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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12月中国甲醇总产量为263.76万吨，比2013年11月份增加了4.44%，

比12年同期增加了18.6%。产量最高的省份有：山东49.94万吨，内蒙古49.42万吨，河南28.22万

吨，山西22.52万吨。同2012年同期相比，山东增加了19.25%，内蒙古增加了5.45%，河南增加

了37.43%，山西增加了41.88%。2013年1-12月份，中国累计生产甲醇2878.54万吨，比2012年同

期增加了8.30%。2006-2013中国甲醇产量分析（单位：万吨）

                                    时间                                    产量                                                    2006                                   

758.6                                                    2007                                    1076.36                                                    2008             

                      1126.28                                                    2009                                    1133.4                                                  

 2010                                    1575.26                                                    2011年                                    2035.09                   

                                2012年                                    2639.68                                                    2013年                                  

 2878.54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我国甲醇消费结构与国外类似，最大消费领域是

甲醛生产，消费比例约为40%；其次是MTBE和醋酸，所占比例分别为6%和7%。近年来甲醇

燃料方面的消费量发展较快，尽管国家尚未出台相关政策法规和标准，但甲醇燃料消费已经

成为驱动甲醇需求的主要动力之一。2006-2013年中国甲醇需求量分析（单位：万吨）                 

                  时间                                    表观消费量                                                    2006年                                   

852.33                                                    2007年                                    1104.60                                                    2008年 

                                  1232.89                                                    2009 年                                    1660.82                              

                     2010年                                    2092.96                                                    2011年                                   

2603.90                                                    2012年                                    3277.08                                                    2013

年                                    3417.31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中国产业研究报告网发布的《2014-2019年中国煤制甲醇行业分析与发展趋势研究报告》依

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据，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

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研究分析。

它是业内企业、相关投资公司及政府部门准确把握行业发展趋势，洞悉行业竞争格局，规避

经营和投资风险，制定正确竞争和投资战略决策的重要决策依据之一，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 

    在数据处理方面，报告以调研数据和国家统计局数据、海关进出口数据、公司调研数据等

为基础数据，为保证报告的翔实、准确可靠、数据之间具有可比性，报告对统计样本数据进

行必要的筛选、分组，将宏观样本数据、微观样本数据紧密结合,并采用定量分析为主（包括



经济统计模型的应用），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深入挖掘数据蕴含的内在规律和潜

在信息。同时采用统计图表等多种形式将分析结果清晰、直观的展现出来，多方位、多角度

为企业提供系统完整的参考信息，同时也增加了报告研究结论的客观性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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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2013年中国甲醇进出口统计分析                                                                         进口量（万吨）           

                        出口量 （万吨）                                                    2006                                    112.73                            

       19.00                                                    2007                                    84.50                                    56.27                          



                         2008                                    143.39                                    36.78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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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每年进口甲醇量已占到国内市场的1/3，对国内市场最具冲击力的产品来自沙特阿拉伯

、伊朗等中东国家，以及天然气资源丰富的俄罗斯等。 

    低廉价格是中东甲醇开启中国市场的密码。沙特阿拉伯、伊朗、俄罗斯等国现有甲醇产能

超过900万吨，由于他们自身甲醇消费量有限，主要销往中国等外部市场。这些国家天然气丰

富，且价格低廉，甲醇吨耗天然气约1000立方米，其制造成本折算人民币仅为1200元/吨。而

我国主要以煤制甲醇为主，按吨甲醇消耗1.5吨煤计，加上制造费用，甲醇的制造成本要

在2800元/吨以上。同时，中东等甲醇成本优势还体现在单套装置产能普遍较大。他们一般选

择鲁奇、托普索这样的著名公司设计甲醇装置，单套产能达到150万吨规模，装置大型化极有

利于降低能耗、节约生产费用。而我国单套装置规模在50万吨/年以上的只有12套，产能652万

吨，占总产能的35%；而小于20万吨/年装置产能902万吨，占总产能的48%。 

    另外，中国与中东甲醇的成本竞争差距还体现在催化剂寿命上。据悉，中东甲醇装置的催

化剂寿命一般可达5年，而国内平均不到3年。催化剂寿命短意味着生产成本增加，据专家测

算，一个100万吨级的甲醇装置换一次催化剂，加上一次开停车的损失约为1亿元。尽管中东

甲醇到岸价受船运费、关税、港口费和地缘政治影响，价格也有波动，但通过多因素比较，

国产甲醇仍然难与中东产品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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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化工来实现能源的多元化，但出于2006 年以来传统煤化工出现产能过剩，新型煤化工技术

上逐步成熟需要时间及商业化验证，新型煤化工的水耗、煤耗、转化效率、环保、资源承载

能力等问题需要综合考量等诸多因素，国家2006 年在煤化工产业政策上提出&ldquo;淘汰落后

产能&rdquo;、&ldquo;有序示范发展&rdquo;、审批&ldquo;权限上移、上大压小&rdquo;的政策

导向，2009 年提出遏制传统煤化工、重点抓好现代煤化工五类示范工程。此后的相当长一段

时间内，国家一直坚持有序示范发展、淘汰落后、上大压小、示范发展的政策总导向。 

    《能源发展&ldquo;十二五&rdquo;规划》基本上对煤化工定调，&ldquo;重点在中西部煤炭

净调出省区，选择水资源相对丰富、配套基础条件好的重点开发区，建设煤基燃料、烯烃及

多联产升级示范工程&rdquo;。产业信息网判断，新一届政府对待煤化工的总体态度是支持和

肯定的。一方面，国务院在提及保增长时特别强调要加大高铁、能源基础设施的投资，而新

型煤化工项目正是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2013年年初以来国家发改委陆续发

放15 个项目路条，据悉后续还将发放17 个项目路条，这本身体现了新一届政府对待煤化工的



肯定态度。 

近年来国家煤化工主要产业政策一览                                    时间                                    文件                           

        发文部门                                    内容                                                    2013年1月                                    《能

源发展&ldquo;十二五&rdquo;规划》                                    国务院                                    重点在中西部煤

炭净调出省区，选择水资源相对丰富、配套基础条件好的重点开发区，建设煤基燃料、烯烃

及多联产升级示范工程。&ldquo;十二五&rdquo;时期，新开工煤制天然气、煤炭间接液化、煤

制烯烃项目能源转化效率分别达到56%、42%、40%以上。                                                    2012年12

月                                    《合成氨行业准入条件》                                    工信部                                    要求新

建生产企业合成氨单位产品能耗应符合规定的准入值。以无烟块煤为原料的合成氨装置单位

产品综合能耗&le;1500千克标准煤/吨，其他煤种能耗&le;1800 千克标准煤/吨，天然气、焦炉

气原料&le;1150千克标准煤/吨。现有企业应在三年内达到上述要求。                                                   

2012年12月                                    《天然气发展 &ldquo;十二五&rdquo;规划》                                    国家

发改委                                    预计2015年国产天然气供应能力达到1760亿立方米左右，其中，常规

天然气约1385亿立方米；煤制天然气约150-180亿立方米；煤层气地面开发生产约160亿立方米

。                                                    2012年8月                                    《节能减排&ldquo;十二五&rdquo;规划

》                                    国务院                                    煤炭方面，要求发展煤炭地下气化、脱硫、水煤

浆、型煤等洁净煤技术。化工方面，合成氨行业重点推广先进煤气化技术、节能高效脱硫脱

碳、低位能余热吸收制冷等技术，实施综合节能改造。                                                    2012年6月       

                            《合成氨行业准入条件（征求意见稿）》                                    工业和信息部                

                   3年内原则上不再新建配套尿素的合成氨装置、单套生产装置应不低于1000吨/日。     

                                              2012年4月                                    《煤炭深加工示范项目规划》、《煤化工产

业政策》                                    国家发改委、能源局                                    &ldquo;十二五&rdquo;重点组

织实施好现代煤化工产业的升级示范项目建设，规划了15 个煤炭深加工示范项目。                     

                              2012年3月                                    《煤炭工业发展&ldquo;十二五&rdquo;规划》              

                     国家发改委                                    稳步推进煤炭深加工示范项目建设。在内蒙古、陕西

、山西、云南、贵州、新疆等地选择煤种适宜、水资源相对丰富的地区，重点支持大型企业

开展煤制油、煤制天然气、煤制烯烃、煤制乙二醇等升级示范工程建设，加快先进技术产业

化应用。不断创新和完善技术，提高能源转化效率、降低水耗和煤耗、降低生产成本， 增强

竞争力。支持开展二氧化碳捕集、利用和封存技术研究和示范                                                    2012

年2月                                    《石化和化学工业&ldquo;十二五&rdquo;发展规划》                                    

国家工信部                                    综合考虑煤炭、水资源、生态环境、交通运输、地区经济发展情

况及区域二氧化碳、节能和主要污染物减排指标等综合条件， 在蒙、陕、新、宁、贵等重点



产煤省区，适度布局，并采取集中集约、上下游一体化方式建设现代煤化工生产基地；煤炭

调入和基本平衡省区、生态环境脆弱地区、大气联防联控重点区域、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超

标和节能评估审查不合格的地区，严格限制现代煤化工的发展。新建项目烯烃规模要达到50 

万吨/年以上；在沿海地区慎重布局进口甲醇制烯烃项目。                                                    2012年1月 

                                  《工业转型升级规划（2011-2015年）》                                    国务院                             

      不再审批单纯扩能的焦炭、电石项目，结合淘汰落后产能，对合成氨和甲醇等通过上大压

小、产能置换等方式提高竞争力。在现代煤化工领域，加强统筹规划， 严格行业准入，在煤

炭资源和水资源丰富、环境容量较大的地区有序推进煤制烯烃产业化项目；支持具备条件地

区适度发展煤制天然气项目，严格控制煤制油项目。                                                    2011年4月            

                       《关于规范煤化工产业有序发展的通知》                                    国家发改委                          

         暂停年产50万吨及以下煤经甲醇制烯烃、100万吨及以下煤制甲醇、100万吨及以下煤制二

甲醚、100万吨及以下煤制油、20亿立方米及以下煤制天然气、20 万吨及以下煤制乙二醇项目

。                                                    2011年3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                                    国务院                                    有序开展煤制天然气、煤

制液体燃料和煤基多联产研发示范，稳步推进产业化发展                                                    2010年6月  

                                 《关于规范煤制天然气产业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                                    国家发改

委                                    明确煤制天然气项目由国家发改委统一核准                                                    2009

年9月                                    《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引导产业健康发展若干指导意见

》                                    国务院                                    今后三年停止审批单纯扩大产能的焦炭、电石等

煤化工项目，原则不再安排新的现代煤化工试点项目                                                    2009年5月            

                       《石化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细则》                                    国务院                                    重点

抓好现有煤制油、煤制烯烃、煤制二甲醚、煤制甲烷气、煤制乙二醇等五类示范工程，探索

煤炭高效清洁转化和石化原料多元化发展的新途径                                                    2008年12月              

                     《焦化行业准入条件（2008年修订）》                                    工业和信息化部                        

           提高了焦化行业准入门槛，对符合行业准入条件的企业名单进行公告。按照有关要求

，&ldquo;十一五&rdquo;期间计划淘汰焦炭落后产能8000万吨。                                                    2008

年9月                                    《关于加强煤制油项目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家发

改委                                    除了神华集团的两大煤制油项目外，一律暂停其他煤制油项目的审批     

                                              2007年11月                                    《煤炭产业政策》                                    国家发

改委                                    在水资源充足、煤炭资源富集地区适度发展煤化工，限制在煤炭调入区

和水资源匮乏地区发展煤化工，禁止在环境容量不足地区发展煤化工                                                   

2007年10月                                    《电石行业准入条件（2007年修订）》                                    国家发改



委                                    新建电石企业电石炉初始总容量必须达到100000千伏安及以上，其单台电

石炉容量&ge;25000千伏安。现有生产能力1万吨（单台炉容量5000千伏安）以下电石炉和敞开

式电石炉必须依法淘汰。&ldquo;十一五&rdquo;期间淘汰电石落后产能200万吨                                

                   2007年1月                                    《煤炭工业发展&quot;十一五&quot;规划》                              

     国家发改委                                    有序推进煤炭转化示范工程建设。做好煤化工基地规划，调控

煤化工建设规模，防止低水平、小规模盲目建设，推进煤炭液化示范工程建设                                

                   2006年7月                                    《关于加强煤化工项目建设管理促进产业健康发展的通

知》                                    国家发改委                                    一般不批准年产规模在300万吨以下的煤制

油项目、100万吨以下的甲醇和二甲醚项目、60万吨以下的煤制烯烃项目                        资料来源

：智研数据中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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