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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点评（2023 年 8 月 1 日）

现代煤化工产能规模受限，聚焦核心板块与优质企业

——《关于推动现代煤化工产业健康发展的通知》政策点评

2023 年 7 月 27 日，国家发改委、工信部、自然资源部等六部门

联合发布《关于推动现代煤化工产业健康发展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要求严控现代煤化工产能规模，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推动现

代煤化工产业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发展。

一、煤炭主体能源地位进一步强化，煤化工项目审批难度加大

《通知》首先强调要规范项目建设管理，从严从紧控制现代煤化工
产能规模和新增煤炭消费量，对于 2017 年《现代煤化工产业创新发展
布局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明确的每个示范区“十三五”期间 2000
万吨新增煤炭转化总量不再延续。这意味着内蒙古鄂尔多斯、陕西榆林、
宁夏宁东、新疆准东 4 个现代煤化工产业示范区未用完的新增煤炭转
化总量指标自《通知》发布之日起统一失效。对于未来示范区的新建项
目要求从《方案》中的“在总量控制的前提下……落实水资源条件，择
优确定项目业主，有序推进项目建设”转变为“确需新建的现代煤化工
项目，应确保煤炭供应稳定，优先完成国家明确的发电供热用煤保供任
务，不得通过减少保供煤用于现代煤化工项目建设”。

能源安全重要性凸显，煤炭原料属性有所弱化。尽管调整优化能源
结构、减少化石能源使用是实现碳中和、碳达峰的重要途径，但在近年
来地缘冲突、极端天气频发导致能源供应风险骤增的背景下，煤炭在我
国的主体能源地位短期内难以改变甚至凸显。2021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便已要求传统能源逐步退出要建立在新能源安全可靠的替代基础上。
此次《通知》再次强调了煤炭作为燃料用于发电供热的优先级。在能源
安全提升至新高度的当下，煤炭的原料属性被弱化在所难免，煤化工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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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规模天花板已现。

二、现代煤化工将向资源富集地、优势领域项目、龙头企业集中

现代煤化工是以煤为原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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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重要途径。《通知》适
用的产业范围主要包括煤制烯烃、煤制乙二醇、煤制甲醇、煤制芳烃等
细分领域（不含煤制油、煤制气等煤制燃料）。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
现代煤化工产业规模稳步提升，已成为基础化工原料的重要路线来源。
随着未来产业总体规模受到限制，现代煤化工将进入收敛聚焦新阶段，
具体表现为进一步向资源富集地、优势领域项目和龙头企业集中。

（1）围绕四大示范区等核心区域形成集聚化发展。现代煤化工是
典型的资源驱动型产业，煤炭、水资源都是极为重要的生产要素。中西
部煤炭主产区生态环境较为脆弱，普遍面临水资源紧张问题，因此统筹
区域资源供给是推动产业健康发展的必要措施。《通知》要求新建项目
重点向资源、环境、安全承载力较好的地区集中，促进产业集聚化、园
区化发展。这将有效遏制少数省份盲目规划煤化工项目的势头，进一步
形成以四大示范区为核心、其他黄河沿线地区为辐射的区位布局。

（2）煤制烯烃、煤制可降解材料或将成为重点聚焦领域。现代煤
化工发展至今，除了存在碳排放量大、受水资源制约等问题以外，产品
竞争力始终是无法绕开的另一大难题。与石油化工尤其是沿海大型炼化
一体化项目相比，现代煤化工项目产业链条短、产品单一、抗风险能力
相对不足等问题。随着未来产业总体规模受到限制，稀缺的用煤指标将
向具备产品竞争力、可实现补链强链的领域集中。从过往的运行情况来
看，煤制乙二醇产品质量欠佳、销路受限（主流聚酯企业完成一体化后
已基本自备油制乙二醇装置），整体竞争力较弱，煤制芳烃则尚未实现
产业化突破，仅有煤制烯烃是相对具备竞争力的细分赛道。“十三五”
期间，国内煤制烯烃工艺迈向产业化并推动了烯烃产能的持续扩张。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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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22 年煤制路线在烯烃的产能占比约为 20%。展望来看，虽然新建
煤制烯烃审批难度加大（需由发改委、工信部会同相关部门评估论证），
但考虑到其他大宗化工领域产能过剩压力更大、煤制工艺产品竞争力相
对有限以及烯烃产业链纵深长、结构性机会多等特点，我们预计煤制烯
烃仍将是重点聚焦领域。合成气一步法制烯烃、延伸发展通用聚烯烃以
外的新型合成材料是下阶段的技术创新方向。另一方面，煤制可降解塑
料 PGA（聚乙醇酸）也是值得关注的新兴细分方向。《通知》明确鼓励
“优化调整产品结构，加快煤基新型合成材料、先进碳材料、可降解材
料等高端化工品生产技术开发应用”。相比煤制烯烃，可降解塑料更为
绿色友好、市场前景广阔，同时审批难度较低，预计将在新建项目当中
占据更大的比重。

（3）存量及在建项目稀缺性凸显，行业资源进一步向龙头集中。
新建项目审批难度的加大使得存量及在建项目的稀缺性逐渐凸显。以煤
制烯烃为例，神华集团、中煤集团、陕煤化、宝丰能源等龙头企业产能
规模领先，具备煤矿资源也使得在成本上具备了与大型炼化企业竞争的
实力。在煤炭保供稳价政策持续以及国际油价高位震荡的情况下，煤制
烯烃性价比显著提升，存量项目盈利能力有所改善。在建项目同样集中
于上述龙头，主要大型项目如宝丰能源内蒙古年产 300 万吨烯烃项目、
中国神华包头二期扩建项目、中煤榆林煤炭深加工基地项目等均已处于
审查后期或开工阶段，基本不受新政影响。项目投产后，龙头企业的规
模优势将更加明显。此外，《通知》还鼓励现有产能规模较大的地区通
过上大压小、煤炭用量置换等方式实施新建项目，避免同质化、低水平
重复建设，这也意味着行业的兼并重组将提速，资源有望进一步向龙头
集中。

三、存量项目低碳升级迫在眉睫，孕育大量绿色信贷需求

现代煤化工的碳排放压力巨大，单吨产品的碳排放量远高于石油和
天然气路线，能否实现低碳化关乎行业的可持续发展。2021 年底发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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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等五部门联合发布了《高耗能行业重点领域能效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
(2021 年版)》，对煤制甲醇、煤制烯烃等重点领域进行了明确的规定，
当时就已要求各地明确改造升级和淘汰时限（一般不超过 3 年）。如今
《通知》进一步明确“拟建、在建项目应全面达到能效标杆水平”、“能
效低于基准水平的已建项目须在 2025 年底前完成改造升级，主要产品
能效须达到行业基准水平以上，届时能效仍在基准水平以下的项目予以
淘汰退出”，存量项目的低碳升级迫在眉睫

（1）近半数煤制甲醇和煤制乙二醇装置面临改造。据《现代煤化
工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升级实施指南》，截至 2020 年底，我国煤制甲醇
行业能效优于标杆水平的产能约占 15%，能效低于基准水平的产能约
占 25%。煤制烯烃行业能效优于标杆水平的产能约占 48%，且全部产
能高于基准水平。煤制乙二醇行业能效优于标杆水平的产能约占 20%，
能效低于基准水平的产能约占 40%。因此，整体来看，近一半的煤制
甲醇、煤制乙二醇存量项目存在能效不达标问题，低碳改造需求最为迫
切，建议银行绿色信贷投放予以关注。

（2）与可再生能源、绿氢、CCUS 等耦合发展将成为重要的降碳
路径。煤炭资源集中的中西部地区风光资源同样丰富，利用绿电、绿氢
等手段可以助推现代煤化工行业深度脱碳。《通知》明确提出“在资源
禀赋和产业基础较好的地区，推动现代煤化工与可再生能源、绿氢、二
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等耦合创新发展。”煤制烯烃龙头宝
丰能源内蒙古烯烃项目一期便在已核准的 260 万吨产能的基础上，利
用绿氢耦合增产 40 万吨，成为全球首个规模化用绿氢替代化石能源生
产烯烃的项目。预计随着绿电成本的下降、制氢技术的成熟，越来越多
的现代煤化工企业将积极响应并开始配套相关设备。

四、石油化工主流地位得到巩固，大宗化工品过剩压力稍有缓解

近年来石油化工领域“降油增化”趋势明显。无论是新投产的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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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化一体化项目还是存量炼厂的改造升级项目，都朝着多增化工品的方
向发展。乙烯、丙烯、乙二醇等大宗化工品的产能迅速扩张，过剩危机
逐渐浮现。严控现代煤化工产能规模后，大宗化工品的过剩压力将稍有
缓解。与此同时，石油化工为主导、现代煤化工为补充的行业格局也得
到进一步确认。

（评论员：王国俊 行业研究员）

附录

图 1：煤化工主要产品碳排放量（单位：吨）

资料来源：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招商银行研究院

图 2：煤化工重点领域能效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

重点领域
指标

名称

指标

单位

标杆

水平

基准

水平

褐煤 1500 2000
烟煤 1400 1800煤制

甲醇
无烟煤

单位

产品

综合

能耗

千克标

准煤/吨
1250 1600

煤制

烯烃

乙烯

和丙烯

单位

产品

能耗

千克标

准煤/吨 2800 3300

煤制

乙二醇

合成气

法

单位

产品

能耗

千克标

准煤/吨 1000 1350

资料来源：《高耗能行业重点领域能效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

(2021 年版)》、招商银行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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