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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5月，为了弥补由于印度尼西亚降雨偏多
和限制进口澳洲煤政策带来的部分缺口，中国
增加了从其他国家的煤炭进口量。其中，从哥
伦比亚和美国进口煤数量同比分别大增133.7%
和789.7%。

中国进口美国煤
同比暴增

Current 时局·煤炭   ／   电力 栏目主编：苏慧婷  huiting-su@sgcc.com.cn

煤炭进口量下降

前五大进口来源国

动力煤占比最大

从美国进口炼焦煤增长迅速

历年当月进口量

限制澳洲煤进口，叠加内外煤价差大幅收窄，5月煤炭进口量继续同
比下降。中国2021年5月进口煤炭2104万吨，较去年同期减少101.7
万吨，下降4.61%。
1~5月，全国共进口煤炭11116.6万吨，同比下降25.2%

5月中国进口煤炭排在前五位的国家分别为印度尼西亚、俄罗斯、菲
律宾、蒙古及哥伦比亚，其共向中国进口煤炭1934.2万吨，占中国
全部进口煤炭的91.9%。

5月中国进口炼焦煤 341.2万吨，环比降低 2.04%。

蒙古国受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影响，
正在失去其在中国进口炼焦煤市场的主导供应国地位。

美国正成为中国新的主要炼焦煤供应国，目前排在第三位。

1~5月中国从美国月累计进口炼焦煤 293.2万吨，
同比大增789.8%。

自从去年10月开始，美国对华煤炭出口从零开始稳步增长。
4月当月，美国成为中国最大的炼焦煤供应国。

由于澳煤进口限制，印度尼西亚已成为中国海运市场上的主要供
应国。5月，中国自印度尼西亚进口煤炭1122.1万吨，环比降低
4.4%，同比增长0.2%；俄罗斯位列第二，进口量506.1万吨，环比
增12.96%，同比增112.2%。5月中国从菲律宾、蒙古及哥伦比亚
进口煤炭量分别为124.6万吨、101.3万吨、80.1万吨，环比分别
增长2.9%、19.0%、49.8%。

分煤种看，5月中国进口动力煤最多，占全部进口煤炭的44.5%；褐
煤排第二位，占比35.7%；炼焦煤第三，占比16.3%。

（单位：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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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前5月
电力消费增长显著

根据中电联发布的数据，1~5月，全社会用
电量同比快速增长，三次产业均保持两位数
增长；全国14个省份全社会用电增速超过全
国平均水平；工业和制造业用电增速均高于
全社会用电量平均水平。

全社会用电情况

三次产业用电情况

分地区用电情况

（1~5月） 工业和制造业用电情况

1~5月，全国全社会用电量为323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7%，其
中，5月全国全社会用电量为67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2.5%。

1~5月，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全社会用电量分别为15164亿、
5988亿、9281亿和1873亿千瓦时，增速分别为20.1%、17.6%、
15.7%和9.7%。

1~5月，全国工业用电量为2138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8.5%，增速
比上年同期提高22.4个百分点，占全社会用电量的比重为66.2%。
1~5月，全国制造业用电量为1636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0.5%，增
速比上年同期提高25.2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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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时局·油气   ／   新能源与碳减排

福布斯近日公布了2021年最新版“全球企业
2000强”榜单。依据销售额、利润、资产、市
值这四大衡量标准，评选出全球最大、市值最高
的2000家上市公司。全球油气行业TOP10企业
中，“三桶油”全部入围。

全球石油企业排名出炉，
三桶油全部入围前十

全球油气企业争相上榜 要点解读

位居油气业第一的仍是沙特阿美，
和上年一样保持在全球第5的位置。
中国石化和中国石油均入围百
强，全球排名分别是第48位、第
63位。中国海油则以第187名的
成绩在油气行业排名第8位。
中国企业中成绩亮眼的还有恒力
石化，其跻身TOP500之列。
荣盛石化和万华化学的排名分别
是全球第1066和748名。
国际石油企业方面，由于去年国
外受疫情和油价等冲击较大，多
家石油巨头排名暴跌，例如，埃
克森美孚从全球2000强第13位跌
至第317位；壳牌从第21位跌至
第324位；雪佛龙从第61位跌至
第335位；道达尔从第29位跌至
第344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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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版“福布斯全球企业2000强”油气类企业TOP600

全球企业2000强排名排名 公司 国家/地区 销售额 利润 资产 市值

油服企业方面，斯伦贝谢、贝克休斯、

哈里伯顿、TechnipFMC四家油服巨头

均出现巨额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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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中和目标下，地热能作为一种现
实可行且具有竞争力的清洁能源，
有助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改善生态
环境，有望成为能源结构转型的新
方向。仍有较大空间

地热发电优势明显

全球地热直接利用折合装机容量为1.08亿千瓦，较2015年增

长52%，地热能利用量为1020887太焦/年（约合2835.8亿千

瓦时/年），较2015年增长72.3%。地热直接利用装机容量

和利用量排名中，中国均居世界首位。

为实现国际能源署可持续发展情景（SDS）的发展目标，即将全球平均

温升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到2040年，全球地热发电装机容量将增至82

吉瓦，地热发电量将增至553太瓦时，均是当前水平的5倍以上。

地热能在全球得到广泛利用

2020年全球地热直接利用装机与直接利用量TOP5

全球地热能各领域直接利用量占比

近年来，全球地热发电市场不断增长。根据国际能源署数据，2019年全球地

热发电量达到91.8太瓦时，同比增长3%

地热发电好处多

机组利用率高 度电环境影响小 成本具有优势

（单位：兆瓦）

（单位：太瓦时）

（单位：太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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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期间，国内地热发电新增装机容量为18.08兆瓦，占规划的 3.6%

全国在运地热发电装机总量为 44.56兆瓦，占规划装机容量的 8%左右

20世纪70年代初

广东丰顺、河北怀来、

江西宜春等

7个中低温地热发电站

1977年

西藏羊八井

中高温地热

发电站

2018年10月实现并网发电

西藏羊易

16兆瓦地热

发电项目

我国地热发电发展空间巨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