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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工业“十四五”现代煤化工发展指导意见

现代煤化工是提高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水平，实现煤炭由

单一燃料向燃料和原料并重转变的有效途径，对保障国家能

源安全稳定供应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为引导现代煤化工产

业科学有序发展，建立清洁高效、生态环保、低碳循环、系

统完备的现代煤化工产业体系，特制订本指导意见。

一、发展环境

（一）取得的成绩。“十三五”以来，我国在煤制油、

煤制天然气、煤制烯烃、煤制乙二醇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生产工艺、关键大型装备和特殊催化剂等部分领域实现国产

化，特别是大型煤气化技术取得了跨越式进步。截至 2020

年底，我国建成煤制油产能 931 万吨、煤制气产能 51 亿立方

米、煤制烯烃产能 1582 万吨、煤制乙二醇产能 489 万吨，百

万吨级煤制乙醇和煤制芳烃工业化示范项目实现长周期稳

定运行，千万吨级低阶煤分质分级利用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大型气化炉、空分设备、超高压合成塔件等部分主要设备实

现了国产化。我国已经掌握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现代煤化

工工艺技术，整体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二）存在的问题。现代煤化工产业技术有待提升和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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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资源综合利用水平低和产品同质化问题突出；低阶煤分

质利用技术亟待突破，相关规范标准缺失；产业发展面临资

源、环境等方面的刚性约束持续加强。

（三）发展趋势。“十四五”时期，是现代煤化工高质

量发展的关键阶段。以智能化、绿色化、低碳化为代表的新

一轮技术革命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国际能源市场不确定性

不稳定性依然存在，生态环保约束更加强化，新能源和可再

生能源替代能力显著增强，现代煤化工产业必须走清洁高效

绿色低碳发展之路，促进煤炭由单一燃料向燃料与原料并重

转变，建设现代煤化工产业体系。

二、指导思想、发展原则和主要目标

（四）指导思想。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能源安全新战略，以推动煤炭工业

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煤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以提高煤炭绿色低碳发展的科学化水平为主攻方向，立足资

源条件，依靠科技进步，加强统筹规划，优化产业布局，科

学有序发展现代煤化工产业，推动煤炭由单一燃料向燃料与

原料并重转变，促进现代煤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

（五）发展原则

1、坚持科学布局，统筹安排。兼顾资源条件、环境容

量、生态安全、交通运输、产品市场等因素科学合理布局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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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项目。

2、坚持严控产能，差异发展。优先消化过剩产能，重

点推进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把握产业发展节奏。

3、坚持清洁利用，高效转化。通过优化流程、创新工

艺、技术集成等途径降低资源消耗和提高能源转化效率。

4、坚持煤质优先，煤种协调。根据煤种和煤质特点，

实施最合理的工艺与设备搭配，有序发展高硫煤、褐煤化工。

5、坚持量水而行，环保严控。按照最严格环保标准，

在水资源许可的条件下，适度开展项目建设。

（六）发展目标

根据经济性、技术可行性和生态环境容量适度发展现代

煤化工，发挥煤炭的工业原料功能，有效替代油气资源，保

障国家能源安全。研究富油煤矿区资源科学开发、综合利用

规划，打通煤油气、化工和新材料产业链，拓展煤炭全产业

链发展空间。

到“十四五”末，建成煤制气产能 150 亿立方米，煤制

油产能 1200 万吨，煤制烯烃产能 1500 万吨，煤制乙二醇产

能 800 万吨，完成百万吨级煤制芳烃、煤制乙醇、百万吨级

煤焦油深加工、千万吨级低阶煤分质分级利用示范，建成

3000 万吨长焰煤热解分质分级清洁利用产能规模。转化煤量

达到 1.6 亿吨标煤左右。

三、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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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做好顶层设计，开展示范项目评价，重新认识和

规划布局方案。对各示范项目从能效、生态环保、资源转化、

市场空间、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诸方面开展后评价，认真

总结经验和教训，做好下一步产业规划和布局。

（八）开展典型示范项目后评估，发现问题和不足，制

定优化升级改造方案。研究评估典型项目工艺路线、环节，

避免投资风险和生产安全、生态环保风险，促进“安稳长满

优”运行，制定和完善各种工艺、技术和产品标准，控制能

效标准，减少低水平重复建设。

（九）在中部地区的煤炭运输大通道沿线适度布局现代

煤化工项目。在水资源充沛、环境容量适当的中部能源和油

气及其化学品短缺的煤炭运输通道沿线，特别是长江中游地

区大型煤炭集散地，示范布局和建设一批重点现代煤化工项

目和能源化工产业基地。

（十）支持研发大型低阶煤分质分级清洁高效利用技术

和示范项目建设。重点突破富含油气的长焰煤粉煤热解干馏

和半焦利用设备大型化技术，开展单系统百万吨级/年原料

粉煤干馏装备的研究与工业示范。研发示范长焰煤热解产物

的高质高效利用技术，发挥半焦低硫、低灰、低挥发份等特

点，联产发电、气化、制氢、清洁供暖燃料等领域的应用技

术。

（十一）建立健全现代煤化工技术和产品标准体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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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构建煤质、煤种及气化等相关产品的标准规范，促进和保

障煤炭与化工行业的衔接，引导和调控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十二）加快构建国家级技术研发平台、创新体系和人

才培养体系。加快构建国家级现代煤化工技术研发平台和创

新体系，加大专项资金支持和优惠政策扶持力度。加强基础

研究和核心技术攻关，将煤炭转化重大科学研究和关键技术

攻关纳入国家重大科技计划，将大型现代煤化工示范技术列

入国家重点技术创新工程，推进大型技术与装备的国产化进

程。优化设置现代煤化工学科专业，健全人才培养机制。

（十三）积极拓展煤制清洁能源和燃料领域，节约油气

资源。加大煤制氢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力度。加快研发和完

善甲醇直接燃烧、改性、高效转化技术以及民用燃料技术，

发展以甲醇为原料的深加工产业。

四、保障措施

（十四）制定切实可行的现代煤化工产业政策。尽快制

定符合现代煤化工发展实际的产业政策和相关标准体系，对

产业发展进行科学指导。

（十五）建立国家煤化工产能战略储备机制。研究建立

国家煤化工产能战略储备机制，维持一定规模的现代煤化工

产能平稳运行，扭转和缓解我国燃油受制于国际市场和地缘

政治的被动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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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建立多元投资新模式，提升融资能力，防范投

资风险。严格控制煤化工项目主体的财务杠杆、企业负债和

财务成本，降低产品成本。充分利用资源优势和资本优势，

促进共同稳定发展。

（十七）树立绿色发展理念，统筹布局现代煤化工产业

园区化发展。统筹布局，按照上下游配套建设“三同时”的

发展模式，秉承绿色发展和循环发展的理念，与其它相关产

业统筹多联产发展，充分利用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

现代信息技术，构建现代煤化工产业园区。

（十八）推动行业融合，加强行业技术指导和信息交流

服务。发挥行业协会的优势，建立协调机制，凝聚行业内外

优势资源，引导协作与交流，协调解决相关重大问题。加强

调查研究，积极反映企业诉求，及时研究提出具有针对性、

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推广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和新装

备。加强行业自律，协助政府管理部门，做好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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