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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品种概况 

1.1 焦炭自然属性与分类 

 

烟煤在隔绝空气的条件下，加热到 950-1050℃，经过干燥、热解、熔融、

粘结、固化、收缩等阶段最终制成焦炭，这一过程叫高温炼焦（高温干馏）。由

高温炼焦得到的焦炭用于高炉冶炼、铸造和气化。炼焦过程中产生的经回收、净

化后的焦炉煤气既是高热值的燃料，又是重要的有机合成工业原料。 

为保证焦炭质量，选择炼焦用煤的最基本要求是挥发分、粘结性和结焦性；

绝大部分炼焦用煤必须经过洗选，以保证尽可能低的灰分、硫分和磷含量。选择

炼焦作煤时，还必须注意煤在炼焦过程中的膨胀压力。用低挥发分煤炼焦，由于

其胶质体粘度大，容易产生实高膨胀压力，会对焦炉砌体造成损害，需要通过配

煤炼焦来解决。  

冶金焦是高炉焦、铸造焦、铁合金焦和有色金属冶炼用焦的统称。由于 90%

以上的冶金焦均用于高炉炼铁，因此往往把高炉焦称为冶金焦。 

  铸造焦是专用与化铁炉熔铁的焦炭。铸造焦是化铁炉熔铁的主要燃料。其作

用是熔化炉料并使铁水过热，支撑料柱保持其良好的透气性。因此，铸造焦应具

备块度大、反应性低、气孔率小、具有足够的抗冲击破碎强度、灰分和硫分低等

特点。 

 

1.2 焦炭的物理性质 

 

  焦炭物理性质包括焦炭筛分组成、焦炭散密度、焦炭真相对密度、焦炭视相

对密度、焦炭气孔率、焦炭比热容、焦炭热导率、焦炭热应力、焦炭着火温度、

焦炭热膨胀系数、焦炭收缩率、焦炭电阻率和焦炭透气性等。  

焦炭的物理性质与其常温机械强度和热强度及化学性质密切相关。焦炭的主

要物理性质如下： 

  真密度为 1.8-1.95g/cm
3
；  

  视密度为 0.88-1.08g/ cm
3
；  

  气孔率为 3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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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密度为 400-500kg/ m
3
；  

  平均比热容为 0.808kj/（kgk）（100℃），1.465kj/（kgk）（1000℃）； 

  热导率为 2.64kj/（mhk）（常温），6.91kg/（mhk）（900℃）；  

  着火温度（空气中）为 450-650℃；  

  干燥无灰基低热值为 30-32KJ/g；  

    比表面积为 0.6-0.8m
2
/g 。  

 

1.3 焦炭的反应性及反应后的强度 

 

焦炭反应性与二氧化碳、氧和水蒸气等进行化学反应的能力，焦炭反应后强

度是指反应后的焦炭再机械力和 热应力作用下抵抗碎裂和磨损的能力。焦炭在

高炉炼铁、铸造化铁和固定床气化过程中，都要与二氧化碳、氧和水蒸气发生化

学反应。由于焦与氧和水蒸气的反应有与二氧化碳的反应类似的规律，因此大多

数国家都用焦炭与 二氧化碳间的反应特性评定焦炭反应性。  

  中国标准（GB/T4000-1996）规定了焦炭反应性及反应后强度试验方法。其

做法是使焦炭在高温下与二氧化碳发生反应没，然后测定反应后焦炭失重率及其

机械强度。焦炭反应性 CRI 及反应后强度 CSR 的重复性 r不得超过下列数值：        

  CRI≤2.4%  

  CSR：≤3.2%  

  焦炭反应性及反应后强度的试验结果均取平行试验结果的算术平均值。 

 

1.4 焦炭的质量指标  

 

焦炭是高温干馏的固体产物，主要成分是碳，是具有裂纹和不规则的孔孢结

构体（或孔孢多孔体）。裂纹的多少直接影响到焦炭的力度和抗碎强度，其指标

一般以裂纹度（指单位体积焦炭内的裂纹长度的多少）来衡量。衡量孔孢结构的

指标主要用气孔率（只焦炭气孔体积占总体积的百分数）来表示，它影响到焦炭

的反应性和强度。不同用途的焦炭，对气孔率指标要求不同，一般冶金焦气孔率



 4

要求在 40～45%，铸造焦要求在 35～40%，出口焦要求在 30%左右。焦炭裂纹度

与气孔率的高低，与炼焦所用煤种有直接关系，如以气煤为主炼得的焦炭，裂纹

多，气孔率高，强度低；而以焦煤作为基础煤炼得的焦炭裂纹少、气孔率低、强

度高。焦炭强度通常用抗碎强度和耐磨强度两个指标来表示。焦炭的抗碎强度是

指焦炭能抵抗受外来冲击力而不沿结构的裂纹或缺陷处破碎的能力，用 M40 值表

示；焦炭的耐磨强度是指焦炭能抵抗外来摩檫力而不产生表面玻璃形成碎屑或粉

末的能力，用 M10 值表示。焦炭的裂纹度影响其抗碎强度 M40 值，焦炭的孔孢结

构影响耐磨强度 M10 值。M40 和 M10 值的测定方法很多，我国多采用德国米贡转

鼓试验的方法。 

 

 

 

 

1.5 焦炭质量的评价  

 

(1)、焦炭中的硫分：硫是生铁冶炼的有害杂质之一，它使生铁质量降低。

在炼钢生铁中硫含量大于 0.07% 即为废品。由高炉炉料带入炉内的硫有 11% 来

自矿石；3.5% 来自石灰石；82.5% 来自焦炭，所以焦炭是炉料中硫的主要来源。

焦炭硫分的高低直接影响到高炉炼铁生产。当焦炭硫分大于 1.6%，硫份每增加 

0.1% ，焦炭使用量增加 1.8%，石灰石加入量增加 3.7%, 矿石加入量增加 0.3% 

高炉产量降低 1.5—2.0%. 冶金焦的含硫量规定不大于 1%，大中型高炉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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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金焦含硫量小于 0.4—0.7% 。  

  (2)、焦炭中的磷分：炼铁用的冶金焦含磷量应在 0.02—0.03% 以下。  

  (3)、焦炭中的灰分：焦炭的灰分对高炉冶炼的影响是十分显著的。焦炭灰

分增加 1%，焦炭用量增加 2—2.5% 因此，焦炭灰分的降低是十分必要的。  

  (4)、焦炭中的挥发分：根据焦炭的挥发分含量可判断焦炭成熟度。如挥发

分大于 1.5%，则表示生焦；挥发分小于 0.5—0.7%, 则表示过火，一般成熟的

冶金焦挥发分为 1%左右。  

  (5)、焦炭中的水分：水分波动会使焦炭计量不准，从而引起炉况波动。此

外，焦炭水分提高会使 M04 偏高，M10 偏低，给转鼓指标带来误差。  

  (6)、焦炭的筛分组成：在高炉冶炼中焦炭的粒度也是很重要的。我国过去

对焦炭粒度要求为：对大焦炉（1300—2000 平方米）焦炭粒度大于 40 毫米；

中、小高炉焦炭粒度大于 25 毫米。但目前一些钢厂的试验表明，焦炭粒度在

40—25 毫米为好。大于 80 毫米的焦炭要整粒，使其粒度范围变化不大。这样

焦炭块度均一，空隙大，阻力小，炉况运行良好。 

 

 

 

 

 

 

 

1.6 焦炭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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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国焦炭产量分布情况看，我国炼焦企业地域分布不平衡，主要分布于华

北、华东和东北地区。 

 

1.7 焦炭用途 

 

焦炭主要用于高炉炼铁和用于铜、铅、锌、钛、锑、汞等有色金属的鼓风炉

冶炼，起还原剂、发热剂和料柱骨架作用。炼铁高炉采用焦炭代替木炭，为现代

高炉的大型化奠定了基础，是冶金史上的一个重大里程碑。为使高炉操作达到较

好的技术经济指标，冶炼用焦炭（冶金焦）必须具有适当的化学性质和物理性质，

包括冶炼过程中的热态性质。焦炭除大量用于炼铁和有色金属冶炼（冶金焦）外，

还用于铸造、化工、电石和铁合金，其质量要求有所不同。如铸造用焦，一般要

求粒度大、气孔率低、固定碳高和硫分低；化工气化用焦，对强度要求不严，但

要求反应性好，灰熔点较高；电石生产用焦要求尽量提高固定碳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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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焦炭市场分析 

2.1 世界焦炭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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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国内焦炭产消情况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炼焦工业也进

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期。 

 

1991 年，中国的焦炭产量跃居世界第一，1994 年焦炭年产量超过 1 亿吨，

2000 年，中国焦炭出口量占到世界焦炭贸易量的 60%，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焦炭

生产国。2008 年我国焦炭产量总计约 32700 万吨，2009 年 1 月至 9 月焦炭产量

25276.87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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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7 月份全国分省市焦炭产量统计 

单位：万吨 

地区 2011 年 7 月 2010 年 7 月 当月同比% 2011 年 7 月累计 2010 年 7 月累计 累计同比%

北京 0 14.1 -100 0 97.1 -100 

天津 8.5 18.7 -54.5455 54.4 137.2 -60.3499

河北 565.3 419.9 34.62729 3640.2 3147.8 15.64267

山西 789.5 639.9 23.37865 5230.2 4771.2 9.620221

内蒙古 180.8 177.5 1.859155 1248.1 1112.8 12.15852

辽宁 177.4 151.3 17.2505 1187.2 1093.7 8.548962

吉林 50.2 40.5 23.95062 308.9 252.9 22.14314

黑龙江 79.5 106.5 -25.3521 571.1 607.2 -5.94532

上海 54.3 53.2 2.067669 374.7 366.9 2.12592 

江苏 135.6 118.4 14.52703 955.1 846.2 12.8693 

浙江 14 27.3 -48.7179 93.9 189.7 -50.5008

安徽 73.2 66.6 9.90991 508.2 479.9 5.897062

福建 12.9 12 7.5 80.1 82.9 -3.37756

江西 76.4 66 15.75758 504 435.8 15.64938

山东 325.8 248.9 30.89594 2336.3 1926.7 21.25915

河南 245.5 197.4 24.36677 1617.8 1384.7 16.83397

湖北 83.2 79.4 4.785894 577.9 550.5 4.977293

湖南 56.4 48.9 15.33742 385.2 333.1 15.64095

广东 16.2 15.4 5.194805 111.2 113.8 -2.28471

广西 35.7 32 11.5625 240.9 223.3 7.881773

重庆 38.3 33.8 13.31361 234.2 199.6 17.33467

四川 101.6 92.7 9.600863 746.5 698.2 6.917789

贵州 52.7 56.8 -7.21831 345.1 395 -12.6329

云南 141.7 133.2 6.381381 896.2 877.5 2.131054

陕西 215.8 159.9 34.95935 1348.5 1074.9 25.45353

甘肃 21.7 20.5 5.853659 144.5 140.3 2.993585

青海 13.7 9.6 42.70833 94.4 68.4 38.0117 

宁夏 38.1 29.8 27.85235 257.1 238.2 7.934509

新疆 116.7 82.9 40.77201 664.5 593.8 11.90637

 

2.3 国内焦炭出口 

 

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煤炭价格大幅度下滑，而国内煤炭价格虽然有所下滑，

但由于价格仍高于国际煤炭市场，这就造成我国煤炭市场供求格局将会进一步发

生变化。据统计，中国 2008 年出口焦炭 1212.7 万吨，比 2007 年下降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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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总值 58.1 亿美元，增长 90.1%；出口平均价格为 478.9 美元/吨，上涨 1.4

倍。我国今年煤炭出口量自 6月份起连续下降， 1-8 月全国出口煤炭 3364 万吨，

同比增长 0.3％。8月出口煤炭 337 万吨，比 7月份减少 141 万吨。 

2009 年焦炭出口基本停滞。去年四季度以来，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欧

美日等发达国家（地区）钢铁需求急剧萎缩，其钢铁减产幅度远超过中国。据国

际钢铁协会统计数据显示，自今年上半年，世界粗钢总产量连续下降。1至 6月

份，在中国粗钢产量同比增长 1.23%情况下，全球粗钢产量同比下降 21.3%，扣

除中国外，其他国家则减产 35%。其中美国减产 51.8%、欧盟（27 国）减产 43.2%、

日本减产 40.7%、独联体减产 32.3%（其中俄罗斯减产 30.2%）。这些国家和地

区钢铁产量大幅下降，其自有焦炭已供大于求或增加出口，对我国焦炭的需求大

幅减少。  

同时，由于我国对焦炭加征 40%的高额出口关税，严格控制焦炭出口的措施，

以及当前国内炼焦煤价格均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等，今年以来，我国焦炭出口已大

幅度下降或者基本停滞。上半年累计出口焦炭仅 23 万吨，同比减少 721 万吨（约

占全国焦炭减产量的 90%），下降 96.9％，其中 4、5月份的月出口焦炭量仅 2

万吨左右。 

 

2.4 焦炭产业现状  

 

近期焦炭市场表现较为冷清，需求低迷，价格小幅调整，目前国内外市场均

表现出较低的需求，预计短期内焦炭市场将维持稳中调整格局。 

    当前焦炭市场资源充裕，钢厂采购意向不积极，而且钢厂对后期钢市依然不

看好。同时焦煤价格继续高位运行，山西当地优质主焦精煤在 1，200 元/吨/吨

左右，推及全国来看，焦化企业被迫大幅限产较多，部分企业已经有停产现象，

限产幅度也都在 50%以上，部分小焦化厂仅仅维持焦炉保温。 

    自 2008 年 10 月份以来我国焦炭出口量锐减。2008 年 9 月份我国出口焦炭

137.3 万吨，此后出口量逐月锐减，2009 年 5 月份仅出口 2.1 万吨，为自 2008

年 1 月份以来的最低点。2009 年 9 月份我国出口焦炭 4万吨，同比下降 97.08%；

1 至 9 月累计出口 36 万吨，同比下降 96.7%。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全球经济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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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明显放缓，钢材需求明显减弱，欧洲钢铁联合会预计 2009 年欧洲钢铁消费与

2008 年相比将下降 33%，作为炼钢重要原料的焦炭的需求也随之逐步萎缩。美国、

欧洲和日本等焦炭主要进口国已经逐渐退出国际焦炭市场，而巴西、印度等国随

着焦炭配套生产能力逐步提高，更倾向于进口炼焦煤自炼焦炭，对我国焦炭的依

存度有逐渐降低的趋势。 

    此外，为保证焦炭资源的国内需求，落实国家节能减排计划，我国已多次出

台政策对焦炭出口进行控制，企业出口积极性明显不足。2009 年国家分两批下

达了 1，191 万吨的焦炭配额，与 2008 年 1，201 万吨的出口配额基本持平。在

当前国外进口需求低迷的情况下，焦炭配额显得过于充足。 

    目前国内焦炭市场处于稳中小幅调整的过程中，焦炭市场资源充足，但国际、

国内市场均表现出较弱的需求。近几个月来我国焦炭出口持续处于低位，一方面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国际焦炭需求大幅萎缩，另一方面在国家对焦炭出口控制

的情况下，国内企业出口焦炭明显下降。从目前的国内外市场环境分析，市场需

求将继续保持低位，预计将保持稳中小幅调整的格局。 

 

第三章 焦炭价格影响因素分析 

焦炭价格波动的基本因素是市场供求关系，其他因素都是通过影响供求关系

来影响价格的。 

 

3.1 基本因素 

 

（1）市场供求关系 

价格分析最重要的就是研究供求关系。供求关系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

品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它是生产和消费之间的

关系在市场上的反映。当供大于求时，其价格下跌，反之则上扬。同时价格反

过来又会影响供求，即当价格上涨时，供应会增加而需求减少，反之就会出现需

求上升而供给减少，因此价格和供求互为影响。 

    近年来，供求关系总体上处于供给趋紧的平衡状态，国内焦炭供给趋紧的

主导因素不再是需求膨胀，而是由运输能力不足和资源持续紧张双重制约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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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不足。但也要看到在发达国家由于经济危机减少对焦炭需求的同时，发展中

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将会弥补发达国家需求减少的缺口。 

（2）焦炭库存 

库存状况是供求关系分析的一个重要指标。生产、贸易、消费者主要是根据

焦炭价格的变化和自身的库存能力来调整库存。库存是分析焦炭价格趋势的重要

指标。比如：占全国焦炭出口 75%的天津港，已成为中国出口焦炭价格的风向标。

库存分报告库存和非报告库存。报告库存又称“显性库存”,是指交易所库存。

非报告库存，又称“隐性库存”,指全球范围内的生产商、贸易商和消费商手中

持有的库存。由于这些库存不会定期对外公布，因此难以统计,故一般都以交易

所库存来衡量。 

（3）焦炭进出口 

分析焦炭供求关系，要关注中国焦炭的进出口情况。由于焦炭出口价格基本

上与国内价格联动，同时配额数量也起到关键作用。 

 

3.2 其它因素 

 

（1）、国家政策变化 

国家政策对价格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随着节能减排工作的推进，政府关闭

了很多小煤窑，煤炭供应依然会偏紧，所以煤价还会涨，煤价的上涨必然推动焦

炭价格的上涨。国家进出口政策，尤其是关税政策是通过调整商品的进出口成本

从而控制某一商品的进出口量来平衡国内供求状况的重要手段。此外，山西省大

规模整合煤炭产业、国家调整出口关税税率都是推动焦炭涨价的因素。各省加快

淘汰焦化落后产能也会使供应趋紧。 

（2）、产业发展趋势 

 消费是影响焦炭价格的直接因素，而用焦炭行业的发展则是影响消费的重

要因素。其中生产成本是衡量商品价格水平的基础。 

（3）、相关行业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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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上下游产品的价格变化，以及其它能源资源类产品价格的变化趋势有助

于焦炭价格的分析研究。如：上游的主焦煤和炼焦配煤的资源短缺、国际石油价

格的波动、钢铁行业的产能释放等。 

（4）、宏观经济形势 

焦炭是重要的工业原材料，其需求量与经济形势密切相关。经济增长时，焦

炭需求增加从而带动焦炭价格上升，经济萧条时，焦炭需求萎缩从而促使焦炭价

格下跌。在分析宏观经济时，有两个指标是很重要的，一是经济增长率，或者说

是 GDP 增长率，另一个是工业生产增。宏观经济的发展周期、景气状况，经济

发展趋势、汇率变动等，对于焦炭价格变化，也是需要了解的背景资料。  

（5）、市场心理波动 

投资者的心理因素也会影响交易市场上的焦炭商品的价格变化。心理因素起

助涨助跌的作用。当投资者信心崩溃时，往往使市场加速下跌，当投资者信心满

满时，往往让市场更加疯狂。 

 

 

第四章 渤海商品交易所焦炭现货交易 

 

4.1 焦炭电子交易合同（示范）主要条款 

 

交易品种  焦炭  

交易单位  1 吨 

报价单位  元（人民币）/吨 

最小变价单位  2 元/吨 

交易时间（北京时间）  夜市 19：00~3：00，早市 9：00~11：30，

午市 13：30~16：00 

交收申报时间（北京时间）  每交易日 16：00~16：15  

质量标准 标准品：灰分 A d/%：≤13；硫分 St,d/%：

≤0.70；抗碎强度 M40/%：≥80.0；耐磨强

度 M10/%：≤8.0；反应性 CRI /%：≤26；

反应后强度 CSR/%：≥62；挥发份 Vdaf/%：

≤1.5；水分含量 Mt/%：≤7；粒度：小于

25mm 的焦炭比例不超过 8%，大于 90mm 的焦

炭比例不超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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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品：灰分 A d/%：≤14.0；硫分 St,d/%：

≤0.80；抗碎强度 M40/%：≥80.0；耐磨强

度 M10/%：≤8.0；反应性 CRI /%：≤35；

反应后强度 CSR/%：≥55；挥发份 Vdaf/%：

≤1.8；水分含量 Mt/%：≤7；粒度：小于

25mm 的焦炭比例不超过 8%，大于 90mm 的焦

炭比例不超过 5%。 

交收地点  交易所指定交收仓库  

最小交收单位  200 吨 

订货保证金  电子交易合同价值的 20%  

交易所收取交易手续费 0.8‰  

交收手续费  5 元/吨 

交收方式  实物交收 

延期交收补偿金费率  0.5‰/日 

商品代码  BCK  

上市交易所 天津渤海商品交易所  

 

 

 说明：  

一、买卖双方交易商在渤海商品交易所电子交易平台达成交易，上述内容将

形成电子交易合同的主要条款。 

二、上市首日涨跌幅不超过上市指导价的±8%，其后每日涨跌幅不超过上一
交易日结算价±8%。 

三、质量规定  

1．用于实物交收的焦炭，质量应该符合电子交易合同中的规定。 

2．电子交易合同中质量标准关于水分含量的规定，用于实物交收的重量计

算，不作为判定质量违约的依据。实物交收过程中，水分含量超出 7%的部分不

计重量。 

3．电子交易合同中质量标准关于粒度的规定，不作为判定质量违约的依据。

粒度小于 25mm 的焦炭比例超出 8%的部分，由买方交易商按照交收申请匹配成功

时该交易日结算价的 50%和卖方交易商进行结算；粒度大于 90mm 的焦炭比例超

出 5%的部分，由买方交易商按照交收申请匹配成功时该交易日结算价的 90%和卖

方交易商进行结算。 

四、可替代交收商品的质量标准范围与价格调整幅度： 

项目  质量指标范围  价格调整  

灰分 A d/%  高于 13%但不高于 13.5%  每增加 0.1%减价 2 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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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 13.5%但不高于 14.0% 每增加 0.1%减价 10 元/吨 

高于 0.70%但不高于 0.75% 每增加 0.01%减价 2 元/吨 
硫分 St,d/%  

高于 0.75%但不高于 0.80% 每增加 0.01%减价 10 元/吨 

挥发份 Vdaf/%  高于 1.5%但不高于 1.8%  每增加 0.1%减价 0 元/吨 

抗碎强度 M40/%  高于 80.0%但不高于 84.0% 每增加 0.1%加价 1 元/吨 

高于 26%但不高于 32%  每增加 1%减价 2元/吨 
反应性 CRI /%  

高于 32%但不高于 35%  每增加 1%减价 5元/吨 

低于 62%但不低于 58%  每减少 1%减价 2元/吨 
反应后强度 CSR/%  

低于 58%但不低于 55%  每减少 1%减价 5元/吨  

4.2 指定交收仓库及检验机构 

（1）指定交收仓库 

仓库编

号 
指定交收仓库名称 存放地址 铁路到站（或者码头） 

002 
山西省焦炭集团天津仓储

有限公司仓库 

天津港散货物流中心 T207

库房 
李七庄 散货物流中心 

003 
天津港散货物流中心海诺

仓库 

天津港散货物流中心物流

北路 T306 
李七庄 散货物流中心 

010 国储四七六处 
山西省孝义市新义街道办

事处贾家庄村 

太原铁路局介休车务段孝西

站 476 专用线 

指定交收仓库地域差价： 

国储四七六处交收仓库地域差价： -160 元/吨（以交易所盘面天津焦炭交

收价格为基准）。 

（2）指定检验机构 

中国检验认证集团检验有限公司（CCIC）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SGS） 

上海东方天祥检验服务有限公司（Interte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