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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015 证券简称：陕西黑猫 公告编号：2023-031 

 

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18 日收到上海证

券交易所（简称“上交所”）出具的《关于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

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23】0308 号）（简称“监管工作

函”）。公司对《监管工作函》高度重视，积极组织相关各方针对《监管工作函》

中涉及的问题进行逐项研究和讨论，现就《监管工作函》提及的问题回复如下： 

问题 1.关于业绩。 

年报显示，公司主营业务为煤焦化及化工产品的生产和销售，2022 年公司实

现营业收入 232 亿元，同比增长 22.78%，归母净利润 2.78 亿元，同比下降

81.8%，营业收入与归母净利润变动趋势不一致；综合毛利率 4.1%，同比减少

9.34 个百分点，毛利率大幅下滑。此外，公司分季度营业收入较为平稳，1-4 季

度分别为 56.47 亿元、69.25 亿元、53.78 亿元、52.51 亿元，但季度间归母净利

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波动较大。 

请公司：（1）按照主要产品类别，补充披露报告期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并

结合生产成本变化、同行业可比公司等，量化分析归母净利润、毛利率下滑的原

因及合理性；（2）结合各产品的销售和采购政策、销售回款情况、市场变化等，

说明分季度归母净利润、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和营业收入变动趋势不一致的原因

及合理性；（3）结合下游需求、行业趋势，说明业绩是否存在进一步下滑趋势，

并说明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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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1）按照主要产品类别，补充披露报告期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并结合生产

成本变化、同行业可比公司等，量化分析归母净利润、毛利率下滑的原因及合理

性。 

公司 2022 年主要产品收入和营业成本除 BDO、焦油外都较 2021 年不同程度

增长，且成本的增长幅度高于收入的增长幅度。公司 2022 年度营业收入 232 亿

元，较上年增长 22.78%；营业成本 222.48 亿元，较上年增长 36.03%；归母净利

润 2.78 亿元，较上年下降 81.80%。 

1、公司营业收入、成本和毛利变动情况 

近两年主要产品的营业收入、成本和毛利率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万元、%） 营业成本（万元、%） 毛利率（%） 

2022 年 2021 年 
变动

比例 
2022 年 2021 年 

变动比

例 
2022 年 

2021

年 

变动比

例 

焦炭 1,707,868.16  1,430,790.52  19.37 1,913,987.18  1,381,819.35  38.51 -12.07  3.42  -15.49 

焦油 114,099.76  71,742.76  59.04 24,063.52  24,642.97  -2.35 78.91  65.65  13.26 

粗苯 43,232.64  29,517.02  46.47 26,686.45  21,134.69  26.27 38.27  28.40  9.87 

甲醇 47,987.48  13,100.67  266.30 30,051.29  6,908.98  334.96 37.38  47.26  -9.89 

合成氨 102,255.69  72,026.46  41.97 62,023.65  37,471.16  65.52 39.34  47.98  -8.63 

LNG 80,787.67  56,596.11  42.74 45,112.64  39,253.34  14.93 44.16  30.64  13.52 

BDO 89,091.80  112,534.85  -20.83 67,684.45  77,311.71  -12.45 24.03  31.30  -7.27 

精煤 102,019.60  79,839.64  27.78 43,279.54  38,571.43  12.21 57.58  51.69  5.89 

其他 32,658.82  23,376.65  39.71 11,942.68  8,446.19  41.40 63.43  63.87  -0.44 

合计 2,320,001.62  1,889,524.68  22.78 2,224,831.40  1,635,559.82  36.03 4.10  13.44  -9.34 

公司营业收入增长主要是因为产品产销量的增长及销售价格增长，成本增长

主要是原材料价格增长所致，毛利率下降的原因是主要成本的增长幅度大于收入

增长幅度。 

2、公司主要产品销量、销售价格和成本变动情况 

公司近两年主要产品销量、平均售价及成本变动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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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各年销量（万吨、%） 各年平均售价（元/吨、%） 各年成本（元/吨、%） 

2022

年 
2021 年 

变动比

例 
2022 年 2021 年 

变动比

例 
2022 年 2021 年 

变动比

例 

焦炭 656.23 594.70 10.35 2,602.56 2,405.90 8.17 2,861.54  2,318.69  23.41 

焦油 24.23 22.31 8.61 4,708.50 3,215.44 46.43 999.94  1,099.52  -9.06 

粗苯 7.68 6.75 13.88 5,627.94 4,375.99 28.61 3,498.54  3,092.92  13.11 

甲醇 24.32 6.42 278.48 1,973.42 2,039.04 -3.22 996.06  625.20  59.32 

合成氨 32.08 25.85 24.09 3,187.68 2,786.33 14.40 1,888.99  1,416.63  33.34 

LNG 13.88 14.01 -0.98 5,821.70 4,038.41 44.16 3,238.68  2,826.98  14.56 

BDO 5.65 5.12 10.30 15,770.77 21,972.61 -28.23 11,751.35  14,891.59  -21.09 

精煤 65.85 69.60 -5.38 1,549.28 1,135.95 36.39 625.96  531.12  17.86 

受供需关系影响，近两年公司主营业务产品销售价格和成本呈周期性波动，

其中焦炭、焦油、粗苯、合成氨、LNG 及精煤平均销售价格 2022 年度较 2021 年

度出现一定程度上涨，甲醇和 BDO 价格有所下降，成本变动除焦油和 BDO 外也

都有一定程度的上涨，特别是焦炭的成本增长幅度是其销售价格增长幅度的近 3

倍；焦炭成本增加是主要原料煤价格同比上涨了 26.13%所致。 

3、公司毛利率下滑分析： 

公司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中焦炭的占比达 70%以上，焦炭的成本变动主要是

原料煤价格变动导致。焦炭销售价格和原料煤的变动主要受供需关系影响，其中

价格增长时，主要原料煤价格增长幅度高于焦炭销售价格；价格下降时，原料煤

价格下降幅度低于焦炭销售价格。从近两年市场上原料煤及焦炭的价格分析，中

间的价格差异逐渐变小。 

焦炭（冶金焦）市场价格变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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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焦炭的价格波动可以看出， 2021 年二、三季度焦炭价格涨幅明显，第四

季呈明显下跌，2022 年焦炭价格 1-7 月呈现先涨后跌趋势，8-12 月相对稳定。

2022 年焦炭价格整体处于高位运行态势。 

煤炭（炼焦煤）市场价格变动趋势： 

 

如上图所示，2021 年至 2022 年炼焦煤价格整体呈现上涨态势，2021 年第三

季度价格上涨较大，第四季度从 11 月份开始明显下跌，2022 年 1-8 月呈先涨后跌

趋势，9-12 月略微反弹，2022 年炼焦煤价格维持高位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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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公司焦炭的市场价格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同期对外采购原料煤的成本

先保持稳定再呈现上升趋势，致使 2021 年毛利率先上升至 2021 年四季度开始下

降，整体毛利率 2022 年度较 2021 年度下滑符合行业的实际经营情况。 

综合以上分析，公司主营业务毛利主要来源于焦炭业务，毛利率下降主要是

由于产品焦炭毛利下降。焦炭毛利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原料煤价格增幅大于焦炭销

售价格的增长幅度。 

4、归母净利润下滑分析： 

公司归母净利润下滑的原因是，一方面因为主要产品毛利下降，特别是焦炭

毛利下降了 15.49 百分点，下降幅度较大所致；另一方面是因为参股公司业绩下

滑导致投资收益减少，影响归母净利润减少。 

陕西黑猫母公司参股建新煤化 49%的股权，享有的建新煤化的投资收益变动

对公司归母净利润和毛利率有一定的影响。2021 年和 2022 年建新煤化的主要经

营数据及净利润情况如下： 

项目 2022 年（万元） 2021 年（万元）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255,907.88  372,495.51  -31.30 

净利润 90,928.24  149,483.23  -39.17 

陕西黑猫享有投资收益 40,023.33  69,627.17  -42.52 

5、同行业数据对比： 

公司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归母净利润和毛利率对比情况如下（数据来源巨

潮资讯）： 

证券简称 

归母净利润（万元、%） 毛利率（%）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变动比例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变动比例 

山西焦化 258,195.52  126,029.91  104.87 -1.44 6.62  -8.06 

开滦股份 185,112.30  192,627.90   -3.90  16.26 21.18 -4.92 

金能科技 24,917.46  92,580.95 -73.09 4.01 13.70  -9.69 

宝泰隆 15,174.27  15,124.91  0.33 14.79 16.91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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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值 120,849.89 106,590.92  13.38 8.41 14.60  -6.20  

陕西黑猫 27,793.07  152,733.13  -81.80  4.10  13.44  -9.34 

公司毛利率与同行业上市公司可比趋势一致，但归母净利润和毛利率变动情

况存在一定差异，主要原因是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产品不同、产品结构不同所

致。从主要细分产品结构来看，公司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的产品差异情况如

下： 

证券简称 主要产品及占 2022 年营业收入的比例 

山西焦化 
焦炭（74.98%）、甲醇（5.06%）、炭黑（1.87%）、纯苯（4.62%）、炭黑 2 号

油（2.68%） 

开滦股份 
冶金焦（52.93%）、洗精煤（28.73%）、纯苯（3.06%）、甲醇（1.28%）、聚

甲醛（3.08%）、己二酸（6.24%） 

金能科技 
煤焦产品（25.60%）、烯烃产品（32.17%）、炭黑产品（30.79%）、精化产品

（3.63%） 

宝泰隆 
焦炭（72.16%）、沫煤（3.92%）、甲醇（4.87%）、精制洗油及沥青调和

（3.89%）、电力（1.16%）、供热（2.45%）、针状焦系列（2.65%） 

陕西黑猫 
焦炭（73.61%）、焦油（4.92%）、粗苯（1.86%）、甲醇（2.07%）、合成氨

（4.41%）、LNG（3.48%）、BDO（3.84%）、精煤（4.40%） 

从上表情况可知，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都是以焦炭为基础，以化工产品为核

心，但各公司化工产品路线不尽相同。因此，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产品结构存在

较大差异。开滦股份的毛利率较高，主要是开滦股份具有煤矿资源优势，煤炭开

采、煤炭洗选贡献收入占比较大所致。 

因此，公司归母净利润和毛利率和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的存在一定差异，主

要是产品种类、结构不同，差异具有合理性。 

（2）结合各产品的销售和采购政策、销售回款情况、市场变化等，说明分季

度归母净利润、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和营业收入变动趋势不一致的原因及合理

性。 

1、公司 2022 年度各季度营业收入、归母净利润及经营活动现金流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项目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564,674.96  692,454.94  537,789.76  525,081.96  

归母净利润 23,706.80  19,906.20  -19,627.47  3,80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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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现金净额 6,417.44  -12,378.13  66,287.18  -25,421.63  

2、公司的销售、采购模式和销售回款情况： 

销售模式：公司主要销售产品为焦炭、甲醇、合成氨、LNG、BDO、精煤。

焦炭的销售为以长协战略合作钢铁厂稳定采购为主、辅以贸易商灵活补充的模

式；精煤、甲醇、合成氨、LNG、BDO 等其他煤炭和化工产品销售模式为价格透

明、公平竞标、先款后货的模式。 

采购模式：公司采购的主要原材料为原料煤，根据公司生产计划确定原料煤

需求数量，结合原料煤的市场供需及价格波动趋势状况，合理制定并执行采购计

划。原料煤采购以煤矿直供和贸易商供应相结合。 

销售回款：公司营业收入中 70%以上为焦炭，焦炭回款方式 90%为银行承兑

汇票，部分化工产品和精煤产品销售回款也为银行承兑汇票。 

近几年公司的销售、采购和销售回款政策未有变化。 

3、公司归母净利润、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和营业收入变动趋势不一致分

析： 

公司归母净利润、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和营业收入变动趋势不一致的主要原

因是市场变动原因造成的，符合行业的实际经营情况。具体情况如下： 

项  目 

二季度较一季度增减 三季度较二季度增减 四季度较三季度增减 

金额（万元） 比例（%） 
金额（万

元） 

比例

（%） 

金额（万

元） 

比例

（%） 

营业收入 127,779.98  22.63  -154,665.18  -22.34  -12,707.80  -2.36  

归母净利润 -3,800.60  -16.03  -39,533.67  -198.60  23,435.01  119.40  

经营活动现金净额 -18,795.57  -292.88  78,665.31  635.52  -91,708.81  -138.35  

公司 2022 年度各季度主要产品的销量、平均售价、主要原材料原料煤采购

价格： 

销量（吨） 

主要产品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焦炭 1,572,376.75  1,691,365.42  1,704,229.66  1,594,289.75  

焦油 62,210.07  61,610.20  58,339.22  60,167.95  

粗苯 19,352.02  17,885.59  19,680.89  19,899.34  

甲醇 53,685.37  63,616.41  56,212.28  69,655.53  

合成氨 80,752.36  77,444.43  71,640.26  90,94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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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G 36,568.19  29,224.97  38,962.14  34,014.64  

BDO 13,716.00  14,378.48  12,342.36  16,054.90  

精煤 136,578.65  176,285.65  144,012.93  201,618.16  

销售价格（元/吨） 

主要产品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焦炭 2,644.52  3,083.14  2,380.99  2,288.18  

焦油 4,053.38  4,384.48  4,862.34  5,568.45  

粗苯 5,298.17  6,026.63  6,142.05  5,081.84  

甲醇 1,901.02  2,073.04  1,981.11  1,932.02  

合成氨 2,969.23  3,732.08  2,792.44  3,229.41  

LNG 5,426.60  6,444.75  5,764.13  5,777.08  

BDO 23,357.69  20,470.31  10,295.99  9,289.07  

精煤 1,639.07  2,051.83  1,105.27  1,366.21  

原料煤采购价格（元/吨） 

2022 年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原料煤 2,314.57  2,463.73  1,736.86  1,881.03  

A、营业收入变动分析：二季度较一季度营业收入增长 22.63%，原因是主要

产品销量和销售价格增长；三季度较二季度营业收入下滑 22.34%，原因是主要产

品销售价格大幅下滑；四季度较三季度营业收入略微下滑 2.36%，原因是部分产

品销量和价格都有小幅下降。 

B、归母净利润变动分析：二季度较一季度归母净利润减少 0.38 亿元，变动

幅度不大；三季度较二季度减少近 4 亿元，原因是主要产品销售价格大幅下滑所

致；四季度较三季度增长 2.3 亿元，原因主要是确认参股公司建新煤化的投资收

益较三季度增长 1.52 亿元。 

C、经营活动现金净额变动：二季度较一季度经营活动现金净额减少 1.9 亿

元，原因是原材料价格上涨，购买原材料支付的现金增加；三季度较二季度增加

7.8 亿元，原因是主要产品焦炭和原材料价格大幅下跌，公司加大货款回收，减

少库存量，降低采购，减少上游采购付款；四季度较三季度减少 9.2 亿元，原因

是产品价格和销量均有所下降，主要原材料价格呈上涨趋势，同时冬储备煤量增

加，支付上游采购货款增加。 

（3）结合下游需求、行业趋势，说明业绩是否存在进一步下滑趋势，并说明

应对措施。 

1、业绩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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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营从事焦化产品、煤化工产品和煤炭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下游市场主

要为钢铁、化工等国民经济基础性行业，容易受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影响。经济

周期性波动影响下游钢铁行业的需求以及上游原材料煤炭的价格，从而影响焦化

行业盈利水平。经济扩张时期，市场资金充裕，固定资产投资持续增长，钢铁市

场需求旺盛，对焦化产品需求扩张，焦化行业经营业绩会大幅提升；相反地，经

济收缩时期，市场流动性紧缩，固定资产投资放缓，钢铁市场需求减少，对焦化

产品需求放缓，对焦化行业经营业绩带来严重不利影响。 

2022 年下游钢铁行业受宏观经济下行、房地产行业需求放缓的影响，焦炭需

求萎缩，上游煤炭行业受供给侧改革、环保政策、能耗双控的制约、进口煤政策

的影响，煤炭行业产能受到限制，煤炭进口不畅，供给出现区域性结构不平衡状

况，煤炭价格较高。上下游双重不利影响到公司 2022 年经营业绩下滑。 

2022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320,001.62 万元，比上年增长 22.78%，增长的

主要原因是随着焦化行业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后产能淘汰有序推进，

焦化行业集中度不断提升，虽然 2022 年下半年以来受宏观环境的影响，焦炭价

格有所下行，但仍然处于高位运行；化工产品受国际紧张局势的影响，化工产品

的价格仍然较高；同时子公司内蒙古黑猫焦炭产能释放，焦炭产量提高。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793.08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81.80%，下降的主

要原因是受国家环保政策、能耗双控的制约、煤炭进口政策等影响，煤炭行业产

能受限以及煤炭进口不畅，供给出现区域性结构不平衡状况，原料煤价格居高不

下，原料煤价格的涨幅超过了焦炭价格的涨幅导致公司盈利水平下降。 

由于焦化行业存在明显的行业周期性波动以及下游钢铁企业需求放缓的影

响，2022 年公司经营业绩同比下降较大，业绩下滑程度与行业变化趋势并无明显

背离，经营业务仍处于正常和合理的状态，且公司主营业务、经营模式、客户供

应商、核心管理团队并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对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重大不利影

响。 

       进入 2023 年以来，市场逐步平稳，第一季度与上年第四季度相比稳中有增，

第二季度开始市场趋稳，目前原料煤价格有所下跌，生产成本有所降低，预计未

来业绩将逐步向好。 

2、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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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采取加快推进在建项目投产、加强生产管理、加强上游原料煤投资等

措施，应对市场风险，提高竞争力。 

一是加快推进子公司内蒙古黑猫在建的二期之“一期 100 万吨/年焦化项目”建

设进度。内蒙古黑猫 260 万吨/年的高品质焦炭投产以来，虽受到蒙煤进口量的影

响，焦煤和精煤的采购量不足，产能尚在逐渐释放中。但 2021 年、2022 年产出

的 108 万吨、186 万吨高品质焦炭全部实现销售，主要满足目前现有客户对高品

质焦炭的需求，并开发了有相同需求的新客户。公司产品销售区域在覆盖陕西本

地、华北、华东、华南和华中的基础上，内蒙古及河北市场成为新的销售增长

点，且销售区域目前已辐射至辽宁和吉林等东北地区，产品供不应求。从市场需

求来看，受环保治理及去产能因素影响，部分省份焦炭产能和产量有所下降，河

北、山东、河南等区域外购焦炭量明显上升。另一方面随着市场对钢材质量要求

的提高，以及国家对钢铁企业环保治理要求的日益严格，钢铁企业必将通过采购

低硫焦炭来替代高硫原料，而国内的低硫焦煤资源日益紧缺，公司所生产的焦炭

又属于低硫优质焦炭，焦炭需求较为旺盛，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随着内蒙古黑

猫产能的逐步释放及新产能的投运，公司产品产量提高，可降低单位生产成本；

预计公司利润水平将得以提升。 

二是加快推进子公司内蒙古黑猫二期之“焦炉煤气综合利用生产 10 万吨/年

LNG 项目”建设进度。LNG 是一种具有高辛烷值的清洁能源，具有无毒易散发、

安全可靠、运输灵活、储存效率高等特点。近年来，天然气已被世界许多国家重

视和推广，天然气加气站和天然气改装车辆不断增加，对于天然气的需求也越来

越强烈。结合近年来天然气价格情况及供需矛盾情况，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天然

气（包括压缩天然气、管道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市场空间较大，且需求较大。

因此本项目投产后产品 LNG 拥有可靠的市场保证，同时强化延伸了内蒙古黑猫

的循环经济产业链，不仅提高了区域内进口资源落地加工转化率，公司盈利能力

也将随之提升。 

三是未来环保、安全持续高压将控制焦炭及相关化产产品的供给，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持续推进，焦炉环保标准日益提高，在此背景下焦炭淘汰落后产能、向

集约化方向发展为行业发展趋势，公司主营业务产品焦炭及相关化产产品价格预

计有一定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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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在继近几年对建新煤化、宏能煤业、金沟煤矿等上游煤矿的股权收购

后，仍将积极寻求对上游煤矿资源的投资，进一步拓展煤炭业务，煤焦联动。 

同时，公司将加强管理，持续保持各产品的销售畅通。目前公司各项产品仍

保持产销率在 95%以上。深化设备工艺管理，确保设备长周期平稳高效运行；深

化挖潜节支降本，降低运营成本和管理费用。 

综上，上述各项措施得以实施后，公司毛利率将能得到提高，经营业绩得以

改善。同时近几年公司逐步通过“强焦、补煤、精化”的强链、补链、延链工程的

战略规划，巩固公司循环经济产业链，增强公司在市场不利的情况下抵御风险的

能力，提高核心竞争力。 

问题 2.关于存货。 

年报显示，公司存货期末账面余额为 22.67 亿元，同比增长 29.2%，主要构

成为原材料 10.31 亿元、库存商品 2.24 亿元、发出商品 9.55 亿元，其中原材料余

额较期初增幅逾 1 倍；本期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1.52 亿元，同比下降 50%，其中

原材料、库存商品、发出商品分别计提 0.67 亿元、0.14 亿元、0.71 亿元，存货变

动与计提跌价准备变动方向相反。 

请公司：（1）分业务板块列示存货的具体内容、数量、金额；（2）结合存货

构成、库龄结构、周转情况、市场价格、下游需求等，说明存货规模增加，但计

提存货跌价准备减少的原因及合理性；（3）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说明公司计提

存货跌价准备方法的合理性，相关计提是否审慎、充分。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1）分业务板块列示存货的具体内容、数量、金额。 

单位：吨、块；元 

板块 项目 具体内容 数量 账面余额 存货跌价准备 

煤化工板块 原材料 
辅料、备品备

件等 
-- 86,521,074.90 -- 

煤化工板块 原材料 原料煤 536,966.34 941,745,409.59 67,180,913.27 

煤炭板块 原材料 
低值易耗品、

备品备件等 
 2,948,314.20 -- 

 原材料小计  -- 1,031,214,798.70 67,180,913.27 

煤化工板块 库存商品 1，4-丁二醇 1,901.71 16,814,923.93 -- 

煤化工板块 库存商品 LNG 1,240.04 6,723,047.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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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化工板块 库存商品 粗苯 2,432.02 8,923,229.10 -- 

煤化工板块 库存商品 合成氨 1,248.08 1,939,438.48 -- 

煤化工板块 库存商品 甲醇 9,845.85 12,036,862.97 -- 

煤化工板块 库存商品 焦炭 60,853.56 155,734,513.68 12,931,867.15 

煤化工板块 库存商品 焦油 12,609.01 13,561,968.49 -- 

煤化工板块 库存商品 蒸压砖 -- 1,197,504.61 1,040,640.00 

煤炭板块 库存商品 煤炭 15,037.38 7,225,294.51 -- 

 库存商品小计  -- 224,156,783.51 13,972,507.15 

煤化工板块 发出商品 焦炭 370,622.46 953,697,995.83 69,697,999.96 

煤炭板块 发出商品 精煤 3,390.20 1,616,909.89 1,616,909.89 

 发出商品小计  -- 955,314,905.71 71,314,909.85 

煤化工板块 合同履约成本 合同履约成本 -- 56,457,068.80 -- 

合计    2,267,143,556.72 152,468,330.27 

（2）结合存货构成、库龄结构、周转情况、市场价格、下游需求等，说明存

货规模增加，但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减少的原因及合理性。 

1、公司存货主要是原材料、库存商品和发出商品。公司存货构成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期末余额 上年年末余额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原材料 103,121.48  45.49  49,912.66 28.45 

库存商品 22,415.68  9.89  30,161.06 17.19 

发出商品 95,531.49  42.14  87,982.61 50.14 

合同履约成本 5,645.71  2.49  7,413.07 4.22 

账面余额 226,714.36  100  175,469.40 100 

存货跌价准备 15,246.83  -- 30,550.11 -- 

账面价值 211,467.52  -- 144,919.28 -- 

期末存货规模增加主要是原材料金额增加。公司存货余额的变动主要受销售

计划、采购周期、生产周期和安全库存影响所致。原材料主要是原料煤，公司根

据销售计划、生产计划制定采购数量，结合原料煤的市场供需及价格波动趋势状

况，合理确定原料煤的采购储备。 

2022 年末存货余额增加较大的原因，一是内蒙古黑猫年产 260 万吨焦炭及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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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化产、化工车间（2020 年至 2022 年陆续投产）逐渐释放产能，导致期末存货

余额增长；二是 2023 年 1 月份适逢春节期间，为了保证公司正常生产，公司在

2022 年末储备了较多的原料煤，导致原材料库存数量增加；三是原料煤价格上

升。 

2、存货的库龄及周转情况 

公司主要产品焦炭、焦油、粗苯、甲醇、合成氨、LNG、BDO 及精煤销售周

期基本在 1 个月内，原料煤采购周期基本在 1 个月内。因此，公司存货库龄基本

在 1 月以内，超过 1 年以上的长库龄的存货主要为备品备件等耗材备用品。 

2022 年度存货周转率 12.49，2021 年度存货周转率 13.29，存货周转较快且两

期基本稳定。 

3、主要产品、原料市场价格及焦炭产销率情况 

（1）主要产品焦炭的销售价格及市场价格变动情况 

①主要产品焦炭两期销售价格对比情况 

项  目 
销售数量 

（万吨） 

平均单价 

（元/吨） 

销售收入 

（万元） 

2022 年度 656.23 2,602.56 1,707,868.16 

2021 年度 594.70 2,405.90 1,430,790.52 

变动比例 10.35% 8.17% 19.37% 

本期主要产品焦炭的销量、平均销售价格均有所增加。 

②报告期内焦炭市场价格变动趋势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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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焦炭的价格波动可以看出，2021 年二三季度焦炭价格涨幅明显，第四季 11

月份呈明显下跌，2022 年焦炭价格 1-7 月呈现先涨后跌趋势，8-12 月相对稳定。

2022 年焦炭价格整体处于高位运行态势。 

（2）主要原料煤的采购价格及市场价格变动情况 

①主要原料煤两期采购价格对比情况 

项  目 
采购数量 

（万吨） 

平均单价 

（元/吨） 

采购成本 

（不含税，万元） 

2022 年度 892.37 2,089.21 1,864,337.97 

2021 年度 795.12 1,656.37 1,317,017.66 

变动比例 12.23% 26.13% 41.56% 

本期主要原料煤的采购数量、平均采购价格均有所增加。 

②报告期内炼焦煤市场价格变动趋势如下： 

 

如上图所示，2021 年至 2022 年炼焦煤价格整体呈现上涨态势，2021 年第三

季度价格上涨较大，第四季度从 11 月份开始明显下跌，2022 年 1-8 月呈先涨后跌

趋势，9-12 月略微反弹，2022 年炼焦煤价格维持高位运行。 

（3）主要产品焦炭两期产销量、产销率、产能利用率对比情况： 

项目 2022 年度（万吨） 2021 年度（万吨） 

焦炭产能 780.00 747.50 

焦炭产量 668.87 59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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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2 年度（万吨） 2021 年度（万吨） 

焦炭销量 656.23 594.70 

产能利用率 85.75% 79.73% 

产销率 98.11% 99.79% 

公司 2022 年度焦炭产能利用率有所提高，焦炭产销率维持高位。 

4、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情况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存货》的规定，期末对存货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

孰低计量。公司的存货主要为焦炭、原料煤等。公司 2022 年末已充分计提存货

跌价准备。 

主产品焦炭跌价准备计提方法：焦炭产品期末库存系由库存商品、发出商品

构成。受四季度焦炭价格波动影响，期末库存焦炭账面成本高于市价、发出商品

期末账面成本高于期后结算价格，公司按可变现净值计提跌价准备。焦炭可变现

净值计算如下：①对期末发出商品，分解到对应的各客户，以各客户期后实际执

行的结算价格及对应数量分别计算可变现净值。对库存商品，按照 2022 年 12 月

31 日的平均市场价格及库存商品期末数量计算库存商品的可变现净值。②销售环

节产生的直接费用主要是运费（针对一票结算的客户）。在计算上述存货的单位

可变现净值时，已扣除一票结算模式下的运费。 

原料煤跌价准备计提方法：公司存货中的原料煤用于生产焦炭，并非直接销

售。受到焦炭毛利率为负数的影响，原料煤存在跌价迹象。对原料煤按焦炭的估

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

额作为可变现净值。 

2021 年末存货跌价准备计提较大的原因：2021 年二、三季度，在全球经济复

苏逻辑下，钢材消费高涨，使得焦炭价格上涨较大，第四季度受国家政策调控的

影响，2021 年 11 月焦炭价格处于明显下行趋势，但焦炭、原料煤价格波动不同

步，导致 2021 年末焦炭产品账面成本高于销售合同的产品价格，存在明显跌价

迹象，因此 2021 年末按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计提了较大的存货跌价准备。 

2022 年末存货跌价准备计提金额较 2021 年末有所减少，主要是 2022 年四季

度焦炭、原料煤的市场价格均相对稳定，未出现大幅波动且不同步的情况。因此

表现为 2022 年末存货规模增加，但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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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说明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方法的合理性，相关

计提是否审慎、充分。 

同行业可比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方法如下： 

公司简称 存货跌价准备会计政策 

金能科技 

存货可变现净值是按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

的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在确定存货的可变现净值时，以取得的确

凿证据为基础，同时考虑持有存货的目的以及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影响。  

山西焦化 

存货可变现净值是按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 估计

的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在确定存货的可变现净值时，以取得的确

凿证据为基础，同时考虑持有存货的目的以及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影响。 

开滦股份 

可变现净值确定依据：库存商品和用于出售的材料等直接用于出售的商品存

货，其可变现净值按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

额确定；用于生产而持有的材料存货，其可变现净值按所生产的产成品的估计

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

确定；为执行销售合同或者劳务合同而持有的存货，其可变现净值以合同价格

为基础计算；公司持有存货的数量多于销售合同订购数量的，超出部分的存货

可变现净值以一般销售价格为基础计算。可变现净值以一般销售价格为基础计

算。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方法：产成品及大宗原材料的存货跌价准备按单个存

货项目的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差额提取；其他数量繁多、单价较低的原辅

材料按类别提取存货跌价准备。 

宝泰隆 

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对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及陈旧和滞销的存

货，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存货减值至可变现净值是基于评估存货的可售性及其

可变现净值。鉴定存货减值要求管理层在取得确凿证据，并且考虑持有存货的

目的、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影响等因素的基础上作出判断和估计。 

陕西黑猫 

存货可变现净值是按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

的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在确定存货的可变现净值时，以取得的确

凿证据为基础，同时考虑持有存货的目的以及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影响。 

公司与同行业可比公司采用的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方法是一致的，不存在重大

差异。 

2022 年末公司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如下： 

项  目 2022 年末计提比例 

山西焦化 8.11% 

开滦股份 3.32% 

金能科技 3.31% 

宝泰隆 1.13% 

平均值 3.97% 

陕西黑猫 6.73% 

公司存货跌价准备占存货账面余额的比例略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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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充分，符合谨慎性原则。 

综上，2022 年末公司存货规模增加、存货跌价准备金额减少具有合理性。公

司存货周转较快，主要存货库龄基本在 1 月以内，主要产品产销率维持在较高水

平。公司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计提了存货跌价准备，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充分合

理。 

会计师意见： 

（一）核查程序 

我们主要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获取公司存货明细表，了解各类存货构成，结合报告期内业务开展情况

分析存货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2、获取存货库龄及周转情况、主要产品产销量及变动情况；获取并分析公

司主要原料及产品的采购价格、销售价格，并与市场价格进行对比； 

3、复核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情况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包括复

核管理层对存货估计售价的预测，将估计售价与市场信息、期后情况等进行比

较，确定估计售价的合理性；评价管理层对将发生的成本、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

估计的合理性； 

4、查阅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公开披露文件，对比分析同行业可比公司存货

跌价准备计提情况，分析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充分、计提方法是否一致。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 

1、公司 2022 年末存货规模增加，但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减少的原因具有合理

性。 

2、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方法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具有合理性，

计提审慎、充分。 

问题 3. 关于货币资金。 

年报显示，公司年末货币资金余额为 20.28 亿元，其中受限货币资金余额为

16.46 亿元，同比增长 27.64%，占货币资金余额比重为 81.20%，受限货币资金

主要是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等。此外，年末应付票据 31.86 亿元，同比增长

30.2%；短期借款和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 34.92 亿元，同比增长 5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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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分别为 0.58、0.34。 

请公司：（1）列示受限货币资金构成和明细，包括对应的融资主体、受限原

因及金额等，并结合实际业务开展情况说明受限货币资金规模增加的原因及合理

性；（2）结合公司业务需求、自身资信、付款政策等，说明票据规模与保证金规

模是否匹配；（3）结合负债结构、偿债能力、现金流情况等，说明大额受限货币

资金对公司偿还债务是否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1）列示受限货币资金构成和明细，包括对应的融资主体、受限原因及金额

等，并结合实际业务开展情况说明受限货币资金规模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 

单位：万元 

融资主体 项目 2022.12.31 2021.12.31 增加额 受限原因 

陕西黑猫 其他货币资金 89,570.12 46,000.00 43,570.12 

银行承兑汇票

（含信用证）

保证金 

龙门煤化 其他货币资金 64,000.00 79,182.92 -15,182.92 
银行承兑汇票

保证金 

内蒙古黑猫 其他货币资金 10,360.21 3,200.00 7,160.21 
银行承兑汇票

保证金 

内蒙古黑猫 银行存款 525.30 525.23 0.07 
因诉讼暂时冻

结 

宏能煤业 银行存款 197.43 91.77 105.66 
土地复垦基金

专户 

合计  164,653.06 128,999.92 35,653.14  

公司本期受限资金增加主要是由于开具银行承兑汇票对应的保证金增加。公

司受限资金仅为公司授信合同中开具银行承兑汇票要求的保证金，不存在为大股

东及其关联方提供保证资金或变相质押的情形。 

公司根据资金需求，同时考虑资金成本，综合考虑融资方案。2022 年公司开

具的应付票据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原材料采购量及税费增加。 

（2）结合公司业务需求、自身资信、付款政策等，说明票据规模与保证金规

模是否匹配。 

公司经营规模持续增长，对客户、供应商的交易中票据结算的方式占比较

大。公司根据各个子公司的资金需求计划，综合考虑资金成本及需求金额，采用

对应的融资方式。公司主要融资银行授信额度中银行承兑汇票额度较大，导致公

司开具的银行承兑汇票规模较大。公司自身资信状况良好，公司开具的票据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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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银行的授信额度范围内。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尚未使用的银行授信额

度 126,605.82 万元。 

公司开具的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的比例基本为 50%，票据到期兑付时，保证

金将用于支付承兑汇票到期兑付资金。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票据规模与保证金

是匹配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承兑行 期末余额 
其他货币资金 

（保证金）金额 
保证金比例 

广发银行西安分行营业部 14,000.00 7,000.00 50.00% 

光大银行西安分行 40,000.00 20,000.00 50.00% 

西安银行高新支行 10,000.00 5,000.00 50.00% 

北京银行西安分行 10,000.00 -- 票据质押 

恒丰银行西安分行 16,000.00 8,000.00 50.00% 

浙商银行西安分行 20,000.00 10,000.00 50.00% 

兴业银行渭南分行 30,000.00 15,000.00 50.00% 

韩亚银行（中国）西安分行 2,000.00 2,000.00 100.00% 

华夏银行西安分行 16,000.00 8,000.00 50.00% 

交通银行渭南韩城支行 9,000.00 4,500.00 50.00% 

长安银行韩城市支行 20,000.00 10,000.00 50.00% 

西安银行高新支行 8,000.00 4,000.00 50.00% 

成都银行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40,000.00 20,000.00 50.00% 

富邦华一银行西安分行 10,000.00 10,000.00 100.00% 

工商银行渭南分行 10,000.00 10,000.00 100.00% 

华夏银行西安分行 20,000.00 10,000.00 50.00% 

成都银行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10,000.00 10,000.00 100.00% 

浙商银行呼和浩特分行 12,487.35 4,865.40 38.96% 

农业银行乌拉特后旗支行 5,464.81 5,494.81 10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韩城市支行 15,600.00 -- 票据质押 

合计 318,552.16 163,860.21  

综上，公司 2022 年末应付票据规模与保证金规模是匹配的。 

（3）结合负债结构、偿债能力、现金流情况等，说明大额受限货币资金对公

司偿还债务是否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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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的负债结构、偿债能力、现金流情况如下： 

项目 2022.12.31 

偿债能力指标：  

流动比率 0.58 

速动比率 0.34 

资产负债率(%) 48.49 

流动资产周转能力：  

应收账款（含应收票据、应收款项融资）周转率 35.82 

存货周转率 12.49 

现金流情况：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万元） 1,209,957.70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万元）  34,904.86 

授信情况：  

尚未使用的银行授信额度（万元） 126,605.82 

公司资产负债率维持在合理水平，整体偿债风险较小。2022 年末虽然短期有

息负债增加、长期有息负债减少，但借款利率下降，降低了财务费用。 

公司存货周转较快（短于 1 个月），流动性强，流动比率更能反映公司短期

偿债能力。公司流动资产周转快，不存在短期偿债风险； 

2022 年公司营业收入增长 22.78%，销售商品及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209,957.70 万元（同比增长 10.21%），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 34,904.86 万元（同

比增长 2534.33%），为获取银行授信及偿还短期借款提供保障。公司资信良好，

无逾期记录，与金融机构保持良好的长期合作关系，截至 2022 年末尚未使用的

银行授信额度 126,605.82 万元，银行授信额度充足，不存在无法获得继续融资的

风险。 

公司的受限资金基本为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当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承兑时，

该部分受限资金将直接用于偿还到期的银行承兑汇票。 

综上，公司资产负债率水平合理，流动资产变现能力强。营业收入及经营活

动现金流持续增长，银行授信额度充足。受限资金基本为保证金，可直接用于偿

还到期的银行承兑汇票。因此，大额受限资金不会对偿还债务产生重大不利影

响。 

会计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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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核查程序 

1、结合公司的流动资产周转率、负债结构、偿债指标、借款利率水平、现

金流及受限资金情况，分析公司短期偿债风险及负债结构变化原因； 

2、获取公司期末应付票据明细、其他货币资金明细，与承兑汇票协议核

对，并向银行进行函证； 

3、查阅主要银行承兑汇票相关的协议、相应的担保合同，测算期末应付票

据余额与保证金金额的配比情况； 

4、获取公司的银行授信清单、查阅主要银行授信合同； 

5、检查期后银行借款偿还情况，核实是否存在逾期借款。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 

1、公司受限货币资金规模增加原因具有合理性； 

2、公司期末票据规模与保证金规模匹配； 

3、大额受限货币资金对公司偿还债务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问题 4.关于收购资产经营情况。 

年报显示，2022 年 9 月，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疆黑猫以现金 5.78 亿元收购了

库车金沟煤矿有限公司 100%股权。金沟煤矿已完成勘探，并取得了煤炭探矿权

证，但暂未获得采矿权证等开展煤炭生产的必要资质，尚未实际从事煤炭开采。

2021 年 11 月，公司以 4856.01 万元收购控股股东所持宏能煤业 100%股权，同时

宏能煤业需以自有及自筹资金偿还前期为项目建设向控股股东所借款项合计本息

18.95 亿元，目前宏能煤业对控股股东的借款已归还完毕；报告期内，宏能煤业

精煤生产量、销售量分别为 69.14 万吨、65.85 万，产能利用率为 76.82%。 

请公司：（1）补充披露金沟煤矿保有资源储量、建设所需资金、预计投产时

间、设计产能等，说明未获得采矿权证的原因，是否存在实质性障碍；（2）结合

货币资金、偿债能力、融资渠道等，说明金沟煤矿后续建设所需资金来源、融资

安排；（3）补充披露近三年宏能煤业生产经营情况，并结合生产规划、下游需

求、市场情况等，说明宏能煤业未达到满产状态的原因。 

回复： 

（1）补充披露金沟煤矿保有资源储量、建设所需资金、预计投产时间、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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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能等，说明未获得采矿权证的原因，是否存在实质性障碍。 

1、资源储量： 

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关于《新疆库拜煤田阿艾矿区金沟堪察区

勘探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新国土资储备字【2014】015 号》中，

金沟煤矿矿井累计查明煤炭资源量 23,404 万吨（其 中：1/3 焦煤 17,256 万吨、气

煤 3,818 万吨、中粘煤 498 万吨、弱粘煤 1,760 万吨、不粘煤 72 万吨）。2021 年 3

月，因探矿权范围变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煤田地质局综合地质勘察队依据已备

案的勘探报告对勘探范围的资源量进行分割估算（未经评审备案），缩减后的现

矿区范围内保有资源储量 18,898 万吨（其中：1/3 焦煤 13,859 万吨，气煤 3,239

万吨，中粘煤 58 万吨、弱粘煤 1,670 万吨和不粘煤 72 万吨）。 

2、建设所需资金： 

金沟煤矿建设项目预计总资金为 130,231.91 万元，其中：井巷工程费为

38,901.15 万元，土建工程费为 18,156.24 万元，设备购置费为 24,139.03 万元，安

装工程 9,619.87 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为 12,023.92 万元，工程预备费

13,369.23 万元，建设期贷款利息为 11,300.71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2,721.75 万

元。 

3、预计投产时间： 

目前金沟煤矿正在办理生产规模为 150 万吨/年产能手续及相关配套建设开工

手续，待手续齐备后，根据井巷工程成巷指标和连锁工程，矿井建井工期约为 40

个月（含准备期 2 个月），其中工作面安装试生产期 3.5 个月。 

4、设计产能： 

现金沟煤矿勘查区的探矿权人为库车金沟煤矿有限公司。金沟煤矿矿井于 

2012 年 7 月开工建设后，主、副井施工 400 余米，原总规核批矿井产能为 60 万

吨/年，新规划矿井产能为 150 万吨/年，符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煤矿建设标

准。 

5、未获得采矿许可证原因： 

目前，金沟煤矿已经具有探矿权并完成了矿井勘探。未获得采矿许可证原因

主要是相关政府审批手续未完成。2012 年国家发改委批复的阿艾矿区总体规划中

已经确定金沟井田为 60 万吨/年规模。2012 年底，国务院又下发了 91 号文，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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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万吨以下高瓦斯矿井及瓦斯突出矿井停止核准建设。 

目前金沟煤矿申请采矿证的核准审批进度为：2023 年 3 月 31 日库车市政府

在乌鲁木齐组织对《库车阿艾矿区总体规划（修编）报告》进行了评审，金沟煤

矿以 150 万吨/年规模进入该总体规划。该报告评审通过后，需要国家发改委对

《阿艾矿区总规（修编）》批复，通过批复后，金沟煤矿将重新以 150 万吨/年规模

进入煤炭工业“十四五”规划，并取得“项目核准”批复后，可以办理采矿许可

证，完成“探转采”后进行矿井开工建设。由于金沟煤矿在 2012 年已经进入总

体规划，后顺应政策变更，从此修编总规，故金沟煤矿取得“项目核准”批复、

办理采矿许可证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2）结合货币资金、偿债能力、融资渠道等，说明金沟煤矿后续建设所需资

金来源、融资安排。 

1、货币资金情况： 

近三年公司的货币资金和票据期末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2 年末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三年平均 

货币资金 

现金 22.78  13.01  73.68  36.49  

银行存款 38,830.06  54,560.22  32,983.03  42,124.44  

财务公司存款 - 0.63  0.62  0.42  

其他货币资金 163,930.33  128,382.92  175,044.97  155,786.07  

应收票据 1,647.60  1,791.62  3,571.35  2,336.86  

应收款项融资 53,089.93  45,192.21  36,926.30  45,069.48  

合计 257,520.70  229,940.61  248,599.95  245,353.75  

公司产品销售收入的回款方式包括现汇和票据，其中票据按照信用等级划分

为“应收票据”和“应收款项融资”，在资产报表日，公司日常除“其他货币资

金（受限）”外，可直接动用的资金近 10 亿元，满足日常经营运转。 

2、偿债能力情况： 

近三年公司各项偿债指标情况如下： 

项  目 2022 年末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流动比率（倍） 0.58 0.63 0.5 

速动比率（倍） 0.34 0.45 0.4 

资产负债率（合并口径） 48.49% 48.03% 6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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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率（母公司口径） 33.76% 31.24% 44.66% 

项  目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利息保障倍数（倍） 2.29 5.65 2.08 

近几年，公司处于发展阶段，为打造循环经济产业链，持续扩大产能，资金

需求较大，主要通过银行借款、申请开具银行承兑汇票、融资租赁等方式取得资

金。公司银行资信状况良好，无不良信用记录，整体财务状况稳健，具有较强的

偿债能力。2021 年末资产负债率下降较大的主要原因是 2021 年 7 月公司成功配

股，募集资金 14.35 亿元导致公司资本实力进一步增强所致。公司各期末流动比

率和速动比率较低，资产负债率相对较高，符合公司发展阶段以及煤焦化行业重

资产的特点。 

3、融资渠道情况： 

公司主要融资渠道有资本市场融资和传统间接融资方式两种，其中间接融资

方式包括银行借款、申请开具银行承兑汇票、融资租赁等方式。根据公司的征信

报告，公司银行资信状况良好，无不良信用记录，公司自成立以来，未出现过任

何违约和逾期等情况。 

4、金沟煤矿后续建设所需资金来源、融资安排： 

金沟煤矿初步计划资金投入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合计 
建设期  

1 2 3 4 5 

1 总投资 136,583.00 70,912.00 20,142.00 20,828.00 15,628.00 9,073.00 

1.1 建设投资 116,209.00 69,726.00 17,431.00 17,431.00 11,621.00  

1.2 建设期利息 11,301.00 1,187.00 2,711.00 3,396.00 4,007.00  

1.3 流动资金 9,073.00 
    

9,073.00 

根据企业的资金筹措方案，项目投资全部自筹，同时要满足国务院国发

〔2015〕51 号文“国务院关于调整和完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制度的通

知 ”中煤炭项目最低资本金比例为项目总资金 30%的规定。自筹方式一方面是公

司经营收益资金，一方面是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融资，以及通过金融机构取得长期

项目贷款资金。截止 2022 年末，公司尚未使用的授信额度 12.66 亿元，融资空间

尚有富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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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补充披露近三年宏能煤业生产经营情况，并结合生产规划、下游需求、

市场情况等，说明宏能煤业未达到满产状态的原因。 

1、近三年宏能煤业生产经营情况： 

2021 年 11 月，公司收购宏能煤业 100%股权，向上游拓展煤矿资源以保障原

材料来源渠道。宏能煤业近三年的生产经营情况如下： 

项目 2022 年 2021 年 2020 年 

产量（万吨） 69.14  72.62  66.44  

销量（万吨） 65.85  69.60  64.04  

营业收入（万元） 108,070.94  76,308.35  51,204.85  

净利润（万元） 31,264.79  22,740.12  -7,528.71  

宏能煤业所产煤炭的煤质主要为 1/3 焦煤，煤矿资源一直是稀缺资源，尤其

是焦煤资源，在环保和资源整合的双重监管下，煤炭价格在近年来一直居高不

下，且宏能煤业近三年的产销率都在 95%以上，下游需求和市场空间较大。 

2、未达到满产的原因： 

A、达到满产所需的标准：矿井必须连续生产，生产时间为 360 天；煤层赋

存且含煤性必须稳定；井下生产作业条件必须稳定。 

B、宏能煤业未满产原因： 

生产时间未达标。近几年矿井有效生产时间大约为 300 天，影响的主要因素

有：国家重大节日、重大会议、重大活动期间矿井停产，政府监管部门检查期间

矿井停产，采煤工作面安装拆除期间无产量，机电设备维修保养，井下局部生产

区域地质条件发生较大变化。 

实际煤层赋存及含煤性与建井《勘探地质报告》有偏差。近几年宏能煤业花

草滩煤矿以回采煤 1 为主，实际揭露煤 1 厚度比《勘探地质报告》中煤 1 厚度数

据小 0.2m；经过选煤数据对比，含煤性与《勘探地质报告》中数据降低约 10%，

导致实际回收率比测算指标低。 

矿压显现增大。随着花草滩煤矿开采深度由最初的 500m 逐步增加到现在的

约 750m，矿压对生产进度影响愈加明显，随着矿压增大导致工作面两道及安全

出口维护量增大，直接造成采煤工作面回采进度变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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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面进入后期及接续影响。矿井一采区进入后期，正在进行接续采区的开

拓准备，一采区靠近井田边界区域煤层赋存条件较差，含矸石量大，煤层变薄，

回收率低；回采工作面有效推采距离缩短，搬家倒面次数增加；为保证矿井正常

采区接续，加大了矿井掘进工程量，增加了施工作业点。 

 综上，宏能煤业从全年有效生产天数、地质条件变化、安全生产要求以及工

作面接续等方面，以及结合国家相关政策，宏能煤业产能利用率在 75%—110%之

间都属于合理范围内。 

 

特此公告。 

 

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