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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关于加强市场监管和公共服务 保障煤炭中长期合同
履行的意见

为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大决策部

署，促进煤炭及相关行业平稳健康发展，积极推进煤炭中长期购

销合同（以下简称中长期合同）的签订和履行，特制定以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煤炭中长期合同的重大意义。中长期合同是指

买卖双方约定期限在一年及以上的单笔数量在 20 万吨以上的厂

矿企业签订的合同。签订中长期合同是煤炭供需双方建立长期、

稳定、诚信、高效合作关系的重要基础，对于保障煤炭稳定供应

和价格平稳，促进相关行业健康发展和经济平稳运行都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合同的签订和履行，有利于上下游企业生产组织，

实现平稳有序运行；有利于稳定市场预期，减少供需波动；有利

于优化运力配置，减少运输资源浪费；有利于降低企业和社会成

本，提高整体经济效益。煤炭产运需企业要强化诚信意识和法治

观念，积极主动签约，认真履行合同。地方相关部门要进一步提

高认识，将保障合同履行作为经济运行调节的一项重要工作，精

心安排，及时协调，优化服务，切实抓实抓好。

二、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尊重企业市场主体地位。充分发挥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各地区有关部门要最大限度减

少对微观事务的干预，重点强化服务和协调，充分尊重和发挥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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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市场主体地位，不得直接干预企业签订合同，不得干扰合同

履行，不得实行地方保护。

三、完善合同条款和履约保障机制，提高中长期合同比重。

煤炭企业依据核准（核定）的生产能力、参考实际煤炭发运量，

用户企业依据实际需要，自主衔接签订合同。合同条款应当规范

完整，包括数量、质量、价格、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违约责任，

以及解决争议方法等内容。鼓励支持更多煤炭供需企业遵循市场

经济规律，签订更高比例中长期合同。大型煤炭、电力、钢铁企

业要发挥示范和表率作用。

四、完善价格形成机制，促进价格平稳有序。充分发挥市场

作用，供需企业双方可在合理确定基础价格的基础上，引入规范

科学、双方认可的价格指数作参考，规范确定实际结算价格，基

础价格和与市场变动的挂钩机制可按合理的合同周期适时进行

调整。有关部门指导和完善指数发布机制，做到方法科学、数据

真实、代表性强，确保指数合理反映市场变动的真实情况。

五、严格履行企业主体责任，提高合同履约率。

供需双方在签订中长期合同时，要充分考虑到煤炭销售和铁

路运输的合理区域半径，切实提高合同执行保障程度。鼓励支持

大型煤炭企业与电力、冶金企业签订中长期合同。对具备运输条

件的中长期合同，铁路、港航企业与供需双方签订运输合同。产

运需企业要妥善解决好合同履行中出现的数量、质量、价格等问

题。如遇重大问题，无法解决的，按程序向有关部门和单位报告。

六、建立健全合同履约考核评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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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同有关部门和单位对合同履行情况实行分月统计、按季考核。

适时召集煤炭产运需企业，了解合同履行情况，协调解决重大问

题。对诚实守信、认真履约的企业要纳入诚信记录，对履行不力

甚至恶意违约的企业纳入不良信用记录并视情况公开通报。在合

同履行中，因市场等情况变化确需变更合同条款，由双方协商确

定，如达不成一致，由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和单位协调

解决。省级经济运行调节部门参照执行。

七、强化激励和保障，营造有利于合同履行的良好环境。各

有关部门和运输、电网等单位，加强条件保障和服务，通过给予

运力优先保障、优先释放储备产能、优化发电权使用与中长期合

同比重挂钩等措施，鼓励企业提高中长期合同在煤炭交易中的比

重，为合同履行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一）优先保障资源和运力。根据供需双方签定的中长期合

同，铁路、港航企业要根据运输条件进一步做好运力衔接，根据

衔接确认的运力，在日常运输中优先装车、配船，为合同履约创

造必要条件。

（二）优先安排释放先进产能。各地在有序释放安全高效先

进产能时，对签订中长期合同并诚信履约的企业予以倾斜。

（三）同等条件下优先参与市场交易。对火电企业中，签订

中长期合同数量比例高、日常进度兑现好的，在差别电量计划安

排上给予倾斜，在电力直接交易等市场化交易中优先准入，给予

政策支持。

（四）协调保障非常态情形下的合同履行。因不可抗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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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合同不能履行时，各级经济运行调节部门将积极协调临时替

代资源或用户，在运力等方面予以重点协调，保障合同难以履行

时的生产供应。

八、依法实施价格监管。对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低价

倾销排挤竞争对手，捏造、散布涨价信息，囤积居奇、哄抬价格，

推动价格过高过快上涨等违法行为，要依照《价格法》严肃查处。

对达成实施垄断协议固定、变更价格，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以不公

平高价销售煤炭或者以不公平低价购买煤炭等违法行为，要依照

《反垄断法》严肃查处。鼓励和支持签订中长期合同的用户企业

组成价格自律机构，对履约过程中出现的价格问题，及时向有关

部门反映、举报，提出建议。

九、加强主体信用建设，实施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

煤炭产运需企业要牢固树立法律意识、契约意识和信用意识，合

同一经签订必须严格履行。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方面支持第

三方征信机构，研究中长期合同履行信用记录管理办法，定期公

布合同履行情况，实施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对有效履

行合同的守信企业，在有关优惠政策上给予倾斜；对不履行合同

的企业，纳入失信企业预警名单，情节严重的纳入失信企业黑名

单，在企业相关项目核准审批、运力调整、价格监管和信用约束

等方面，包括对企业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实施守信联合激励和

失信联合惩戒。

十、强化经营业绩考核。国资委将中央煤炭、电力等企业履

行长期合作协议的情况纳入企业经营业绩考核范围，对于未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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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协议的企业，将在经营业绩考核中予以剔除。地方有关部门

参照上述做法，以适当方式对相关企业进行考核。

十一、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协调服务和行业自律作用。充分发

挥煤炭、电力、钢铁、价格等行业协会的作用，积极引导企业签

订中长期合同，加强行业自律，增强企业诚信意识，促进供需双

方依法履行合同。中国煤炭工业协会要加强与煤炭生产企业和用

煤企业沟通，认真做好中长期合同的收集、梳理和汇总工作。

十二、进一步完善社会监督机制。广泛建立并完善社会监督

网络，鼓励公众积极参与对中长期合同履行情况的监督，不断扩

大监督的参与面。加强宣传引导，树立一批守信践约、自觉接受

社会监督的典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