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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市场 

 

转变煤炭深加工发展理念迫在眉睫 
 

王明华  步学朋  国家能源集团技术经济研究院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了“扎实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各项工作”的工作目标，并提出“制

定 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推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 

    煤炭深加工产业是实现煤炭清洁高效转化和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途径之一。“十三五”期间，

我国煤炭深加工产业快速步入产业化轨道，规模快速增长，技术创新取得重大突破，示范工程取得

重大成效，这些都是我国煤炭深加工产业“十三五”发展的重大亮点。在看到成绩的同时，还应该

看到，我国煤炭深加工产业还存在环保和碳减排压力大、油价及税收影响较大、煤制化学品科技创

新存在短板等问题。 

    要破解这些问题，首先，应实现煤炭深加工产业差异化、精细化、高端化发展。煤炭深加工产

业要服务于国家能源发展总体战略，坚定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思路，寻找发展突破口。 

    其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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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快开发新工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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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应实现煤炭深加工产业二氧化碳排放强度降低。面对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未来一是要

通过节能降低碳排放。二是与新能源耦合，采用可再生能源制氢、制氧，通过使用绿电、绿氢和绿

氧，降低煤炭使用量，从而达到从源头上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的目的。三是与二氧化碳捕集封存利用

技术结合等，降低工艺过程中的碳排放。 

    “十四五”期间，亟需转变煤炭深加工产业的发展理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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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保油品生产和供应安全的前提下，加快化石能源的发展趋势由燃料向

化学品转变，寻求与可再生能源耦合发展的突破口，加快绿色低碳发展进程，降低碳排放强度。 

    在发展方式方面，加快绿色低碳发展，推进煤炭深加工与石化、新能源等产业融合发展。一是

与石油化工互补发展，包括发挥我国煤炭资源优势和特点，通过发展煤制燃料、煤制烯烃、煤制芳

烃、煤制乙二醇等石油替代性产品，推动石化原料路线多元化和能源安全供给保障能力，提升我国

基础石化产品自给率和国际竞争力。二是探索在典型能源基地推进煤化工和可再生能源制氢融合示

范，促进煤化工绿色低碳化发展、氢能产业规模化发展，实现煤化工与可再生能源低碳融合，助推

区域各能源品种清洁融合利用，先行先试碳中和目标下的煤化工发展技术与路径。三是拓展二氧化

碳资源化利用途径，降低二氧化碳排放。 

    在产业布局方面，进一步强化和推进煤化工项目园区化建设，产业向基地集中，项目向园区集

中。遵循规划先行的原则，科学设置园区准入门槛，充分利用不同资源之间的元素互补，实现能源

和资源梯级利用，减少废弃物排放。 

    在科技创新方面，建议将煤炭深加工纳入国家科技重大工程计划，加大国家科技研发支撑力度，

集中力量解决制约产品优势提升的工艺技术、关键设备、自控技术等“卡脖子”问题，加强整体过

程集成优化、智能化及数字化控制管理。 

    在体制机制方面，制定煤制油税收优惠政策，对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煤炭深加工项目给予投资

和税收等优惠激励；加强与石油化工协同发展力度，理顺和构建油品销售机制和标准体系，促进产

业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