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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做好《煤炭深加工升级示范“十三五”规划》（以

下简称《规划》）编制工作，科学确定煤炭深加工升级示范重大

项目，国家能源局委托石油和化学工业规划院（以下简称规划院）

对相关省区申报的煤炭深加工项目进行评估。规划院根据《国家

能源局综合司关于委托对煤炭深加工项目进行评估的函》（国能

综科技[2016]309号，以下简称委托函），按照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评估相关申报项目，适用本细则有关规定。 

第二章  名词释义 

第二条  本次评估建议列为煤炭深加工升级示范的重大项目，

按照项目自身情况并结合各省（区）的规划安排，分为新建项目

和储备项目。 

（一）新建项目。新建项目是指评估认为符合产业政策和环境

准入政策要求，符合《规划》升级示范要求，项目前期工作已取

得实质性进展，预计“十三五”前期（2017年上半年）获得核准、

“十三五”末或“十四五”初基本建成的项目。 

（二）储备项目。储备项目是指评估认为符合产业政策和环

境准入政策要求，符合《规划》升级示范要求，“十三五”期间

主要开展前期工作的项目。 具备条件的，在规划中期调整时可调

整为新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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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工作机构 

第三条  规划院成立评估工作组，全面负责评估相关工作。 

第四条  评估工作组负责制定评估工作规则和流程,组建评

估专家组，为评估工作提供技术支持，做好相关服务；督导评估

专家组贯彻落实《规划》和本细则要求，确保评估专家组独立开

展工作；做好与相关部门的沟通和协调工作。 

第四章  专家团队和工作规则 

第五条  专家组。评估专家组由规划院内部专家和外部专家

组成。内部专家由工艺、公用工程、技术经济等专业技术人员构

成，外部专家从相关研究部门、行业协会、企业集团等单位遴选

坚持原则、公平公正、清正廉洁的人员。参加过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等部门重大课题研究的专业技术人员优先。 

第六条  专家组对申报项目材料进行全面审核，提出评估意

见，必要时对申报项目进行质询、核实。 

第七条  专家职责与义务。评估专家应认真履行职责，公正

勤勉，不徇私情，严格按照工作要求，高质量完成所承担的评估

任务，确保评估工作客观公正。专家对自己出具的评估意见负责，

对专家组的评估结论负有共同责任。专家应接受统一培训，熟悉

评估工作流程、技术方案和具体职责。专家应签订保密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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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在评估工作中知悉的情况负有保密责任，不得私自对外公开与

评估工作相关的任何信息。 

第八条  专家组成员实行回避制度。存在以下情况时，专家

应在评估该项目时予以回避：专家在被评估项目相关企业任职，

或曾经在该企业任职；专家任职单位与被评估项目相关企业属同

一集团公司；专家与被评估项目高管有亲属等密切关系；专家与

被评估项目相关企业存在其他明显利害关系。 

第九条  专家组工作方式和规范。为保证评估工作的独立性

和公正性，专家组主要采取集中办公方式，办公场所和设施由评

估工作组负责落实。 

第五章  评估流程 

第十条  评估基础。本次评估工作以国家能源局转来的项目

材料为工作基础。必要时项目组可通过省级主管部门、请申报项

目的企业提供补充材料。 

第十一条  评估范围。本次评估范围包括国家能源局转来

的新建、储备项目中的煤制油、煤制气、以煤制燃料为主的多联

产项目，不包括煤制化学品、以煤制化学品为主的多联产、传统

煤化工、电力等项目，不包括已经政府批准的续建项目。 

第十二条  评估依据。本次评估工作的依据主要有：《煤

炭深加工升级示范“十三五”规划》（讨论稿）、《现代煤化工

建设项目环境准入条件（试行）》（环办〔2015〕111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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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组织申报煤炭深加工 “十三五”规划重大项

目的通知》（国能综科技〔2016〕80号）以及《能源技术革命创

新行动计划（2016-2030年）》（发改能源〔2016〕513号）。 

第十三条  项目初审。项目初审是根据项目资料、排除不

在本次评估范围内的项目，余下项目分为煤制油、煤制气、以煤

制燃料为主的多联产三类。项目初审由工作组完成。 

第十四条  项目二审。项目二审是对通过初审的项目进行

逐项审核，根据项目布局、项目示范内容、业主情况、项目前期

工作进展等方面的评估标准，评选出“十三五”重大新建项目和

储备项目。项目二审由专家组完成。 

第十五条  项目终审。项目终审对二审结果进行核实、查

验，对新建项目提出建设内容、示范任务、提高能效、节能减排

等方面的建议，对多家企业提出的同类型示范任务进行论证优选，

补充论证和优先考虑具备以下条件的项目：①规模化、集群化发

展。项目与老厂相结合，有利于实现规模化、集群化发展的；②

消化现有煤炭过剩产能。项目位于煤炭产能过剩地区、有利于消

化区域现有煤炭过剩产能的；③项目位于“京津冀”周边、有利

于促进“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有利于全面实施京津冀大气污染

防治计划的；④带动老少边穷地区经济发展。项目位于老少边穷

地区（县级）、有利于促进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撰写综合评估

报告。项目终审由专家组和工作组共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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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本细则由石油和化学工业规划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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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煤炭深加工重大项目评估工作流程 

 

范围符合性
评估

新建项目
评估

初审

能源局转来的各省（区）
上报新建项目

新建项目

储备项目
复核确认

规划新建项目

规划储备项目

二审 终审

工作组完成 专家组完成 专家组和工作组共同完成

其他项目

不列入规划项目

能源局转来的各省（区）
上报储备项目

范围内上报新建项目

范围内上报储备项目

储备项目
评估

符合规划新建项目标准

不符合规划新建项目标准

符合规划储备项目标准

不符合规划储备项目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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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专家组名单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专业 职务 职称 
1 顾宗勤 石油和化学工业规划院 工艺 院长 教高 
2 李君发 石油和化学工业规划院 工艺 总工程师 教高 
3 李志坚 石油和化学工业规划院 工艺 院长助理 教高 
4 叶丽君 石油和化学工业规划院 工艺 副总工程师 教高 
5 王  钰 石油和化学工业规划院 工艺 副处长 高工 
6 吴晓峰 石油和化学工业规划院 公用工程 处长 教高 
7 牛新祥 石油和化学工业规划院 技术经济 处长 教高 
8 郭  森 环保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 环保 主任 高工 
9 何宏谋 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 水资源 所长 教高 
10 胡迁林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工艺 副秘书长 教高 
11 汪寿建 中国化学工程集团公司  工艺 总工程师 教高 
12 安  福 中石化经济技术研究院 工艺 总工程师 教高 
13 俞珠峰 神华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 工艺 副院长 教高 
14 李安学 大唐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工艺 副总经理 教高 
15 徐振刚 中煤集团煤化工研究院 工艺 院长 教高 
16 熊春华 军委后勤保障部油料研究所 油品 主任 高工 
17 姜建生 内蒙伊泰集团 工艺 副总经理 教高 
18 李世全 新疆自治区石化行办 工艺 原副主任  高工 

19 尚建选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工艺 副总经理  教高  

20 冯志武 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化工研究院 工艺 院长 教高 

 

附件 3：石油和化学工业规划院工作组名单 
序号 姓名 专业 职务、职称 

1 韩红梅 工艺 副处长、高工 

2 朱彬彬 工艺 高工 

3 刘思明 工艺 工程师 

4 邢  磊 工艺 工程师 

5 王宇博 工艺 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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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项目初审评估表 
 

序号 
项目 
名称 

主要产

品生产

能力 

分类意见 范围符合性 

煤制油 煤制气 
以煤制燃料 
为主的多联产 

其他 符合 不符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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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新建项目二审评估表 
类别 评估项 

单项评估 类别评估 综合评估 
评估标准 评估结果 评估标准 评估结果 评估标准 评估结果 

项目

布局 

主体功能区 项目布局在优化开发区和重点开发区，为“通过”，否则为“未通过”   

单项评估

均通过，则

为“通过”，
否则为“未

通过” 

  

类别评估

均通过，

则评估结

果为“新
建”；否则

进入储备

项目二审

评估程序 

  

生态功能区 
项目不在全国生态功能区划中的重要生态功能区内，为“通过”，否则

为“未通过” 
  

特殊区域 
项目不在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及主要补给区、

江河源头区、重要水源涵养区、生态脆弱区域、泉域出露区等区域内，

为“通过”，否则为“未通过” 
  

长江治理要求 项目不在长江中上游沿岸地区，为“通过”，否则为“未通过”   

产业园区 项目在产业园区布设，为“通过”，否则为“未通过”   

区域总量控制 
除新疆、内蒙古、陕西外，同一省区原则上不布局两个或两个以上方

向相同的升级示范项目 
 

示范

任务 

示范任务明确 
明确提出符合《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 年）》、《能源

技术革命创新行动计划（2016-2030 年）》以及国家能源局确定的煤

炭深加工规划方向和示范要求的示范任务，为“通过”，否则为 “未通过” 
  单项评估

均通过，则

为“通过”，
否则为“未

通过” 

  
示范先进性 

与现有技术水平相比有较大提升、具有一定难度，为“通过”，否则为 “未
通过” 

  

示范成熟度 
示范任务成熟度较高，已有中试装置且通过省部级（或以上）机构鉴

定，为“通过”，否则为“未通过” 
  

业主

条件 

业主（或股东）明

确 
项目业主（或股东）明确，持续开展项目前期工作   

单项评估

均通过，则

为“通过”，
否则为“未

通过” 

  
技术实力 

煤制油：项目业主具有已建、在建项目经验，在煤炭深加工领域具有

长期的技术和人才积累，为“通过”，否则为“未通过”； 
煤制天然气：项目业主在煤炭深加工领域具有一定的技术和人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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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评估项 
单项评估 类别评估 综合评估 

评估标准 评估结果 评估标准 评估结果 评估标准 评估结果 
为“通过”，否则为“未通过”； 
以煤制燃料为主的多联产：项目业主在煤炭分质分级利用相关领域具

有一定的技术和人才力量，为“通过”，否则为“未通过” 

行业经验 

煤制油：项目业主具有化工、煤炭或油品生产等行业经验，为“通过”，
否则为“未通过”； 
煤制天然气：项目业主具有化工、煤炭或燃气生产等行业经验，为“通
过”，否则为“未通过”； 
以煤制燃料为主的多联产：项目业主在煤炭分质分级利用相关领域具

有一定的项目建设或生产运营经验，为“通过”，否则为“未通过” 

  

资金实力 项目业主（或股东）具有相应的资金实力，为“通过”，否则为“未通过”   

实施战略 
项目业主（或股东）的自身发展战略不影响示范项目实施，示范项目

不与业主（或股东）其他项目构成战略冲突，为“通过”，否则为“未通

过” 
 

既有项目完成情况 
国家已核准项目未按批复规模建设，或者国家已同意开展前期工作而

无实质性进展，项目单位又未明确退出或下一步建设计划的，不再安

排新建项目 
 

前期

工作 

规划选址 获得规划选址意见书，为“通过”，否则为“未通过”   属于国家

核准的项

目，单项评

估均通过，

则为“通
过”，否则

为“未通

过”；属于

省级备案

的项目，前

  

土地预审 获得土地预审批复，为“通过”，否则为“未通过”   

项目环评 
获得环评批复、或 2016 年 6 月 30 日前环保部已受理项目环评、或通

过省级环保部门审查，为“通过”，否则为“未通过”  
  

水资源论证 获得水资源论证报告批复，为“通过”，否则为“未通过”   

园区规划及环评 
项目所在园区规划及规划环评已获批复，并明确纳入项目内容，为“通
过”，否则为“未通过”   

  

进度计划 
项目按照 2017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核准并开工建设考虑，为“通过”，
否则为“未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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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评估项 
单项评估 类别评估 综合评估 

评估标准 评估结果 评估标准 评估结果 评估标准 评估结果 
期工作不

要求，但进

度快的项

目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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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储备项目二审评估表 
类别 评估项 

单项评估 类别评估 综合评估 
评估标准 评估结果 评估标准 评估结果 评估标准 评估结果 

项目

布局 

主体功能区 项目布局在优化开发区和重点开发区，为“通过”，否则为“未通过”   

单项评估

均通过，

则为“通
过”，否则

为“未通

过” 

  

类别评估

均通过，

则评估结

果为“储
备”；否则

为“其他” 

  

生态功能区 项目不在全国生态功能区划中的重要生态功能区内，为“通过”，否则

为“未通过”   

特殊区域 
项目不在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及主要补给区、

江河源头区、重要水源涵养区、生态脆弱区域、泉域出露区等区域内，

为“通过”，否则为“未通过” 
  

长江治理要求 项目布局地点不在长江中上游沿岸地区，为“通过”，否则为“未通过”   
产业园区 项目在产业园区布设，为“通过”，否则为“未通过”   

区域总量控制 除新疆、内蒙古、陕西外，同一省区原则上不布局两个及以上相同类

型的升级示范项目；同等条件下，前期工作进度快的项目优先   

示范

任务 

示范任务明确 
明确提出符合《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 年）》、《能源

技术革命创新行动计划（2016-2030 年）》以及国家能源局确定的煤

炭深加工规划方向和示范要求的示范任务，为“通过”，否则为“未通过 
  

单项评估

均通过，

则为“通
过”，否则

为“未通

过” 

  
示范具先进性 与现有技术水平相比有较大提升、示范意义显著，为“通过”，否则为 “未

通过”   

示范成熟度高 示范任务已开展基础研究工作，成果较好，为 “通过”，否则为 “未通过”    

业主

条件 

业主（或股东）明

确 业主（或股东）明确、持续开展项目前期工作   
单项评估

均通过，

则为“通
过”，否则

为“未通

过” 

  

资金实力 业主（或股东）具有相应的资金实力，为“通过”，否则为“未通过”   

实施战略 业主（或股东）自身发展战略不影响示范项目实施，示范项目不与业

主其他项目构成战略冲突，为“通过”，否则为“未通过”  

既有项目完成情况 
国家已核准项目未按批复规模建设，或者国家已同意开展前期工作而

无实质性进展，项目单位又未明确退出或下一步建设计划的，不再安

排储备项目 
 



 

 13 

附件 7：示范任务评估对照表 
 

煤制油 

重点 
任务 

煤直接液化技术的改进和完善 

低温费托合成油生产高附加产品的工业化示范 

高温费托合成技术的工业化示范 

煤直接液化技术、间接液化技术、低温费托和高温费托的技术集成 

煤基聚氧醚（DMMn）、乙醇、高碳醇等优质调和组分的试验示范 

优先 
支持 

长期推动煤制油技术研发和产业化的企业新建示范项目 

依托已有大型工程基础建设示范项目 

与传统煤化工结构调整相结合的示范项目 

煤制气 

重点 
任务 

固定床熔渣气化技术 1500-2000 吨/天气化炉工业化示范 

固定床和气流床组合气化技术应用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甲烷化成套工艺技术 10 亿方/年工业化示范 

先进高效的酚氨回收、含酚废水生化处理、高盐水处理等技术示范  

煤制天然气联产油品和化学品示范 

多段分级转化流化床气化技术和催化气化技术的研发、试验示范 

低阶煤分质利用 

重点 
任务 

清洁高效低阶煤热解技术研发和百万吨级工业化示范 

更高油品收率的快速热解、催化（活化）热解、加压热解、加氢热解等

新一代技术研发示范 

气化-热解一体化技术和燃烧-热解一体化技术的研发，配合中低热值燃

气轮机或适应性改造后的燃煤锅炉，开展焦油-电力联产的工业化示范 

煤焦油轻质组分制对二甲苯、中质组分制高品质航空煤油和柴油、重质

组分制特种油品的分质转化技术研发和百万吨级工业示范 

中低温煤焦油提取精酚、吡啶、咔唑等石油难以生产的精细化工产品技

术研发 

50 万吨/年中低温煤焦油全馏分加氢制芳烃和环烷基油工业化示范 

油、气、化、电多联产的系统优化集成和千万吨级低阶煤分质利用工业

化示范 

通用技术装备 



 

 14 

重点 
任务 

煤炭在线原位快速检测技术研发，大规模磨煤机、流化床干燥、冷凝水

回收等装备研制，提高备煤系统自动化水平和煤质稳定性 

废水制浆、先进预处理、生化处理、光催化、电催化、高效提浓膜、结

晶盐资源化、排入盐湖等废水处理处置技术的研发和工业化示范 

引入水夹点技术、优化设计全系统水平衡，示范高效节水消雾技术、闭

式循环水技术、高效空冷技术 

结合大型油气田，开展二氧化碳驱油驱气工业化示范 

空压机和增压机、增压透平膨胀机组、高压板式换热器、高压超高压固

体输送泵、高压浆液泵、特种阀门等通用装备的自主化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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