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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煤炭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煤化工本质上是煤、水氧气
的化学反应，不可能不消耗水资源。讨论煤制气的科学发展，关
键不在于是否消耗水资源，而是能否采取得当措施，把水资源的
消耗降到最低水平。

“企业的煤制气项目肯定都要经过环保部门评估，一般不存
在缺水问题。随着生态保护意识的增强，企业内部也会强化对水
资源的高效回收利用。”山东能源集团董事长卜昌森说，山东能
源在新疆伊犁的煤制气项目，正是充分利用当地相对丰富的水
资源，这也是国家将这一地区规划为煤化工基地的主要原因。

在大气污染防治的压力之下，煤制气被视为煤炭清洁化利
用的重要举措。去年 9 月，国务院印发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
划》明确，要制定煤制天然气发展规划，在满足最严格的环保要
求和保障水资源供应的前提下，加快煤制天然气产业化和规模
化步伐。

专家表示，煤制气的快速发展将进一步降低对进口天然气
的需求，保障国内天然气市场的稳定供应。而天然气的广泛应
用，将有利于促进雾霾治理。

争 议“ 煤 制 气 ”
本报记者 林火灿

煤制天然气是以煤为原料，

采用气化、净化和甲烷化技术制

取合成天然气。

近年来，在国内煤炭库存积

压、价格下跌和天然气供求扩

大、价格上涨的市场环境下，在

重点区域雾霾治理和煤炭产业转

型升级的政策导向下，煤制气项

目审批闸门明显松开。对此，也

有人担忧，煤制气会加重我国对

煤炭的依赖程度，并带来一系列

新的环境风险。

一面是煤制气产业的发展机

遇逐渐清晰，一面是煤制气的环

保性和经济性备受争议。煤制气

究竟是福是祸？中国的煤制气产

业应该走向何方？

请看本报记者的调研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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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年来，煤制气问题再次进入公众视野，受到

广泛关注，其中不乏指责乃至反对的声音。这些反

对与指责，其实更多地表达了外界对于发展煤制气

“一拥而上”的不满。

新一轮煤制气项目审批政策闸门刚刚开启，煤

制气项目审批速度十分惊人，一年之内数十个项目

获得“路条”。根据国家天然气发展“十二五”规

划，2015 年中国煤制天然气产量将达到 150 亿至

180 亿立方米。但是，根据对现有已经上马煤制气

项目进行的测算，预计 2015 年煤制天然气产量将

远超这一规模。

这样的投资热情或许有利于解决国内市场“短

气”的问题。但是，从长期来看，在一拥而上的投资

中，如何避免盲目扩张的问题？是否有未经国家核

准的未批先建项目？若干年以后，煤制气是否会出

现产能严重过剩？

从生态承受能力和产业配套角度看，密集上马

煤制气项目也非明智之举。一方面，我国大部分富

煤地区水资源缺乏、生态环境脆弱，而煤制气对资源

环境条件要求高，集中仓促上马项目，将给生态环境

带来沉重负担。另一方面，煤制气项目本身也需要

配套的管网建设，只注重产能扩张，却忽视配套设施

规划建设和理顺天然气价格机制，即便形成了供应

能力，恐怕也会沦为中看不中用的摆设。

作为一个能源结构总体上表现为“富煤、贫油、

少气”的发展中国家，把煤制气作为煤炭清洁利用的

重要方式之一，以保障油气供应安全，已经成为我国

改变能源生产和消费方式，推动能源结构调整的迫

切需要和现实选择。

不过，能源结构调整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

要统筹考虑生态环境的可承受能力、经济效益的合

理性以及现有能源资源的匹配能力，“大干快上”会

给能源供给带来更多不安全、不稳定因素，也会给经

济社会发展带来许多不利影响。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推动能源生产和

消费方式的变革。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煤制

气或将成为我国油气市场的重要补充。不过，给传

统煤炭产业穿上“新鞋”以后，更须做好产业发展规

划，严格控制产业发展规模与节奏，特别是在能源结

构调整和环境保护之间寻求平衡，尽力避免重走无

序发展和产能过剩的老路。

除了煤制气，有没有其他可行性较好的能源解
决方案？本报记者专访了两院院士、原国家能源领
导小组专家组成员石元春。

记者：除了发展煤制气，有没有其他途径可

以解决天然气资源对外依存度偏高的问题？

石元春：当然有。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发展
生物质能源。生物质能是太阳辐射经植物光合作
用加工转化后形成的，以有机生物质为载体的一
种化学态能量，具有稳定储能的特点，原料易
得，许多生物质能源产品的品质比化石能源产品
还要好。

和煤制气相比，生物天然气的装备成本更低，
不需要专门的管道和配送系统，还能有效促进“三
农”发展。近年来，我国在生物质发电、成型燃料
供热，特别是在利用木质生物质原料生产生物质燃
油技术上和产业化上的重大突破，都将为可再生清
洁能源发展和治理大气污染作出重要贡献。

记者：为什么生物质能源至今尚未繁荣发展？

石元春：生物质是基于农业发展，因此多是
中小企业运作，很难受到政府和资本市场的重
视；前几年的舆论对生物质也不太关注，而且存
在一定偏见，导致其对资本市场缺乏吸引力；再
有，国家层面也确实没有大力推广和政策支持。
现在的技术与装备已比较成熟，市场和社会需求
极大，再加上未来的政策引导，生物质将成为新
的重要投资方向。

记者：未来的能源结构将呈现什么局面？

石元春：21 世纪是化石能源逐渐向可再生清
洁能源转型的世纪。近三四十年化石能源仍将唱主
角，但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会逐渐缩小，因为
其资源量不可再生，开采越来越困难，环境污染凸
显。生物质能、水能、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清洁
能源将逐渐发展和替代化石能源，形成能源多元化
的局面，多种能源共襄盛举，各得其所。

生物质能源蕴藏着许多优势和巨大发展潜力。
在治理大气污染行动中，如果将“煤改气”的提法
换成“煤改生”，即将燃煤由天然气替代改为由生
物质能源替代，局面将会得到很大的改观。

在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市，山东
能源伊犁煤制天然气项目正在进行配管和电
气仪表安装，为2015年如期投产做最后的
准备。

这一煤制气项目于 2010年开工建设，
总投资135亿元，由伊犁新天煤化工有限公
司负责建设运营，占地面积5700亩，其中
装置区占地 3000 亩，厂外工程占地 2700
亩。目前，这一项目已经完成全部土建主体
施工和主体设备安装，预计在 2015 年投
产，达产后可年产天然气20亿立方米。

山东能源集团董事长卜昌森告诉记者，
这一项目的厂区距离伊犁河水源地 21 公
里，距西气东输二线支线首站11公里。项
目建成后，这里的天然气将通过西气东输二
线支线源源不断地“奔东流”。同时，这一
项目还将每年产出副产焦油10万吨、中油
8.4 万吨、石脑油 2.93 万吨、粗酚 2.5 万
吨、硫磺0.48万吨、硫铵11.6万吨。

据了解，近年来，我国石油和天然气供
应紧张的局面越来越突出。2011年，我国
原油进口量突破2.5亿吨，石油对外依存度
突破55%。2012年则达 2.71亿吨。在天然
气方面，2012年，我国天然气对外依存度
达29%，预计2015年将超过35%。

“发展煤制气，不仅能给企业带来效
益，还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卜昌森说，

“缺油、少气、富煤”的能源资源特点，决
定了我国必须加快发展适合国情的替代性能
源，以保证国家经济持续发展。

卜昌森介绍说,山东能源利用新疆伊宁
地区丰富、廉价的煤炭资源，在伊犁建设煤
制天然气厂，并借助西气东输及计划建设的
新疆煤制气外输管道输送到我国东部及东南
部地区，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我国天然气市
场的紧张局面。

“从目前的技术成熟度、技术经济和节
能减排可行性分析，我国煤制气已经具备较
强的经济和技术优势。”卜昌森说，伊犁新
天煤制天然气项目已被列入国家“十二五”
煤炭深加工示范项目规划。

“煤化工本质上是煤、水氧气的化学反
应，不耗水是不可能的。不过，只要措施得
当，水耗和环境污染都是可以控制的。”卜
昌森介绍说，项目投产后每年需消耗水
1500万吨。为了节约用水，山东能源采取
了先进的节水措施。例如，通过酚氨回收回
收废水中的苯酚和氨，降低废水的COD（化
学需氧量），再通过生化、超滤、反渗透，
把回收的中水回用到循环水系统中，使中水
回用率高达98.5%。

另据了解，在减少环境污染方面，伊犁
项目在选址时就与煤矿选址进行统筹考虑，
力争打造真正的“坑口气化”项目。虽然这
一项目年用煤量接近700万吨，但煤炭不落
地，通过皮带运输到煤化工煤仓，再通过皮
带运输到锅炉和气化炉，避免了煤炭装卸和
长距离运输产生的污染；主要产品天然气通
过管道输送到西气东输管道，也不会产生污
染；煤中的硫与工艺过程中产生的氨反应，
生产硫酸铵化肥，直接应用于农业生产，变
废为宝；锅炉烟气排放按照相关标准进行设
计建设，且增加了脱硝设施；废水处理中水
回用，也可实现污水零排放。

穿上“新鞋”
莫 走 老 路

林子文

生物质能大有可为
——访两院院士、原国家能源领导

小组专家组成员石元春

本报记者 李 景

探访山东能源伊犁煤制气项目：

污染和水耗均可控制

在国家能源局此前举行的煤炭清洁利用专家咨询会上，与
会专家指出，煤制油、煤制气符合我国国情，是在“富煤、贫油、少
气”的资源条件下，保障油气供应安全和推动能源结构调整的迫
切需要和现实选择。

有关专家表示，油气资源对外依存度攀升，将给我国能源安
全带来新的挑战，必须在优化天然气消费结构的同时，努力提高
国内有效供给，特别是加快发展适合我国国情的替代性能源。

相比之下，煤炭始终是我国最丰富、最经济、最可靠的能源
资源。2012 年，我国煤炭产能从 2000 年的 10.2 亿吨上升到
39.6 亿吨，目前煤炭产能建设超前 3 亿吨。从目前的技术成熟
度、技术经济和节能减排可行性分析，煤制天然气是一种非常好
的低碳能源产品，具有较强的经济、技术优势。

此外，从政策层面看，《天然气发展“十二五”规划》明确提
出，到 2015 年，要使“十一五”期间国家已核准的煤制气项目尽
快达产达标，国内煤制气要达到约 150 亿至 180 亿立方米的规
模，并开展煤制气项目升级示范，进一步提高技术水平和示范规
模。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煤制气的确迎来了好机遇。

随着各地“煤改气”的快速推进，天然气需求增长过快、季节
性波动因素加大，天然气供应缺口总体呈现放大趋势。“气短”的
无奈，一定程度上推动政策层放开了煤制气项目的审批闸门。

中投顾问产业与政策研究中心能源行业研究员宛学智表
示，在国内天然气供应紧张和国际油价、天然气价格连续上涨的
情况下，煤制天然气具有良好的生存能力和盈利能力。

推动煤制气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动力是煤炭市场的持续不景
气。在经历黄金十年发展期后，煤炭产业终结了价格持续上涨
的局面，煤炭企业光靠卖煤挣钱的难度越来越大。

煤炭行业和企业要实现持续健康发展，必须寻求新的发展
机遇，开拓新的发展空间。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副会长刘锋表示，
经过行业内外长期探索，我国的煤炭洁净利用能力已经大幅提
高，实施“洁净煤”战略已经具有极强的可行性。

能源安全之辩——

煤制气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吗？

能源安全之辩——

煤制气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吗？

两院院士、原国家能源领导小组专家组成员石元春表示，
“中国富煤”完全是已经过时的危险观念，随着开采量激增和剩
余可采量迅减，中国“富煤”早已风光不再。

根据《BP 世界能源统计》公布的 2006年世界煤炭探明储量
排行榜，中国煤炭储量是 1145 亿吨，可以用 48 年。而印度是
207年、美国 234年、俄罗斯超过 500年。

因此，石元春认为，发展“煤制气”是将存量不多和不可再生
的煤炭资源由固态能量转换为液态或气态，如果算上环境污染
和耗水代价，这样的转化“太不合算”。

“尽管中国能源，特别是油和气需求旺盛，能源自主与安全
堪忧，也应探索其他保障能源安全的方式，而非不惜资源与环境
代价去搞煤制油气。”石元春说，在目前的技术水平下，正确的煤
炭利用方式应该是发电，目前大容量、高参数的大型火电机组可
以规模化、高效利用煤炭，其环保和效率指标都很理想。

也有专家指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并不意味着要把“宝”押
在煤制气上。从可替代能源的角度看，我国还可以大力发展水电、
风电、光伏发电等清洁能源，构建更加生态环保的能源安全体系。

符合国情的战略选择 能源安全不能押宝于此

环境保护之辩——

煤制气会加剧生态压力吗？

国内有不少专家对煤制气带来的新的环境问题表示担忧。国
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所长助理郭焦锋表示：

“试验结果表明，制取每千立方米煤制天然气所排放的二氧化碳
约为4.5吨至5吨，若直接排放，每年将新增大量二氧化碳。”

“水资源问题同样是煤制气项目绕不过的一道坎。”郭焦锋
说，我国大部分煤炭资源蕴藏在水资源比较短缺的地区，而煤制
气项目又是高耗水项目，一些地区不顾水资源供给的约束，盲目
发展煤制气，还有一些地方继续采用高耗水技术装备，这将给区
域水资源平衡造成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

有专家指出，生产 1立方米合成天然气需要 6吨到 10吨水，
我国七成以上通过审批的煤制气项目都在水资源紧张的地区运
行，中国干旱的西部完全负担不起煤制气项目的巨大需求。

美国杜克大学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煤制气将消耗大量水
资源，这将加重那些本来就缺水地区的压力。现实情况是，在中
国西北地区的甘肃、内蒙古等地引入黄河水开展的煤化工项目，
已对黄河流域的生态和当地环境带来一定影响。

“煤制气应该量水而行，步子慢些，细水长流。”石元春说。

经济效益之辩——

企业发展煤制气划得来吗？

“煤炭成本、全球天然气价格等因素是影响煤制气项目经济
性的关键。”郭焦锋分析说，根据测算，煤炭价格上涨 10%，内部
收益率降低 0.62%；天然气价格降低 10%，内部收益率降低
2.78%，因此，煤制气的巨额投资本身充满了不确定性。

有专家表示，目前企业看好煤制气项目，在一定程度上与煤
炭市场清淡、煤炭价格处于低谷有关，但是，煤炭成本在煤制气
生产成本中占据了较大比重，未来煤炭价格走势仍有许多不确
定性。因此，煤制气项目要想具备持续的盈利能力，关键是做深
做长产业链，实现煤制气副产品的综合化利用。

石元春认为，如果只从经济效益来看，煤炭企业加快上马煤
制气项目，表明煤制气确实有利可图。而问题是，煤制气只能给
个别能源企业带来高额利润，惨重的生态灾难都由当地农民去
承受了，产业经济性值得商榷。

有利于治理雾霾 环保是重要掣肘

不确定性较多盈利能力良好

能源结构调整是一个循序渐进的

过程，需要统筹考虑生态环境的可承

受能力、经济效益的合理性以及现有

能源资源的匹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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