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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读者

炭是我国最主要的能源资源，不仅是重要的燃料，还是重要的化工原料。近年来，在国际油价

急剧震荡和对替代化工原料、替代能源的需求越发迫切的背景下，节能减排已成大势所趋。在

已经上报国务院待批的新兴能源产业规划中，洁净煤利用成为十个新兴能源产业之一，在诸多

上市公司积极介入煤化工领域的背景下，煤化工产业发展前景备受关注。

煤化工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传统煤化工竞争激烈。目前，我国基础煤化工产品总体产能过剩，竞争激

烈，产业结构有待优化。2009年全国焦化行业关停淘汰落后小（老）焦炉产量近 2300万吨，新建投产焦炉产

能约 3700万吨，实现了以自动化、大型化、清洁环保化的大中型焦炉产能对落后产能的置换。

以清洁煤气化技术为龙头的现代煤化工产业，能源利用率高、资源利用充分、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量

少等众多优势，成为煤化工产业未来发展的重要领域。据专家测算，现代煤化工单位产品能耗往往要比传统煤

化工降低 20%以上，“三废”排放减少一半以上，如果加以科学设计与管理，还可实现“三废”的资源化利用甚至

“零”排放。

现代煤化工行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动力则来自技术创新。通过现代煤化工技术，可以把固态的煤转化为石

油替代化工产品和清洁能源，可在很大程度上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极大地减少碳化物、硫化物和氮氧化物的排

放；现代煤化工技术也为二氧化碳捕集与储存提供便利条件，产业化的应用将对保护环境具有积极意义，为煤

化工走低碳技术路线提供技术支撑。

本期化工行业研究红月刊重点阐述“特种橡胶领域投资热点”，重点向读者呈现如下内容：

� 煤化工介绍

� 煤化工投资热点

� 煤化工投资建议

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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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煤化工介绍

煤化工是以煤为原料，经过化学加工使煤转化为燃料和化学品的过程。煤化工主要有三条工艺路线：

煤焦化、煤气化和煤液化。煤焦化是在隔绝空气条件下，经高温干馏生产焦炭，同时获得煤气、煤焦油并回收

其它化工产品的一种煤转化工艺，属传统煤化工。煤气化是以氧气、水蒸气或氢气等作气化剂，在高温条件下

通过化学反应将煤或煤焦中的可燃部分转化为气体燃料的过程，属现代煤化工。煤液化是让煤在高温高压条件

下裂解，转化成液态油（烷烃）和气态烃，属现代煤化工。

1.11.11.11.1电石和焦炭作为传统煤化工，中国产量居世界第一

传统煤化工指的是煤焦化和技术成熟的煤气化，如合成氨、甲醇等。2010年，我国电石、焦炭、合成氨、

甲醇产量分别为 1462万吨、38757万吨、4963万吨、1574万吨产量均居世界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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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产业竞争情报网

@China Economy Network Consultation Co.,Ltd    www.chinacir.com

传统煤化工示意图

1.21.21.21.2以替代石油产品的现代煤化工目前正处于爆发阶段初期

现代煤化工指的是将煤作为原料制取替代石油产品的工艺过程。按照国家发改委的划分，煤制烯烃、煤制

油、煤制天然气、煤制乙二醇、煤制二甲醚等属于现代煤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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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醛 醋酸 MTBE MTO MTP 二甲醚

资料来源：中国产业竞争情报网

@China Economy Network Consultation Co.,Ltd          www.chinacir.com

甲醇

甲醇燃料

现代煤化工示意图

1.31.31.31.3 现代煤化工政策

2011年 3月 21日，发改委专门下发《关于规范煤化工产业有序发展的通知》，明确在新的政策出台之前，

禁止建设年产 50万吨以下煤制烯烃项目，年产 100万吨及以下煤制甲醇项目，年产 100万吨及以下煤制二甲

醚项目，年产 100万吨以下煤制油项目，年产 20亿立方米以下煤制天然气项目，年产 20万吨以下煤制乙二醇

项目。并称，上述标准以上的大型煤炭加工转化项目，须经国家发改委核准。国家此项抓大放小的举措的出发

点是控制投资热度，保护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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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煤化工投资热点

2.12.12.12.1期待甲醇制烯烃和甲醇汽油的春天

甲醇是生产低碳烯烃的主要原料。目前国内有近 250家甲醇生产企业，以煤为原料的约占 60%，天然气为

原料约 30%，焦炉气为原料约 10%。

目前在建的甲醇项目产能总计有 1000万吨，预计“十二五”末我国甲醇产能将达到 5000万吨。中东和南美

的甲醇企业依托低廉天然气价格，甲醇成本约 100美元/吨。国内以烟煤为原料的甲醇企业成本在 2300元左右，

以无烟煤为原料的甲醇成本超过 2600元。中东甲醇算上海运费用比国内甲醇还要便宜很多。

我国目前的甲醇过剩产能约 2000万吨，而国内乙烯和丙烯缺口分别为 1200万吨、900万吨。按照 3吨甲

醇制备 1吨烯烃，2000万吨的过剩甲醇可制备 700万吨的烯烃，有极大的市场空间。同时甲醇制烯烃能减轻原

油制烯烃的压力。

我国每年的汽柴油消费量在 2亿吨，甲醇汽油如能顺利推广的话，按照 5%的掺烧，需要 1000万吨甲醇，

如按照 10%的掺烧，需要 2000万吨甲醇，这是个巨大的市场。

随着甲醇制烯烃的推进和甲醇汽油的推广，甲醇行业将迎来属于自己的春天，我们观察煤制烯烃已经在示

范项目的带动下开始发力，甲醇汽油掺烧在业内一直是心照不宣，甲醇汽油的推广需要国家出台政策支持，目

前在部分地区已铺开，如河南省。全国大面积推广预计三年内能见效。

2.22.22.22.2 五大投资方向

国务院 2009年 5月正式发布的《石化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在关于稳步开展煤化工示范中提到，重点抓

好现有煤制油、煤制烯烃、煤制二甲醚、煤制甲烷气、煤制乙二醇等五类示范工程，探索煤炭高效清洁转化和

石化原料多元化发展的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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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成熟度 前景

新型煤化工发展概览

产品供求关系 经济性 目前投产情况 目前规划情况 政策面信息 优缺点综述

良好

褐煤价格400元
时，烯烃成本约
为5900元/吨，
目前乙烯进口均
价为7000元/吨
。

需求烯烃预计稳步增
长，供给面偏紧，烯
烃价格有支持，较传
统路线有明显成本优
势，技术稳定，神华
包头烯烃项目开工率
稳定，效益良好。

良好

差
产能过剩，需求不明
朗，开工率底下

成本有一定能够优
势，天然气整体需求
看好，但投资门槛较
高，管道入网难，规
划差能若全部投产将
造成过剩。

良好

盈利空间有限，且高
能耗、高水耗，投资
巨大，国家三令五申
管制。技术储备意义
大于经济意义。

一般

神华包头60万吨/年
项目2010年试车成
功，目前已进入商业
运营阶段，开工及盈
利情况良好，神华宁
煤52万吨、大唐多伦
46万吨项目目前正在
试车。

目前除已建成及试车
的160万吨差能耐
外，在建煤制产能约
为200万吨。

禁止发展年产50
万吨以下项目。

煤制烯烃
成熟、部分
项目已投产

良好，烯烃下游
产业链多而长，
需求将保持稳定
增长；中东烯烃
产能预期扩张缓
慢，部分落后产
能将退出。

丹化通辽金煤项目试
车进展顺利，负荷良
好，有望取得实质性
突破。

规划在建产能近300
万吨，其中丹化科技
占到160万吨，丹化
计划将通辽扩产至60
万吨，在河南新建5
个20万吨/年项目。

禁止上马年产20
万吨以下煤制乙
二醇项目；20万
吨以上合成制乙
二醇项目列入鼓
励项目。

市场需求稳定，供需
缺口巨大，满负荷运
行成本远低于国内石
脑油裂解法成本，单
项工程规模小，投资
相对低，灵活性强。

煤制乙二醇
丹化通辽项
目已取得突
破。

良好，下游聚酯
产业扩张迅速，
需求明确且稳定
增长；未来全球
产能扩张有限，
国内外贸依存度
畸高。

良好，丹化20万
吨项目结算成本
4750元/吨，远
低于石油路线成
本，但高于中东
乙烷路线成本。

神华鄂尔多斯100万
吨/年直接液化、潞
安21万吨、伊泰16万
吨间接液化三个试点
项目已经投产。

神华、伊泰、潞安合
计投产及规划陈广汉
恩能够约1900万吨，
除已投产项目外，其
他项目均在规划阶段
。

禁止上木年产100
万吨以下的项
目；多次叫停除
神华项目外煤制
油。

煤制油

较成熟，国
外有南非沙
素项目，已
投产30余年
。

稳定，石油需求
将稳定增速，但
预计增速较缓。

不明确，项目评
估中称油价在60
美元以下时，采
用800元/吨的无
水无灰煤价以直
接液化法生产即
有利可图。

煤制天然气

较为成熟，
国外有美国
打平原项
目，已投产
20余年。

良好，未来天然
气需求看好，国
内价格有望进一
步上调。

较好，较进口天
然气有成本优
势，但高于国产
天然气价格。

新疆庆华项目预计
2011年10月产气，大
唐克旗、汇能鄂尔多
斯项目预计2012年部
分投产。

规划产能超过1000亿
立方，但只有4个项
目共150亿立方经国
家发改委批准。

禁止上马年产20
亿立方米以下的
项目。

不稳定，完全成
本超过3000元，
下游需求不明
朗，经济性无法
维持。

2010年产能超过1000
万吨，世纪产量仅
217万吨，目前虽然
价格有所恢复，但开
工率不足50%。

产能严重过剩、新项
目不多。

2010年国家出台
政策，严禁LPG掺
混二甲醚，严重
打击下游需求，
禁止投产年产100
万吨以下项目。

行业名称

煤制二甲醚
成熟大规模
投产。

差，作为替代性
燃料、市场前景
不明确；前期产
能扩张泰康，开
工率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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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煤化工投资建议

经过近几年的发展，五类煤化工产业的发展情况及未来前景迥异。煤制油项目发展相对较早，目前神华等

示范工程已经开始工业化运转，但是煤制油能量转化率及资源利用率优势并不明显，国家对煤制油项目的管控

也较为严格。我们认为煤制油更可能适合作为战略性的技术储备，对其大规模产业化持谨慎态度。我们更关注

合成油技术以生物质、焦炉气或炼厂气为原材料的技术路径，还包括现有传统甲醇厂和合成氨厂的技术改造路

径。

二甲醚在我国市场主要替代液化石油气用作民用燃气和柴油掺烧剂作为公交车燃料，产能早已远远过剩。

同时二甲醚作为过渡性替代燃料，下游使用前景不明朗，导致很多企业成本倒挂、经营困难。我们认为若无配

套政策出台，煤制二甲醚项目的发展前景将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石油价格的上涨和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的双重压力，催生了我国煤制烯烃产业的兴起。目前国内

煤制烯烃技术进展迅速，以大连化物所为代表的第二代 DMTO 技术实现了甲醇和 C4 同时向烯烃的高效转化。

神华包头煤制烯烃示范性项目运转良好，已经具有可观的盈利能力。我们认为煤制烯烃具备产业化条件，将会

成为石油基制烯烃产业的有效补充。

国内聚酯产业迅猛发展，拉动乙二醇需求逐年上升。中国目前乙二醇产能有限，贸易依存度极高，发展煤

制乙二醇将有助于缓解国内需求压力。但是国内的煤制乙二醇的大规模工业化技术为世界首次，工艺技术以及

装置的稳定性方面还存在各种不确定性。我们认为煤制乙二醇的生产成本、工艺技术的可靠性以及装置能否实

现稳定运行将是决定其竞争力的关键。

近年来随着天然气在环保及节能等方面的优势逐渐凸显，中国的天然气需求量迅速增长。然而与之对应的

却是国内天然气的传统开采产量受储量有限影响无法大幅度增加，同时从中亚及俄罗斯等国进口天然气成本较

高，发展煤制天然气有助于改善我国多煤少气的能源格局。煤制天然气技术相对成熟，同时一些项目已经具备

可观的盈利前景。我们认为在重点地区适度、规模化发展煤制天然气项目是可行的，煤制天然气或将是液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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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天然气和常规天然气的重要替代和补充。

上述新型煤化工行业中，我们认为从供求关系、经济性及政策面等多个角度综合来看，煤制天然气、煤制

乙二醇及煤制烯烃的前景较为看好。



中国产业竞争情报网行业研究系列特刊

第 9999页

关于作者

行业红月刊作者为北京华经纵横咨询有限公司，特刊由公司独家授权中国产业竞争情报网发布。

北京华经纵横咨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 年，其前身是“北京华经纵横经济信息研究中心”，依托《中国经

济报告》课题组（课题组核心成员）成立，是国内最早的市场研究咨询机构之一。

华经纵横主营业务覆盖细分产业研究、市场专项调研、项目投资咨询、企业竞争监测、企业 IPO 咨询、企

业形象推广、权威数据发布、产业规划、政府课题研究等领域，是国内具有影响力的咨询服务公司之一。

作为中国权威的第三方市场研究和投融资咨询服务机构，我们的研究成果得到政府有关部门、企业界和投

资界的高度评价，被视为反映中国产业发展动向的最具权威性的成果之一。

联系我们

公司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裕民路 18号北环中心 110室

联系电话：010—82252636

特别声明

行业研究红月刊由北京华经纵横咨询有限公司产业研究部撰写，红月刊中的信息或所表达的建议不构成对

任何投资人的投资建议，红月刊版权北京华经纵横咨询有限公司所有。


	致读者
	一、煤化工介绍
	1.1电石和焦炭作为传统煤化工，中国产量居世界第一
	1.2以替代石油产品的现代煤化工目前正处于爆发阶段初期
	1.3现代煤化工政策

	二、煤化工投资热点
	2.1期待甲醇制烯烃和甲醇汽油的春天
	2.2五大投资方向

	三、中国煤化工投资建议
	关于作者
	联系我们
	特别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