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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格局下现代煤化工产业面临的

挑战与对策研究
王明华

（国家能源集团技术经济研究院，北京市昌平区，１０２２１１）

　　摘　要　目前我国现代煤化工的产能规模已经相当可观，但受制于低油价等因素影响，
现代煤化工产业盈利能力持续走弱，甚至出现亏损等问题，对产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十分不

利。“十四五”期间，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下，现代煤化工产业面临着诸多挑战，需要尽快转变发展理念，即加快能源终端消费产品由

化石能源主体向清洁能源主体转变，加快化石能源的发展趋势由燃料向化学品转变，加快从

追求发展数量向追求发展质量的转变，以寻求发展的突破口，提高产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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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我国现代煤化工的产能规模已经相当可

观，截 至 ２０１９ 年，已 建 成 煤 制 油 产 能 为 ９２１

万ｔ／ａ，煤制烯烃 （包括甲醇制烯烃）产能为１　５８２
万ｔ／ａ，煤制天然气产能为５１亿 ｍ３／ａ，煤 制 乙 二

９９



醇产 能 为 ４７８ 万ｔ／ａ，煤 制 甲 醇 产 能 为 ６　２３６
万ｔ／ａ。按产能计，总的原料煤转化量达１．８亿ｔ／ａ
（标准煤）。

总体来看，我 国 现 代 煤 化 工 产 业 在 规 模、技

术、装备方面均有长足进展，关键技术水平处于世

界领先地位。但受制于低油价等因素影响，现代煤

化工产业盈利能力持续走弱，对产业的可持续健康

发展十分不利［１－３］。

１　现代煤化工产业面临的挑战

１．１　日益严格的环保压力

国家对煤化工项目实行严格的生态环境和水资

源管理政策，碳达峰、碳中和以及环保压力将成为

影响现代煤化工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４］。煤制油和

煤制烯烃等项目的水资源、碳排放和能源消耗绝对

量较大，随着２０３０年前实现碳达峰和２０６０年前实

现碳中和目标的设定，现代煤化工项目不得不面对

生态文明建设和履行 《巴黎协定》承诺的大环境。

１．２　国家支持政策不明朗

近年来，国家相关部门出台了多个规范煤化工

发展的政策文件，从中可以看出，政府对煤化工产

业的政策导向经历了 “鼓励－引导－控制－从严”
的过程。目前来看，政策扶持力度不够，体制机制

阻碍较大。

１．３　煤制油发展规模受限

上游受国际原油价格挤压，下游受国内消费空

间制约，煤制油发展空间十分有限。
一是国际低位油价挤压，煤制油项目盈利能力

堪忧。中国是一个缺油多煤的国家，主要的化工产

品完全由石油作原料生产是不现实的，适当发展现

代煤化工符合我国实际的发展方向。在世界新发展

格局下，长期来看，国际油价在中低区间运行将成

常态，对现代煤化工项目、特别是煤制油项目的盈

利性十分不利，甚至可能造成这些项目处于长期亏

损状态。
二是新能源发展大势，下游油品消费空间愈发

收窄。一 方 面，工 信 部 制 定 出 燃 油 汽 车 退 出 时 间

表；另一方面，新能源汽车销量不断攀升，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的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 （２０２１－
２０３５年）》中提出，到２０２５年，新能源汽车的新

车销售量 将 达 到 汽 车 新 车 销 售 总 量 的２０％左 右。

２０１９年我国的汽车销售总量是２　５７２万辆／ａ，按这

个数据计算，到２０２５年，新能源汽车新车 销 售 量

将达到约５００万辆／ａ，新能源汽车将逐步替代传统

燃油汽车。

１．４　煤制化学品缺乏科技创新

煤制化学品大宗产品面临着产能严重过剩的风

险，高端产品技术难以突破，处于量与质难以拓展

的两难境地［５－１５］。
一是产能过剩、竞争压力陡增。当前我国烯烃

行业处于总量不足和下游结构性短缺的时期，市场

需求缺口依然存在。随着近年来投资主体多元化、
原料路线轻质化以及烷烃脱氢产能的扩张，烯烃产

业的供应格局将发生改变，沿海地区炼化一体化项

目的热建，以 及 煤 （甲 醇）制 烯 烃 项 目 的 密 集 投

产，使乙烯产能大幅增长，进入快速扩张期，产能

有过剩的风险，丙烯产能快速扩张势头逐渐放缓，
市场博弈将日趋激烈。与此同时，煤制烯烃项目同

质化现象普遍，产品方案雷同且多为低端通用料，
附加值低、抗风险能力弱。

二是缺乏下游产品高端化核心技术。目前我国

缺乏下游高附加值的精细化学品生产工艺技术，产

业链较短，科技创新力度不足，与世界先进水平差

距较大。

２　新发展格局下现代煤化工产业发展路径分析

２．１　实现现代煤化工产业差异化、精细化、高端

化发展

现代煤化工产业要服务于国家能源发展总体战

略，坚定新发展格局，转变发展思路，寻找发展突

破口。
第一，在 “十四五”期间，聚烯烃大宗产品市

场将面临激烈的竞争，开发聚烯烃专用料、高端牌

号产品将成 为 企 业 利 润 增 长 的 重 点。２０１９年 我 国

聚丙烯进口量约为５００万ｔ，进口依存度持续下降，
不到２０％；而聚 乙 烯 进 口 量 仍 呈 现 逐 年 递 增 的 态

势，２０１９年进口量约为１　７００万ｔ，进口依存度逐

步上升，接近５０％。一 方 面 进 口 货 源 性 价 比 优 势

大，另一方 面 近 年 来 我 国 聚 乙 烯 装 置 虽 有 大 量 投

产，但多为通用料，高端及专用料生产仍显匮乏，
仍需依靠进口货源做补充。总体来看，近年来受制

于低油价等因素的影响，煤制烯烃产业的盈利能力

也逐渐下降，对产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十分不利。
为了扭转先 发 优 势 到 后 劲 不 足 的 困 境，在 “十 四

五”期 间，降 低 生 产 成 本、满 足 市 场 的 差 异 化 需

求、提升高端产品生产能力是聚烯烃行业发展的重

００１

２０２１年第１期　　 　　　　　　　　　　　　　　　　　　中 国 煤 炭　　　　　　　　　　　　　　　　 　　　　　　　第４７卷



要方向。
第二，在 “十四五”期间，对煤制乙二醇项目

而言，找到合适的ＰＸ资源并实现乙二醇的就地转

化，向下游延伸生产ＰＥＴ聚酯树脂，是 提 高 竞 争

力、增加项目经济性的重要路径。目前随着煤制乙

二醇项目的大量上马，以及大型炼化一体化项目下

游配套的乙二醇装置，导致乙二醇行业存在投资过

热的风 险。据 统 计，聚 酯 业 占 乙 二 醇 总 消 费 量 的

９０％以上，２０１９年 国 内 聚 酯 产 量 约 为５　０００万ｔ，
折合乙二醇表观消费量约为１　７００万ｔ。预 计 “十

四五”期间，国 内 聚 酯 产 能 增 加１　５００万ｔ左 右，
折合乙二醇新增需求量５１０万ｔ左右，即在 “十四

五”末期，乙二醇需求量在２　３００万ｔ／ａ左右，而

目前在建及 规 划 的 项 目 产 能 已 超 过２　０００万ｔ／ａ。
此外，聚酯 产 业９０％以 上 位 于 华 东 和 华 南 地 区，
对于地处能源中西部地区的煤制乙二醇项目，需要

支付价格不菲的运输费用。而目前东南沿海新建大

型炼化一体化项目大多同时生产ＰＸ和乙二醇，产

品就地转化，具有一体化运营优势。
第三，“十四五”期间，贯彻 “禁塑令”政策，

开展煤基生物可降解材料项目的示范，投资煤基含

氧化合物及新型可降解材料，构筑聚乙醇酸 （ＰＧＡ）
生产体系，全方位打造各种用途与牌号的树脂产品，
对开拓煤基化学品产业链具有重大意义。可降解塑

料是未来塑料行业发展的大趋势，目前不同产品和

技术路线竞争激烈。国家能源集团和国机集团共同

参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上海浦景化工，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煤基全生物降解高分子材料合成路线

的全套技术，通过在包头煤制烯烃厂万吨级的工业

示范装置应用，然后再应用于规模化生产、降低产

品成本。再扩大合作、市场开发与预销售，逐步培

养拓展市场，可实现现代煤化工产业的转型，引领

高端煤化工产业朝着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２．２　坚持创新驱动，延长煤制化学品产业链

基础有机化学品呈现逐年递增的态势，进口依

存度逐步上升，究其原因主要是高端及专用料生产

匮乏，需进口货源做补充。因此在科技创新方面，
应充分发挥现有项目的创新潜力，同时可引进国际

国内的新工艺、新技术，提升技术竞争能力，产品

结构从现有的 “单一化、低端化”向 “差异化、专

用化”转变。聚焦核心技术攻关，把产品创新作为

产业结构调整的龙头，提升产品价值链。

第一，充分利用直接液化油品的特点，研发高

端及特种油品。研究开发军用超低凝点柴油，研究

开发航天领域火箭煤油，研究开发新一代大推力运

载火箭使用的液氧－煤油。
第二，充分挖掘间接液化油品的潜力，研发高

端化工产品及功能化学品。研究开发以直链烷烃为

基础的产品，包括轻质白油、润滑油基础油、表面

活性 剂 等 产 品；研 究 开 发 以α－烯 烃 为 基 础 的 产

品，包括高端合成树脂、高端润滑油等产品。
第三，延伸煤制化学品产业链，研发高端及精

细化学品。一是研究开发性能更高、附加值更高的

新型聚乙烯和聚丙烯产品；二是研究烯烃延伸产业

链，生产丙烯酸及脂下游产品、乙撑胺、聚醚等精

细化工产品和功能产品；三是研究提高煤制乙二醇

产品质量，向下游延伸生产聚酯长丝、瓶级聚酯切

片等产品。

２．３　实现现代煤化工产业ＣＯ２零排放

面对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未来可耦合可再生

能源制氢，激活煤炭原料属性，促进煤炭产业的转

型升级，由燃料向原料彻底转变。将煤炭中的碳，
与可再生能源制取的氢相结合，形成碳一化学的基

本原料ＣＯ＋Ｈ２，不仅省去了煤化工过程水煤气变

换反应，且不会排放由于水煤气变换过程产生的大

量ＣＯ２。将煤 炭 富 含 碳 的 劣 势 转 化 成 了 优 势，使

得碳资源 得 到 充 分 利 用，可 实 现ＣＯ２零 排 放，系

统能量利用效率和经济效益也都将得到全面提升。
例如，ＰＥＴ可 广 泛 应 用 于 纤 维、胶 片、薄 膜、树

脂和饮料等食用品包装的生产。可再生能源制氢与

煤化工 耦 合 制 取 下 游 化 工 用 品 的 示 意 图 如 图１
所示。

３　结语

总体而言，“十四五”期间，在构建以国内大

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

局下，现 代 煤 化 工 项 目 的 发 展，需 要 转 变 发 展 理

念，加快能源终端消费产品由化石能源主体向清洁

能源主体转变，加快化石能源的发展趋势由燃料向

化学品转变，加快从追求发展数量向追求发展质量

的转变，以提高产业竞争力为主要目标，加强自主

创新，以新技术研发和引进为主要手段，寻求发展

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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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可再生能源制氢与煤化工耦合制取下游化工用品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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