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甲醇上游行业发展现状及未来趋势 

作者：天琪期货李殿春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稳步发

展期货市场，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逐步推出为大宗商品生产者和消费者提供发现价格

和套期保值功能的商品期货品种”的精神，中国证监会于 10 月 13 日正式批准郑州商品交易

所开展甲醇期货交易。10 月 28 日，甲醇期货在郑州商品交易所成功上市，从而将大众极少

关注的甲醇推进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视野。那么甲醇是由什么生产出来的，甲醇上游原料能否

支撑甲醇的可持续发展呢？本文将就甲醇上游行业的发展现状及未来趋势进行分析。 

一、甲醇基本情况 

㈠ 甲醇属新兴替代能源，近年来消费量快速增长 

甲醇是一种重要的基础性有机化工原料，在化工行业和新兴的替代能源领域具有重要地

位。甲醇替代能源的目标主要是：甲醇制二甲醚替代民用液化石油气和替代柴油，甲醇燃

料替代汽油，甲醇制烯烃替代传统的石化原料。 

甲醇的上游生产原料是煤炭、天然气和焦炉气，下游是用来生产甲醛、二甲醚和醋酸等

一系列有机化工产品，近年来在二甲醚、烯烃等石油替代领域也逐步得到应用。随着国民经

济的快速增长，甲醇产量稳步增长（详见图 1）。2010 年，我国甲醇产量 1575 万吨，约占

全球的 25%；表观消费量 2093 万吨，约占全球的 45%；2011 年 1 至 9 月累计产量 1499.8

万吨，同比增幅 26.1%。2006 年以来，我国甲醇消费量年均增长率超过 20%，远高于同期

GDP 的年均增长速度。 

 

图 1：我国甲醇当月产量 

                                                                   单位：万吨 

 

㈡ 从产能分布来看，主产区均分布在上游原料充裕之处 

我国甲醇的主产地为山东、内蒙古、河南、陕西、海南、山西、河北等省区，2011 年

前 9 个月甲醇产量分别为山东 264.70 万吨、内蒙古 165.15 万吨、河南 158.98 万吨、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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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19 万吨、海南 98.87 万吨、山西 93.10 万吨、河北 73.32 万吨，合计占全国总产量的 65.56%

（详见图 2）。从产量的主要分布地点可以看出，甲醇产地主要分布在上游原料的主产地，

其中山东、内蒙古、河南、陕西、山西、河北均是以煤炭为主要原料，而海南由于南海有丰

富的天然气，故以天然气为主要原料。 

图 2：2011 年 1 至 9 月我国主要甲醇生产地区的产量比重 

                                                                     单位：% 

 

二、甲醇上游原料的发展 

自 1923 年德国 BASF 公司首先用合成气在高压下实现了甲醇的工业化生产以来，甲醇

合成的原料路线经历了很大变化。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多以煤和焦炭为原料；50 年代以后，

以天然气为原料的甲醇生产流程被广泛应用；进入 60 年代以来，以重油为原料的甲醇装置

有所发展。目前，欧美国家主要采用天然气为原料生产甲醇，该工艺具备投资低、无污染的

优点，且无需过多考虑副产物销路。但我国缺少廉价的天然气资源，而煤储量远大于石油、

天然气储量，随着石油资源紧缺、油价上涨，在大力发展煤炭洁净利用技术的背景下，很长

一段时间内煤将是我国甲醇生产最重要的原料。 

从甲醇生产工艺来看，2010 年中国甲醇总产能 3756.5 万吨，其中煤制甲醇产能为 2369

万吨，占总产能的 63%；焦炉气制甲醇产能有所增加，达到 592.5 万吨，所占比例增至 15.8%

左右；而天然气制甲醇产能所占比例则小幅缩减至 21.2%左右，产能为 795 万吨（详见图 3）。 

图 3：2010 年我国甲醇生产原料分类情况 

 



 

 

三、煤炭行业发展现状及未来趋势 

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世界对能源需求不断增加，而我国的经济发展更是引人注目，近

年来，煤炭工业也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产量大幅增长，满足了我国经济日益增长对煤炭需求

不断增加的需要。 

㈠ 世界煤炭资源丰富、区域分布不均衡 

煤炭是世界储量最丰富的化石燃料。根据世界能源理事会能源资源调查结果，2010 年

世界探明的煤炭储量为 8609.38亿吨，按世界目前的的煤炭开采水平计算，采储比为 118 年。

从地区分布来看，世界各地的煤炭资源分布并不平衡，煤炭主要集中在欧亚大陆、亚太地区

及北美，占总探明储量的 94.8%（详见图 4、图 5）。 

图 4：2010 年各地区探明的煤炭储量所占比例 

                                                                    单位：% 

 

 

数据来源：世界能源理事会能源资源调查 天琪期货 

 

图 5：全球煤炭资源分布图 

 
 

从各国的储量分布来看，储量分布也极不均衡，大部分煤炭资源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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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将近 60%煤炭储量的集中在美国(27.6%)、俄罗斯联邦(18.2%)和中国(13.3%)，此外，澳

大利亚、印度、德国、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南非 6 个国家共占 32%。（详见图 6） 

 

图 6：2010 年世界主要国家探明的煤炭储量 

                                                   单位：百万吨 

 

数据来源：世界能源理事会能源资源调查 天琪期货 

㈡ 我国煤炭资源储量丰富、煤种齐全 

煤炭资源在我国的能源矿产中是最丰富的矿产资源，探明的煤炭储量为 1145 亿吨（来

源于世界能源理事会能源资源调查），煤炭基础储量 2793 亿吨（来源于国家统计局），据第

三次全国煤炭资源预测与评价，我国预测煤炭资源量约为 5.57 万亿吨，随着后续勘探工作

的推进，我国新的煤炭资源将会陆续发现，按目前的生产和消费水平，可以开采使用 100

年以上。 

煤炭资源的种类齐全，包括了从褐煤到无烟煤各种不同煤化阶段的煤；数量和分布极不

均衡。褐煤和低变质烟煤资源量占全国煤炭资源总量的 50%以上；而中变质煤即传统意义的

“炼焦用煤”数量较少，特别是焦煤资源更显不足；高变质煤(无烟煤)占 11.56%。从制甲醇

的生产工艺而言，要制取甲醇必须先要将煤炭气化，而粘结性较弱的褐煤、低变质烟煤、无

烟煤均是较为理想的原料；至于粘结性较强的中变质煤，由于其资源稀缺的属性，基本都用

来炼制焦炭，以满足我国钢铁工业的需求，而炼焦的副产品——焦炉煤气却可以用来生产甲

醇。因此几乎所有煤炭种类都可以直接或间接的做甲醇生产的原料。 

㈢ 我国煤炭工业现状 

煤炭是我国重要的基础能源和重要原料，煤炭工业的发展支撑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十一五”以来，我国煤炭工业建立并逐步完善了市场化机制，实现了安全生产形势的稳步

好转，促进了上下游产业协调发展，煤炭工业发展的科学化水平显著提升。 

1、煤炭产量持续增长 

由于我国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的增长，使我国对能源的需求也与日俱增，而我国是一个

富煤贫油的国家，长期以来，煤炭在中国一次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中一直占三分之二以上，

为了保证国民经济的发展，我国煤炭产量也逐年上升（详见图 7），从而为经济的增长提供

源动力。全国煤炭产量由 2005 年的 23.5 亿吨增加到 2010 年的 32.4 亿吨，年均增加 1.78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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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2010 年的我国煤炭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 48.3%，稳居世界第一位（详见图 8）。全国煤

炭进出口由 2005 年的净出口 4494 万吨转为 2010 年净进口 1.46 亿吨；全国规模以上煤炭企

业利润总额由 550 亿元增加到 3000 亿元；全国煤矿百万吨死亡率由 2.81 下降到 0.749。 

2、煤炭市场价格形成机制逐步建立 

反映资源稀缺程度、供求关系、煤矿安全和矿区环境治理成本的煤炭市场价格形成机制

逐步建立，国内市场煤炭价格与国际煤炭价格基本接轨。煤炭订货制度也逐步市场化，区域

煤炭交易中心相继建立，逐渐形成了煤炭供需双方自主订货、自主衔接、协商定价的订货机

制，国家煤炭应急储备基地建设稳步实施。 

图 7：我国历年煤炭产量 

                                                             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天琪期货 

 

图 8：2010 年世界主要产煤国家的煤炭产量  

                                                     单位：百万吨 

 
数据来源：世界能源理事会能源资源调查 天琪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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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产业结构调整、资源整合深度进行，煤炭大基地建设形成 

一些企业开始了跨地区、跨行业的产业联合，煤、电、化、路、港、航产业链开始形成，

一批劣势企业退出市场。煤炭大基地建设初步形成，2010 年全国规划建设的 13 个大型煤炭

基地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 86%。大煤矿产量比重增加，截至 2010 年底，全国已建成年产 120

万吨以上的大型煤矿 661 处，产量 18.8 亿吨，大集团快速发展壮大。通过加大煤炭企业兼

并重组，全国年煤炭产量超过 5000 万吨的企业达到了 13 家，总产量占全国的 40.96%。 

4、科技支撑作用明显增强、大力发展煤炭深加工项目 

在“十一五”期间，全国煤炭科技投入总额 1148.5 亿元，占总产值的 2.75%，实施国家

科技大型示范工程项目 13 个，重点课题近 300 项.。新型煤化工示范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

果，煤制油、煤制烯烃、煤制二甲醚、煤制乙二醇等新型煤化工示范工程的首套装置先后建

成投产。 

㈣ 我国煤炭工业发展趋势 

1 产业布局将发生明显改变 

由于我国煤炭储量分布极不均衡，北多南少，西多东少，十二五期间全国煤炭生产开发

布局将变为：控制东部、稳定中部，开发西部。在建设方面，东部将接续建设，中部适度建

设，西部重点建设。到十二五末，东部的煤炭产量控制在 5 亿吨以内，中部煤炭产量占 35%

左右，西部煤炭产量增量占 65%。届时，“北煤南运、西煤东调”的规模将进一步扩大。 

2 矿井大型化，提高产业集中度 

在“十二五”期间，我国煤炭产业将提高产业集中度，建设大型高效现代化矿井，使

30 万吨/年以下的小煤矿逐步退出生产领域。到 2015 年我国煤炭产量将达到 36 亿至 38 亿

吨，其中大型煤矿产量 25 亿吨，占 66%以上，30 万吨级以上中小型煤矿产量 8 亿吨，30

万吨以下小煤矿产量控制在 5 亿吨以内，占全国煤炭总产量的 13%。 

3 发展循环经济产业，建设生态矿山 

将推进以煤为基础的循环经济产业发展，提高煤矸石、矿井水、瓦斯和与煤共伴生资源

的综合利用水平；推进煤矿充填、保水等示范工程建设，加强矿区环境保护和采煤沉陷区治

理，努力促进煤炭资源开发、矿区生态环境保护与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4 大力开发和推广洁净煤技术 

洁净煤技术可使煤炭成为高效和比较洁净利用的燃料，是中国能源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选

择，包括四个部分，即煤炭加工技术、燃烧技术、煤炭转化技术和开发利用中的污染控制技

术。 

中国已成为世界煤炭焦化生产、消费及贸易大国。通过气化、液化等转化技术，生产替

代石油的发动机燃料和化工产品，如乙烯、丙烯等。大力发展现代化高效燃煤发电技术，改

变我国终端能源的消费结构，减少煤炭直接燃烧造成的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保障能源供给

和安全。 

四、天然气行业发展现状及未来趋势 

㈠ 天然气性能较煤气优越，而我国天然气储量较少，供需缺口逐年增大 

天然气是一种多组分的混合气体，主要成分是烷烃，另有少量的乙烷、丙烷和丁烷，此

外一般还含有硫化氢、二氧化碳、氮和水气，以及微量的惰性气体等。天然气热值一般高达

8500 大卡/公斤，远超过煤气的 3000 大卡/公斤；天然气燃烧后产生的温室气体只有煤炭

的 1/2、石油的 2/3，对环境造成的污染远远小于石油和煤炭。然而我国是一个“富煤、贫

油、缺气”的国家，化石能源资源较为丰富，煤炭占主导地位（列世界第三位）；已探明的



 

 

石油、天然气资源储量相对不足，根据 EIA2010 年统计的数据，我国已探明的天然气储量仅

占全球探明储量的 1.62%（详见图 9）。从而导致我国能源一直以煤炭为主，自 1978 年至 2009

年，我国的煤炭使用占总能源消费比重基本保持在 70%以上，余下约 20%的能源使用来自石

油，而天然气的使用比率仅在 2%至 4%之间徘徊。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天然气消费量明显

增快。2010 年中国天然气消费量 1090 亿立方米， 是 2000 年 245 亿立方米的 4 倍多。2010 

年国内天然气产量为 967.6 亿立方米，比上年增长 13.5％。供需缺口近 122.4 亿立方米，

天然气净进口量逐年增多（详见图 10）。 

 

图 9：2010 年世界主要国家的天然气探明储量 

                                                         单位：十亿立方英尺 

 

数据来源：EIA 天琪期货 

 

图 10：我国历年天然气消费量与进口量的对比图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天琪期货 

㈡ 国家采取相应政策，保护天然气资源，天然气制甲醇受限制 

随着我国天然气资源的短缺，国家也出台了相应的政策。2007 年 8 月 30 日，国家发改

委制定的《天然气利用政策》正式颁布实施，规定对已建用气项目，维持供气现状。在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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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核准的用气项目，若供需双方已签署长期供用气合同，按合同执行，未落实用气来源的应

在限定时间内予以落实。这使得部分拥有天然气资源优势的地区不能再新建、改扩建甲醇项

目，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甲醇行业产能扩张的步伐。 

2011 年 3 月 27 日，国家发改委公布《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 版）》，其中将天

然气制甲醇、100 万吨/年以下煤制甲醇生产装置（综合利用除外）列为限制类，严格限制

甲醇产能的无序扩张与盲目建设。 

五、焦炉煤气行业发展现状及未来趋势 

㈠ 我国焦炉煤气产量大，但目前利用并不充分 

随着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的焦化工业随着钢铁工业的高速增长发生了巨大变化，

炼焦炉在向机械化、大型化和自动化方向发展的同时，焦炭产量也逐年上涨（详见图 11），

2010 年我国焦炭产量达 3.84 亿吨，2011 年前 9 个的产量达 3.22 亿吨，预计全年焦炭产量

将达 4 亿吨。随着我国未来经济的持续发展，我国的焦炭产量将长期保持在高位运行。 

图 11：我国焦炭当月产量 

                                                                单位：万吨 

 

 

我国的焦炭产量如此巨大，而做为其附属产品的焦炉煤气却利用的不够充分。所谓的焦

炉煤气是指炼焦用煤在炼焦炉中经高温干馏后，在产出焦炭和焦油产品的同时所得到的可燃

气体，是生产焦炭的副产品。其主要成分是氢气和甲烷，还含少量烯烃、一氧化碳和二氧化

碳等。长期以来，焦化产业产生的焦炉煤气多以“点天灯”的方式被白白烧掉。根据经验，

每炼 1 吨焦炭，会产生 430 立方米左右的焦炉煤气。这些焦炉煤气中的一半用于回炉助燃，

另外约 200 立方米必须使用专门的装置进行回收，否则只能直接排入大气，或者燃烧排放。

2007 年山西省生产焦炭 9897 万吨，产生的焦炉煤气除有约 10％以城市煤气供应、发电等

形式被回收利用外，还有约 200 亿立方米被白白排放掉。而国家耗资 1400 亿元建设的西气

东输工程，每年只能将 120 亿立方米的天然气从新疆送到-上海。也就是说，仅山西一省每

年排放掉的焦炉煤气量就接近两个西气东输工程的输气量。这既浪费了资源，也极大地污染

了环境。随着近年来节能减排以及环保要求的提高，焦炉煤气的利用率得到了一定改善，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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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若以全国 4 亿吨焦炭来讲算，每年至少可以有 800 多亿立方米的焦炉

煤气进行深加工。 

㈡ 焦炉煤气制甲醇前景广阔 

焦炉煤气的用途可划分为燃料用气、发电用气、化工用气几种，而根据有关研究单位对

年产 200 万吨焦炭的独立焦化企业进行发电、生产化肥与生产甲醇情况比较，生产甲醇统计

利润最高，生产化肥居中，发电利润最低。生产 1 吨甲醇约耗费 2100 立方米的焦炉煤气，

假设多余的焦炉煤气全部用来生产甲醇，将会产生 3800 万吨的产能，而 2010 年我国仅 592.5

万吨，因此焦炉煤气制甲醇的发展空间巨大，而且由于成本的低廉，焦炉煤气制甲醇将会随

着焦炭企业的整合逐步走上发展的快车道。 

六、上游原料价格与我国甲醇价格的相关性分析 

影响甲醇价格的因素很多，本文从上游原材料的价格与甲醇的价格相关性进行分析，以

求找出其中的对甲醇影响明显的，也是投资应该重点关注的因素。 

考虑数据的可比性与完整性，我们选取 2009 年 11 月至 2011 年 9 月区间的上海中山化

工市场的甲醇报价月均价、京唐港 Q5800 动力煤报价的月均价、36 个城市管道天然气月均

价、唐山二级冶金焦月均价进行分析比较，甲醇与动力煤、天然气、焦炭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622、0.363、0.489，价格对比图详见图 12~14。 

图 12：甲醇与动力煤价格对比图 

 

数据来源：wind 天琪期货 

 

图 13：甲醇与天然气价格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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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天琪期货 

图 14：甲醇与焦炭价格对比图 

 

数据来源：wind 天琪期货 

 

通过上面的相关性分析以及价格对比图可以看出，动力煤与甲醇的价格相关性最高，其

相关系数为 0.622，呈中度相关；在天然气方面，其价格与甲醇的相关性很弱，其一是因为

天然气制甲醇的所占的比例不高，其二则是由于天然气价格没有完全市场化，长期以来，国

内的天然气定价机制基本以成本定价，但具体操作起来，又变成了上、中游国家定价，下游

地方定价，造成其价格并不能反应市场的供求关系；焦炭与甲醇的价格相关性也比较低，相

关系数为 0.489，这主要是因为焦炉煤气制甲醇的比例较低的缘故。 

通过分析，我们应主要关注煤炭的价格对甲醇的影响；但在天然气方面，目前发改委正

在酝酿天然气价格改革，因此我们还需关注国家的政策导向，分析其对甲醇市场的冲击力度；

另外，随着国家节能减排力度的加大以及对焦炉煤气净化回收的支持，未来焦炉煤气制甲醇

所占的比例会有明显的上升，其价格相关性也将会有明显的提升，因此焦炭方面是我们未来

要关注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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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结论 

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以煤为主要原料进行合成氨和甲醇生产的国家。众所周知，煤化工

与石油化工、天然气化工比较，具有先天的不足。主要表现在：工艺流程长，技术复杂；产

品较单一，产业链较短；废物排放多，环保问题突出；装置投资高，经济效益较差。但是，

随着煤化工技术的发展和国际石油形势的日趋紧张，为了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发展以及能源安

全的重要保障，发展煤化工产业已是我国不得不进行的无奈选择。 

从能源结构稳定性来看，我国煤炭、石油与天然气人均储量与欧美、OECD 发达国家等

有相当大差距。而在储采比上，我国能源的可持续性也很差，如果在未来 10 至 20 年中仍没

有大的油田被发现，石油资源瓶颈将危及国内能源安全。而煤炭资源情况与世界平均水平最

为接近，具有相对比较优势，这决定了我国长期依赖煤炭的能源格局，早在“十一五”期

间，2006 年至 2020 年，我国计划斥资 1 万亿发展煤化工，其中装备费用占 50%，技术费用

占 10%。煤制甲醇、二甲醚、煤烯烃和煤制油在今后 15 年将是投资的重点。方向由传统煤

化工向现代煤化工转变。在甲醇生产方面，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甲醇都将主要以煤炭

为主要原料。 

天然气制甲醇方面，由于我国天然气储量的限制，供需缺口逐年增大，加之国家政策方

面的限制，未来天然气制甲醇所占的份额还会下降。 

焦炉煤气制甲醇方面，由于焦炉煤气的产量巨大，而且成本低廉，并受国家产业政策的

支持，未来焦炉煤气制甲醇的增速将会明显增快。 

总之，未来的甲醇生产中，仍将主要以煤炭气化制甲醇为主，天然气所站的比重将会

继续下滑，而焦炉煤气制甲醇的比例将会明显增加，增速将可能超过煤炭气化工艺。在上

游原料价格对甲醇价格影响因素中，以煤炭的价格影响最为突出，煤炭的价格走势是我们

分析甲醇价格趋势时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