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煤化工产业创新发展布局方案

现代煤化工是指以煤为原料，采用先进技术和加工手段

生产替代石化产品和清洁燃料的产业。为推动现代煤化工产

业创新发展，拓展石油化工原料来源，形成与传统石化产业

互为补充、协调发展的产业格局，贯彻落实《石化产业规划

布局方案》和《关于石化产业调结构促转型增效益的指导意

见》的工作部署，现提出现代煤化工产业创新发展布局方案。

一、开展现代煤化工产业创新发展布局的必要性

石化产品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原料，市场需求巨

大，但受油气资源约束，对外依存度较高。2015 年，原油、

天然气、乙烯、芳烃和乙二醇对外依存度分别高达 60.8%、

31.5%、50.4%、55.9%和 66.9%。我国煤炭资源相对丰富，采

用创新技术适度发展现代煤化工产业，对于保障石化产业安

全、促进石化原料多元化具有重要作用。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现代煤化工技术已取得全面突破，

关键技术水平已居世界领先地位，煤制油、煤制天然气、煤

制烯烃、煤制乙二醇基本实现产业化，煤制芳烃工业试验取

得进展，成功搭建了煤炭向石油化工产品转化的桥梁。但是，

目前产业整体仍处于升级示范阶段，尚不完全具备大规模产

业化的条件，系统集成水平和污染控制技术有待提升，生产

稳定性和经济性有待验证，行业标准和市场体系有待完善，



且存在不顾生态环境容量和水资源承载能力、盲目规划建设

现代煤化工项目的势头。针对存在的问题，迫切需要加强科

学规划、做好产业布局、提高质量效益，化解资源环境矛盾，

实现煤炭清洁转化，培育经济新增长点，进一步提升应用示

范成熟性、技术和装备可靠性，逐步建成行业标准完善、技

术路线完整、产品种类齐全的现代煤化工产业体系，推动产

业安全、绿色、创新发展。

二、基本原则

——坚持创新引领，促进升级示范

加快现代煤化工产业技术优化升级，大力推进原始创新

和集成创新。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加强共性技术研发

和成果转化。依托现代煤化工升级示范工程建设，推进新技

术产业化，完善技术装备支撑体系，提升产业自主发展能力。

——坚持产业融合，促进高效发展

鼓励跨行业、跨地区优化配置要素资源，积极推广煤基

多联产，促进现代煤化工与电力、石油化工、冶金建材、化

纤等产业融合发展，构建循环经济产业链和产业集群，提升

资源能源利用效率。

——坚持科学布局，促进集约发展

依托现有现代煤化工优势企业，实施挖潜改造。选择在

煤水资源相对丰富、环境容量较好的地区，规划建设现代煤



化工产业示范区。结合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因地制宜延伸

现代煤化工产业链。

——坚持综合治理，促进绿色发展

积极采用现代煤化工绿色创新技术，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和安全保障能力，推动现代煤化工产业安全发展。加强全过

程控制管理，降低三废排放强度，提升三废资源化利用水平。

开展二氧化碳减排等技术应用示范，推动末端治理向综合治

理转变，提高产业清洁低碳发展水平。新建现代煤化工项目

与各省（区、市）高耗能项目的落后产能淘汰紧密结合，确

保全国及各有关省（区、市）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

放降低目标的实现。

三、重点任务

（一）深入开展产业技术升级示范

认真总结前期产业化示范经验教训，主动适应产业发展

新趋势和市场新要求，突破部分环节关键技术瓶颈，提升系

统集成优化水平，推动产业技术升级。重点开展煤制烯烃、

煤制油升级示范，提升资源利用、环境保护水平；有序开展

煤制天然气、煤制乙二醇产业化示范，逐步完善工艺技术装

备及系统配置；稳步开展煤制芳烃工程化示范，加快推进科

研成果转化应用。

产业技术升级示范重点

类别 升级示范重点

煤制油 直接液化、费托合成、煤油共炼等



煤制天然气 大型化碎煤加压气化、大型化环保型固定床熔渣气化、气流床气化、

甲烷化成套工艺等

煤制烯烃 新一代甲醇制烯烃、合成气一步法制烯烃等

煤制芳烃 甲醇制芳烃、煤分质利用联产制芳烃等

煤制乙二醇 合成气制草酸酯、草酸酯加氢、合成气一步法制乙二醇等

环保 难降解废水高效处理、高含盐废水处理处置、结晶盐综合利用等

（二）加快推进关联产业融合发展

按照循环经济理念，采取煤化电热一体化、多联产方式，

大力推动现代煤化工与煤炭开采、电力、石油化工、化纤、

盐化工、冶金建材等产业融合发展，延伸产业链，壮大产业

集群，提高资源转化效率和产业竞争力。

产业融合发展重点

领域 发展重点

现代煤化工—煤

炭开采

利用高硫煤气化技术开展现代煤化工产业升级示范，延长现役高硫

煤矿井服务年限。重点转化利用山西和贵州高硫煤等劣质煤炭资源。

现代煤化工—电

力

结合新疆、陕西、宁夏、内蒙古等电源点建设，发展煤化电热一体

化，推动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发电系统（IGCC）建设，实现现代煤化工

与电力（热力）联产和负荷的双向调节，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

现代煤化工—石

油化工

利用煤化电热一体化集成技术，建设集原油加工、发电、供热、制

氢于一体的联合装置。发挥现代煤化工与原油加工中间产品互为供需的

优势，开展煤炭和原油联合加工示范。

现代煤化工—化

纤

发展煤制芳烃和煤制乙二醇，推动化纤原料多元化，实施煤基化纤

原料示范工程。

现代煤化工—盐

化工

重点做好青海等地盐湖资源综合开发利用，建设青海矿业海西州煤

制烯烃项目。结合汞污染防治国际公约要求，在有条件的地区适时实施

聚氯乙烯原料路线改造、乙炔加氢制乙烯。

现代煤化工—冶

金建材

发展粉煤灰制建材产品，开发高铝粉煤灰制氧化铝、一氧化碳或氢

气直接还原铁等技术，重点在蒙西等地开展现代煤化工和冶金建材一体

化示范，提高冶金副产气体综合利用水平。

（三）实施优势企业挖潜改造

深入开展行业对标管理，重点抓好具有发展潜力的优势

企业填平补齐、挖潜改造，加强技术创新，优化资源配置，

提高安全环保水平。推动神华集团包头、中煤集团榆林、延



长集团靖边和陕煤化集团蒲城等企业运用现有生产装置运

行经验，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进一步提高烯烃收率，降

低能耗、水耗和污染物排放，实施煤制烯烃升级改造工程，

促进产业规模化、高端化、精细化发展。

（四）规划布局现代煤化工产业示范区

统筹区域资源供给、环境容量、产业基础等因素，结合

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以及大型煤炭基地开发，按照生态优

先、有序开发、规范发展、总量控制的要求，依托现有产业

基础，采取产业园区化、装置大型化、产品多元化的方式，

以石油化工产品能力补充为重点，规划布局内蒙古鄂尔多

斯、陕西榆林、宁夏宁东、新疆准东 4 个现代煤化工产业示

范区，推动产业集聚发展，逐步形成世界一流的现代煤化工

产业示范区。每个示范区“十三五”期间新增煤炭转化量总

量须控制在 2000 万吨以内（不含煤制油、煤制气等煤制燃

料），在总量控制的前提下，编制好总体规划，开展规划环

境影响评价，做好规划水资源论证，落实水资源条件，择优

确定项目业主，有序推进项目建设。结合示范区发展情况适

时进行评估，建立示范区的动态调整机制。

（五）组织实施资源城市转型工程

深入贯彻落实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西部大开

发、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充分利用资源型城市煤炭开发、技



术人才和市场需求等条件，开展煤炭清洁高效转化，努力延

伸产业链，加快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东北地区在资源环境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以“煤头化尾”

为抓手，推动黑龙江、吉林、内蒙古三省区利用煤炭资源和

化工基础优势，形成合力、协同发展，建设黑龙江龙泰公司

双鸭山煤制烯烃等项目。西部地区利用云贵地区煤水资源组

合特点，建设中国石化毕节煤制烯烃等项目。中部地区依托

山西、河南现代煤化工产业转型升级的要素资源优势，在朔

州、鹤壁分别择优选取业主，各实施一项煤制烯烃升级示范

工程。

（六）稳步推进产业国际合作

结合实施“一带一路”建设战略，充分发挥我国煤化工

技术、装备、工程和人才优势，深化与沿线煤炭资源国务实

合作，积极利用境外煤炭资源和环境容量等有利条件，采取

境外煤炭开采转化一体化、境内外上下游一体化、境外重大

工程技术装备总承包等方式，加快产业“走出去”步伐，稳

步推进产业全球布局，努力打造具有控制力的煤化工产业链

和价值链，缓解国内资源环境压力。

（七）大力提升技术装备成套能力

依托骨干企业、科研院所技术装备研发基础，完善“基

础科研、研发平台、装备制造、示范工程”四位一体的创新



体系，结合示范工程和产业示范区建设，推动煤化工成套技

术装备自主创新。

煤炭分级利用领域，重点突破加压、连续热解和油气尘

高效分离技术装备；煤炭气化领域，重点突破 8.7 兆帕大型

水煤浆气化、4.0 兆帕以上固定床加压气化和熔渣气化、大

型干煤粉气化、大型空分装置及稀有气体提取、干法除尘、

气化炉废锅等技术装备；净化合成领域，重点突破大型低温

甲醇洗、大型合成气压缩机、防爆电机、大型低压甲醇合成

等技术装备；能量利用和废水处理领域，重点突破合成气燃

气轮机、合成反应热高效利用、低位能有效利用、智能空气

冷却器、密闭式循环冷却系统、含盐废水处理、结晶盐综合

利用、废水制浆等技术装备。

（八）积极探索二氧化碳减排途径

加强产业发展与二氧化碳减排潜力统筹协调，大力推广

煤化电热一体化技术，尝试提高现代煤化工项目二氧化碳过

程捕集的比重，降低捕获成本。认真总结二氧化碳在资源开

发领域的应用经验，深入开展二氧化碳驱油驱气示范。利用

内蒙古、陕西、宁夏、新疆等地荒漠化土地资源丰富、光照

时间长、强度高的优势，结合产业示范区建设，探索开展二

氧化碳微藻转化、发酵制取丁二酸等应用示范及综合利用。

四、保障措施

（一）严格项目建设要求



新建现代煤化工项目必须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及所

在地区能耗总量和强度控制指标要求，满足城市规划、土地

利用、安全环保、节能、节水等标准和规范要求。项目选址

及污染控制措施应满足《现代煤化工建设项目环境准入条件

（试行）》的相关要求，严格控制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细

颗粒物、挥发性有机物及其他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排放，固

体废弃物和高含盐废水做到无害化处理及资源化利用。单系

列制烯烃装置年生产能力在 50 万吨及以上，整体能效高于

44%，单位烯烃产品综合能耗低于 2.8 吨标煤（按《煤制烯

烃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GB30180）方法计算）、耗新

鲜水小于 16 吨。煤制乙二醇装置年生产能力在 20 万吨及以

上，单位乙二醇产品综合能耗低于 2.4 吨标煤、耗新鲜水小

于 10 吨。煤制油、煤制气等煤制燃料项目建设要求参照《煤

炭深加工产业示范“十三五”规划》执行。

现代煤化工产业示范区优先毗邻大型煤炭基地一体化

建设，充分考虑水功能区划和污染物限排总量，布局在水资

源获取能力较强、生态环境容量较好、二氧化碳减排潜力较

大、远离生态红线控制区和集中式居民区的区域，煤炭基地

资源量应保障煤化工产业示范区经济运行周期的需要。示范

区供热、污水处理设施、固体废物处理处置及资源化设施、

安全及环境风险防控设施等公用工程及辅助设施应统筹建

设，二氧化碳转化方案和利用水平与相关技术产业化进展相



适应。示范区应符合城乡规划，并须制定总体发展规划和安

全、环保、消防等专项规划，依法开展示范区总体发展规划

环境影响评价和水资源论证。

现代煤化工产业示范区应开展智慧园区建设，采用云计

算、大数据、物联网、地理信息系统等信息技术，提升信息

化应用水平。依托网上交易、现代物流、检验检测等公共服

务平台，提高园区安全管理、环境保护、能源管理、应急救

援和公共服务能力。现代煤化工企业应开展智能制造示范，

使企业生产运营具备全面自感知、自分析、自决策和自执行

能力，以信息化、智能化手段提高企业安全环保水平。

（二）规范审批管理程序

新建煤制烯烃、煤制芳烃项目必须列入《现代煤化工产

业创新发展布局方案》，必须符合《现代煤化工建设项目环

境准入条件（试行）》要求。煤化工项目业主可自主开展前

期工作，相关部门依法开展城市规划、用地预审、环境影响

评价、水资源论证等工作。按照国务院关于简政放权的精神

和《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6 年本）》的要求，将列

入《现代煤化工产业创新发展布局方案》的新建煤制烯烃、

煤制芳烃项目（不包括煤制油、煤制气等煤制燃料项目），

下放省级政府核准。

（三）推动资源合理配置



统筹兼顾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以及相关产业对煤炭的

需求，加强煤炭综合开发利用工作，在高硫煤产区，可利用

高硫煤为原料发展现代煤化工产业。加强全水系统管理，鼓

励采用废水、中水、矿井水回用技术和空气冷却、密闭式循

环冷却水系统等节水技术，施行严格的用水定额标准，不断

降低水资源消耗强度，提高利用效率。利用国家资金，支持

现代煤化工重大技术装备研发和产业化。结合输配电价改革

试点，推动现代煤化工企业与发电企业直接交易，支持符合

条件的现代煤化工企业开展区域电网试点和增量配电业务。

（四）强化安全环保监管

加快修订完善安全防护、污染物排放、水资源保护等标

准，重点从源头控制、过程监管上研究现代煤化工产业污染

控制方式，进一步提高现代煤化工项目在安全、环保、水资

源保护方面的准入门槛，引导企业优化生产工艺、强化设备

选型选材、提高设计标准和施工质量、强化运行管理、规范

治理设施。严格安全、环保、水资源保护行政许可程序，切

实执行安全、环保设施“三同时”及排污许可制度。加强城

市建设与产业发展的规划衔接，切实落实安全生产和环境保

护所需的防护距离。

加强工程建设和生产运行日常监督检查，要求企业按照

排污许可证要求，建立自行监测、信息公开、记录台账及定

期报告制度，确保长期稳定按证排污。对不符合安全、环保、



水资源保护要求的要依法采取停工停产整顿等措施，督促企

业及时消除隐患。建立健全企业—园区—政府应急联动体

系，防范安全环境风险，及时查处安全环境违法事件，严格

事故调查和处理，依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五）完善产业组织结构

按照园区化、大型化、多联产发展模式，引导现代煤化

工与煤炭、电力、石油化工等行业联合布局，打造具有较强

竞争力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按照强强联合、优势互补的原

则，鼓励关联行业骨干企业组建上下游一体化的市场主体。

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动国有企业与非公企业合资合

作，支持民营、外资企业进入现代煤化工领域，增强产业发

展活力。

鼓励生产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中介机构等单位

形成合力，共同开展重大问题研究，提出产业发展政策建议。

建立和完善产业信息统计系统，适时发布行业动态，及时启

动预警机制，合理引导企业投资，防范投资风险。

（六）加强组织实施领导

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土资源部、环境保

护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安全监管总局、能源局等部门组织

实施现代煤化工产业创新发展布局方案。成立由有关部门职

能司局、省级发展改革委、省级工业和信息化部门项目业主、

咨询机构、行业协会等单位组成的方案实施工作小组，适时



组织召开会议，通报工作进展，检查执行情况，研究对策措

施，解决突出问题。建立健全第三方评估机制，切实做好方

案实施情况的评估，并根据评估结论，适时调整完善。

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贯彻落实现代煤化工产业创新发展

布局方案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加强组织领导，积极协作配合，

共同做好方案确定的各项工作。有关地方要认真做好现代煤

化工产业示范区规划和项目管理工作，加强工程项目建设协

调指导、监督检查，确保项目科学有序实施。行业协会、咨

询机构要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积极协助做好方案解读和

宣传引导，营造方案实施的良好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