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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焦油产生、深加工及管理现状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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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煤焦油兼具环境和资源属性，其资源化利用对于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具有重要作用，本研究全面梳理并分析了

我国高温和中低温煤焦油产生现状、组成和性质差异、深加工方式及其对应的产品、现有检测和产品标准，以及环境

和产业管理现状。最后，从行业管理、深加工技术、产品标准、法规政策等方面分析总结了存在的问题，并针对地提

出对策建议，以期为有效防控煤焦油利用过程环境风险、优化煤焦油产业链结构、建立现代化煤焦油管理体系提供

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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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焦油是煤炭焦化或煤炭/焦炭气化过程中因热解产生的液体副产品，根据热解工艺和温度的差异，大致

可将煤焦油分为高温煤焦油（900~1 050 ℃）、中温煤焦油（650~900 ℃）和低温煤焦油（450~650 ℃）[1-4]。

其中，高温煤焦油主要来源于高温炼焦，中温煤焦油主要来源于中温干馏半焦（兰炭）生产和低阶煤分级分

质利用提质煤生产，低温煤焦油主要来源于低温炼焦和烟煤或褐煤等固定床气化[2-3]，基于煤种和工艺先进程

度等不同，实际生产过程中中温干馏、低阶煤分级分质利用和固定床气化干馏段温度常涉及中温和低温两个

区间，因此上述工艺产煤焦油多以中低温煤焦油作为总称。各类煤焦油组成均极为复杂，目前已从高温煤焦

油中分离并认定的单种化合物约 400~500余种，占煤焦油总量的 50% 以上，如苯、二甲苯、萘、蒽、酚

等[5-6]。煤焦油中大量苯系物、多环芳烃、含硫化合物等多具有毒性且属于《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毒性物质含量

鉴别》（GB 5085.6-2007）[7] 有毒、致癌性、致突变性物质，相关毒性物质含量远超标准限值要求，若在转

移、贮存、利用和处置等环节操作不当，容易对大气、水和土壤带来较大环境污染风险。

煤焦油热值较高且富含各种高附加值化合物，使得其具有较强的资源属性，初期大量的煤焦油，特别是

产量丰富的高温煤焦油大都直接作为燃料在玻璃和陶瓷等行业粗放燃烧，带来显著环境污染的同时造成资源

严重浪费。传统煤焦油利用方式多采用分馏方法，依托各馏分沸点差异实现轻油、酚油、萘油、洗油、蒽油

和焦油沥青生产，该方法存在工艺落后、深加工程度不高等问题[8-9]。新型的分离、精制技术，如酚、萘、蒽

等深度提取、相关馏分加氢制取燃料油、全馏分加氢制取燃料油、先进碳基材料制备等是当下和未来研究重

点，也将为煤焦油深加工领域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支撑[10-19]。

2017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相继发布《煤炭深加工产业示范“十三五”规划》和《现代煤化工产业创新发

展布局方案》。2023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委最新印发《关于推动现代煤化工产业健康发展的通知》，

明确了煤炭深加工和现代煤化工发展势在必行。由此在传统煤化工基础上推动了以煤炭加氢加压直接液化，

大型高效煤气化为龙头实现间接液化煤制油、煤制天然气、煤（甲醇）制烯烃、煤制乙二醇，整体煤气化联

合循环发电（IGCC），低阶煤分级分质梯级利用等现代煤化工产业体系的发展[20-24]。大力发展现代煤化工和

煤炭清洁高效转化技术的背景下，煤焦油来源结构发生一定变化。

为摸清煤焦油产生来源和底数，本研究厘清了传统煤化工、现代煤化工、低阶煤分级分质利用等行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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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和中低温煤焦油产生现状；煤焦油深加工作为现代煤化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产
品多元化”的必要途径，本研究梳理了各类煤焦油组成、煤焦油深加工技术、煤焦油检测和产品标准等；煤焦

油具有危险废物、危险化学品和部分加氢产品成品油属性，进一步梳理了煤焦油环境和产业管理现状，总结

了煤焦油行业管理、深加工技术、产品标准、法规政策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对相关问题提出针对性建议，

以期为优化煤焦油产业链结构、建立现代化煤焦油危险废物管理体系提供借鉴。 

1    煤焦油产生情况

煤焦油来源于煤炭焦化和气化，其组成和性质取决于焦化和气化工艺选择、工艺条件等，其产量取决于

煤炭消费量、煤炭用于炼焦和气化占比、煤种和焦油产率等。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发布的《2022煤炭行业发展

年度报告》[25] 对煤炭生产和利用等经济技术指标进行了统计，2022年我国原煤产量为 4.56×109 t，煤制油、

煤制天然气、煤（甲醇）制烯烃和煤制乙二醇年产能分别为 9.31×106  t、6.13×109 m3、1.67×107  t和
1.16×107 t，公开信息显示，2022年上述行业总耗煤量已超过 2×108 t。国家统计局（2022中国统计年鉴）[26]

统计了 2020年煤炭消费结构情况，2020年全国煤炭消费量为 4.05×109  t，其中火力发电耗煤占比为

52.27%，炼焦耗煤占比为 16.29%，煤制油煤耗占比为 0.75%，煤制气煤耗占比为 0.82%，煤制烯烃等现代

煤化工耗煤未计入能源消费总量。煤焦油产率受预处理、工艺和煤种等多因素影响，因高温导致煤焦油二次

热解等原因，高温煤焦油产率相对比较固定，在装炉干煤量的 2.5%~4%[6,27-29]。降低热解温度，可一定程

度避免煤焦油二次热解，提高煤焦油产率，低阶煤中低温热解等产生的中低温煤焦油产率约在 6%~
25%[27,30-33]。富油煤是一种公认的特殊煤炭资源，是指焦油产率 7%~12% 的煤炭资源，焦油产率大于

12% 的煤炭资源称为高油煤[34]。 

1.1    高温煤焦油产生情况

高温煤焦油来源于煤炭高温炼焦，属于传统煤化工领域。炼焦包含常规焦炉、热回收焦炉、半焦（兰

炭）炭化炉 3种生产工艺[35]，产能已严重过剩，在国家环保和能耗双控产业政策管控之下，依法依规开展焦

化产业升级和落后产能淘汰是目前传统煤化工发展的重要趋势[36-37]。高温煤焦油的组成和物理性质波动范围

较大，这主要取决于炼焦煤种和炼焦工艺条件。据公开信息显示，近年我国高温煤焦油年产能在 2.60×
107 t浮动，产量在 1.90×107 t浮动。 

1.2    中低温煤焦油产生情况

1）半焦（兰炭）工艺产煤焦油。国内半焦的生产经历了土法炼制兰炭、机制兰炭和技术不断升级改造

的发展过程，属于传统煤化工领域。目前煤炭中温热解制取兰炭主要包括内热式直立炉热解工艺、回转炉热

解工艺等，内热式直立炉工艺典型代表有大连理工大学的固热载体新法干馏热解（DG）工艺、鲁奇三段炉工

艺、陕北内热式直立三段式低温干馏工艺（SJ）等，外热式直立炉由于热效率低，基本上已被淘汰；回转炉

热解工艺典型代表为煤炭科学研究总院北京分院多段回转炉热解工艺（MRF）[2,27,38-40]。煤炭热解制取兰炭过

程副产大量中温煤焦油，结合低阶煤分级分质利用和固定床煤气发生炉等产中低温煤焦油，所有类别中低温

煤焦油年产能在 1.00×107 t左右，实际产量在 7.00×106 t左右。

2）低阶煤分级分质利用产煤焦油。低阶煤是指处于低变质阶段的煤，根据煤化程度可分为低变质烟煤

（包括长焰煤、不黏煤、弱黏煤）和褐煤，我国低阶煤资源十分丰富，储量和产量均占煤炭资源总量的

50% 以上。低阶煤具有高灰分、高挥发分、低热值等缺陷，但同时具有高氧、高氢碳比等优势，直接燃烧或

者气化效率低、环境压力大。低阶煤分级分质利用是煤化工的一种“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形式，主要通过中

低温热解方式生产中低温煤焦油、煤气和提质煤（包括以低阶煤完全气化和部分气化为基础的分级分质利

用）。中低温煤焦油进一步深加工得到燃料油和其他化学品、煤气加工后可用于生产和生活燃气、耦合

IGCC等，提质煤可用于发电供热和气化原料等。分级分质利用是一种即可将煤炭资源吃干榨净，又能实现

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方式[41-44]。现阶段，以新疆哈密等地区为代表的低阶煤分级分质利用项目不断上马，且

多以富油煤为原料，不远将来中低温煤焦油产量将快速增加。

国外的低阶煤热解工艺以美国 Liquid-from-coal（LFC）低阶煤热解提质及其改进工艺、日本气流床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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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快速热解工艺、美国 Coal oil Energy development（COED）热解工艺等为代表[44]，国内基于中低温热解

制取兰炭工艺基础和对国外低阶煤热解工艺的引进吸收，分别形成了由延长集团、河南龙成集团、北京神雾

集团、陕西煤业研究院、中科院过程工程研究所等开发的低阶煤中低温热解技术体系[43]。另外一种低阶煤利

用技术基于循环流化床热解，该技术是以煤热解为核心的热、电、气、焦油多联产系统（与煤炭完全气化多

联产和煤炭部分气化多联产共同组成煤分级利用多联产技术），中科院过程工程研究所、中科院工程热物理

研究所、浙江大学、清华大学等均有相关工艺开发[45]。

3）煤气化产煤焦油。①固定床常压气化：常压固定床间歇气化炉（UGI）和在其基础上改进的两段式气

化炉在传统煤化工领域发挥了巨大作用，特别是对我国化肥生产贡献巨大。2种炉型均属于常压固定床气化

炉，两段式气化炉在 UGI炉上端基础上增加一段干馏段，煤炭在干馏段生成半焦和中低温煤焦油，半焦进入

气化段，中低温煤焦油由煤气带出[4,46-47]。2006年国家发改委出台了《关于加强煤化工项目建设管理促进产

业健康发展的通知》，于技术政策层面指出煤化工企业禁止核准和备案采用固定床间歇气化和直冷却的煤气

化项目；《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 年本）》也将“一段式固定煤气发生炉项目（不含粉煤气化炉）”纳
入淘汰类，由此 UGI气化炉和两段式气化炉均面临淘汰，其中 UGI气化炉部分企业仍在延续使用，两段式

煤气化炉已全部停止运行[46,48-49]。②固定床加压气化及其他气化：固定床加压气化属于现代煤化工气化技

术，现代煤化工包括煤炭直接液化、煤气化、费托合成、大型煤制甲醇、甲醇制烯烃、煤制乙二醇、煤制天

然气等[50]。煤炭直接液化是一种先进的洁净煤技术，主要工艺过程为在高温、高压下，将催化剂和自身液化

重油配成煤浆后直接加氢，生产煤制石脑油和柴油等产品[51]，神华鄂尔多斯百万吨级煤直接液化装置已实现

多年连续稳定生产。根据直接液化工艺和产品特征判断，煤炭直接液化不产生煤焦油。煤炭间接液化是先将

煤炭/半焦进行气化生产合成气，以合成气为原料通过费托合成生产出烃类燃料油及化工原料和产品的过

程[50,52]。可以看出，现代煤化工除煤炭直接液化外，其余几乎均以气化为龙头，固定床加压气化技术、流化

床气化技术和气流床加压气化技术得到快速发展和应用，相较于传统煤化工常压间歇气化技术具备煤种适应

性范围广、气化效率高等优势，已成为鄂尔多斯、陕西榆林、宁夏宁东、新疆准东 4个现代煤化工产业示范

区和其他若干现代精细煤化工基地的主要气化技术。

固定床加压气化技术在国内应用广泛，该气化技术的典型代表包括鲁奇加压气化炉、碎煤加压气化炉和

British gas lurgi（BGL）液态排渣气化炉[46-47]，气化过程煤炭/半焦从炉顶从上至下移动，经历干馏段，产生

中低温煤焦油。国内使用的流化床气化技术代表性工艺包括美国煤气化技术研究所（U-GAS）灰熔聚流化床

粉煤加压气化、在 U-GAS基础上改进的美国综合能源系统有限公司（SES）褐煤流化床加压气化、中国科

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的灰熔聚低压气化和循环流化床加压/常压气化[53]，其中 U-GAS、SES和灰熔聚气

化炉均不产生煤焦油或几乎不产生煤焦油[54-56]。循环流化床煤气化煤焦油产生情况与温度、压力、煤粒径、

气流速度等密切相关[57-59]，通过调整工艺参数，以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为代表的研究机构已实现循

环流化床煤气化不产生煤焦油[60]。气流床加压气化技术大都以纯氧等作为气化剂，在高温高压下完成气化过

程，具体可分为干法煤粉加压气化工艺和湿法水煤浆加压气化工艺，国内使用的代表性工艺有壳牌（Shell）
粉煤气化工艺、西门子粉煤气化工艺（GSP）、两段式粉煤气化工艺、德士古水煤浆加压气化工艺

（Texaco）、多喷嘴对置式工艺和多元料浆工艺等，气流床气化温度普遍在 1 200 ℃ 以上，该气化技术不产

生煤焦油[53,61]。煤炭气化高效化、大型化和高压化是下一步发展的趋势，同时气化渣、粉煤灰、废催化剂等

大宗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的资源化、减量化、无害化研究也是下一步发展的重点[62-65]。 

1.3    煤焦油来源和产量总结

传统煤化工、现代煤化工和低阶煤分级分质利用均有煤焦油产生，高温煤焦油主要来源于高温炼焦，中

低温煤焦油主要来源于半焦炼制、低阶煤分级分质利用中低温热解、UGI炉等固定床常压气化和鲁奇炉等固

定床加压气化等。根据中国煤炭加工利用协会提供的数据，总结了高温、中温和低温煤焦油的来源、产区和

对应产量情况，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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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煤焦油深加工研究现状
 

2.1    煤焦油组成

煤焦油组成均极为复杂，从馏分切割角度看，高温和中低温煤焦油组成均可划分成轻油（170~
210 ℃）、酚油（170~210 ℃）、萘油（210~230 ℃）、洗油（230~300 ℃）、蒽油（300~360 ℃）和焦油
沥青（大于 360 ℃）[66]，中低温煤焦油产生过程因热解温度相对较低，未经历煤焦油二次热解生成气体组分
和缩聚重组分过程，因此从馏分看中低温煤焦油轻油、酚油等轻质组分含量明显高于高温煤焦油。从具体组
成看，高温煤焦油组成中绝大部分为带侧链的多环、稠环芳烃和含氧、硫、氮的杂环化合物，并含有少量脂
肪烃、环烷烃和不饱和烃，以及煤尘、焦尘和热解炭。其中缩合芳烃类主要包括酚类、萘类、菲和蒽类、芴
和苊类和沥青质等，沥青质含量高达 50% 以上[11,67]；中低温煤焦油主要成分为饱和烃、多环芳烃、含氧、
硫、氮的杂环化合物和胶质，沥青质含量较高温煤焦油较少，缩合芳烃组成类别基本与高温煤焦油一致，不
仅类别宽泛，对人体健康和环境均有相当程度的危害[68-72]。 

2.2    煤焦油深加工技术现状

1）高温煤焦油深加工技术。国内高温煤焦油深加工方式主要包括高温蒸馏和加氢制轻质油 2种。目前
高温蒸馏仍然多采用一塔式常压蒸馏工艺得到轻油、酚油、萘油、洗油、蒽油及焦油沥青等粗化工产品，其
中轻油提取甲苯、二甲苯等，酚油提取苯酚、甲酚等，萘油提取苯酐、工业萘、精萘等，洗油提取喹啉、联
苯、苊，芴等，蒽油提取咔唑、制取炭黑等，焦油沥青制取针状焦、改质沥青等国内均已有相关工艺开发和
应用，上述产品是作为农药、塑料、合成橡胶、人工纤维、染料、医药、涂料等精细化工产品的重要基础原
料。现有工艺存在装置规模小、集中度低、能耗高、收率低、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同时得到的相关产品多
为工业级粗品，深加工力度不够，市场竞争力不足[73-75]。进一步推动煤焦油深加工技术的开发，打造差异
化、高值化的产品结构是进一步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打通煤油气－化工－新材料产业链的必要举措。高
温煤焦油深加工制取高附加值产品发展趋势表现为：一是煤焦油常压蒸馏向减压蒸馏工艺的逐步改进，实现
各馏分更精准的切割；二是针对煤焦油全馏分或对应馏分开展萃取、吸附、结晶等高效分离技术的持续研究
与应用，实现更高纯度精细化学品的提取；三是高附加值产品种类的拓宽，针对各馏分，特别是洗油馏分和
焦油沥青开展新产品的分离提取技术研究，如甲基萘、吲哚、等静压石墨产品等[73,76-77]。

高温煤焦油另一种深加工方式加氢制燃料油，主要包括高温煤焦油相关馏分加氢和高温煤焦油全馏分加
氢，其中高温煤焦油轻油、蒽油等加氢工业化应用已十分普遍，高温煤焦油全馏分加氢工业应用的实例鲜有
报道[1,17,78-80]。高温煤焦油高附加值产品含量高，已有产品路径宽泛且工艺相对成熟，同时因为高温煤焦油重
组分、焦油沥青含量高，采用加氢制燃料油方式存在操作难度大、燃料油产率相对较低、成本较高等弊端，
由此导致高温煤焦油全馏分加氢发展相对缓慢。

2）中低温煤焦油深加工技术。目前，国内中低温煤焦油深加工路线主要包括高附加值精细化学品提
取、加氢和延迟焦化[67,81]。高附加值精细化学品路线基本同高温煤焦油，中低温煤焦油酚含量高，轻组分提
取精酚是主要研究方向和应用途径[82]。中低温煤焦油深加工最主要的方式为相关馏分和全馏分加氢。中低温
煤焦油通过除杂、除水和除盐等预处理后[83]，蒸馏得到的轻油等轻组分多通过加氢精制生产石脑油等产品，
宽馏分、重馏分通过加氢裂化和加氢精制生产柴油、火箭煤油、喷气燃料等[1,15,80,84]，中低温煤焦油全馏分加

 

表 1  中国煤焦油来源和产量情况

Table 1  Coal tar sources and situation of production amount in China

煤焦油类别 来源 年总产量 重点地区产量

高温煤焦油 传统煤化工，高温炼焦 1.90×107 t
山西3.00×106 t、河北和山东均2.00×106 t、新疆

2.40×106 t、内蒙和河南均1.00×106 t、江苏3.00×105 t

中温煤焦油
传统煤化工，半焦（兰炭）生产

现代煤化工，低阶煤分级分质利用中低温热解
5.60×106 t

陕西3.00×106 t、新疆1.00×106 t、宁夏5.00×105 t、内蒙

4.00×105 t、山西2.50×105 t

低温煤焦油
现代煤化工，鲁奇炉、碎煤气化炉和BGL炉等加压气化

现代煤化工，流化床和气流床气化不产生或几乎不产生
1.40×106 t

江西2.30×105 t、山东1.80×105 t、河北1.70×105 t、新疆

1.70×105 t、山西1.20×105 t、内蒙1.10×105 t

　　注：因统计方法和煤焦油类别划分存在差别，重点地区产量均为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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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可最大程度实现资源利用，实现石脑油、柴油等燃料油和精酚等化工产品的制取[8,85-87]，基于已有研究成

果，相关馏分和全馏分加氢制取燃料油已在陕西、新疆、甘肃、内蒙古等地实现工业化应用。中低温煤焦油

的延迟焦化加工路线一是将中低温煤焦油中轻组分切割后的重组分+沥青进行热裂化，生产轻组分、焦炭或

针状焦等；二是将中低温煤焦油预处理后直接全馏分延迟焦化，在焦炭塔内原料重馏分发生缩合和裂解反应

增加气体和轻组分的产出量，轻组分配套全馏分加氢装置，2种工艺均比较成熟且已实现工业化应用[67,86]。 

2.3    煤焦油检测和产品标准现状

现行关于煤焦油类采样、水分测定、灰分测定、粘度测定、残炭测定、萘测定、酚测定等检测标准相对

比较健全，涵盖了煤焦油物理性质和几乎所有分离并认定物质含量的检测方法，具体见表 2。现行煤焦油产
 

表 2  煤焦油检测和相关产品标准

Table 2  Coal tar test and related product standards

序号 标准名称

1 石油和石油产品及添加剂机械杂质测定法（GB/T 511—2010）

2 焦化油类产品取样方法（GB/T 1999—2008）

3 焦化油类产品密度试验方法（GB/T 2281—2008）

4 焦化产品水分测定方法（GB/T 2288—2008）

5 焦化产品甲苯不容物含量的测定（GB/T 2292—2018）

6 焦化固体类产品灰分测定方法（GB/T 2295—2008）

7 洗油萘含量的测定方法（GB/T 24208—2009）

8 洗油黏度的测定方法（GB/T 24209—2009）

9 煤焦油水分快速测定方法（GB/T 24214—2009）

10 煤焦油 钠、钙、镁、铁含量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GB/T 38394—2019）

11 煤焦油 硫和氮含量的测定（GB/T 38395—2019）

12 煤焦油 组分含量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和热重分析法（GB/T 38397—2019）

13 洗油 主要组分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YB/T 4930—2021）

14 焦炉煤气 煤焦油含量的测定 分光光度法（YB/T 4989—2022）

15 焦化轻油 酚含量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YB/T 4990—2022）

16 煤焦油 萘含量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YB/T 5078—2010）

17 出口煤焦油中喹啉不溶物的测定（SN/T 0542—2010）

18 煤焦油和蒽油中钠、钾和铁含量测定 原子吸收光谱法（SN/T 2725—2010）

19 煤焦油和蒽油中钠、钾和钒含量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法（SN/T 4024—2013）

20 煤焦油 苯、甲苯、苯酚、萘、芴、菲、蒽、芘的含量测定 气相色谱法（DB13/T 5254—2020）

21 煤焦油 pH的测定方法（T/SXCIES 001—2020）

22 煤焦油（YB/T 5075—2010）

23 中低温煤焦油（DB61/T 995—2015）

24 煤沥青（GB/T 2290—2012）

25 蒽油（GB/T 24211—2009）

26 甲基萘油（GB/T 24212—2009）

27 轻油（GB/T 24216—2009）

28 洗油（GB/T 24217—2009）

29 煤系针状焦（GB/T 32158—2015）

30 煤基氢化油（HG/T 5146—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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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标准只有黑色冶金行业标准《煤焦油》（YB/T 5075—2010）[88] 和陕西省地方标准《中低温煤焦油》（DB
61/T 995—2015）[89]，分别对高温煤焦油和兰炭生产中低温煤焦油密度、水分、粘度、甲苯不溶物等提出技术

要求。煤焦油深加工产品标准包括轻油、洗油、蒽油、针状焦标准等，尚缺乏深加工精细化学品相关产品

标准。 

3    煤焦油环境和产业管理现状
 

3.1    煤焦油环境管理现状

作为危险废物管理：按照《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年版）》[90] 规定，煤炭焦化、气化及生产燃气过

程中产生的各类煤焦油均属于危险废物，归到 HW11精（蒸）馏残渣类。按照《国家危险废物名录

（2021年版）》豁免清单[90] 规定，各类煤焦油用于制取萘、洗油、蒽油、石墨电极、煤基氢化油、炭黑等

利用过程现已豁免，但是各类煤焦油在收集、转移、贮存等环节，仍要按照危险废物来管理。随着我国危险

废物管理制度的不断完善，关于煤焦油等产量大、资源属性强的危险废物的管理也在不断深入深化[91-92]。

作为危险化学品管理：按照《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版）[93] 和《危险化学品分类信息表》[94] 规定，

煤焦油属于易燃液体类危险化学品，同时具有致癌性和水生环境急性、长期危害性，其生产、经营、使用、

存储、运输等环节须遵循《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95] 相关要求。

作为产品管理：黑色冶金行业标准《煤焦油》（YB/T 5075—2010）[88] 和陕西省地方标准《中低温煤焦

油》（DB 61/T 995—2015）[89] 界定满足相关技术要求的煤焦油属于产品，不按照危险废物进行管理。

煤焦油现有属性包括危险废物、危险化学品和产品。各地对于煤焦油的管理方式不尽相同，但在保证环

境和安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均有危险废物相关环节豁免的诉求，同时部分地区做出制定地方标准等的尝

试，以简化煤焦油管理流程。 

3.2    煤焦油相关产业管理现状

煤焦油加氢生产燃料油是对石油燃料油的有效补充，近年发展较为迅速。2012年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消费税有关政策问题的公告》[96] 规定纳税人以原油或其他原料生产加工的在常温常压条

件下呈液态状 (沥青除外)的产品符合汽油、柴油、石脑油、溶剂油、航空煤油、润滑油和燃料油征收规定

的，按相应的汽油、柴油、石脑油、溶剂油、航空煤油、润滑油和燃料油的规定征收消费税，上述规定产品

除外且没有将省级以上（含）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出具的相关产品质量检验证明报主管税务机关进行备案的石

脑油和燃料油产品应征收消费税（该条于 2015年废止），燃料油加氢所得燃料油产品没有对应的国家标

准，现有的行业标准《煤基氢化油》（HG/T 5146）规定的产品名称、质量标准与相应的标准与石油基石脑

油和燃料油等存在差异，由此该阶段煤基氢化油并未征收消费税。2013年发布的《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消费税

有关政策问题补充规定的公告》[97] 明确了煤焦油属于原油以外可用于生产加工成品油的原料，加氢产品无论

以何种名称对外销售应按规定缴纳消费税，但各地为鼓励煤焦油加氢产业发展，消费税执行尺度不一。

2018年发布的《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成品油消费税征收管理有关问题的公告》[98] 未明确指出煤焦油加氢产品

消费税问题，2023年，财政部、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部分成品油消费税政策执行口径的公告》[99]，明确

轻质煤焦油按照石脑油征收消费税。 

4    问题与建议

煤焦油兼具资源和环境属性，年产生量大、资源化利用价值高，同时具有较大的环境污染风险，其高效

资源化利用对实现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具有重要意义。

1）落实源头管控要求。传统煤化工煤焦油主要来源为高温炼焦、半焦（兰炭）生产和 UGI炉等常压气

化。随着焦化去产能、低阶煤分级分质利用技术的不断成熟、UGI炉等小煤气发生炉的逐步淘汰和气化技术

不断进步，煤焦油产生来源结构和产量均发生了显著变化。现有煤焦油来源统计主要包括高温炼焦和兰炭生

产，缺乏对固定床气化和低阶煤分级分质利用的统计，造成产量统计不够准确。部分企业缺失《危险化学品

安全管理条例》[95] 要求的经营许可证等，未执行危险废物转移管理相关规定，易导致煤焦油去向不明，造成

资源浪费同时增大了环境监管难度和环境污染风险。建议进一步开展煤焦油行业研究，充分摸清产生来源和

底数，同时强化落实《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100]，有效实现煤焦油源头管控和规范化环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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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推动利用过程精细化、规模化。高温煤焦油存在组分识别不全、深加工产品多为粗级品，深加工过
程污染控制措施不完善等问题。建议进一步对高温煤焦油分离提纯技术进行优化，实现更多种类、更高纯度
精细化学品的提取，加强过程中废气、废水和固体废物治理能力建设，同时解决中低温煤焦油加氢转化不完
全、轻质油产率偏低等问题。建议各煤焦油产地积极推进中低温煤焦油加氢项目，进一步优化加氢催化剂选
择性、加氢工艺条件，提高轻质油等高附加值产品产率，降低利用过程环境污染风险。

3）加强相关产品标准制定。现行《煤焦油》（YB/T 5075—2010）[88] 和陕西省地方标准《中低温煤焦
油》（DB 61/T 995—2015）[89] 技术要求指标较少，同时煤焦油来源范围只包括热解生产兰炭中低温煤焦油，
未完全体现中低温煤焦油所有来源，建议拓宽标准适用范围、技术要求类别及范围，以更好适用于当下煤焦
油的产生特点。

4）优化煤焦油管理政策制度。煤焦油相关利用环节已被豁免，但在转移环节存在审批流程长，跨省转
移程序繁琐和管理成本高等问题。煤焦油目前按照危险废物和危险化学品进行双重管理，在满足危险废物相
关管理要求的同时，根据《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 18218—2018）[101]，煤焦油作为易燃液体 2类[94]

应纳入重大危险源辨识，增加了企业负担。建议在环境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探索转移、贮存等环节豁免，例
如开展优化跨省转移试点等。 

5    结语

煤焦油兼具危险废物、危险化学品和重要化工原料属性，具有产量大、组分复杂、资源属性强，转移、
贮存和利用过程环境风险高等特点。从行业发展出发，进一步落实源头梳理和管控，实行分类管理，结合组
分差异选择并优化相关深加工技术；从环境保护出发，进一步规范煤焦油属性管理，通过建立健全相关管理
制度、管理条例、监管制度和标准等，有效实现煤焦油从产生到深加工产品全流程环境风险防控。真正助力
实现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和煤焦油产业链闭环，防范煤焦油全流程管理环境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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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al  tar  has  both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attributes,  resource  utilization  of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lean  and  efficient  utilization  of  coal.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were  conducted  on  the
production,  composition  and property  differences,  deep processing methods  and related  products,  existing  test
and  product  standards,  current  situation  of  environmental  and  industrial  management  of  high  temperature  and
medium-low temperature coal tar in China. Finally, the existing problems related to industrial management, deep
processing technology, product standards, regulations and policies were summarized. Targeted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to provide supports for effectively controlling environmental risks during the utilization process of
coal tar, optimizing the coal tar industry chain structure and establishing a modern coal tar manageme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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