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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动内蒙古煤化工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程利霞

煤化工产业是内蒙古最具优

势的产业之一，对拉动全区经济

增长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加

快推动内蒙古煤化工产业迈向高

质量发展新阶段，对于提高内蒙

古煤炭资源就地转化加工能力，

走出挖煤卖煤的路径依赖、推进

产业转型升级具有重大意义。近

年来，内蒙古的煤化工产业发展

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总体来看仍

处于产业化发展初级阶段，受到

生产工艺、水资源条件、生态环

境承载能力等多重制约。面对新

的发展环境，内蒙古需要以煤化

工产业高质量发展为着力点，加

快推动煤化工产业转型升级，进

一步提升煤化工产业对全区经济

发展的支撑力，筑牢内蒙古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根基。

一、内蒙古煤化工产业发

展现状

“十一五”以来，内蒙古依托

自身资源优势，紧抓国家实施石

油替代战略、推进煤炭清洁高效

利用的政策机遇，引导企业以煤

为基，多元转化，走资源加工增

值之路，现代煤化工产业呈蓬勃

发展之势，已经成为全区化学工

业发展的最大亮点之一，突出表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产业规模不断壮大

内蒙古煤化工产业经过多年

的发展，已具备了相当的规模，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建成了煤

制油、煤制烯烃、煤制天然气、

煤制乙二醇、煤制二甲醚五大国

家级现代煤化工示范基地，现代

煤化工产能产量规模均跃居全国

前列。2017 年，全区煤制油产量

达到 102.7万吨，煤制天然气产量

达到 13.7 亿立方米，煤制乙二醇

产量达到 42.8 万吨，甲醇产量达

到 820.2 万吨。

（二）对经济带动作用强

近些年，内蒙古煤化工产业

发展迅速，直接、间接地为全区

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带动了

装备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相

关服务业的快速发展。目前，随

着国家和自治区先后批准新建的

280 亿立方米煤制气、300 万吨煤

制烯烃、200 万吨煤制乙二醇、

700 万吨煤制油项目陆续全面建成

投产，将成为内蒙古新的重要经

济增长点。届时，全区煤炭就地

转化率将超过 50% 以上，拉动直

接就业和相关就业 20 多万人，内

蒙古将成为全国乃至全球最大的

现代化新型煤化工基地。

（三）技术水平领先

当前内蒙古煤化工部分核心

技术已经达到国内甚至国际领先

水平，一大批新建和扩建的煤化

工项目起点高、技术先进、经济

效益显著。陆续投产的多个全国

甚至全球首套（条）现代煤化工

装置项目（生产线），采用了100

多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专利技

术，为全国煤化工产业发展提供

了坚实的技术支撑和应用示范。

（四）示范项目运行水平不断

提高

通 过优化 工艺技 术、完善

管理，内蒙古现代煤化 工工程

示范取得重大成效，形成了一批

优秀的现代煤化工企业，解决了

一大批产业化、工程化和大型装

备制造等难题。其中，神华包头

煤制烯烃项目年均负荷率在 90%

摘  要 ：近年来，内蒙古煤化工产业实现突飞猛进的发展，对全区经济的贡献有目共睹。但总体来看

仍处于产业化发展初级阶段，受到工艺技术、水资源条件、生态环境承载能力等多重制约。面对新的发展

形势，内蒙古需要加快推动煤化工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提升煤化工产业对经济发展的支撑力，筑

牢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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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上， 已实 现 连 续 稳定 运行 7

年 ；伊泰 16 万吨 / 年煤间接液化

示范项目装置自投产以来始终保

持在安、稳、长、满、优运行状

态， 自 2012 年以 来已连 续 6 年

产量超过设计产能 ；大唐克旗、

内蒙古汇能等煤制气项目经过技

术升级改造，装置运行时间和负

荷水平均得到不断提高。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 内蒙 古煤 化 工产业

在快速发展并取得显著成效的同

时，其发展也受到一些不容忽视

问题的制约，主要表现为 ：

（一）产业层次较低

从 整 体上看， 内蒙 古煤 化

工产业层次水平低，产品结构较

为单一，精细化程度不高。能源

化工产业链条延伸不够，精细化

工发展不足，深加工、高附加值

的产品比率过低，相关延伸配套

产业发展不完善，产业关联度不

高，产业的积聚、带动和辐射作

用并不明显。

（二）水资源短缺严重

煤化工水耗较大，没有足够

的水资源支撑基本难以为继。目

前，内蒙古建成和在建的现代煤

化工项目，每年用水总量至少在 9

亿立方米以上，这些项目大都集中

在煤炭资源富集而水资源匮乏的蒙

西地区，国家下达的黄河取水指标

明显不足。随着大批煤化工项目的

投产以及后期布局和筹建，水资源

短缺问题将会成为严重制约内蒙古

煤化工产业健康发展的瓶颈。

（三）环保排放压力大

内蒙古的生态环境十分脆弱，

煤化工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

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废水废渣的

处理难度较大、处理能力远远落

后于产生量。高浓度难降解的有机

废水，采用常规的生化工艺很难处

理。高浓度含盐废水目前仍无实际

有效的处理办法。而且污水处理投

资和运营成本过高，百万吨煤制油

项目整套水处理系统单项投资接近

10 亿元，吨水处理直接运行成本

为 30-40 元。此外，二氧化碳的治

理问题也是制约内蒙古煤化工产业

发展的一大难题。

（四）技术装备制约

一是许多关键工艺技术至今

尚未取得突破，使得化工产业链

过短，高端产品比率较低。全区

已建成和在建的现代煤化工项目

大多停留在低端产品生产上，同

质化现象十分严重，高端品牌、

专用料品牌项目缺失 ；二是自主

核心技术装备竞争力有待进一步

提高，部分核心零部件、关键技

术、相关装备仍然需要依赖从

国外进口 ；三是工艺流程和技术

集成尚需调整优化，在能耗、煤

耗、水耗、污染物排放等方面还

需进一步改善和提高。

（五）富民效应较弱

一是由于化工产业项目规模

经济要求高、投资额度大、技术

专业性强，建设阶段需要专业化

的施工队伍，运营阶段需要较高

的自动化水平，因而存在着资本

和技术替代劳动现象。产业特性

导致有地区 GDP 财 富，但城乡

居民收入水平低，带动就业、创

业能力低，富民能力弱 ；二是由

于央企主导的资源开发模式导致

利益外流。从央企占内蒙古煤化

工领域的投资比例看，煤制油占

88.6%，煤制烯烃占 100%，煤制

气占 71.4%。央企通过所得税总

部核算制度拿走了所得税，地方

财政收入减少间接影响二次分配

的惠民效应。

三、对策建议

（一）加快构建更加完善的

循环经济产业链

一是推进煤化工与相关产业

融合发展。以循环经济发展理念为

指导，促进煤化工与煤炭开采、

电力、氯碱化工、冶金建材等相关

联产业耦合发展、成链发展、集

约发展，采用一体化、多联产的

方式实现产业间的大循环和资源

的综合利用，提高资源转化效率

和产业竞争力；二是推进产业集

聚发展。着力建设一批煤化工产

业集聚区，促进产业集中集聚发

展，实现产业合理布局，构建更

加成熟稳定的循环经济产业链。

按照一体化、规模化、大型化原

则，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煤

化工产业园区，配套建设环保设

施、污水处理和物流运输等设

施，构建循环型、多联产的现代

煤化工综合产业集群。

（二）大力推动新型产品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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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及应用

瞄准市场需求，以产品的高

端化、差异化、多元化发展为突

破方向，拓展延伸产业链条，做

细做好煤化工特色产品，做大做

强精细化工产业，推动煤化工产

品结构优化升级。重点改进煤制

油工艺，生产煤制清洁油品，研

发及示范间接液化生产润滑油基

础油、溶剂油等。研制低凝点柴

油、航空煤油、火箭煤油等军用

特种油品，并对高端油品在军事航

天领域的应用进行研究及示范。

加大精细化学品的开发力度，重点

发展高端聚烯烃、高端聚酯、聚

醚等高附加值产品，研发多元化的

技术路线。

 （三）不断推动绿色发展进程

一是加大对绿色低碳工艺、

技术和装备的研发、示范和推广力

度。推广应用先进焦化技术和装

备，大力实施煤焦化、电石炉多联

产循环化改造，推进焦炉煤气、

电石炉尾气、煤焦油精深加工和

循环利用，进一步减少污染物排

放，提高清洁生产水平 ；二是加强

对“三废”排放的控制管理，创新

突破核心技术。完善污染物排放

强度低的升级工艺，注重推行清

洁生产，加强资源能源节约，减少

废弃物产出量，提高“三废”资源

循环利用水平，最大限度的控制污

染物的排放量。着力解决节水工艺

与装备优化问题，推广应用废水

制水煤浆、空气冷却等节水型技

术，实现环保控制领域关键技术

和装备制造国产化 ；三是积极研发

二氧化碳综合利用技术，探索利

用新途径。加强产业发展与二氧

化碳减排潜力统筹协调，提高现

代煤化工项目二氧化碳过程捕集

的比重，降低捕集成本。在产业

示范区建设中，积极探索开展二氧

化碳微藻转化、发酵提取丁二酸

等应用示范及综合利用。

 （四）持续推进技术创新

一是加大煤化工技术研发力

度，推进关键技术和重大装备创

新，破解现有生产工艺中存在的

问题。推 进煤气化技术向装置

大型化、操作简单化、运行高效

化和长周期方向发展，重点开发

甲烷化工艺。同时，要在延伸产

业链技术、拓宽产品幅技术、低

阶煤高效综合利用技术、“三废”

处理技术、重大装备研制等方面

有重大创新和突破。加快建设以

企业为主体的科技创新体系，出

台相应激励政策引导社会资金和

企业自有资金参与科研开发 ；二

是加强国际先进技术的引进和合

作。聚焦全球最先进、最高端的煤

化工技术和装备，鼓励煤化工企

业参与前沿技术的开发和新技术

的引进，加强国际间的合作，促进

产业技术进步。注重高端创新型人

才的引进，创新人才培养制度。通

过筑巢引凤，大力吸收高端技术人

才，优化人才发展环境，激发人才

创新动力，加快推进原始创新、集

成创新及创新成果转化应用。

（五）加快推动智能化发展

推动智能化、信息化技术与

煤化工产业的深度融合，充分利

用好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和

区块链等新型信息化技术，对已

有项目实施智能控制方面的改造，

推 进生产流程的智能优化。对

新建项目要同步设计智能制造系

统，提高项目的运行效率，进一步

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安全水平。

（六）积极争取政策支持

一是争取国家层面更大的支

持，制定差异化的产业政策。积

极呼吁加快制定和出台针对性税收

政策，为煤制油企业减负。推进

天然气定价机制市场化改革，打

破天然气管道运输运营垄断。调整

内蒙古煤化工领域央企所得税的

分享政策，扶持少数民族地区发

展，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争取

将现代煤化工纳入国家科技重大

工程计划，加强重大技术攻关和

集成优化 ；二是环保政策方面，

加快现代煤化工行业环保标准制

定，规范现代煤化工建设项目环

境管理。帮助资源综合利用企

业用好税收优惠政策，引导污染

较重的煤化工企业大力发展循环

经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三是

金融政策方面，拓宽企业融资渠

道，搭建金融机构与企业对接平

台，积极推进现代煤化工企业实

施免抵押信用贷款、优先贷款、

贴息贷款、定向债券等融资优惠

政策。设 立现代煤化工产业发

展基金，专项支持技术、设备研

发和示范工程建设。

( 作者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发展

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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