售网络和企业发展
提供了科学决策依据。

详细请访问：https://www.huaon.com//detail/1011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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