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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煤化工产业的春天在何方

 初秋的鄂尔多斯，秋高气爽，大街两旁微微泛黄的树叶，寓意着鄂尔多斯秋天的到来，如同这秋天中的鄂尔多斯。
我国的新型煤化工产业在新的环境下，也感到了市场上的丝丝凉意。

 近日，在位于鄂尔多斯市的国际会展中心，迎来了全国数百人的煤化工行业的专家、政府官员、学者和企业界人士
。他们大都肩膀上背着背包，手里又拎着一个手提袋，据他们介绍这些都是打印出来的材料，希望在会上能与众参会
者一同分享自己从事煤化工行业的心得和经验，从而找到更加适合自己企业发展的技术和方法。

 新型煤化工面临新形势压力

 “国际原油价格呈“断崖式”下跌，现代煤化工产品，如煤制油、煤制烯烃、煤制乙二醇等利润空间被大大压缩，
不再具备成本优势。”开幕式上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会长李勇武首先指出了当前的市场环境给煤化工企业带来
的压力。

 据了解，煤化工产品如煤制油、煤制气和煤制烯烃产品的盈亏平衡点多在油价65～85美元/桶。原油价格80美元/桶
时，煤化工行业一般经济效益较好。而以当前的油价计算，几乎所有的煤化工企业均已无利可图。

 一位参加此次煤化工会议的人士介绍，油价的下跌直接吞噬了企业的利润，特别是那些单纯以煤制油、煤制气、煤
制烯烃为主业的煤化工企业的日子变得越来越难。如此低的油价，硬撑着做下去毫无疑问就是亏损。如果停产，公司
就要承担高的维护成本和财务成本，同样会影响利润。目前的确是进退两难。

 除了低油价带来的压力以外，高浓盐废水问题一直困扰着业界人士。据专家介绍，“低油价只是暂时性的，而高浓
盐废水处理问题在国内，甚至在国际都没有好的处理方式。加之，随着新环保方案的实施，一些已经建成投产的项目
，因环保问题被环保部紧急叫停。”

 “绯闻”满天飞的煤化工

 “现代煤化工产业从诞生的那一刻起，人们在认识上就不太统一，争议不断。在当前形势下，要不要发展现代煤化
工、怎样发展现代煤化工，更是业内外议论的重要话题。”会上，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顾秀莲介绍。

 国家能源局总经济师李冶同样也表示，近年来煤化工行业确实面临着严峻的考验，环境制约成为摆在煤化工面前的
一个难以逾越的屏障。去年的腾格里沙漠污染事件曝光曾给行业带来一场巨震，甚至有些人把煤化工归纳为祸国殃民
，危害一方的不良产业。

 据李冶透露，受环境约束，经国家批准已启动前期工作的12个煤制燃料项目很难在“十三五”期间全部实施。为此
，“增加清洁燃料供应，发挥煤制油、煤制天然气在污染防治上的积极作用”被纳入了下一步实施的行业七项重点工
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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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常务副会长李寿生也表示，在看到现代煤化工发展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充分认识到
我国现代煤化工发展面临的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体现在：

 一是盲目发展问题突出。在传统产业产能过剩十分严重的情况下，企业和地方选择投资的范围都比较窄。许多地方
和企业都把发展现代煤化工作为投资的重要领域，特别是西部煤炭资源丰富的地区，“逢煤必化”的倾向十分突出，
规划投资的现代煤化工项目十分庞大。

 二是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当前，已建成和正在规划建设的现代煤化工项目，大多集中在煤制甲醇、煤制烯烃、煤
制乙二醇等产品上，专用品牌数量很少。如果不尽快用高端化、差异化技术解决这一产品同质化问题，很快就会出现
“产能过剩”和“恶性竞争”的混乱局面。

 三是水资源制约明显。目前，我国现代煤化工项目用水量还比较大，平均每吨煤直接制油用水5.8吨、煤间接液化
用水6～9吨、煤制天然气用水8.1吨、煤制乙二醇用水25吨、煤制烯烃用水22～32吨。

 四是环保排放压力大。在 “三废”排放中，高浓度含盐废水和二氧化碳排放是污染治理的两大难点。许多示范工
程项目不断加大废水处理技术攻关、加强环保设施建设，但迄今为止，高浓度含盐废水治理的技术问题还没有从根本
上加以解决。

 发展新型煤化工是大势所趋

 记者认为，以上问题如果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即将进入冬季的煤化工很难坚持到春天的到来，与其铺摊子、抢项目
，不如扎扎实实的解决眼前问题。如果眼前的问题不能得以解决，那么摊子铺的越大，麻烦也就越多。

 顾秀莲在会上指出，从我国目前的资源状况和市场需求来说，发展现代煤化工仍然是大势所趋。发展现代煤化工是
发挥我国资源优势、实现煤炭清洁高效转化及石化原料多元化和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重大举措，是能源消费革命的重
要内容，同时也是在激烈和复杂的国际竞争中，应对大国挑战的重要战略之一。

 她希望进一步明确煤化工行业的战略定位，把煤化工做为应对大国挑战的重要战略之一；好好总结示范项目经验，
使示范项目起到引领和示范作用，让后来者少走弯路；做好行业“十三五”发展规划。把现代煤化工作为重点内容纳
入行业“十三五”规划中，认真研究“十三五”现代煤化工行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新任务，引领和指导行
业健康发展。

 随后李勇武也指出，建议政府部门统筹协调，研究制定统一的现代煤化工产业政策，从资源条件、能源消耗等方面
，研究确定严格的准入标准，防范产能过剩风险。

 还要推进耦合多联产，提高产业综合竞争力。要鼓励条件具备的地区，积极推进煤化工与电力、冶金、水泥、电石
、焦化、石化、风能等产业开展耦合与多联产，构建超大型、循环型、多联产现代煤化工综合产业集群，实现效益最
大化。

 李勇武还特别强调了安全生产问题，他说：“在当前新常态下企业发展遇到一些困难，这时煤化工企业就更要加强
安全生产的管理，加强对管理人员和操作人员的安全生产专业培训，规范操作程序，防患于未然。”

 会上，参会专家表示，确实煤化工产业应该把安全做为企业头等大事来抓。自从天津港爆炸事故之后，国家有关部
门加强了化学品的生产、管理和运输等环节的管理，如果在这个时间节点上煤化工发生事故，无疑将会给煤化工产业
雪上加霜。

 国家能源局总经济师李冶针对未来的发展表示，“十三五”期间煤炭深加工要坚持以下发展原则：

 一要合理控制规模，根据技术进展确定产业发展节奏和规模，不追求在现有技术水平上大规模产能建设；二要推进
升级示范，重点围绕提高能效、降低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加强体系优化集成、降低工程造价等方面进行升级示范；
三要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在水资源和环境容量许可的前提下，建设项目并执行最严格的环保标准；四要加强自主创新
，重点示范自主技术和装备；五要煤炭深加工优先利用现有煤炭产能，与煤炭行业共享发展成果；六是与油气、石化
协调发展，加强优势互补，统筹多种化石能源利用。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热能工程系教授倪维斗从技术层面分析说，远期来看实行煤炭的多联产，建立资源、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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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环境一体化的能源系统才是中国煤炭高效利用的出路。煤炭多联产能源系统能够实现能源的多维度利用、能量与
物质的梯级利用，使能效进一步提升，是综合解决我国能源问题的重要方案。

 会后，某企业人士对记者讲：“煤化工行业处于风口浪尖的关键因素在于环保问题，如果环保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
，再优良的产品或给国家贡献再多的GDP也将无济于事，因为环境问题决定着现代人和子孙后代的‘革命本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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