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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化工产业多元化转型提速

《 中国能源报 》（ 2019年11月11日 第 13 版）■本报记者 王长尧

目前煤化工行业面临着煤价上涨、产品同质化严重、产品价格下行、与石油炼化

相比煤制油不具备竞争力等诸多问题。改变现状最好的方法，就是对煤基新能源产业

进行升级。

“煤制油不赚钱，煤炭没有消费税，但制成成品油后需要交成品油消费税。”在

近日召开的2019中国西部煤化工高端论坛上，中国科学院山西煤化所原所长王建国无

奈地说。

成品油消费税是指消费者在消费汽油、柴油、石脑油、溶剂油、航空煤油、润滑

油、燃料油等七种成品油时交纳的消费税。煤制油的原料是煤，生产出的产品是成品

油，目前国际油价低迷导致国内成品油价格下调，大幅压缩了煤制油企业利润空间，

煤炭价格的复苏使得煤制油企业无法对成本进行有效控制。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鉴于我国现有能源禀赋和发展现状，应探索多种煤炭资源利

用方式，加快煤化工产业转型，充分发挥煤炭资源价值，多渠道保障能源供给。

从单一燃料向燃料与原料并重转变

缺油、少气、富煤是我国能源结构的基本情况。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矿业大学

教授武强认为，目前我国GDP排名世界第二，未来发展需要大量的能源供给作保障。

而煤炭对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稳定供给极为重要。

目前我国正积极推进能源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煤炭是我国最主要的一次能

源，占我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一半以上。煤炭革命不可避免，由单一的燃料向燃料

与原料并重转变的发展方向已成为主流方式。

据了解，煤制油的成本相对较低，其技术特点决定了杂质少、油品质量高于原油

炼化所产生的成品油。但在过去几年，业内有一种观点认为，无论从污染排放的环保

角度，还是资源消耗等经济性角度来看，煤制油都不具优势，其更多的意义在于保障

能源安全。

石油和化学工业规划院副院长白颐表示，以煤为基础的能源与化工产品在“十三

五”期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中国新型煤化工综合技术处于国际领先地位。但在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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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升级。

白颐认为，船用煤制甲醇将是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因为甲醇用作船舶燃料而言

具有相当竞争力。“就减排效果来说，甲醇发动机与LNG（液化天然气）发动机相差

无几。对于运输甲醇的船舶来说，它既是货物又是燃料。此外，甲醇即便出现泄漏等

问题，也能够实现生物降解，尤其是在水中可迅速稀释至‘无毒级别’，对环境和海

洋生物的负面影响较小。”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国甲醇工业中，煤制甲醇比例约占64%，天然气和焦炉煤

气制甲醇比例约占18%，合成氨联醇占18%。鉴于我国能源结构以煤为主体，煤制甲醇

在日后可替代能源种类中，必将占有一席之地。

资源短缺倒逼煤化工升级

2018年被不少人定义为氢能元年，随着我国开始大力发展氢能产业，煤制氢概念

也逐渐被人们所熟知。氢能是一种清洁的二次能源，具有能量密度大、燃烧热值高、

来源广、可储存、可再生、零排放等优点，可有效解决能源危机以及环境污染等问

题。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符冠云表示，我国拥有大量煤炭资源，炼焦时会产

生大量工业副产品氢气，这为氢能产业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中西部地区经济要发

展、能源要开发，氢能作为一个深度、减碳的工业原料，有着可持续发展的特点，在

中国西部地区迎来了机遇。

此外，利用煤炭为原料，制取腐植酸也被认为是煤炭资源化利用的有效方式之

一。腐植酸是动植物遗骸，主要是植物的遗骸，经过微生物的分解和转化，以及地球

化学的一系列过程造成和积累起来的一类有机物质。

陕西科技大学教授牛育华表示，我国现代煤化工产业中，对低阶煤的使用不够充

分，而腐植酸大量存在于在低热值的煤炭中，诸如泥炭、褐煤和风化煤等，其中风化

煤腐植酸含量最高可达80%。

牛育华认为，腐植酸具有可观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以及生态效益，可有效提升

煤炭利用价值。腐植酸作为有机物原料，可广泛地应用于农业、环保、工业、医药、

食品等各个领域，腐植酸的开发利用可以拓展煤炭产业链，促进煤炭产业转升级。

煤制油近几年受到油价下跌、煤价回升、税收政策未跟进等因素的影响陷入低

迷，但它只是我国煤化工诸多细分领域中的一部分。我国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短缺，在

某种程度上倒逼煤化工产业不断发展进步，现代煤化工产业并不会因其中某一项而停

滞不前。

业内人士指出，煤炭领域的革命在于整体推进煤炭在全行业、全产业链的清洁、

高效、可持续开发利用，必须探索和加强煤炭清洁利用，走多元化发展道路，为经济

发展提供更为安全、清洁的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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