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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玮英

煤化工悖论：
有了“路条”就能盈利吗？

本报记者 陈青松

健康元地沟油事件仍在发酵，除健康元外，有“中国制药工
业百强”之称的齐鲁制药旗下三个子公司和外资企业正大集团
旗下的山西正大、襄樊正大也被卷入“地沟油制药”事件。
浙江省宁波市中院于 8月 28日开庭审理的全国首例特大地沟
油案案件，揭开了健康元为降低生产成本，不惜漠视生命采购地
沟油制药的惊天秘密。

公开资料显示，作为涉案最大的买家，在持续长达一年半的
时间里，健康元全资子公司河南焦作健康元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采购 1.45亿元地沟油用于生产 7-ACA，其均价甚至比地沟油均
价还低 2000元/吨，而这批产品作为抗生素的中间体，已广泛流
向医药市场。

据介绍，7-ACA是用于生产头孢类抗生素的中间体，属于
化工原料。化工企业生产 7-ACA有两个步骤：首先是通过头孢
菌发酵得到头孢菌素 C，豆油是发酵过程的培养基成分之一，焦
作健康元购买的掺杂地沟油的豆油，就是用来提供所谓营养成
分的；第二步是经过酶法或化学裂解法分离并提纯得到 7-ACA。

据《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涉事企业、业内专家给出了不同
的回答。不过，总体来看，反对用地沟油制造 7-ACA的声音占据
主流。
“地沟油”事件爆发后，当事方健康元“喊冤”。公司董事长朱

保国表示，不良供应商在豆油中勾兑一定比例劣质油，国内目前
还没有有效的检测方法能检测出来。再加上采购管理上的不足，
健康元在化工原料生产环节被不良供应商钻了空子。
而对于公众担心的有害物质残留问题，朱保国表示，在药里有很
低浓度的残留，各个国家都有标准。“健康元 7-ACA的残留浓度
肯定不会超过。”

对于朱保国提出的“地沟油”无害论，更多的专家明确表示
了否定。大多数专家认为，7-ACA是制药原料，国家规定在生产
过程中应该用食用豆油。用地沟油或其他任何的替代品，都是不
可行的。

暨南大学药学院中药学系系主任于荣敏指出，“药物中间体
的危害性与地沟油中的有害物质和提炼技术有很大关系，如果
厂家提炼技术差，纯度低，那么提炼出来的这种药物中间体肯定
对人体有害。”

酶工程与代谢工程专家杨晟表示，用地沟油代替豆油，很难
保证地沟油的杂质被完全排除，更无法保证地沟油的杂质是否
有害。

苏州大学副校长、微生物学与免疫学专家熊思东也认为，药
用微生物培养基成分，必须符合严格的 GMP（药品生产质量管理
规范）规定。“地沟油并不在所允许的成分之列。”

据 2010版药典显示，关于药用辅料的豆油，具体规定为：本
品系由豆科植物大豆的种子提炼制成的脂肪油。因此，地沟油显
然不符合药用规定。

不过，相对于多数专家的一致反对，业内也有专家表达了不
同的声音。

军事医学科学院教授、药学专家、博士生导师梅兴国先生在
其博客上发表文章，详细地解读了地沟油制药过程并呼吁“不必
恐慌”。

梅兴国认为，从科学理论上来说，微生物的营养来源是否是
地沟油与 7-ACA的质量、相关药品的质量、药品服用者的身体
健康，基本上不存在直接的关系。“不能用其它的高标准要求所
有环节，这会严重地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及产品竞争力的下降，
对于国家医药产业的良性发展极为不利。”

持有类似观点的西南大学药品研究学教授杨大成认为，如
果按规定工序提纯，那么应该不存在药品质量问题。如果能够把
地沟油这些废品采用合理规范的方式，“变废为宝”能够提炼达
到用药程度要求的物质，这将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据记者了解，目前微生物培养基以利于微生物生长为原则，
并无国家标准。国内相关法规也未提及药用化工原料生产是否
能使用地沟油。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正组织专家检索国内外有
关文献，评估豆油质量对头孢类抗生素药品质量安全的影响，同
时了解国外使用再生油的做法。

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电话采访时，健康元相关人士回
应称：“目前国家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正在进行调查，不方便透
露任何信息。”

新型煤化工项目即将开闸的消
息不胫而走，加之国家能源专家咨询
委员会主任张国宝以及国家能源局
副局长吴吟近期赴相关企业调研，让
煤化工企业重拾信心。

对于准备大干一番的煤化工企
业而言，眼下最大的难题就是“路条”
了。可在业内人士看来，还有很多现
实问题让人看不懂，比如市场环境、
环保问题等，“市场并没有出现大规
模的缺口，一下释放如此多的产能，
市场是否能够承受得了。”

万事俱备只欠“路条”

此前，一些地区不顾资源和环境
承载能力，盲目规划、违规建设、无序
发展煤化工，许多煤炭企业上马煤化
工项目也只是有名无实，导致国家紧
急叫停煤化工项目。
一停就是 5年。5年时间里，国家

未批复一个煤化工项目。这让我国制
造煤制油的三大公司神华、潞安和伊
泰饱受等待的煎熬。而在等待批文的
几家企业中，伊泰显得尤为强烈。

伊泰煤制油有限责任公司技术
发展部部长南云杰告诉《中国企业
报》记者，目前“路条”还未批复回来，
仍停留在发改委层面。此前国家能源
局相关领导到企业调研，给企业带来
极大的信心。
“之前说是 7月底‘路条’能够批

复回来，后来说是 8 月底，但目前主
要负责二期扩容项目的人员仍在北
京跑‘路条’。”南云杰说。

据了解，业内一直翘首期盼的煤
化工行业“十二五”规划尚未出台。这
也是“路条”迟迟没有下来的重要因
素之一。
早在今年 3月份，国家能源局副

局长吴吟就曾表示，针对煤炭深加
工，国家能源局将于近期发布“十二
五”规划。同时指出，要抬高煤化工准
入门槛，“十二五”时期要搞现代煤化
工升级示范工程。
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表示，5 个

月时间过去了，仍未见规划出台，可
见国家对煤化工行业的谨慎态度。
但是这一忧虑未在企业中显现

出来。南云杰介绍说，伊泰 2009年 3
月份投产了 16 万吨的示范项目，到
目前已经有 3年多时间了。“我们感
觉应该问题不大，因为 16万吨的示
范项目目前做得不错，包括生产、安
全、技术消化创新等方面都比较成
熟，具备放大的实力和条件。”
据了解，16万示范项目进入正常

运行后，伊泰集团就开始着手准备二
期扩容项目，但由于国家政策面一直
没有放松，所以迟迟没有实质性的进
展，200 万吨煤制油项目也就搁浅了
下来。
“目前，伊泰 200 万吨煤制油项

目正在国家发改委层面审批。商业化
运作后，经济效益和能耗指标将有大

规模提升。”伊泰股份公司总经理葛
耀勇表示。

据南云杰介绍，伊泰的 16万吨
示范项目产品，采取当地消化一部
分，外销一部分的方式，主要销往山

东、河南等地。“目前的销售情况比较
好。”

神华鄂尔多斯煤制油分公司党
委副书记乔宝林表示，目前，神华煤
直接液化示范工程还打算再上两条
线，首先达到年产 320万吨，这一扩容
目前正在发改委备案。将来神华煤直
接液化制油项目总建设规模为年产
油品 500万吨，这一规划已经得到国
务院批复。

区域经济或成“原动力”

据悉，目前国家发改委、能源局
正在对一批新型煤化工项目进行评
审论证，项目范围涵盖煤制天然气、
煤制烯烃、煤制油等，审批金额可能
达到 5500亿至 7000亿元。事实上，
煤化工行业并不被业内专家看好。

山煤集团靖江煤炭储配有限公
司总经理王开基接受《中国企业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煤化工作为煤炭转
化是需要的，但是煤化工项目对各方
面的要求比较高，对资源、环境的影
响比较大。比如煤化工转化过程中对
水的需求比较大，如果把煤化工项目
放在山西，那么山西的水资源承载能
力达不到。同时，煤化工转化为化工
产品后，运输也存在问题，真正对煤
化工产品需求的不是山西，可能在华
中地区，那么其中就涉及远距离运输
问题等。

上述专家指出，目前从多家企业
投产的煤化工项目中，经济效益多数
都很一般，说明风险还是比较大的。
还有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是，上市公
司投产煤化工项目，多数企业并未将

这部分成本收益核算列入上市公司
的财务报表中。

中国神华董事长张喜武日前被
追问煤化工项目是否赢利时表示：
“目前还不能作出答复。”

厦门大学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
任林伯强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
访时说，发展煤化工项目的风险还是
比较大的，产能过剩一直是比较大的
问题。在产能比较大的情况下，很多
投资一拥而入，风险就会更大，企业
赢利点值得探讨。

在林伯强看来，煤化工项目不是
一个很好的投资，因为煤化工项目存
在污染的问题，那么接下来的环保标
准就会越来越高。同时，“一下子进入
这么多的产能是否可以，市场的缺口
真的有那么多吗，这本身是值得怀疑
的。”

潞安集团煤变油项目负责人曾
指出，国家发展煤化工更多的是放在
战略的高度上考虑的。
“更多的是地方政府的推动，尤

其是煤炭产能比较大的地区始终想
把煤炭深加工产业链做大有关
系。”林伯强表示，这些地方仅仅立
足于地方，并没有对市场本身有足
够的把握。可见，煤化工的疯狂增
长和地方政府的过度追逐 GDP 密
不可分。
“这些省份一直有一个误区，单

一销售煤炭获得利润比较低，只有深
加工价值才会提上去。”林伯强认为，
这完全是误解。“深加工价值提升的
前提是所销售的产品要有市场。如果
深加工并没有带来格外的效益，不如
直接卖煤。”

药用化工原料生产标准现真空

地沟油制药
引发舆论纷争

在煤化工产能过剩的情况下，很多投资一拥而入，企业赢利点值得探讨。 CNS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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