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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概論 

煤炭由於蘊藏量豐富且價格低廉，向來作為初級能源的主要來源之一，依據經濟

部能源局「104年度能源統計手冊」資料，2015年我國能源供給按能源別區分，

煤及煤產品之供給為42,553.2千公秉油當量(占能源總供給29.33%)，僅次於原油及

石油產品之69,899.8千公秉油當量(占能源總供給48.18%)(見圖一)。以實際重量計

算，我國煤炭總供給量自1995年2,899萬公噸增至2015年6,476萬公噸，年平均成

長率達4.10%，煤炭消費量則自2,586萬公噸增至6,175萬公噸，年平均成長率達

4.45%，而自2001年起，我國煤炭已無自產，全部依賴進口，因此，國際煤炭市

場的供需趨勢，對我國煤炭市場的有重要影響。本文參考IEA於2015年12月發表

之「Medium-Term Coal Market Report 2015」報告，說明該報告對於全球煤炭市

場趨勢的重要觀察，並參考能源局「104年度能源統計手冊」，對國際煤炭現況與

趨勢簡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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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經濟部能源局 

圖1 2015年我國能源供給結構 

 

貳、 全球煤炭市場的供需概況 

一、 全球市場需求情形 

全球的煤炭在2014年消費量達7,920Mt，年成長率為-0.9% (-71Mt，百萬公噸)，而

過去10年來，平均每年成長率為4.2%。全球的煤炭需求在2014年面臨本世紀以來

首次衰退，中國由於經濟成長趨緩、能源密集度下降及因為環境保護而減少煤炭

等因素需求，使得中國的煤炭消費減少116Mt；印度仍有2.4億人沒有充分電力且

印度正努力擴大製造業的規模，煤炭作為成本最低基載能源選擇，電力需求增加

使得印度的煤炭消費增加103Mt。一些主要的東亞國家，如印尼、越南、菲律賓

等的處境與印度類似，電力需求及成本因素使得煤炭需求增加。美國的煤炭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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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高峰的1030Mt減少至2014年的835Mt，除了使用天然氣取代煤炭之外，美國環

境保護署採取一系列的措施以減少環境汙染也使得燃煤的火力發電廠承受很大

的壓力。歐洲自2000年以來經濟成長率較低，造成煤炭的需求持續下降，歐洲在

金融危機後，經濟面臨嚴重衰退，也使得能源消費減少。其次，歐洲鼓勵再生能

源的發展，並且制定相關之環境及氣候政策，也造成煤炭需求進一步下降，如歐

盟排放交易系統(EU Emission Trading Scheme, EU-ETS)及對碳排權設定價格。表

一可以看出，2014年全球煤炭需求量為7920Mt，較2013年減少71Mt(約0.9%)，2014

年全球主要消費國(地區)為中國(總需求量3920 Mt，佔比 49.5%)、印度(總需求量

907 Mt，佔比11.4%)、美國(總需求量835 Mt，佔比 10.5%)、歐盟(總需求量691 Mt，

佔比8.7%)，除了印度之外，其他國家(地區)均呈現下降趨勢。 

表一 2013~2014 全球煤炭需求概況(百萬噸) 

 
       資料來源: IEA(2015) 

整體而言，預估全球煤炭需求將以年複合成長率1%成長，需求量由2014年的

7920Mt，成長至2020年的8387Mt，共計增加467Mt。由表二可知，需求的增加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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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於非OECD會員國。非OECD會員國的需求量由2014年5831Mt，增加至2020年

的6438Mt，共計增加607Mt，其中的貢獻主要來自於中國(增加227Mt)、印度(增

加188Mt)及東南亞國協(增加105Mt)。而OECD會員國的需求量則由2014年2089Mt，

減少至2020年的1949Mt，減少了140Mt。 

表二 2013~2020 全球煤炭需求預估(百萬噸) 

 
       資料來源: IEA(2015) 

 

二、 全球市場供給情形 

2014年全球煤炭供給為7925 Mt，較2013年減少55 Mt (0.7%)，此為自1999年來首

次衰退，主要在於中國減少99 Mt (2.6%)及印尼減少17Mt (3.5%)。在過去10年來，

中國煤炭供給的年複合成長率為7.5%，印尼則為15.3%，2014年中國及印尼供給

減少是一項重大變化。全球煤炭供給情形如表三。 

整體而言，預估全球煤炭供給將以年複合成長率1%成長，供給量由2014年的

7925Mt，成長至2020年的8395Mt，共計增加470Mt。由表四可知，供給的增加來



5 

 

自於非OECD會員國。非OECD會員國的供給量由2014年5909Mt，增加至2020年

的6443Mt，共計增加534Mt，其中的貢獻主要來自於中國(增加297Mt)及印度(增

加88Mt)。而OECD會員國的供給量則由2014年2016Mt，減少至2020年的1952Mt，

減少了64Mt。 

表三 2013~2014全球煤炭供給概況(百萬噸)

 

      資料來源: IEA(2015) 

 

表四 2013~2020全球煤炭供給預估(百萬噸) 

 
      資料來源: IEA(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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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煤炭價格趨勢 

煤炭可依照不同工業標準加以分類，煤炭的價格因其品質及分類的不同而有差異。

美國(東岸)、西北歐、日本及中國(東南岸)的煤炭價格在2014年至2020年期間輕

微下降或走平。印度的煤炭價格則由2014年的USD 1.5/GJ(約為1.11/KG)上升至

2020年USD 2.4/GJ(約為1.78/KG)，變化較大。整體而言，煤炭的價格在此觀察期

間有收斂的趨勢。2014年至2020年的價格趨勢如圖2。 

 

資料來源：IEA (2015), Medium-Term Coal Market Report 2015 

                圖2 全球燃煤價格趨勢 

 

參、 台灣煤炭市場的供需概況 

我國自自 2001 年起，煤炭即無自產，全部依賴進口，民國 2015 年我國的煤炭供

給量為 64.76 Mt，主要由澳洲(佔進口量 47.2%)、印尼(佔進口量 36.3%)、俄羅斯

(佔進口量 11.3%)等地進口。2015 年煤炭消費量為 61.6 Mt，其中 42.5 Mt (約

69.15%)用於發電。台電公司目前每年燃煤用量約 27Mt，2015 年燃煤機組發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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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台電公司總發電量約 33%，由於燃煤機組發電為低成本之基載電源，隨著台電

林口與大林電廠超超臨界燃煤機組(Ultra-Super Critical，USC)陸續商轉，未來燃

煤需求量將逐年增加至約 36Mt。IEA 的估計，台灣燃煤的需求量將由 2014 年的

58Mt 增加到 2020 年的 66Mt(年複合成長率 2.2%)。 

 
資料來源：能源局(2015) 

               圖3 1995年~2015年台灣煤炭供給 

 

 
資料來源：能源局(2015) 

               圖4 1995年~2015年台灣煤炭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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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結論 

2014年全球的煤炭市場出現本世紀以來的首度負成長，中國經濟成長趨緩及調整

產業結構是主要的原因。油價持續下跌，促使利用天然氣取代燃煤發電，使得煤

炭得需求下降。碳排放及空氣汙染的議題日益受到各國的重視，在政策上對於燃

煤也有愈來愈多的限制。由於煤炭有66.7%作為發電使用，未來煤炭的供給及對

環境的影響均主要受到電力部門的影響，碳捕捉及封存技術(CCS)及超臨界(SC)/

超超臨界(USC)發電技術可降低燃煤對環境的衝擊，可能會提高煤炭的使用。依

照BP的預估，預計在2013年至2035年，整體煤炭需求仍將以0.8%的速度緩慢成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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