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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辉

煤化工产业是开滦集团调
整产业结构、实现资源型企业
转型发展的重点支柱产业之
一。目前，开滦集团拥有五大煤
化工园区、八个煤化工公司，是
河北省焦炭规模最大、产业链
最长的独立煤化工企业，园区
循环经济综合利用水平处于国
内领先地位。2011年，开滦煤化
工产业收入已经超过 160亿
元。
开滦煤化工产业从零开始，

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不仅形
成了可以生产 30多种产品的
煤化工产业链，而且开始向新
材料和精细化工领域延伸。这
样的信心，不仅仅来源于目前
的成功，更来源于开滦集团以
“产、学、研”相结合的形式搭建
的煤化工技术研发平台———开
滦煤化工研发中心。

开滦集团煤化工研发中心成立三周年回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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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研发———可持续发展的催化剂

已经拥有 22项专利申请；取得了 6项省级鉴定科技成
果；负责起草制定了 3项河北省地方标准，是全国仅有的两家
省级醇醚燃料应用技术检测中心之一……今年六月份，被河
北省委省政府命名为河北省“巨人计划”创新创业团队。

这些成果和荣誉，都属于成立仅仅三年的开滦煤化工研
发中心。

三年来，开滦煤化工研发中心始终坚持两条路径搞研发。
一条路径是为现有产业服务的工艺改进，一条路径是为产业
链延伸服务的产品研发。通过三年的努力，取得了一批科技成
果，其中开滦煤化工专利战略研究达到国内领先水平，煤化工
园区产业循环链接及能源高效综合利用、污水系统深度处理
技术、节水和中水回用关键技术等研究与示范应用成果均达
到国际领先水平。申请了煤化工生产与工艺技术、催化剂制
备、工业废水处理与回用、海水淡化、公用工程岛等方面的专
利 22项，其中 5 项已获国家专利局授权，初步建立了拥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开滦煤化工核心技术体系。

尽管开滦煤化工产业从发展之初引进的就是国际国内领
先的技术和装备，但围绕生产效率提高和节能减排的改良和
创新始终在进行。煤化工研发中心成立后，围绕开滦煤化工生
产技术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挖掘技术升级改造为切入点，先后
开展了耐硫除氧剂、精馏塔塔板改造、非芳烃分离、粗苯直接
萃取蒸馏脱噻吩工艺、脱硫系统优化、沥青配煤炼焦、焦化废
水深度处理、园区中水回用工程、园区现有催化剂的替代、含
硫干气制环丁砜、煤调湿、蒸氨塔改造、气柜密封油改质、脱硫
废液提盐处理、粉煤灰中提取氧化铝、现有催化剂改性等技术
的分析调研工作，其中立项的蒸氨塔改造等一批项目已投入
运行，解决了蒸氨换热器的堵塞问题，有效减少了水蒸气的循
环浪费，降低了蒸汽消耗量，每年可节省相关费用 500余万
元。
“煤化工园区产业循环链接及能源高效综合利用”项目应

用后，不仅实现了开滦京唐港煤化工园区“三废”零排放，而且
从 2008年至 2011年已经累计创直接经济效益 6亿多元。
“煤化工园区污水系统深度处理技术研究与应用”项目实

施后，京唐港煤化工园区污水处理系统产水率大幅提高，水质
明显改善，污水总体回收率大于 95%，每年减少新水消耗
218.4万吨。
“煤化工园区节水和水回用关键技术的研究与示范应用”

项目在中润煤化工有限公司应用后，年可回用污水 500万吨，
减少污染物排放 3600多吨，年节约生产成本近 500万元。

在为产业链延伸服务的产品研发路径上，开滦煤化工研
发中心围绕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进行产品研发，收获
颇丰。

该中心研发的 M15、M30车用甲醇汽油和组分油不仅拥
有自主知识产权，而且起草制定了《M15车用甲醇汽油》、《M30
车用甲醇汽油》、《车用甲醇汽油组分油》等河北省地方标准。
目前已经进入产品应用和推广阶段并将在中阳新能源公司实
现产业化。据测算，一个 10万吨/年的 M15甲醇汽油调配站每
年直接创效可达 8000万元。

加氢二甲苯合成二甲苯甲醛树脂研究及工艺开发项目，
采用新工艺和配方，合成过程中不产生废水和废酸，实现了产
品的多样化和绿色生产，首次合成出了低黏度二甲苯甲醛树
脂，填补了国内空白，为加氢二甲苯的深加工开辟了一条新途
径，可实现大规模生产。

聚甲醛改性技术开发与应用研究项目，已经研发出了达
到或超过车用塑料相关标准要求的聚甲醛复合材料，初步形
成了具有增强、阻燃、增韧、耐磨、耐候等优良特性的聚甲醛产
品牌号 6个。

煤化工产业对开滦来说已经是个
新事物了，刚刚起步没几年又要建立
高端的煤化工研发中心，人才和技术
从哪里来？开滦集团的思路非常清晰：
走“产、学、研”相结合的路子，以开滦
的煤化工产业为依托，充分发挥自有
人才队伍潜力和优势，引进高校和科
研院所的智力、技术，把煤化工研发中
心打造成“煤化工新技术产业化”的平
台和纽带。“研究、开发、引进、吸收”，
这八个字简明而又突出地定义了煤化
工研发中心的职责，也表明了开滦决
策层对在煤化工产业拥有自主知识产
权和自有核心技术的态度。

掌握核心技术的前提，是要有具
备专业素养的人才。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
副院长王一鸣在今年五月份召开的中
国企业家年会上指出，一个企业是否

有竞争力，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看人力
资本存量，不要看固定资本存量，因为
固定资本存量越来越不能说明问题。

从煤化工产业起步到研发中心成
立，不过六七年的时间，开滦煤化工产
业的人力资本积累并不丰富。但对这
个产业的发展，开滦集团确定的基本
思路是“高起点、高定位”。在人力资源
方面，进入开滦煤化工产业的操作岗
位员工，最低学历要求是全日制大专
以上学历，管理和技术岗位则要求全
部是相关专业的全日制本科或研究生
学历。

这样的要求，为煤化工研发中心
研发团队的组建提供了人才保障。

1981年出生的郭学华，是第一批
进入开滦集团煤化工产业的化工领域
专业研究生，现在是开滦煤化工研发
中心精细化工研究室的技术负责人，

也是该研发中心兼职的科技管理工作
负责人。

2007年，郭学华工业催化专业研
究生毕业来开滦工作。第一年，郭学华
的工作岗位在中润公司的一线车间，
第二年进入公司的生产技术部，第三
个年头，他被选拔进入开滦煤化工研
发中心，目前主要承担煤焦油下游萘
系产品深加工技术的研发。郭学华说，
研究生毕业后两年多的生产部门工作
经历，对现在的研发工作帮助很大，为
研发工作提供了更加清晰的产品和产
业概念，让自己的研发理念更加契合
产业化的要求。

郭学华的经历其实是开滦在研发
中心专业研发人员选用标准上的一个
体现。

开滦煤化工研发中心初期选用研
发人员，具备全日制化工专业研究生
学历、有生产一线工作经历、具备独立
开展研发工作的潜力等是最基本的条
件。目前，研发中心已经建立起了由 12
名研究生和 5名本科生共 17人组成
的专业研发团队，建成了煤炭转化、精
细化工、新材料、清洁能源、环境保护
和资源利用 5个研究室，各研究室的
技术负责人都是和郭学华一样的化工
相关专业的八零后全日制研究生。

比郭学华稍晚进入研发中心的李
建华是应用化学专业的研究生，现在
是该研发中心新材料研究室、环境保
护和资源利用研究室两个部门的技术
负责人。从学校进工厂再进入产品研
发领域，李建华觉得很符合自己的愿
望。他说，上学的时候，每次试验成功
都很有成就感，所以愿意从事这样的
工作。而现在，李建华正在追求更大的
成就感———让实验室技术与产业对
接，最终转化成实实在在的产品。

开滦煤化工园区已经实现了废水
废气废渣的零排放，对煤化工废水经
过深度净化处理后产生的纳滤浓水和
污泥，是按工业废弃物进行处理的。而
李建华通过实验发现，园区每天产生
的大量纳滤浓水经简单处理后就可以
回用；污泥干燥后还有很高的利用价
值，除了具有热值可以与动力煤掺烧
外，还可以提取出化工染料。

眼下，李建华承担的研发项目之
一就是纳滤浓水和污泥的深度利用，
这是他自己向研发中心提出后确定
的。

研发中心的每名研究人员都承担
着两三个研发项目，但这些项目，并不
都是来自研发中心的行政手段安排，
大部分是每个研发人员根据开滦煤化
工产业发展规划、市场趋势和团队、个
人专长推荐、确定的。在李建华看来，
这种自己选项目的方式至少有三个好
处：一是研发人员有兴趣，愿意干；二
是研发人员有压力，更是动力；三是符
合企业的产业发展方向。

开滦努力打造自己的煤化工专职
研发队伍，但并没有囿于“专职”，而是
采取专兼职结合，内部培养，外部“引
智”、为我所用的模式。一方面，以专职
人员为骨干，研发中心定期组织“煤化
工技术沙龙”，每期一个主题，邀请外
部专家与生产现场的技术人员，介绍
研发项目，进行技术交流；另一方面，
积极与科研院所和高校开展研发合
作，目前已经与十几所国内知名院校
确立了合作项目，既锻炼了队伍又掌
握了技术。

同时，研发中心还根据拟解决的
重大技术难题，启动了研发项目带头
人、博士后等高端科研人员的引进工
作。

智力———

高起点选拔多渠道培养

煤化工，这个产业从诞生起，就
是以技术为核心的。作为一个在过去
的 100 多年的时间里始终以采煤为
主业的企业，开滦对煤化工技术的掌
握，完全可以用“一张白纸”来形容。

2004年 10月，以中润煤化工公
司 220万吨 /年焦化项目启动为标志，
开滦正式进入煤化工行业。开滦集团
副总工程师、开滦煤化工研发中心主
任房承宣见证了开滦煤化工产业近
十年来的发展变化，对“技术”在煤化
工领域的作用感触颇深：“在这个领
域，不掌握前沿技术，就不会有高附
加值的产品，就不会有核心竞争力”。

事实上，这个领域常见的技术引
进方式是购买“工艺包”，通俗地讲就
是用买技术的方式组织生产。大型的
煤化工项目，是技术含量高、环节非

常复杂的系统工程，国内采用的煤化
工工艺，国外掌控的核心技术占有很
大比例，越往下游越明显。由于不掌
握核心技术和知识产权，这种方式大
多数情况下只能解决某一环节的问
题，买得来技术，但买不来企业的持
续发展。
“开滦煤化工产业的可持续发

展，必须通过自主技术研发与创新实
现”———按照开滦集团董事长、党委
书记张文学对煤化工产业发展方式
的定位和要求，2009年 6月，开滦与
北京化工大学联合成立的煤化工研
发中心正式挂牌。

对核心技术和知识产权的认知，
开滦煤化工研发中心的研发人员有
着切身体会。

2009年，根据煤化工产业的发展

实际和国家有关产业政策，开滦将甲
醇汽油列入了发展规划。一家掌握甲
醇汽油配方技术的国内公司希望通
过提供技术支持与开滦展开合作，条
件是在开滦出资 500 万元人民币购
买该技术的基础上，该公司以技术入
股做甲醇汽油项目的控股股东———
资金的作用在核心技术面前显得如
此的苍白乏力。

面对苛刻的条件，开滦煤化工研
发中心的研发团队选择了自主研发。
2010 年 3 月，“甲醇汽油的研制与应
用”作为研发中心第一个自主研发项
目正式立项。为提高效率，研发团队
采用多人轮换倒班进行实验，有效缩
短了研发周期：5月底，主添加剂配方
研制成功；6 月初，该团队制定的
《M15车用甲醇汽油》企业标准通过

审定并备案、发布；7 月中旬，研制出
复合添加剂配方；9月上旬，该团队制
定的《M15 车用甲醇汽油》河北省地
方标准通过河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审定；9月底，正式送检 2个 M15甲醇
汽油样品。这些按常规需要两年时间
的主要工作，被开滦的研发团队缩短
到了 6个月。11月上旬河北省产品质
量监督检验院出具检验结果，开滦集
团研制的 M15 甲醇汽油各项指标完
全符合相关标准。如今，开滦集团已
经拥有了 M15、M30 车用甲醇汽油和
车用甲醇汽油组分油的自主知识产
权，并且形成了完善的标准体系。开
滦集团也因此被河北省确定为全省
目前唯一的甲醇燃料生产销售定点
企业，开滦的甲醇汽油技术产业化工
作也已经进入了实质运作。

动力———

买得来技术买不来核心竞争力

经过三年的发展，开滦煤化工研发中心已经建成化学反
应、分离回收、高端仪器分析、催化剂评价、水质分析以及精细
化工、甲醇燃料、甲醇工艺、废水处理等 12间实验室，其中甲
醇燃料、甲醇工艺、废水处理等 3个相对独立的实验室已经在
业界具备了较强的影响力；成为国内仅有的两个省级醇醚燃
料应用技术检测中心之一；建成了唐山市煤化工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与北京化工大学联合成立了工程塑料改性研究中心；
正在建设河北省煤基材料与化学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更重要的是，与国家和河北省产业、科技发展相结合，一
批新型煤化工、石油化工、新材料、新能源、精细化工领域的新
技术新产品已经纳入了开滦煤化工研发中心的研发规划。

众所周知，催化剂在煤化工生产工艺过程中不可或缺。对
开滦的煤化工产业来说，研发中心就是产业链不断延伸、可持
续发展过程中的“产业催化剂”。 不久的将来，经过“产业催
化剂”的“催化”，一块煤在开滦可生产的化工产品，将由现在
32种，增加到 70多种。

实力———

掌握核心技术拥有知识产权

在这个领域，不掌握前沿技术，就不会有高附加值的产品，就不会
有核心竞争力。

开滦努力打造自己的煤化工专职研发队伍，但并没有囿于“专职”，
而是采取专兼职结合，内部培养，外部“引智”、为我所用的模式。

在为产业链延伸服务的产品研发路径上，开滦煤化工研
发中心围绕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进行产品研发，收获
颇丰。

开滦中润煤化工公司夜景

开滦煤化工研发中心自主设计开发的甲醇燃料在线调配装置

开滦煤化工研发中心外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