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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我国的能源结构主要以煤炭为主，而炼焦化学行业

可以有效的将其转化为清洁能源，通过在炼焦中进行高

温干馏，可以将煤炭资源转化为更高效的能源产品和二

次清洁能源，它可以充当能源转换器的作用。在我国，

接近 1/3 的煤炭利用该技术进行转换，为国民提供更高

效更清洁的能源，积极的响应了我国建设环境友好，社

会政策的号召。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对于焦化行业的重视越来

越高，经过了几十年的努力，已经有了非常大的进步，

近几年，我国的焦炭产量始终位于世界的前茅，取得的

傲人成绩能够进一步的推动我国经济的发展，为钢铁工

业的发展提供支撑作用。在世界上我国已公认的成为焦

炭生产大国，但是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往往过于追求生

产速度，生产方式较为粗放，从而造成对环境的污染比

较严重，同时产量大于市场消费，导致了生产过剩问题

的出现，在新常态下，我国要密切的关注胶带行业中所

存在的障碍，采取相应的措施有效地面对存在的问题。

新常态下，我国焦化行业所呈现出来的特点是：发

展压力较高，同时生产效益，市场价格，增长速度较低。

在这种市场环境下，为了促进我国焦化行业高效率，高

质量的发展必须对其进行深刻的结构性改革，增加其发

展活力和国际竞争力。

1 新常态下我国焦化行业现状

煤炭焦化行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焦炭产量已实现

巨大的飞跃，目前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焦炭生产国。在

2014 年的时候，我国整体的焦炭生产量达到了最值，达

到了惊人的 47691 万 t，而在本年，世界各国焦炭生产

总量之和为 682305 万 t，由此可见我国巨大的焦炭产量。

但与 2013 年相比，它的总体增长幅度较小，甚至不足

1%，这表明我国的焦炭产量增长速度正在逐渐放缓。

巨大的焦炭产量使我国成为焦炭出口的第一大国，

2014 年焦炭总产量中的 850 万 t 被用于出口，在全球的

焦炭交易总量中占有绝对的地位。但煤炭出口的价格正

在逐年降低。除了出口外，由于我国是世界人口大国，

对焦炭的消费量也非常大，我国也是世界上公认的焦炭

第一消费国，2013 年我国的焦炭消费量达到极值，为

47000 万 t。

但由于我国焦炭行业生产的粗放性和无序性，和实

际的市场需求相比，我国炼焦生产能力过剩的问题愈演

愈烈，并且主要的服务对象即钢铁企业的结构产生了严

重的脱节。而这种情况就造成产能的严重过剩，产能利

用率的提升受到严重阻碍。根据不完全统计，近几年，

我国有六百多家的焦化企业营业利润大幅度的降低，将

近一半的企业已经产生了严重的亏损，企业的负债率正

在逐步上升。国际石油价格的下跌，也使得相关产品的

价格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同时我国在生产过程中越

来越注重环境保护，正在努力建设一个环境友好型的社

会，对于整个行业来说，企业所面临的环境成本和环保

压力越来越大，这也阻碍焦化行业的进步。

在这些多重压力下，我国的焦炭行业必须对自身的

发展进行深刻的思考与反思，用长远的眼光来看待焦炭

行业的发展态势，对那些能够对焦炭行业产生重大影响

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进行深入的研究与探讨，努力在

多种压力下重获新生，采取科学的，正确的解决措施，

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以此来改变被动的局面，实现该

行业高质量的发展。

2 有利于我国焦炭行业发展的因素

2.1 巨大的市场需求尚未发生大幅度变化

受科学技术等因素的限制，我国目前并且在将来很

长一段时间内，仍然会以高炉流程为主要途径来进行钢

铁生产，国内巨大的焦炭市场需求仍然不会改变。 经过

几十年的实践检验与技术发展，我们已经证明在金属冶

炼过程中，冶炼成本最低，效率最高以及铁水质量最稳

定的流程反应器是高炉，高炉在金属冶炼过程中无论从

经济方面，还是产品质量方面都有着最好的效果，在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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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金属冶炼行业中，它几乎是无可替代的。

在目前的钢铁冶炼过程中，在铁矿石中提取出生铁

的方法和工艺有很多种，但是在将铁矿石直接炼为铁水

的工艺中，高炉炼铁仍然是最具竞争力的方法，而这就

表明，在将来冶炼钢铁的过程中，对焦炭的需求仍然是

刚性的，煤炭的基本需求量并不会发生较大的改变。但

我们同时需要注意到，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

机械设备的发展，也为高炉炼铁工艺进行了优化，将来

市场对高质量的焦炭的需求会更大。

非高炉炼铁技术也在不断进步已完善，而非高炉炼

铁技术在对金属进行冶炼时，基本上不会用到焦炭，同

时该技术对环境的污染也较小，与高炉炼铁技术相比，

它有着鲜明的优势。但受各种因素影响，利用该技术进

行的金属冶炼产量非常低，在我国铁的总产量中，它所

占的比重不足 0.1%，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同时，受科学

技术，生产成本等多种因素的制约，非高炉炼铁技术的

发展进行的极为缓慢，而这也就表明，在将来相当一段

时间内，我国金属冶炼所采用的方法仍然是以高炉炼铁

为主。

2.2 我国钢铁工业对焦炭的质量和数量的需求较为稳定

我国钢铁工业对焦炭的质量和数量的需求相对稳定。

十年来，在我国的炼钢工业中，铁钢比例高达 94%， 

与世界平均钢铁比 73% 相比较，我国有着较高的钢铁

比。这就表明：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生产 1t 钢材我国

要多消耗 212kg 的生铁，也就相当于对焦炭的消费要多

100kg 左右。而我国巨大的钢铁产量在这种情况下，这

要比国际平均水平消耗更多的焦炭。

随着喷煤量逐渐增加，高炉逐渐大型化，在钢铁生

产过程中焦比正在逐步降低。在进行钢铁冶炼时，高炉

内的焦炭需要停留更多的时间并且还需承担更高的矿石

负荷。与此同时，焦炭在高炉内受到的机械力，热应力

会更加强烈，化学侵蚀作用也会增强，而这就加剧了降

解劣化，起支撑作用的骨架就显得更加重要。因此，必

须提高焦炭质量以及焦炭质量的稳定性，使焦化企业的

生产更加符合市场需要，以自身产品为基础，形成自身

的特色和优势。

2.3 焦化企业的分布式价值功能正在逐步优化

焦化工艺结构、区域产业经济结构、产品价值结构

这些都会极大的影响焦化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对焦化企

业分布式价值进行充分的优化，可以进一步地保障企业

的核心竞争力。通常情况下，在当地经济条件的约束下，

焦炭的运输距离一般不会超过 300km。焦化企业要受到

当地区域经济的影响，由于我国国土面积比较辽阔，焦

化企业的数量比较众多，在不同的区域中，有着不同的

经济发展结构和产业形式，正是由于这些差异的存在。

我国的焦化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需要面临着不同的市场需

求，这也极大的影响了焦化企业的经济效益。焦化企业

的经济效益，受地区内的物流成本，焦炭市场需求量等

因素影响较大。一般而言，一个地区内的物流运输成本

越低，市场需求量越稳定，在该地区的焦化企业的经济

收益越好。

焦炭产品是焦化企业的主要产品，同时，也包括以

焦炭为主的其他产品。对于一些焦炭企业来说，他们对

焦化产品进行积极的回收和加工，对焦炉煤气综合运用

较好，这些企业的价值和优势渐渐的突显出来，也为该

企业提供了较强的市场竞争力，这也为我国未来焦化企

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方向。比如，对于河北省的部分焦

化企业来说，由于当地的钢铁工业比较发达，整体市场

的空间是比较大的，同时，也注重了对产品综合性的开

发，所以取得的经济性比较良好，河北省的焦炭产量占

全国产量比一直遥遥领先。

2.4 落后产能的不断淘汰为有较强竞争力的焦化企业提

供了充足的发展空间

在整个焦炭行业的强盛时期，那些生产工艺落后，

生产产品单一，对环境污染较重的焦炭企业仍有一定的

生存空间，依然会取得一定的经济利益。但随着市场竞

争环境的变化，焦炭企业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上述所

提及的一些焦炭企业逐步被市场所淘汰，而这些企业的

淘汰与消亡。这些落后产能企业的不断淘汰，为那些具

备核心竞争力的焦化企业提供了更多的生存空间。在此

我们也可以得到：企业自身也要不断地做好自我产业结

构的调整，符合新时代焦化企业的发展趋势，加强焦化

企业建设的焦炉烟气脱硫脱硝装置的资金投入，更好地

保障焦炉烟气脱硫脱硝的效果，符合当地生态环境的需

求。

2.5 巨大且在逐年增加的国际焦炭需求量

我国已经出台了相关政策来促进我国焦炭的出口，

例如取消焦炭出口税。而焦炭出口税的取消能够间接带

动钢材的出口，进而我国焦炭出口量随之增加。为了更

好的适应国际市场，2013 年我国免除了 40% 的焦炭出

口税，同时取消出口配额，这些政策虽然不符合我国一

些产品的出口政策，但客观上确实增加了我国焦炭的出

口量。这些年来，我国焦炭直接出口量正在以 10% 左右

的速度增长，未来焦炭出口量很大概率仍然会增加。

3 我国焦化行业发展所面临的一些问题

3.1 焦炭需求量正在逐年减少

中国钢铁的国内市场逐渐接近饱和，钢铁生产也进

入了峰值平台区，市场对焦炭的整体需求正在减少。在

我国，焦化工业与钢铁工业连接紧密，对焦炭产量和消

费量的研究可以参考，我国近几年来钢铁产量和消费量，

将已经论述到我国的钢铁产量已经达到了一个峰值。这

表明我国在之后的发展过程中，焦炭产量会呈现出一个

逐渐下滑的趋势，这暗示着我国焦炭需求量正在逐年地

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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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对废钢利用的增加使焦炭消费减少

废钢是可再生资源，能够循环使用，利用废钢进行

炼钢能够大量减少废气，废水，废渣的排放，同时还可

以节约大量能源。与利用铁矿石生产钢材相比，利用废

钢生产钢材可以节约大量的铁矿石，而这一过程也可以

节约大量的焦炭，进而减少了焦炭的需求量。高速发展

的钢铁工业使我国的钢铁资源储蓄量迅速提升，我国的

钢铁储蓄量目前已达到了上百亿吨，而这些钢铁资源的

使用就会不可避免的产生废钢。目前我国对废旧钢铁的

消耗正在逐渐增加，但是我国与废钢铁相关的产业与我

国钢铁工业的发展产生了脱节，并没有完全同步。这就

导致废钢铁的消耗呈现出“总量增长，单号下降”的局 

面，并且这种局面难以改变。

国家近些年来一直在倡导提高废钢的利用率，尽可

能做到以钢代铁，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受各种条件的

限制，达不到预期的效果。这些条件包括以下几点：与

生铁，铁矿石等相比，废钢在价格上并没有明显的优势，

加之高昂的电费，钢材生产企业为了尽可能的降低成本，

在进行钢材生产时，与废钢相比，他们更倾向于用铁水

炼钢；居高不下的进口废钢价格，让一些钢材生产企业

对这些废钢望而却步，很多时候不是企业不想用废钢来

炼钢，而是这些废钢所产生的经济效益非常低；在我国

的钢材品种结构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普通钢材，对价格

相对较高的废钢铁的利用能力较低。

但不可否定的是，随着日后我国钢铁产量的不断增

加，钢铁积累量也会随之增加，对废旧钢材的回收也会

不过增加，废钢供应不足的情况会得到一定的改善，废

钢的价格也会有所降低。同时随着有关技术的发展与完

善，对高炉生铁的需求也会有所减少，而这也会导致焦

炭需求量减少，但这个过程是长期的缓慢的。

3.3 巨大的节能环保压力

生态环境和我们日常生活联系，越来越紧密，我国

也出台了很多环境保护法，包括《环境保护法》，《炼

焦化学工业污染排放物标准》等。这些政策都表明我国

治理环境，节能减排的决心。在这些政策与法规出台后，

部分焦化企业需要在污染治理方面投入更多的资金来保

障当地的生态环境，购买新型节能设备。在被地方政府

和国家环保部约谈，督查的邯郸，安阳以及大同等城市

的环保行动中，都重点强调了焦化厂的环保问题，一时

间，焦化厂的环保压力巨增。在这种情况下，焦化企业

在承受着经济效益不断下滑的压力的同时，仍然需要投

入大量资金用于购置节能环保的生产设备，同时还要支

付大量资金用于环境治理。因此，目前我国焦化行业正

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很多企业在这种巨大的压力

下濒临破产，举步维艰。

但是焦化企业在近几年环境保护的研究下，积极的

建设烟气脱硝脱硫装置，并不断地对该装置进行创新，

相比于传统来说，每吨焦炭的投资成本要增加 40 元，

同时还要增加 15 元的操作费，但是从长期发展来看，

焦化企业的经济效益是非常良好的，极大地保护了我们

的生态环境，造福我们的子孙万代。

4 主要的研究结论分析

首先第一点通过尝试这样的调研，我们可以知道我

国钢铁生产在世界行列，中仍然处于前列，世界和中国

的钢铁生产仍然以高炉流程为主。在中国钢铁工业中未

来一段时间的发展仍然需要，以高铁钢比为主，炼铁技

术能够进一步的优化，使得高炉焦比有效地降低，但是

不能替代焦炭的作用，需要将焦比稳定在 350-400 数值

之内。我国焦炭需求总量处在一个稳定的状态，在未来

有较大的市场空间。

第二点，中国钢铁的生产与消耗量到峰值区内，整

体焦炭的需求能力是相对较弱的，但是对焦炭质量的要

求是在不断提升的，在未来发展中，我国焦炭的生产量

会在 4.2-4.5 亿 t 的区间的浮动，但是，有关企业需要密

切的关注焦炭的质量，未来焦炭的生产虽然是在该区间

的浮动，但是整体会呈现一种下滑的趋势。

第三点，我国国土面积比较辽阔，区域之间的经济

发展呈现不平衡的趋势，对于焦化企业来说，应该对整

体的结构进行充分的优化，了解企业综合流程功能的主

要价值，更好地保障企业运营的效果和质量，提高自身

的核心竞争力，从而获得新的竞争空间。

第四点，我国焦炭企业整体出现产能过剩，粗放发

展环境压力较大等各种问题。在此背景之下，有关企业

应该及时的调整市场结构，对整体的工艺结构进行优化，

对落后产能的产品进行淘汰处理。与此同时，还需要对

环保技术进行创新，生产出更清洁的产品，创造一个更

清洁的环境，积极地加强对环境保护重视，研究建设烟

气脱硫脱硝装置，造福子孙万代。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焦化企业的创新和改革是非常重要的内

容，也是炼焦化学行业创新的必由之路，在创新的过程

中，要密切的关注环境保护和企业生产的实际关系，通

过各种措施来缓解企业生产中所造成的环境污染的影

响，保障当地的生态环境做好产品结构的调整，淘汰落

后产能，加强烟气脱销脱离硫装置的建设，提高核心竞

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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