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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水
十条》）明确提出以水定城、以水定地、
以水定人、以水定产，足以说明水的重
要性。以水定产，这将是未来相关行
业发展的必要条件。

水环境保护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
益，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事关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当前，
我国一些地区水环境质量差、水生态
受损重、环境隐患多等问题十分突出，
影响和损害群众健康，不利于经济社
会持续发展。改变这一状况是制定

《水十条》的初衷。
但有多少投资者、多少企业能理

解水的决定性作用？很多企业能研究
法律、研究投资、研究市场，就是没好
好研究环境问题，比如究竟怎样以水
定产、以水定人，企业未必有兵临城下
的紧迫感。

曾经风光无限的煤化工今年多个
项目环评受阻，水成为决定行业生存
的先导条件。看现在，长江已被石油
化工产业割据，而黄河也不清静，更多
的煤化工项目在黄河上游跑马圈水。
看未来，黄河会不会被煤化工瓜分？

当把更多的煤制油、煤制气项目
放到西部时，缺水的天然矛盾会更突
出，因为煤化工项目耗水实在太厉害
了。我国利用煤直接制油的吨油水耗
为 5.8 吨，间接制油的吨油水耗为 6 吨
~9 吨，煤制天然气的每立方米天然气
用水量为 8.1 吨，煤制烯烃的吨产品水
耗更是高达 22吨~30吨。

有煤的地方缺水，水多的地方又
缺煤，这就是老天爷给我们的赐予。
我国西部省区的煤炭资源占全国的
90.1%，特别是黄河中上游的晋、陕、
蒙、宁四省区煤炭资源占有量为全国
的 67%，但水资源仅占全国的 3.85%。

西部本就是缺水地区，黄河哪禁
得 住 这 么 用 ？ 在 仅 占 全 国 水 资 源
3.85%的地区发展煤化工，确实需要慎
之又慎。

耗水只是一个方面。本报记者采
访了解到，当前，高浓度含盐废水处理
是煤化工项目面临的最大难题。哈尔
滨工业大学的检测发现，废水中含有
140 多种污染物质，其中包括 30 多种
致癌、难降解的有机物。

所以，问题的另一面出现了，用水困
难，但比用水更困难的是，没地方排水。

早在几年前，就有专家告诉记者，
“零排放”是个骗局，现在看，确实几近
于骗局，因为真正“零排放”的经济代
价很大，现实生活中几乎很难做到。

煤化工行业发展的最大问题无疑
就是环保，更精准地说，是水。用水困
难，排水更难，这两个问题有解否？

但资本的狂欢好像没有意识到这
一点，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仍充满投
资热情，真有种无知者无畏的劲头。

其实关于水，这些年的教训已经够
多了。以北京为例，未来，想成为北京人
也许越来越困难，谁能想到，水就是其中
一个决定性因素。以水定人，北京只能
容纳2000 多万人口，这是上限了。

《水十条》指出，严格控制缺水地
区、水污染严重地区和敏感区域高耗
水、高污染行业发展，新建、改建、扩建
重点行业建设项目实行主要污染物排
放减量置换等措施，都是在充分考虑
水资源、水环境承载能力，在以水定
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的
基础上，通过地方政府调整产业结构，
优化空间布局，倒逼行业企业转型升
级。

现在，煤化工在黄河上游的集聚，
是否已经突破了《水十条》中确定的用
水底线？水究竟会怎么覆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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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我国化工产业
结 构 与 布 局 存 在 许 多 问 题

（详 见 9 月 17 日《企 业 周
刊》），从广受争议的煤化工
也可窥全豹。现在，长江已
成为石油化工企业聚集地，
如果不及早控制风险，黄河
也会成为煤化工的聚集地。
这对水资源本就稀缺的北方
地区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煤化工为何毁誉参半？
一方面，其对优化能源结构、
保 障 能 源 生 产 具 有 重 要 意
义 ；另 一 方 面 ，突 出 的 高 耗
水、高污染问题也使之成为
众矢之的。今年以来，多个
煤化工项目环评被否。更让
人们担心，已建成的煤化工
项目有多少环境风险、环保
先天不足需要控制。

但是，很多地方和企业
仍对投资煤化工项目跃跃欲
试，能否避免一些项目中的
先天不足被复制？怎样科学
合理地进行项目布局、防范
产能过剩？水资源约束和环
境问题有无解决之策？诸多
问题需要引起关注。

与长江沿岸聚集了大量石化企业类
似，大批煤化工项目正在黄河岸边加紧
布局。已经拿到国家发改委“路条”或规
划中的煤化工项目大多分布在内蒙古、
新疆、宁夏、山西和陕西等省区，用水来
源纷纷指向了黄河，黄河水是否足够支
撑这些项目的发展？

7 月 16 日，环境保护部发布公告，不
予批准伊犁新天 20 亿立方米煤制气项
目、山西潞安 180万吨煤制油项目的环境
影响评估报告。早在今年 2月，苏新能源

塔城 40 亿立方米煤制气项目环评已经
被否。截至目前，今年的煤化工项目环
评“闯关”无一通过，原因何在？环保瓶
颈又该如何突破？

一方面是地方政府、投资者的热情，
另一方面是不断收紧的环保关口，再加
上国际油价下跌等因素导致已建成项目
的效益大幅下滑甚至亏损，煤化工行业
现在的日子不好过。

“十字路口。”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
韩洪军这样形容当前煤化工行业的处
境，而如何进一步发展需要集合多方的
智慧和努力。

煤化工碰了几处壁？
用水难，排水更难，今年多个项目环评被否

■编者按

从事工程设计的王先生告诉记者，
现在的工程公司都比较清闲，因为很多
煤化工项目过不了环评关，无法开展下
一步工作。但环评被否依然阻挡不了地
方政府和企业的投资冲动。

“国际油价下跌对煤化工的效益影
响很大，很多企业微利甚至亏 损 ，现 在
是 煤 化 工 行 业 的 谷 底 。 但 如 果 现 在
进 入 这 个 行 业 ，就 可 能 从 谷 底 走 到 顶
峰。所以，很多地方政府和企业积极布
局煤化工。”他说。

据报道，国内煤化工重地之一的内
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计划在 2015 年
实施亿元以上重点煤化工项目 21 个，其
中新建项目 10 个，续建项目 11 个，总投
资 3759.92 亿元。根据陕西省发改委网
站的信息，陕西省今年将重点建设 9 个
煤化工项目，累计总投资达 2939 亿元。
地方和企业的投资热情从中可见一斑。

“现代煤化工发展是‘十二五’期间
我国石油和化学品工业发展的亮点之

一，但也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重大问题，
首先就是盲目发展问题突出。”中国石油
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常务副会长李寿生在
2015 中国（鄂尔多斯）国际煤化工发展
论坛上表示，当前许多地方和企业把煤
化工作为重点投资领域，“尤其是西部

‘逢煤必化’的倾向十分突出，规划项目
十分庞大”。

根据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的
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已经开展前期工
作和规划的煤制烯烃项目53个，产能合计
3300万吨；煤制油项目7个，产能合计1390
万吨；煤制乙二醇项目19个，产能合计470
万吨；煤制天然气项目18个，产能合计740
亿立方米。

“如果上述项目全部建成，煤制烯烃产
量将远远超过国内市场需求。在当前原油
价格大幅下降的情况下，煤制油、煤制天然
气的经济效益将面临严峻挑战。如不及
早控制，必将带来巨大的投资、环境和产
能过剩风险。”李寿生说。

西部“逢煤必化”藏隐患
盲目发展问题突出，如果不及早控制，必将带来巨大的投资、

环境和产能过剩风险

同质化严重也是我国煤化工发展中
的突出问题。李寿生指出，我国已建成
和正在建设的煤化工项目多集中在煤制
甲醇、煤制烯烃、煤制乙二醇等项目上。
以煤制烯烃为例，多生产乙烯等产品，后
端项目中的聚乙烯、聚丙烯都集中在少
数几个通用品牌上，高端品牌、专用品牌
数量很少。“若不能实现高端化、差异化
发展，很快就会出现产能过剩和恶性竞
争的混乱局面。”

多年来，为促进煤化工行业发展，国
家支持建设了一些示范项目。但遗憾的
是，至今未从国家层面对这些示范项目
进行评估和总结，有些示范项目中出现
的问题正在其他项目中复制和遗传，由
此也付出了很大代价。

国家能源局总经济师李冶直言，在
项目建设方面，已经获得核准的煤化工

项 目 普 遍 存 在 批 小 建 大 、过 程 滞 后 、
工 程 建 设 超 概 算 的 问 题 。 他 说 ，作 为
化 学 工 业 ，“ 安 稳 长满优”（安全、稳定、
长期、满负荷、优化）非常重要，但部分煤
化工项目由于设计缺陷、装置故障、产品
市场等问题，没 有 实 现 长 周 期 、满 负 荷
运行。

李冶同时强调，煤化工是高度复杂
的大型工业项目，但现在有些项目主体
不具备驾驭这样项目的能力，缺乏大型
能源化工工程的建设、运行管理经验。

他举例说，一家大型企业的煤化工
项目投产试车时，曾要求相关部门组织
专家、有丰富经验的一线指挥长等到现
场“保开车”，很多问题都是这些专家在
现场发现并帮助解决的。“也就是说，煤
化工项目不是什么企业都能干的，也不
是有钱就能干成的。”

不是有钱就能干煤化工
对示范项目没有进行评估和总结，很多问题在重演

9 月 10 日，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
在官方网站公布《内蒙古伊泰化工有限
责任公司 120 万吨/年精细化学品项目
取水许可决定书》，批准其年取黄河地表
水总量 1080.9万立方米。

水资源对煤化工行业发展的制约作
用明显，这已经是行业的共识。据李寿
生介绍，目前，我国利用煤直接制油的吨
油水耗为 5.8 吨，间接制油的吨油水耗为
6 吨~9 吨，煤制天然气的每立方米天然
气用水量为 8.1 吨，煤制烯烃的吨产品水
耗更是高达 22吨~30吨。

然而，我国的煤炭资源和水资源呈
逆向分布的特点，有煤的地方缺水，水多
的地方又缺煤。据悉，我国西部省区的
煤炭资源占全国的 90.1%，特别是黄河
中上游的晋、陕、蒙、宁四省区煤炭资源
占有量为全国的 67%，但水资源仅占全
国的 3.85%。

“我们要围绕煤炭资源优势和水资
源 劣 势 做 好 两 篇 大 文 章 ，不 能 顾 此 失

彼。”李寿生说。
石 油 和 化 学 工 业 规 划 院 院 长 助

理 、能 源 化 工 处 处 长 李 志 坚 曾 向 媒 体
表 示 ：“ 我 国 煤 化 工 产 业 增 量 主 要 分
布 在 鄂 尔 多 斯 盆 地 地 区 、蒙 东 地 区 、
新 疆 准 东 地 区 、新 疆 伊 犁 地 区 。 鄂 尔
多 斯 盆 地 地 区 现 有 项 目 全 部 实 施 需
要新增 4.5 亿吨/年用水量。由于这一
区 域 用 水 主 要 来 自 黄 河 ，在 用 水 已 经
较缺乏的形势下再新增 4.5 亿吨/年用
水 量 ，水 资 源 非 常 紧 张 。 新 疆 准 东 地
区 通 过 建 设 引 水 工 程 ，目 前 300 亿 立
方 米/年 煤 制 天 然 气 项 目 的 用 水 基 本
可 以 保 障 ，但 未 来 再 建 设大型煤化工
项目的潜力也较小。”

李冶承认，由于 环 境 约 束 ，目 前 经
国 家 批 准 已 启 动 前期工作的 12 个煤制
燃料项目很难在“十三五”期间全部实
施，包括煤制气项目 8 个 ，总规模达 700
亿立方米，煤制油项目 4 个，总规模 680
万吨左右。

水从哪里来？
煤炭资源和水资源逆向分布，黄河承担巨大压力

“比取水更难的，是没地方排水。”
环境保护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石化轻
纺评估部主任周学双说，很多项目因
此提出“零排放”的概念。2012 年 7 月
至今，国家发改委发放“路条”的 31 个
煤化工项目中普遍都提出要实现“零
排放”。“但截至目前，国内还没有一个
煤化工项目真正做到‘零排放’，真正

‘零排放’的代价很大。”周学双说。
周学双认为，所谓“零排放”是指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所有废水都得到综
合利用，而且处理过程稳定可靠，处理
产生的副产物（包括气相、固相污染
物）都必须得到安全处理。

当前，高浓度含盐废水处理是煤
化工项目面临的最大难题。但是，高

浓度含盐废水中只含盐吗？哈尔滨工
业大学的检测发现，废水中含有 140
多 种 污 染 物 质 ，其 中 包 括 30 多 种 致
癌、难降解的有机物。

“‘零排放’是一个系统性问题，不
仅是水的问题，把盐从水中拿出来只
解决了一部分问题，真正的‘零排放’
还必须要确保分离出来的这些盐不产
生二次污染。同时，还要通过水平衡
测算处理后的废水是否能够全部实现
回用，还要看废水处理过程中产生的
有机废气是否会形成二次污染等。”周
学双说，真正可行的“零排放”是在工
艺上解决的，是实现资源最大化利用，
吃干榨净，现在的末端处理只是无害
化处理。

污水往哪里排？
比取水更难的，是没地方排水，零排放难实现

今年以来，多个煤化工项目环评
受阻，让整个行业受到很大震动。“这
几个项目是风向标，其他拿到路条的
项目都不敢往上报环评，都在看下一
步怎么走。”韩洪军说。

他同时透露，有关部门马上要对
全国正在运行的煤化工项 目 进 行 环
保 大 普 查 ，但 有 的 项 目 试 运 行 4 年
仍 未 进 行 环 保 验 收 ，这 已 经 是 彻
底 违 规 。“ 包 括 神 华 、大 唐 在 内 的
企 业 都 非 常 着急，也曾召集国内专
家 进 行 研 究 分 析 想 办 法 ，尤 其 是 大
唐 的 现 状 更 为 严 峻 ，环境问题解决
不了，项目迟迟不能收到投资效益。”

在鄂尔多斯，多位煤化工企业负
责人告诉记者，现在煤化工行业发展
的最大问题就是环保。石油和化学工
业规划院院长顾宗勤也证实，环评收紧
让很多企业压力大增，一些没有通过环
评的项目业主也纷纷找他们出主意，
但解决问题是以经济效益为代价的。

他告诫企业，要清醒地认识到煤
化工发展中的环境问题。“现在要扎扎
实实做好，不能糊弄，像过去那样审批
一套、建成是另外一套的做法不行了。”

为什么今年多个煤化工项目环评
被否？盐的去向是主要问题之一。作
为环评专家，韩洪军参与了国内多个
煤化工项目的环评工作。他告诉记
者 ，从 高 浓 度 含 盐 废 水 中 分 离 出 杂
盐不难，环评专家关心的不是杂盐怎
样出来的，而是杂盐的资源化问题，也
就是杂盐究竟去哪儿。

“煤化工废水分离产生的杂盐因
含有多种有机物及微量重金属而被划
定为危废，如何实现资源化利用仍困

扰着行业发展。”韩洪军透露，某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中提供了业主方与其
他企业签订的杂盐销售协议，但未明
确阐述杂盐在销售后的具体用途，仍
未获得认可。“这在评估专家看来叫污
染物转移，并不是杂盐的处置措施。”

而且，被分离出来的杂盐一旦受
潮解析，其中的污染物就会随之重新
回到环境中。“有企业负责人说，要按
照处理核废料的标准来处理杂盐，环
评 专 家 没 意 见 ，但 真 正 实 施 的 成 本
呢？”韩洪军说。

杂盐资源化问题已经引起国内环
保企业的关注，目前国内已经有近十
家环保公司完成了相关实验和小试研
究，但相关技术还没有经过稳定的中
试和示范工程验证。

韩洪军建议，企业在项目环评报
告中要论证各项污染物处理措施的经
济可行性和可靠性，结合结晶盐分离
技术综合论证杂盐处置方案的可靠
性。“相关技术没有稳定运行 3 个月的
示范项目，是不会得到专家承认的。”

在处置过程中，还必须解决杂盐
中污染物的归宿问题。“在结晶分盐后
的成品中，氯化钠含量达到 95%以上
不难，环评专家关心的是另外 5%是什
么。如果那 5%中含有致癌有机物，这
样的盐可能就无法实现资源化。因
此，在结晶分盐的过程中要说清楚杂
盐中的有机物去哪里了。”韩洪军说。

为此，韩洪军呼吁有关部门尽快
组织编制结晶分盐的技术标准。“否
则，分离出的盐再白，环评专家也不敢
签字认可。有了相关标准，可能会有
助于煤化工项目环评的通过。”

环评受阻为哪般？
结晶盐去向困扰行业发展，目前还没有成熟技术

◆本报记者刘秀凤

图为内蒙古自治区伊泰集团有限公司煤制油项目。本报记者刘秀凤摄

如果规划项目全部
建成，煤制烯烃产量将远
远超过国内市场需求。在
当前原油价格大幅下降的
情况下，煤制油、煤制天然
气的经济效益将面临严
峻挑战。

国家支持建设了一
些煤化工示范项目，但至
今未从国家层面对这些
示范项目进行评估和总
结，有些示范项目中出现
的问题正在其他项目中
复制和遗传。

比取水更难的，是没
地方排水。截至目前，国
内还没有一个煤化工项
目真正做到“零排放”，真
正“零排放”的代价很大。

有关部门马上要对
全国正在运行的煤化工项
目进行环保大普查，但有
的项目试运行4年仍未
进行环保验收，这已经
是彻底违规。

要清醒地认识到煤
化工发展中的环境问题，
要扎扎实实地做好，不能
糊弄，像过去那样审批一
套、建成是另外一套的做
法不行了。

■重点提示

◆班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