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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焦产业结构调整分析  

徐 广 成  

（中国炼焦行业协会，北京 100711）  

摘 要：按照科学发展观，国家近期调整炼焦产业结构，淘汰土焦、改良焦和落后的小焦炉，炼焦产业结

构优化升级，产业布局更合理，同时建设6m以上现代化大型焦炉，加强了产业集中度，建设干熄焦装置回收

红焦显热等，均取得了阶段性成绩。但仍有一批落后的焦炉需淘汰，调整炼焦产业结构的任务仍很艰巨。调

整炼焦产业结构应关注的是，钢铁企业配套建设焦炉是科学合理的，应从焦炉煤气中回收化工产品，无回收

焦炉不是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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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10年来，由于我国钢铁工业快速发展，所用的机焦炭在一段时间内不足，造成一些产煤地区大量生产

土焦和改良焦，最高年产达到6728万t，有些地区还建设了一些落后的小机焦炉等，煤气放散,最高蜂时年放

散的煤气300亿m3，相当于两个半“西气东输”量。生产土焦直接烧掉的煤1000多万吨，浪费了大量能源和

污染了环境。近期国家有关部门及时采取措施，调整炼焦产业结构，淘汰了一大批土焦、改良焦和落后的小

焦炉。当前，要落实科学发展观，应继续加强调整炼焦产业结构，淘汰落后的焦炉，节约能源，治理污染，

使炼焦行业健康地发展。 

1 焦炭产量情况 

  2006年全国焦炭产量29768万t，比2005年增长17.14%，其中机焦26279万t，占88.28%，土焦、改良焦约

1450 万t，占4.9%，无回收焦炭、半焦1784万t，占6%，石油焦255万t。中国的焦炭产量占世界焦炭产量的

57%，产量高，消费量大，是世界之最。焦炭主要用于炼铁，而中国的生铁产量仅占世界的46.57%，故应节

约焦炭的消费量。 

  2006年建设投产的焦炉58座，年生产能力2752万t。关掉老龄焦炉23座，年生产能力508万t。我国现机

焦炉能力3.2亿t，可生产5.5～6亿t钢，焦炉能力过大。落后焦炉的能力有5000多万吨，有的地区还生产土

焦、改良焦，浪费能源及污染环境，仍需要加速改造和淘汰。 

2 调整炼焦产业结构节约了大量能源 

2.1 淘汰落后的焦炉 

  近几年来，各省市按照国家政策，加强了调整炼焦产业结构。山西省在淘汰2600多万吨的土焦、改良焦

的基础上，2006年又淘汰了一批落后的小焦炉；内蒙古自治区关掉小焦炉20余座，生产能力300万t；河南省

关掉红旗、70型等落后焦炉生产企业25家，生产能力179万t；贵州省关掉落后焦炉生产企业19家，黑龙江、

山东、云南等省淘汰落后焦炉都取得较大成绩。土焦、改良焦比2003年减少3300万t，煤气放散减少150亿

m3，烧掉的炼焦煤减少500多万吨。另外，关停生产能力1000多万吨的小机焦炉，共节约能源折合成煤2100

多万吨，相当于安徽淮北煤矿1年的煤炭产量。 

2.2 大型钢铁企业配套建设大型机焦炉 

  我国2006年投产的大型焦炉58座，生产能力2750万t。7.63m大型焦炉在山东兖矿、山西太钢、安徽马钢



（2007年1月出焦）共4座建成投产，生产能力420万t。建设投产的6m大型机焦炉22座，生产能力1165万t，

其中鞍钢建设现代化的6m焦炉4座，生产能力220万t，并配备干熄焦装置，回收出炉的红热焦炭能源。 

2.3 炼焦产业结构布局逐步走向合理化 

  一些城市，原来在郊区建的焦化厂，经过二三十年的城市建设，城区面积不断扩大，现在考虑到环境污

染，调整炼焦产业布局，将焦炉搬迁或关掉使其产业结构更加合理化。唐山市民用煤气的焦炉，由于靠近居

民区被关闭，民用煤气由唐钢供应。2006年北京、天津市的民用煤气改为天然气，将北京焦化厂、天津二煤

气厂的7座焦炉关掉。镇江焦化厂由于地处居民区中心，已搬迁至郊区。 

2.4 炼焦产业集中度加强 

  炼焦大企业不断扩大炼焦生产能力，加大了产业集中度。生产焦炭100万t以上的焦化企业，由2003年的

31家增加到2006年的57家，其焦炭产量由4952万t增加到11340万t，占机焦产量由37%增加到43.6%。鞍钢化

工总厂焦炭产量达到601万t，宝钢股份公司焦炭产量536万t，武钢焦化公司430万t，包钢、本钢、攀钢、沙

钢、阳光等超过300万t。这些焦化企业不断扩大焦炭产量，加大了炼焦产业的集中度，加强煤气回收利用，

化工产品又集中加工，提高了产品回收率，减少了环境污染。 

2.5 回收红焦显热效果显著 

  炼焦行业加快向科学方向发展，为了回收红焦显热，一批大型焦化企业改变旧的生产工艺，建设干熄焦

装置。2005年本钢、鞍钢、昆钢等8家企业建设10套干熄焦装置，能力1305万t。2006年上焦、攀钢、包钢、

莱钢、济钢等10家企业建设焦炉干熄焦装置14套，能力1455万t。到目前为止，全国共建设44套干熄焦装

置，设计能力4600万t，可配套回收出炉红热焦炭3454万t，每年回收的能源折煤炭190多万吨,节水1500万

t，既减少了环境污染,又提高了焦炭质量。 

2.6 炼焦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为了加快调整炼焦产业结构，使焦化企业向规模化、现代化、环保型方向发展，国家制定了“焦化行业

准入条件”标准。如企业的焦炉炭化室高4.3m以上（含4.3m），规模能力60万t以上, 环保基本达到国家要

求等，经省级环保部门核实推荐和专家组评议标准合格，可进入“焦化行业准入条件”行列，并由主管部门

公布。截止到2006年底,第一、二批进入“焦化行业准入条件”行列的企业，有宝钢集团公司、鞍钢化工总

厂、济钢焦化厂、上海焦化有限公司、山西焦化集团公司、青岛焦化制气有限责任公司等108家，产焦能力

12506万t，占机焦能力近40%，其中钢铁企业焦化厂37家，焦炉能力占21%,城市煤气、地方独立焦化企业71

家，焦炉能力占19%。这些企业的生产管理、设备装备水平、环保治理等都达到较高水平，基本符合国家标

准要求。 

  目前，没有进入“焦化行业准入条件”的一批大中型焦化企业，正在加强企业改造,努力争取进入“焦

化行业准入条件”的门槛，成为合格的炼焦企业一员。 

3 炼焦产业结构调整任务仍艰巨 

  虽然淘汰土焦、改良焦和落后的焦炉取得了阶段性成绩，但是有的地区还在生产土焦、改良焦，如黑龙

江有两家，贵州、山西等产煤地区，山沟里还隐藏生产一定量的土焦等。由于受地方利益的袒护，要彻底淘

汰土焦、改良焦，仍需要做艰苦细致的工作。另外，还有一批无回收焦炉的煤气在放散，炼焦煤被烧掉，且

在认识上还存在不足，这都需要进一步做工作。2006年统计生产焦炭20万t以下的企业663家（规模以上），

产焦炭4643万t，规模以下小焦化企业产焦炭1647万t，企业多，规模小，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严重。目前，

落后的红旗焦炉、70型、66型等小机焦炉都需要加快进行淘汰。 

  另外，已投产的一批4.3m简易焦炉,虽然是大型焦炉,但设备不完善，煤气放散,环保设施也不建全，污

染了环境，浪费了能源。这些落后的焦炉，都需要在产业结构调整中改造和淘汰。 

4 继续加快调整炼焦产业结构 



  各地方要按国家产业政策和焦化行业准入条件，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调整

炼焦产业结构。要彻底关掉土焦、改良焦，因为生产1t土焦、改良焦比机焦多浪费的能源折煤炭约450kg，

污染环境，还排出大量的温室气体，是违犯国家环保法的行为。一些地方不能为了眼前一点利益，袒护土焦

生产，要从国家利益出发，彻底关掉土焦、改良焦。淘汰落后的小机焦数量比较大，要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分

期加快进行淘汰。对不配套的4.3m大型焦炉，要限期改造，到期达不到要求的要下决心关停。近期山西省要

“瘦身”焦化企业，计划用4年时间使焦化企业减少到150家，淘汰落后的焦炉能力4000万t。同时，要严格

控制建设焦炉项目，不该批的焦炉建设项目不批，不该贷款的银行不要贷款，不该建设的焦炉不能建设。国

家允许的重点钢铁企业配套建设和城市居民用气需要建设的焦炉项目，要建设炭化室高6m以上的大型现代化

焦炉，推进炼焦产业结构化升级，使炼焦行业全方位向前发展。 

5 调整炼焦产业结构应关注的问题 

5.1 钢铁企业配套建设焦炉是科学合理的 

  焦炭主要供给钢铁工业用，钢铁企业配套建设焦炉是科学合理的。因为焦炉生产的焦炭直接供给炼铁高

炉生产，焦炭质量按高炉生产需要确定，也可避免焦炭运输过程中造成破碎。另外，焦炉煤气作轧钢的燃

料，高炉煤气可供焦炉加热，热值高低的煤气互补合理利用。焦炉同钢铁企业配套建设是合理的生产工艺，

经济效益好，有市场竞争力。 

  目前焦炉产能过大，中小钢铁企业发展也很难定位，没有建设焦炉的钢铁企业，不宜盲目建设焦炉，可

与就近的焦化厂联合起来，互保供应焦炭是有利的。这样钢铁企业不投资也能保证焦炭供应，焦化企业的焦

炭也有稳定的销路，使得企业双赢。 

5.2 发展炼焦工业要坚持科学发展观 

  从焦炉煤气中回收化工产品是科学发展的方向。世界炼焦生产经过100多年的科学研究，从土焦发展到

机焦，炼焦煤气由放散到被利用，并从煤气中回收多种化工产品，回收后的煤气，被用于工业燃料、居民用

气、发电、生产甲醇、提氢气等。从煤气中回收的苯、萘、蒽等化工产品，被广泛地用于医药、化工、冶

金、农业、军工等各个行业。炼焦的化工产品是国民经济发展重要的原料，要充分回收利用好宝贵的资源。 

5.3 无回收焦炉不是中国炼焦行业发展的方向 

  目前有的地区建了无回收焦炉（或称热回收焦炉），从生产情况看，环境清洁比较好，另外一次性投资

少，拓宽了原料煤使用范围，这吸引一些环保人士关注和小企业主的欣赏。但是，无回收焦炉是直接燃烧炼

焦煤炼焦,属于土焦范畴，是炼焦行业走过来的原始型生产工艺。生产过程中炼焦煤烧掉1%～3%，浪费了能

源，煤气中的化工产品资源也被烧掉了，浪费了资源。煤气燃烧发电是低能价值，比代替重油和生产甲醇低

2～5倍。虽然无回收焦炉一次性投资少，但炉龄短，一般炉龄约10年，机焦炉炉龄30多年，要按一代炉龄生

产的焦炭产量科学计算，无回收焦炉比机焦炉投资高3倍。无回收焦炉机械化水平低，不可能建干熄焦装置

回收出炉焦炭的热能。煤气不脱硫放散到大气中污染环境。因此，无回收焦炉能源利用率低，不符合国家生

产降低能源消耗的目标。生产排出大量温室气体，不久也要受到限制。 

5.4 炼焦产业结构调整分三部分 

  （1）淘汰落后焦炉。当前调整炼焦产业结构，要彻底关掉危害严重的土焦、改良焦。对落后的红旗焦

炉、70型、66型小焦炉，要加快步伐进行淘汰。另外，已投产的一批4.3m简易焦炉,要限期改造配套，到期

达不到要求的，进行淘汰，这是近期炼焦产业结构调整阶段的主要任务。 

  （2）炼铁技术的进步，降低了焦比，少用了焦炭，也要关掉一批焦炉。炼铁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焦比

继续下降，2006年大中型钢铁企业平均焦比396kg/t，比2005年同期降低16kg/t。预测全国炼铁焦比，每年

降低16～17kg/t，3年要降低50kg/t，少用焦炭2000万t。相应地也要关掉一批焦炉。另外，铁钢比下降，也

少用焦炭。目前炼钢的铁钢比为0.96，随着钢产量积累增多，返回的废钢增多，炼钢的铁钢比逐渐降低，预

测再过6年左右，铁钢比有可能降低到0.91，这样少用焦炭1000万t，由此还要关掉一批焦炉。 

  （3） 建设高峰期过后，钢铁产量降低，焦炭产量随之减少，还要关掉一批焦炉。近几年，中国正处于



建设高峰期，消费大量的钢材。但从各方面情况看，预测中国的钢铁产量不会永远保持4亿t或5亿t钢。因为

国家的钢材中，建筑钢材占50%多，大部分用于建设能源、交通、港口、城市基础设施、房地产开发等，建

设到一定程度基本完善了，要减少钢材消费量，也就是说，用的钢材（或者说钢）积累量到一定数量时，要

减少用量，保持正常需用钢材量。我国从1949年到2006年底，钢的积累量达35亿t，根据中国的国情并参照

发达国家的一些情况，预测中国钢积累量达到70亿t左右时，钢的产量要逐渐下降，过了建设高峰期，钢产

量有可能逐步降到3亿～3.5亿t，这样焦炭消费要大幅度减少。另外，根据中国的国情，出口焦炭要大量减

少，国家要逐渐加大出口焦炭关税，把出口焦炭减下来。预测再过比较长的一段时间，中国的焦炭产量可能

维持在1.8亿～2亿t，比现在要减少1亿t，到这个时期也要关掉一批焦炉。所以，现在能不建的焦炉就不要

建设，有的独立焦化企业在特殊情况下需要建设焦炉，一定要在明确焦炭销路和定位后，再进行建设，避免

焦炉生产后减产或停产，损失惨重。 

  总之，落实科学发展观，调整炼焦产业结构，要按国家产业政策和焦化行业准入条件，运用经济手段和

法律手段，继续加快调整炼焦产业结构，节约能源，保护环境，使炼焦产业健康发展，为国民经济发展做贡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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