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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订阅
2021年《中国能源报》

作 为 国 内 第 一 张 针 对 整 个 能
源 产 业 并 为 其 服 务 的 综 合 性 产 业
经 济 类 报 纸 ， 《中 国 能 源报 》 以其
独有的权威性 、可读性 、影响力 ，成
为能源人首选的行业读物 。 未来我
们 将 继 续 努 力 做 出 更 加 专 业 、 权
威 、好读的原创内 容 ，回 馈 广 大 读
者朋友 。

目前， 新一年的报纸征订已经开
始， 希望广大读者一如既往地支持我
们，前往各地邮局订阅 2021 年 《中国

能源报》， 邮发
代号 1-6，全年
定价 388 元，或
扫描二维码，一
键快速订阅。

《中国能源报》社

“开发煤制油，对于填补供油体系空
白意义重大。 但随着产业环境变化，原油
市场面临结构性过剩，来自石油化工的竞
争加剧，一批成本较高、竞争力较弱的煤
制油化工企业，将遭遇生存危机。 ”

“经过 10 余年攻关，煤制天然气行业
已总体掌握成套技术， 并能够提供可复
制、可推广的天然气补充供应方案。 但目
前，煤制气面临全行业亏损，正在遭遇前
所未有的困难，长此以往难以为继。 ”

在稍早前举行的 “2020 （第九届）中
国国际煤化工发展论坛”上，国家能源投
资集团总经理助理张继明、 中国大唐集
团副总经理张传江先后发言， 直指煤制
油、煤制气行业面临的严峻生存现状。 值
得一提的是， 两位发言者所在的企业分
别是我国煤制油、 煤制气行业的典型代
表， 均承担着各自领域的国家级示范项
目建设任务。

作为国家能源战略技术储备和产能
储备，煤制油、煤制气肩负保障国家能源
安全重任。 但面对当下的发展困境，投入
巨资建成的项目不得不转产其他产品，部
分已获批项目也不得不放缓建设节奏，有
的甚至已经处于停建状态。 多位专家强
调 ，若没了项目支撑 ，煤制油 、煤制气的
“战略储备”功能将大打折扣，最终将危及
国家能源安全。

业内普遍认为， 适度发展煤制油、煤

制气产业， 既能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
又能增强国家能源安全战略技术储备和
产能储备。 在此背景下， 国家能源局于
2017 年印发《煤炭深加工产业示范“十三
五”规划》（下称《规划》），明确了“十三五”
期间新建、储备项目名单。《2020 年能源工
作指导意见》进一步要求，“有序推进国家
规划内的内蒙古、新疆、陕西、贵州等地区
煤制油气示范项目建设”。

但据记者了解， 行业实际进展与规
划有很大差距： 目前全国已建成煤制油
项目 9 套、 产能 921 万吨/年， 煤制气项
目 4 套、产能 51.05 亿立方米/年，均远低
于《规划》制定的“十三五”末总产能分别
达到 1288 万吨/年 、251 亿立方米/年以
上的目标。

“特别是煤制气项目， 规划的 5 个
新建项目都没有按计划建设 。 其中 ，苏

新能源和丰 、北控鄂尔多斯项目虽已获
得核准 ，但建设已近乎停滞 ；山西大同
项目已完成环评批复 ，但尚未上报核准
申请 ； 安徽淮南项目仍在推进前期工
作 ；新疆伊犁项目的部分产能已被企业
调出规划 。 ”一位不愿具名的知情人士
告诉记者。

除了新建项目，在役项目的现状同样
堪忧。 石化联合会煤化工专委会统计数据
显示，截至 9 月底，煤制油、煤制气产业的
主营业务分别亏损 39 亿元、12.1 亿元。 多
位业内人士进一步向记者证实，由于产品
市场竞争力差，很多项目不得不将部分油
气产能转产联产。

“大唐克旗项目作为首个国家级煤制
气示范，项目投产近 10 年仍未盈利。 为了
活下去，不得不联产甲醇、乙二醇等其他
产品。 ”上述知情人士透露。

另一煤制气企业代表———新疆庆华
集团副总经理杨立先称， 庆华项目核准
产能 55 亿立方米/年，早在 2013 年底，一
期 13.75 亿立方米就已建成投产。 “但二
期至今也没有动工，目前正在调整方案，
尝试将煤制气与烯烃相结合。 虽说 ‘牺
牲’了一部分天然气产能，但起码能缓解
经营压力。 ”

张继明表示，在低油价、供应宽松及
石化产业竞争加剧等背景下，采用原有产
品方案的煤制油项目面临 “投产即亏损”
的境遇， 在役项目也需尽快提升产品质
量。 “除了油品，还可向高端合成材料、含
氧化合物等领域延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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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保障我国能源安全的重要
“战略储备技术”，煤制油、煤制气行业
如今双双陷入全线亏损一事， 必须引
起行业、 企业和能源主管部门的高度
重视。

“富煤 、贫油 、少气 ”的资源禀赋 ，
决定了我国以煤为主体的能源结构短
期内难以改变。 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
油气对外依存度持续攀高， 其中 2019
年油、气对外依存度已分别升至 72.6%
和 43%， 给我国能源保供埋下巨大安
全隐患。 在此严峻形势下，依托丰富的
煤炭资源发展煤制油、煤制气产业，既
有利于摆脱对国外油气资源的过度依
赖、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又有利于促进
煤炭清洁高效转化、 带动地方经济发
展，具有重大战略和现实意义。

可喜的是，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煤制
油、 煤制气产业， 无论是在工程示范方
面，还是在产业化推广方面，均取得了积
极进展，整体上已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备豫不虞，为国常道。 历史经验无
数次地证明， 战略储备能力的培养绝
非一日之功， 战略储备项目的建设不
能到了危机时刻才临时抱佛脚， 必须
在平日就保持“战备状态”，唯有如此，
才能有备无患，牢牢把握主动权。

然而，令人担忧的是，迫于生存压
力，现存煤制油、煤制气项目纷纷“转移
阵地”———转产其他产品； 新建项目也
相继放慢建设节奏，甚至停止建设。 凡
此种种，无不让煤制油、煤制气的“战略
储备”意义大打折扣。

眼下日子不好过，展望未来，行业
前景同样渺茫。 煤制油、煤制气是“低煤
价、高油价、高气价”产业，但当前回暖
乏力的国际经济环境和供过于求的全
球油气供需形势， 意味着国际油气价
格大概率会长期维持低位。 在此背景
下，煤制油、煤制气在相当长一段时期
内将陷入价格成本 “倒挂 ”的逆境 ，势
必会让本就连年亏损的示范项目更加

举步维艰。
雪上加霜的是， 产品结构不尽合

理、同质化现象严重、技术创新仍存短
板等自身问题， 又进一步阻碍着煤制
油、煤制气项目的竞争力提升。 例如，目
前国家能源集团、伊泰集团、潞安集团
等煤制油项目均采用同一技术路线，项
目产品类型雷同， 同质化产品供应激
增，导致产品价格持续走低；另外，煤制
油、煤制气技术路线整体处于升级示范
阶段，工艺系统优化、重大关键共性技
术和装备攻关等， 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产品成本仍有巨大下降潜力待挖。

企业长期亏损、生死难卜，行业的
精进发展显然无从谈起。 因此全线亏损
问题必须予以尽快解决，否则不仅示范
项目的巨额投资将 “打水漂”， 而且行
业、企业多年来积累的有益经验、技术
成果也将付诸东流，最终导致国家战略
目标功亏一篑。

国家战略不应全由企业买单。 煤制

油、 煤制气等战略储备技术事关重大、
意义深远，远非某个或某几个企业一己
之力所能承担，理应得到国家更多政策
支持。

凡益之道，与时偕行。 例如，在税收
方面，有数据显示，煤基柴油、石脑油吨
产品完全成本中，综合税负占比分别超
过 39%和 58%，高税负已在严重制约煤
制油的创新发展和示范项目的意义。主
管部门可否在此方面做点文章， 实实
在在给予 “战略储备技术” 应有的扶
持。再如，可否回应行业呼声，参照页岩
气等非常规天然气的补贴政策，给予煤
制气项目相应气价补贴？ 这些问题，都
值得进一步探索总结，研究解决。

河入峡谷，风过隘口。站在相关“十
四五”规划正在制定的紧要时刻，连年
亏损 、负债累累的煤制油 、煤制气 “战
略储备”项目，亟须主管部门给予更多
战略考量和行动支持， 避免国家战略
虎头蛇尾。

国家级战略重任不应全由企业买单
■本报评论员

煤制油气“战略储备”项目全线亏损
作为国家能源战略技术储备和产能储备，煤制油、煤制气肩负

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重任。 但因项目经济性欠佳，企业为求生存
纷纷转产联产，导致其“战略储备”意义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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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推高了
我国加氢站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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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重启电力现货
长周期试结算

“十四五”深入推进电力市场化改革，
关键在于回归电改“9 号文”，深刻把握“管
住中间、放开两头”这一核心思想，真正做
到两头全面放开、 中间监管有效， 放而不
乱、改而有序。

根 据 此 前 达 成 的 协 议 ，7—12 月
“欧佩克+”联盟的第二阶段减产规模为
770 万桶 /日 ，但在欧美国家新冠肺炎疫
情反复的前提下 ，国际油价反弹前景并
不乐观 。

“管住中间、放开两头”
是深化电改关键

“欧佩克+”减产
救市压力陡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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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中和目标下，
煤电如何自处？

20

启迪环境
大额担保暗存风险

“作为首个国家级煤制气
示范， 项目投产近 10年仍未
盈利。 为了活下去，不得不联
产甲醇、乙二醇等其他产品”

宁煤煤制油 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朱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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