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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现代煤化工产业

发展水平受到了更多的关注，针对产业定位、战略认

知的管理要得到进一步优化，从而更好地顺应双碳发

展目标，推动能源转型进程。

1 双碳目标下我国现代煤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时代价值

2021 年 9 月，习总书记考察榆林时针对煤炭资源

发表了重要讲话，要在积极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任务的同时，将国情、控制总量等作为重点，全面推

进有序减量替代的发展规划，更好地维护控制效果，

从而提高转化效率和产品的附加价值。因此，为推动

双碳目标下我国现代煤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要结合

时代发展新形势。双碳目标下我国现代煤化工产业高

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首先，现代煤化工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是保障国家

能源安全的基础措施，我国是煤炭大国，煤炭储量占

比超 90%，利用现代煤化工技术有效以煤炭为基础进

行石油、天然气等替代产品的生产过程能更好地提高

能源管理水平，缓解能源危机，积极推动我国能源多

元化发展进程。

其次，双碳目标下我国现代煤化工产业高质量发

展是顺应多元转型的基础。在“十四五”计划中，我

国生态文明建设进程逐步将“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

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作为核心目标，积极建构新能源

体系，从而更好地推进绿色能源发展进程，全面打造

转型升级模式，维护我国能源管理水平。

2 双碳目标下制约我国现代煤化工产业高质量发

展的因素

尽管我国煤化工产业在发展规模、产业结构等方

面已经具有相应的规模，但是在高质量发展方面还存

在一些制约因素，使得技术落实机制还受到一定的约

束，不仅影响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也使得整体行业的

转型创新进程“不温不火”，产业高质量发展受限，

同质化问题较为突出。

2.1 创新力因素

在双碳目标下我国现代煤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规

划中，创新结构是核心内容，只有建立完整的技术创

新规划并全面落实创新体系，才能更好地突破发展瓶

颈。然而，我国煤化工企业目前依旧面临同质化现象

明显的问题，技术创新“步伐”较慢，前沿引领技术

发展不足，使得能源转化率较低，并且，受到产品比

价关系等因素的影响，也会直接造成盈利失衡。究其

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我国煤化工产品存在部分项目产

能过剩的现象，比如，“炼化一体化”项目的推广使

得多数企业一窝蜂开展了“煤制烯烃”项目，乙烯产

能大幅度增加，甚至超出市场需求。另一方面是因为

煤化工企业下游产品高端化核心技术发展受限，无法

积极落实高端化、精细化、区别化的产品生产方案，

使得市场竞争优势大打折扣，市场占比和多元发展布

局都受到影响。

2.2 节能环保能力因素

为积极推动我国环境保护工作发展进程，能耗双

控的标准越来越严格，对节能环保能力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然而，我国煤化工产业自身相应的能力不足，

使得节能环保压力增大。结合相关研究数据可知，

2019 年我国煤化工产业能耗体系中煤的能耗达到 1.09

亿，总资源消耗量占比达到 2.7%，与此同时，二氧化

碳排放量超 1.3 亿。

首先，煤化工行业本身属于高消耗煤炭且高排放

二氧化碳的产业体系，在 2021 年我国将煤制烯烃以

及煤制乙二醇等项目直接划入高耗能重点领域，要想

更好地推进双碳目标下我国现代煤化工产业高质量发

展，就要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和综合节能环保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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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实际情况却并不乐观，正是由于行业能源总量控

制管理能力，指标被逐级分解后难以有效控制，单体

规模小且技术一般的项目被广泛推广，总量控制工作

无法满足预期，整体节能环保效能无法贴合绿色发展

的整体要求，使得相应的控制工作也受到制约，难以

真正践行双碳控制管理的基本内容。

其次，我国地大物博，一部分地区煤炭资源丰富

但是水资源匮乏，这就使得当地在多元发展方面存在

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不足的问题，生态保护红线对相应

内容和发展结构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此时，行业体

系中高耗水量以及末端排放高盐废水等工作若是不能

全面落实，就会对整体管理体系转型升级造成影响，

制约双碳目标下我国现代煤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也

正是因为节能环保水平不足，进一步推高了行业的发

展成本，影响综合转型升级的进程。

3 双碳目标下我国现代煤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建议

为更好地践行双碳发展目标，我国现代煤化工产

业要积极整合资源体系，落实更加可控的管理方案，

全面践行统筹管理控制目标，从综合发展的角度出发，

提高科技竞争力，并多元优化产业创新水平，从而真

正意义上为行业高品质转型提供保障。

3.1 优化科技能力

我国煤化工产业具有巨大的市场发展潜能，为更

好地发挥其时代价值，要积极整合利用管理机制，确

保综合利用效能得以落实，并更好地践行多元发展要

求，将“产业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作为核心，

全面融合科学技术，创新领域应用模式的同时，实现

产业的综合转型目标。与此同时，充分响应国家领导，

从示范项目方案入手，维护能源管理安全的基础上，

确保煤基新燃料、新材料都能得到全面发展。

第一，要将国家战略需求作为核心，积极投入人

力、物力、财力在煤基特种燃料以及煤基碳素新材料

等产品的研发生产方面，发挥行业的优势作用，更好

地打造完整的技术管理体系，真正意义上落实行业综

合发展的要求。结合地面装备煤基通用柴油规范等内

容的落实，煤基航空燃料研发等工程单元将成为煤化

工产业新的发展方向，不仅能充分发挥元素的多元化

性能，还能更好地应用在航空航天、生物化工等行业

中，共同打造国产化、新型化、创新化、科技化的产

品管理模式，有效整合行业资源，更好地实现新兴材

料多元发展目标。

第二，要将民生需求作为双碳目标下我国现代煤

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点，一切行业的转型升级都

要落实民生管理的重点，更好地发挥材料的原料属性，

以便于凸显行业的发展优势。近几年，国内可降解材

料的发展进程逐步加快，不仅市场空间大，且民众的

需求也在不断增加。为此，双碳目标下我国现代煤化

工产业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就要积极推进含氧化物可

降解材料的研发进程，凸显其成本竞争优势的同时，

满足市场的基本需求。比如，榆林正投入建设生物可

降解塑料聚乙烯酸自主技术示范项目，在相同产品投

资的情况下，能大幅度降低原料煤的消耗量，满足经

济效益和环保效益协同发展的需求，也能充分发挥其

产品价值，更加适用于市场。

3.2 落实深度清洁化

我国传统煤化工产业的发源地是西北地区，整体

地理结构存在水资源不足、生态脆性的特点，为更好

地推动双碳目标下我国现代煤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

就要将生态环境承载作为基础，全面探索低碳环保发

展路径，以便于配合技术创新机制的同时，更好地实

现深度清洁化发展目标，实现深度减排、节能降耗的

目标。与此同时，配合二氧化碳捕集的方式，更好地

为行业节能降耗提供保障。

3.2.1 减少污染

在我国煤化工产业发展进程中，一直困扰行业的

环保问题就是废水处理以及固废处置等，为更好地实

现行业深度清洁化发展目标，就要从减少污染的层面

落实相应工作，积极完善攻关控制模式，确保产业综

合发展目标得以落实。

第一，高盐废水处理方案，主要是因为原料和煤

转化过程中会添加部分药剂，这就增加了废水中盐分

的含量，目前，较为成熟的处理方案是超滤技术配合

反渗透双膜回用处理技术，结合实际情况使用相应的

处理装置，并使用蒸发结晶的控制模式实现固体混合

盐的析出，但是这种处理机制在混合盐处理方面还存

在一定的问题。为此，要想更好地解决相关问题，就

要在技术研发方面积极投入精力，更好地满足用水系

统应用控制要求，打造更加高效的技术模式，不仅对

传统技术进行技术攻关，也要积极研发新型处理方案，

更好地实现深度处理和梯级回用，维持双碳目标下我

国现代煤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进程。

第二，废气处理方案，在煤化工产业生产过程中，

往往会产生挥发性有机物，会对大气环境产生较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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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为此，全面落实气体泄漏和修复管理机制势在

必行，要全面评估污水系统以及处理系统的流程，确

保逸散气体控制工作能满足综合发展要求，并积极投

入资金完善密封改造等环节。与此同时，要综合考量

多方面作业因素，确保烟气等管理环节都能满足节能

降耗的基本需求，维持深度净化处理工作的可控性效

果。

第三，固体废料处理方案，为满足深度清洁处理

工作的基本需求，要从源头减少固体废料的产量，积

极推进清洁生产原料的替代工作，避免对环境造成较

为严重的负担，并且，要深度落实行业技术的探索和

研究，整合技术模式和技术管理路径。比如，高盐废

水处理工作后产生的副产物，可将其应用在建材等行

业中，充分发挥技术处理的优势作用，保证处理环节

衔接的合理性和规范性，更好地减少资源损耗和环境

污染问题。与此同时，要重点关注区域协同管理的效

果，积极借鉴国外先进的技术经验，更好地贴合区域

发展实际需求，建立完整的处置管理措施，保证相关

工作内容更加合理科学。

3.2.2 降低碳排放

现代煤化工产业要想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就要

积极践行“双碳”、“双控”等工作准则，确保相应

的管理内容和控制标准都能逐步落实，维持综合管理

的实效性，也为整合资源体系提供保障。

一方面，要全面践行双控管理要求，提高煤化工

产业科学布局能力，维持良好的行业转型升级动力。

最关键的是，要健全全国范围内的联动控制机制，对

大规模、高质量的煤化工项目予以更多的重视，维护

其应用价值。并且，在落实“原料用能不纳入能源消

费总量控制”等相关政策要求的同时，确保管控工作

的科学性和规范性，提高执行水平和控制效率，配合

综合发展项目规划，统筹资源体系，实现经济效益和

环保效益协同进步。

另一方面，要秉持节能降耗的全过程发展理念，

提高产业能源利用率和转化率，更好地将转换过程、

回收过程予以统一，深度挖掘能源应用潜力，确保循

环水系统改造过程更加合理，并且积极推进循环水系

统、蒸汽动力系统等模式的联合优化，维护统一管理

的实际价值。

除此之外，要对末端环节予以重视，保证二氧化

碳资源利用技术也能全面落实，在参与示范实践的同

时，行业要充分践行国家提出的相关行业转型发展要

求，更好地突破行业壁垒，维护综合发展水平，在积

累经验的基础上，积极推动发展转型升级进程，以便

于能在整合资源的同时更好地维护行业可持续健康发

展动力。

3.3 优化协同效力

在双碳目标下，我国现代煤化工产业要实现高质

量发展目标，就要积极推进产业协同发展进程，发挥

协同管理效力的同时，更好地为产业多元化融合提供

保障。近几年，在基于二氧化碳减排为核心的产业创

新协同模式逐渐走入公众视野，其中，天然气化工、

生物化工等耦合发展模式受到了更多的关注，能在发

挥不同行业差异化优势的同时，建构更加完整的能耗

管理机制，减少能源浪费问题的同时，配合协同管理

机制，打造更加多元的行业升级体系。比如，在钢厂

日常作业中，尾气含有大量的一氧化碳和氢气，利用

煤质乙醇等工艺的煤化工企业若是与钢厂毗邻，就能

利用其产生的尾气完成化工段处理，减少企业成本的

同时，还能更好地降低行业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打造

完成的行业协同管理体系，真正意义上推动了行业联

动控制进程，实现多元发展目标。除此之外，在煤化

工行业和新能源行业融合方面，全社会范围内也在不

断创新和进步。

4 结束语

总而言之，双碳目标下我国现代煤化工产业高质

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要积极落实更加规范的

管理体系，确保相应工作都能得到全面落实，要积极

推进多产业融合发展进程，并实现深度清洁化发展目

标，将民生和能源战略要求作为核心提高行业科技竞

争水平，为煤化工产业可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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