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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main] 金融衍生品跟踪报告模板 煤化工专题: 

2024 年化工用煤持增长态势 

 

摘要： 

2023年我国原煤消费量 49.27亿吨，按照我们理论

计算，化工煤用量占比 6%，2024年预计化工耗煤占比提

升至 7%以上。我们认为，未来随着煤化工产能的释放，

化工用煤比例稳定提升，但随着政策对化工用煤的管控和

新装置单耗的降低，未来化工用煤或存在天花板。 

不同化工品的用煤类型和工艺存在一定区别，导致煤

耗有一定不同，所以下列计算都不可避免的存在偏差。我

们以每种化工品的年度产量*煤单耗，计算出大致的历史

耗煤量，再通过 2024年 1-5 月的同比比例，推算出 2024

年全年各化工品的耗煤量。 

后市展望： 

化工用煤无疑是未来煤炭需求主要的增长点之一，虽

然需求占比较小，但一定程度上支撑中长期煤炭价格。后

续陆续步入迎峰度夏的关键时期，电厂日耗回升，煤价表

现或易涨难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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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化工品煤耗理论计算 

根据我们理论计算得出，甲醇和合成氨为国内耗煤排名靠前的化工品。 

中国化工品耗煤量 

 
甲醇（亿

吨） 

合成氨

（万吨） 

PVC（万

吨） 

纯碱（万

吨） 

乙二醇

（万吨） 

总计（万

吨） 
同比 

2021 年 1.57 4652 2907 2169 1283 26711  

2022 年 1.61 5042 2764 2208 1437 27551 3.14% 

2023 年 1.68 5747 2721 2418 1775 29461 6.93% 

2024 年

（预计） 
1.88 6494 3365 2829 2095 33583 13.99% 

数据来源：钢联数据，中信建投期货 

 

甲醇耗煤 

2吨的动力煤生产 1吨甲醇，按照甲醇的产量计算耗煤量，理论测算 2021年、2022年、2023 年

甲醇耗煤量分别为 1.57亿吨、1.61 亿吨、1.68亿吨，同比增加 2%、3.1%、3.7%。2024年 1-5月耗

煤 7486 万吨，同比 2023年 1-5月增加 12%。如果按 12%的同比增量计算 2024 年耗煤量，甲醇耗煤

大致 1.88亿吨，究其主要原因：2024 年原料煤价格下行，上游工厂生产利润好转，开工积极性同比

往年明显提高，但考虑到未来国内甲醇自身产能增速有限，未来甲醇的耗煤量可能趋于稳定。 

合成氨耗煤 

以块煤为例，吨氨耗煤在 1.1至 1.5吨之间，而吨尿素耗氨在 0.57 至 0.62 吨之间，尿素耗煤

0.627（1.1*0.57）至 0.93（1.5*0.62）之间，但平时一般采用 0.7 吨计算。合成氨占比中，约 60%

生产尿素，所以把合成氨的产量*60%*0.7吨，其余 40%按照 1.3吨煤生产 1吨合成氨计算，得出国

内合成氨耗煤量，2024年 1-5月耗煤 2585 万吨，同比 2023 年 1-5月增加 13%。此外，理论测算

2021 年、2022 年、2023年合成氨耗煤量分别为 4652 万吨、5042万吨、5747 万吨，同比增加 0%、

0.8%、13%。如果按 13%的同比增量计算 2024 年耗煤量，大致 6494 万吨。 

 



 
3 

 

 
 
 
 

 

能化研究•煤化工专题 

3期货交易咨询业务资格：证监许可〔2011〕1461 号 

PVC 耗煤 

PVC 分为乙烯法和电石法，电石法生产 PVC 工艺占比 80%，主要以煤为原料，假设 1吨 PVC耗煤

1.6 吨，理论测算 2021年、2022年、2023 年 PVC耗煤量分别为 2907 万吨、2764万吨、2721 万吨，

同比增加 6.21%、减少 4.92%、减少 1.54%。2024年 1-5月耗煤 1177 万吨，同比 2023 年 1-5月增加

2.37%，以此比例理论计算，2024年耗煤量 3365万吨。 

 

纯碱耗煤 

1吨氨碱需耗费 0.6 吨动力煤，1吨联碱法纯碱需耗 0.9 吨动力煤，按照 0.75 吨动力煤生产 1

吨纯碱计算。理论测算 2021 年、2022 年、2023年纯碱耗煤量分别为 2169 万吨、2208 万吨、2418

万吨，同比增加 5%、2%、10%。2024 年 1-5月耗煤 1159 万吨，同比 2023年 1-5 月增加 17%，以此比

例理论计算，预计 2024年耗煤量 2829万吨。 

 

乙二醇耗煤 

由于不同煤种或者炉子类型不同，煤耗存在差异，我们假设煤制乙二醇生产需要大致消耗 3吨

动力煤，理论测算 2021年、2022年、2023 年乙二醇耗煤量分别为 1283万吨、1437 万吨、1775万

吨，同比增加 34%、12%、24%。2024 年 1-5月耗煤 820 万吨，同比增加 18%，以此比例理论计算，预

计 2024 年耗煤量 2094.5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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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化工用煤需求继续增加，但存在天花板 

整体来看，在煤价趋于稳定后，上游产业利润修复，煤化工装置生产负荷保持高位，且新项目

投产，导致中国化工用煤整体成增长态势。我们预计 2024 年，化工行业合计耗煤（甲醇、合成氨、

PVC、纯碱、乙二醇）大约在 3.35亿吨，增速达到 14%；细分来看，乙二醇、纯碱、合成氨、甲醇等

同比用煤增速都超过 10%以上，PVC 的用煤增速较弱，主要与投产情况有关。从投产来看，2024 年合

成氨预计投产 280 万吨、煤制乙二醇 190万吨、甲醇 200 万吨、纯碱 200万吨、PVC电石法 30万

吨，后续化工用煤仍有增量。 

然而，考虑到政策导向（2023年国家发改委明确表示从严从紧控制现代煤化工产能规模和新增

煤炭消费量；确需新建的现代煤化工项目，应确保煤炭供应稳定，优先完成国家明确的发电供热用

煤保供任务，不得通过减少保供煤用于现代煤化工项目建设），以及建设化工厂需要满足碳指标限

制，传统化工品未来的新增产能受限，间接控制了煤炭消费量的增速或者绝对体量，且新型煤化工

耗煤基数低、实际增量有限，未来化工煤的需求或存在天花板（但具体时间节点难以把握），行业

内更多的推行绿氢、绿氨、绿醇等绿色原料方向。 

 

  



 
5 

 

 
 
 
 

 

能化研究•煤化工专题 

5期货交易咨询业务资格：证监许可〔2011〕1461 号 

联系我们 

  

  

  

重要声明 

本报告观点和信息仅供符合证监会适当性管理规定的期货交易者参

考，据此操作、责任自负。中信建投期货有限公司（下称“中信建投”）

不因任何订阅或接收本报告的行为而将订阅人视为中信建投的客户。 

本报告发布内容如涉及或属于系列解读，则交易者若使用所载资料，

有可能会因缺乏对完整内容的了解而对其中假设依据、研究依据、结论等

内容产生误解。提请交易者参阅中信建投已发布的完整系列报告，仔细阅

读其所附各项声明、数据来源及风险提示，关注相关的分析、预测能够成

立的关键假设条件，关注研究依据和研究结论的目标价格及时间周期，并

准确理解研究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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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对本报告所载资料的准确性、可靠性、时效性及完整性不作

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本报告中的资料、意见等仅代表报告发布之时的

判断，相关研究观点可能依据中信建投后续发布的报告在不发布通知的情

形下作出更改。 

中信建投的销售人员、交易人员以及其他专业人士可能会依据不同假设和

标准、采用不同的分析方法而口头或书面发表与本报告意见不一致的市场

评论和/或观点。本报告发布内容并非交易决策服务，在任何情形下都不构

成对接收本报告内容交易者的任何交易建议，交易者应充分了解各类交易

风险并谨慎考虑本报告发布内容是否符合自身特定状况，自主做出交易决

策并自行承担交易风险。交易者根据本报告内容做出的任何决策与中信建

投或相关作者无关。 

本报告发布的内容仅为中信建投所有。未经中信建投事先书面许可，

任何机构和/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对本报告进行翻版、复制和刊发，如需

引用、转发等，需注明出处为“中信建投期货”，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

何增删或修改。亦不得从未经中信建投书面授权的任何机构、个人或其运

营的媒体平台接收、翻版、复制或引用本报告发布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版

权所有，违者必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