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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双碳”是当前我国能源行业发展中提出的新理

念，主要目标是实现煤化工产业环保绿色发展，既要

对经济效益考虑，也要对生态效益重视，逐步将二者

和谐统一，共同推动煤化工产业经济发展 [1]。该理念

符合我国科学发展观、生态强国等战略，促使煤化工

产业经济发展方式开始调整优化，逐步从以往的高耗

能、高污染转向高效率、环保化发展方向 [2]。但是，

煤化工产业在整个转型升级中，发展时间短，还并未

全面落实双碳要求，导致依旧对经济发展质量产生限

制 [3]。因此，煤化工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应当立足于 

“双碳”目标，对产业经济发展策略明确，以此实现

煤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

1 煤化工产业价值分析

1.1 实现我国能源安全

在我国整个能源组成体系中，煤炭有着非常大的

比重。根据 2022 年“第三届国际工业与能源互联网

创新发展大会”数据资料，我国能源结构中，煤炭比

例从 2012 年的 70% 左右降低到 2022 年的 50% 左右，

基本上每年递减 1%[4]。虽然呈现出持续递减趋势，但

是煤炭比重还是能源结构的 1/2，短期内不会产生非

常大的变化。如果从我国其他能源资源方面考虑，如

石油、天然气等，更多依靠进口，极其容易受到国际

政治环境的干扰，导致国家能源安全有着诸多不稳定

因素，这就要求我国煤炭比重在能源结构中不能过低，

才能更好保障国内能源安全 [5]。因此，通过对煤化工

产业调整优化，能够降低煤炭使用过程产生的污染，

也可以提升煤炭资源利用效率，更好实现能源安全目

标。

1.2 实现煤化工转型发展

当前煤化工与以往煤化工企业存在显著差异，这

种差异性体现在环保性和生态化两个方面 [6]。与传统

煤化工产业使用直接燃烧方式比较，现代化煤化工产

业非常重视煤炭使用过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因此，

现代化煤化工产业发展后，有利于推动传统煤化工产

业转型升级，逐步实现“双碳”目标，以此解决煤化

工生产压力，更好提升生产质量。

2 煤化工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2.1 产业体量大

我国煤化工产业是呈现出持续增长的趋势，其

生产数量也在高速增长，如果将其与 2021 年底数据

资料对比，2022 年生产数量和生产效率上涨 50%、

90%，并且发展趋势也体现出稳定增长，对后续发展

预测也是处于增长状态 [7]。

2.2 生产水平提升

现代化煤化工产业在发展过程中，生产数量及规

模扩大，而且生产水平提升。在整个发展中，不同煤

化工企业生产效率和质量持续增长，企业生产中所需

要的原材料数量开始呈现降低趋势，但是生产效率提

升，这说明当前我国现代化煤化工产业处于发展阶段
[8]。

2.3 生产技术水平提升

在煤化工产业生产中，所使用各类技术健全，而

且气流床气化技术研发和应用也有很大进展，也对制

烯烃技术在大规模生产中进行使用，有利于实现更好

的生产质量和效率 [9]。

3 双碳背景下煤化工产业经济发展挑战分析

3.1 缺乏多元化产品结构，影响市场竞争力

在“双碳”背景下，煤化工产业当前处于健康发

展阶段，但是要实现“双碳”目标，还需要对煤化工

产业经济发展战略调整优化。从现阶段我国煤化工产

业发展而言，产业结构呈现出单一化趋势，在市场上

缺乏强有力竞争力。并且，当前所生产的煤化工产品

中，没有很高的技术含量，大部分中高端产品依旧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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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进口 [10]。此外，煤化工产业属于资源密集型，但是

现阶段能源资源非常紧张，加上能源结构开始呈现出

多样化趋势，以往煤化工产业所使用的生产方式及产

品结构往往难以符合市场消费者需求，造成煤化工产

业无法在当今市场上有很强的竞争力，难以走向国际

市场，也难以实现产品结构多元化。基于这种情况下，

应当对煤化工产业产业结构合理调整，促使其呈现出

多元化产品结构发展，有效增加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

争力。

3.2 缺乏有效创新力度，降低产业发展水平

要想保障“双碳”目标实现，本身需要煤化工产

业加快先进技术的使用，推动产业经济实现环保化、

生态性。但是，从我国煤化工产业而言，基本上科技

创新能力缺乏，没有很强的高新技术支撑，直接影响

到煤化工产业经济发展。当前，我国很多煤化工企业

所生产的产品都出现供过于求的现象，这源于煤化工

产品生产中，没有高新技术支撑，难以提升产品的市

场竞争力，导致大量低价值产品无法销售。这种情况

的出现，往往是煤化工企业没有对先进技术进行研究

和引进，导致大部分煤化工产品技术含量低，高端煤

化工产品数量少，导致煤化工产业无法在市场上有较

强的竞争优势。

3.3 经济转型压力大，诱发经营风险

在“双碳”背景下，煤化工产业应当向绿色化方

向发展，才能实现煤化工产业经济的生态效益和经济

效益。但是，煤化工产业在发展中，对能源资源需求

数量非常大，也对生态环境产生重大影响，要实现

煤化工产业经济转型目标，有着非常大的难度。如果

没有制定出明确的经济转型策略，基本上不会给煤化

工产业经济发展带来好处，甚至会诱发经济风险频繁

产生，造成更多煤化工企业无法持续经营。此外，从

煤化工产业而言，现阶段整体消耗资源数量和市场需

求量是没有办法为煤化工产业经济转型提供充足保障

的，加上煤化工产业分布区域都处于煤炭资源丰富区

域，但是生态环境非常脆弱，难以为经济转型提供良

好的环境，甚至会给转型过程带来巨大困难。

3.4 缺乏充足资源供给，阻碍产业经济发展

煤化工产业在生产中，需要消耗非常多的煤炭和

水资源，虽然现阶段煤化工产业生产有着充足能源资

源供应，但是要进一步推动煤化工产业经济发展，这

就需要让其走向转型之路，促使其对煤炭、水资源消

耗量将会增加，造成生态环境污染越发严重，也会影

响到人类生存和发展。因此，煤化工产业经济发展应

当从资源利用和生产效率两个方面综合考虑，既要提

升资源利用效率，也要提升生产效率，以此实现煤化

工产业经济发展水平提升。

4 双碳背景下煤化工产业经济发展策略

4.1 加强产品科技竞争力，实现产品高端发展

煤化工产业发展中，想要对“双碳”目标实现，

应当加强科学技术的使用力度，逐步提升高端产品占

比。在现有煤化工产业经济发展中，科学技术研发和

应用是煤化工产业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在煤化工产

业经济发展中，通过对先进科学技术的使用，可以有

效提升煤炭利用效率，也可以加大资源转化率，保障

“双碳”目标实现。煤化工产业市场竞争力的提升，

应当增加产品科技含量，需要确保生产过程中的各项

技术得以更新，如煤制烯烃、煤制油等生产工艺，都

是可以逐步降低资源依赖性。此外，煤化工产业经济

发展中，应该对生产技术加大研发和应用力度，与更

多科研机构、高校等建立合作关系，逐步研发出更多

高新技术，并且将其使用到煤化工产业。如，新材料、

新能源等行业的产品研发和使用，也可以让相应理论

得以发展，更要加强前沿科学技术的研发投入。政府

部门、煤化工企业应当在国家现有政策支撑下，与各

类科研机构和高校充分合作，不断对各项煤化工生产

技术研发，有利于实现生态化建设。

在煤化工产业经济发展中，科学技术的更新能够

对产品技术含量提升，实现产品品质更高，也可以推

动煤化工企业持续发展。如，科学技术研发中，需要

从材料和产品两个综合考虑，将产品结构存在对环境

污染的部分消除，逐步将增加环保性。也可以将现有

产品结构转变到碳氢化合物，这源于煤炭资源转化过

程中，会产生甲醇、乙醇等碳氢化合物，其成分往往

对生态环境影响小，也可以降低煤炭资源使用数量，

保障“双碳”目标实现。在这种情况中，能够对产品

结构调整，实现产品向高端化发展，以此增强市场竞

争力。

4.2 调整煤化工产业，实现生态化发展

煤化工产业经济发展需要实现煤化工企业稳定发

展，并且在产业发展中，要对“双碳”综合考虑，逐

步增强煤化工产业经济质量，也可以对产业全面改善。

在生产过程中，应当对排放的各类污染物质的合理控

制，降低对环境污染的概率。也要认识到以往煤化工

生产中，没有对生产中使用的煤炭及副产品有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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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应当对煤化工产业链拓展，更好对生产过程产生

的各类物质科学处理，有利于提升产业结构的合理性。

如，在煤质乙醇中，所形成产品结构单一化，也没有

产生很高的附加值。为此，需要对产品链拓展，更好

增强煤质乙醇质量，有利于推动煤化工产业经济发展

水平提升。在此类生产活动中，会形成很多副产品，

这就煤化工企业对副产品再加工，对其中存在的资源

提纯，确保其质量达标。通过对这种方式进行合理使

用，煤化工产业链得以延长，产品种类和质量得以实

现，更好满足市场需求。

在绿色化发展趋势中，煤化工产业应当对各类资

源使用过程进行科学合理控制。这源于煤化工产业生

产中，只要是对煤炭资源使用，往往会对生态环境产

生严重污染，只能通过实现绿色化发展。在煤化工产

业经济发展中，应当对原材料中产生的氢元素、硫元

素等进行有效控制，提升煤炭资源分解效率，减少生

产过程的遗留物质。为实现这一目标，很多煤化工企

业都对煤热分解技术使用，能够实现煤化工生产过程

的低碳化，也可以对有毒有害物质含量降低，逐步提

升碳氧含量，以此实现健康发展。并且，也可以在生

产中，使用绿色化生产技术，将产业生产中需要的能

源转变到复合型能源使用。如，在煤制氢中，会出现

非常多的一氧化碳，对生态环境产生重大污染。这源

于煤制氢中，借助燃气和煤炭相互作用后，产生出非

常多氢气，但是其过程中不会产生一氧化碳。因此，

通过将多种能源协同应用，能够降低污染气体产生数

量，更好实现煤化工产业高质量法发展。

4.3 加强产业融合，降低环境污染

煤化工产业经济发展中，本身依托天然能源作用，

但是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只能对煤化工产业调整优化

是不够的，也存在诸多局限性。因此，应当将煤化工

产业和其他产业衔接，借助不同产业的优势，推动煤

化工产业经济发展。当前，我国煤化工产业体量大，

有着非常好的发展趋势。并且，能源结构上也出现诸

多新能源，包括水能、风能、光能等。从而产生了诸

多绿色能源产业。通过将这部分企业与煤化工衔接，

有利于实现二者稳定发展。基于煤炭资源使用中，会

产生很多二氧化碳，对生态环境造成污染，但是通过

对石油化工使用，可以将内部中存在的芳烃、烯烃提

取，逐步与煤炭进行融合，有利于降低二氧化碳排放

数量，也可以从煤化工产业中提供充足芳烃推动石油

化工经济发展。此外，煤炭在使用中，本身就会产生

很多污染物质，这就需要各类污染物质进行收集。一

般情况下，使用碳封存、降解塑料等对其处理，有效

保障煤化工产业实现绿色化发展。

5 结束语

煤化工产业要实现“双碳”目标，既要从产品层

面进行调整，也要从技术、能源等方面进行优化，推

动煤化工产业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在具体实施中，应

当加强产品科技竞争力，实现产品高端发展；调整煤

化工产业，实现生态化发展；加强产业融合，降低环

境污染，以此实现煤化工产业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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