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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１　　　　 　

我国期货市场经过３０多年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乱到
治，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道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３０多年来，期
货市场的规则体系不断完善，品种创新有序推进，风险管理工具进一步丰
富，对外开放进程明显加快。期货市场的规模稳步扩大，市场投资者结构逐
步优化，资产管理和风险管理等创新业务探索取得初步成效。期货市场整体
运行质量和效率不断提高，价格发现和风险管理的基础功能得到发挥，在优
化资源配置，促进产业升级，助力脱贫攻坚和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等方面
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随着我国期货市场规模的不断发展壮大，新的市场参与者特别是个人投
资者呈持续上升趋势。投资者是期货市场的重要主体，期货市场的发展离不
开投资者的积极参与。中小投资者是我国现阶段资本市场的主要参与群体，
但处于信息弱势地位，抗风险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较弱，合法权益容易受到
侵害。维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是证券期货监管工作的重中之重，关系广大
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是资本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因此，当前我国期
货市场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做好投资者教育工作意义深远。
２０１３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

保护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发布，指出要强化中小投资者教育，
加大普及证券期货知识力度。将投资者教育逐步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有条件
的地区可以先行试点。充分发挥媒体的舆论引导和宣传教育功能。证券期货
经营机构应当承担各项产品和服务的投资者教育义务，保障费用支出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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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甲醇期货 　 　 　

配备，将投资者教育纳入各业务环节。提高投资者风险防范意识。自律组织
应当强化投资者教育功能，健全会员投资者教育服务自律规则。中小投资者
应当树立理性投资意识，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养成良好投资习惯，不
听信传言，不盲目跟风，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２０１９年３月，
证监会、教育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证券期货知识普及教育的合作备忘
录》（以下简称《合作备忘录》），旨在学校教育中大力普及证券期货知识，
对于推动全社会树立理性投资意识，提升国民投资理财素质，维护社会和谐
稳定。

随着《意见》的深入贯彻和落实，我国中小投资者保护工作取得了积
极成效，围绕投资者教育工作，期货市场的监管部门、自律组织与中介机构
都深入进行了大量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卓有成效的工作。由中国期货业协
会组织编写的本套《期货投资者教育系列丛书》，就是协会按照中国证监会
的统一部署，贯彻落实期货投资者教育工作的重要措施之一，也是协会积极
响应《关于加强证券期货知识普及教育的合作备忘录》要求，推动期货知
识进校园、进课堂、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切入点。本丛书是为期货投资者编
写的一套普及性读物，以广大普通投资者为服务对象，兼顾了专业机构的需
求，采取简单明了的问答体例，在语言上力争做到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可
读性强。衷心地希望本丛书的出版能够为期货投资者了解期货市场、树立风
险意识、理性参与期货交易提供有益的帮助。

在此，我们对所有在本丛书编写和出版过程中付出辛勤劳动的朋友表示
衷心感谢。由于编写时间紧迫，书中错误和疏漏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
指正。

中国期货业协会
２０２２年６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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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为什么要进行甲醇期货的套利交易？套利交易何以吸引

众多投资者？　 ／ ２４５
　 　 六、甲醇期货的套利交易与套期保值、投机交易的区别在

哪里？　 ／ ２４７
　 　 七、甲醇期货套利交易的类型有哪些？　 ／ ２４８
　 　 八、如何利用合约之间的不合理差价盈利？　 ／ ２４９
　 　 九、甲醇的跨期套利有哪几种类型？　 ／ ２５２
　 　 十、什么是期货合约之间的反向跨期套利？　 ／ ２５６
　 　 十一、商品期货间的跨品种套利是如何进行的？　 ／ ２５７
　 　 十二、如何在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之间盈利？　 ／ ２６１
　 　 十三、套利交易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 ２６２
　 　 自测题　 ／ ２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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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甲醇期货交易的风险管理 　 ／ ２６６

　 　 　 　 一、甲醇期货交易的主要风险有哪些？　 ／ ２６６
　 　 二、个人投资者如何进行风险管理？　 ／ ２６８
　 　 三、机构投资者如何进行风险管理？　 ／ ２７０
　 　 四、长假休市期间是否具有某种风险？　 ／ ２７２
　 　 五、涨跌停板限制可能带来的风险？　 ／ ２７３
　 　 六、如何通过资金管理降低期货投资风险？　 ／ ２７３
　 　 七、如何通过制定应对策略降低交易风险？　 ／ ２７６
　 　 自测题　 ／ ２８１
　 　

后记 　 ／ ２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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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了解甲醇

　 　 本章主要介绍了甲醇的主要用途、产业链状况、生产
工艺、上下游产品，使投资者进入甲醇期货市场前对甲醇
有一个感性的认识，也为投资、分析、展望甲醇期货行情
打下一定的基础。

一、 甲醇是什么？

甲醇，又名木精、木醇，英文名为Ｍｅｔｈａｎｏｌ或Ｍｅｔｈｙｌ Ａｌｃｏｈｏｌ，化学分
子式为ＣＨ３ － ＯＨ，为无色、略带醇香气味的挥发性液体，沸点６４ ５℃—
６４ ７℃，能溶于水，在汽油中有较大的溶解度，有毒、易燃，其蒸汽与空气
能形成爆炸混合物（见图１ － １）。甲醇是由合成气生产的重要化学品之一，
既是重要的化工原料，也是一种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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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甲醇期货 　 　

图１ － １　 甲醇

甲醇有工业甲醇、燃料甲醇和变性甲醇之分，目前以工业甲醇为主。凡
是以煤、焦、天然气、轻油、重油等为原料合成的，其质量指标符合国标
ＧＢ３３８ － ２００４要求的，都是工业甲醇。随着可再生资源的开发利用，利用农
作物秸秆、速生林木及林木废弃物、城市有机垃圾等也可以气化合成甲醇。
粗甲醇经脱水精制、作为燃料使用的无水甲醇，称之为燃料甲醇。燃料甲醇
未加变性剂，成本往往要比工业甲醇低，因为对它只有可燃烧和无水的要
求。变性甲醇是加入了甲醇变性剂的燃料甲醇或工业甲醇。因为甲醇和汽
油、柴油不互溶，尤其在低温潮湿环境中发生分层（相分离）现象而造成
发动机不能正常工作，因此燃料甲醇（或工业甲醇）变性后才能加入汽油、
柴油使用。变性燃料甲醇是在工业用甲醇中加入一定比例的车用甲醇汽油添
加剂后，专门用于调配车用甲醇汽油的甲醇。

二、 甲醇和乙醇有什么区别？

乙醇即酒精，乙醇是化学名词，酒精是俗称。
从分子式上看，甲醇分子式为ＣＨ３ － ＯＨ，乙醇分子式为Ｃ２Ｈ５ － ＯＨ，乙

醇比甲醇多一个ＣＨ２，属同系物。
从用途上看，甲醇是基础的有机化工原料和优质燃料，主要应用于精细

化工、塑料、新型清洁燃料等领域；乙醇也有相当广泛的用途，除用作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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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制造饮料和香精外，也是一种重要的有机化工原料，如用乙醇制造乙
酸、乙醚等。乙醇也是一种有机溶剂，用于溶解树脂，制造涂料。医疗上常
用７５％ （体积分数）的酒精做消毒剂。

从安全角度看，甲醇有毒，乙醇对人体一般无害。不管是工业酒精还是
食用酒精，其主要成分都是乙醇。只是工业酒精中大约含有４％的甲醇，被
不法分子当作食用酒精制作假酒，而被人饮用后，就会产生甲醇中毒。

三、 甲醇的产业链状况如何？

上游：甲醇的原材料主要有煤、天然气、焦炉气。我国拥有丰富的煤炭
资源，因此生产甲醇的主原料为煤炭。我国甲醇产量占全球一半以上。而在
国外，９５％以上的甲醇是以天然气为原料进行生产的，中东、中南美地区天
然气资源丰富，价格低廉，是世界甲醇的主要产地。

下游：甲醇是一种基础化工产品，其下游主要有乙烯、丙烯、甲醛、甲
基叔丁基醚（ＭＴＢＥ）、醋酸和二甲醚（ＤＭＥ）等传统初级衍生化工产品，
以及甲醇汽油等燃料产品。甲醇行业的产业链见图１ － ２。

图１ － ２　 甲醇的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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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甲醇的生产工艺是怎样的？

目前，工业上几乎全部采用一氧化碳加压催化加氢法生产甲醇，典型流
程包括造气、合成气净化、甲醇合成和粗甲醇精馏等工序。

根据原料的不同，甲醇有三种生产工艺：煤制甲醇生产工艺、天然气制
甲醇生产工艺和焦炉气制甲醇生产工艺。自１９２３年开始工业化生产以来，
甲醇合成的原料路线经历了很大变化。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前多以煤和焦炭为
原料；５０年代以后，以天然气为原料的甲醇生产流程被广泛应用。目前，
欧美、中东地区国家主要采用天然气为原料生产甲醇，该工艺具备投资低、
无污染的优点，且无须过多考虑副产物销路。由于我国一次能源结构具有
“富煤贫油少气”特征，缺少廉价的天然气资源，同时随着石油资源紧缺、
油价持续上涨，在大力发展煤炭洁净利用技术的背景下，当前并且今后较长
一段时间内煤炭仍是我国甲醇生产最重要的原料。此外，我国还有部分企业
采用焦炉气为原料生产甲醇。

五、 煤炭是如何变成甲醇的？

煤炭在甲醇生产中既是作为原料（用于气化），也是作为燃料。传统的
甲醇生产设备的气化用煤以无烟块煤为主，采取的工艺是固定床工艺，该工
业流程简单但是由于无烟煤价格偏高，导致成本偏高。目前随着甲醇生产工
艺和生产设备的升级，动力煤（烟煤）可以通过水煤浆法或航天炉法制备
甲醇，甲醇的生产成本也越来越低。目前，在我国烟煤与动力煤工艺制备甲
醇都占有较高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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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煤合成甲醇的工艺流程可知，煤与空气燃烧后加入水蒸气使之分
解，反应生成氢气和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等，生成半水煤气。半水煤气经过
脱硫、变换、脱碳净化后脱除大部分的硫化氢和二氧化碳，氢气和一氧化碳
经铜锌系催化剂催化，高温反应生成含水粗甲醇，在经过精馏工序得到无水
甲醇。

煤经气化制取合成气，再由合成气在铜基催化剂条件下合成甲醇的典型
流程见图１ － ３。

图１ － ３　 煤制甲醇工艺图

上述生产工序中，气化和合成是两个决定性的工艺。气化合成工艺主要
有ＩＣＩ低压甲醇合成工艺、Ｌｕｒｇｉ低压甲醇合成工艺、ＴＥＣ的新型反应器以
及正趋向成熟的液相法甲醇合成工艺，而空分、变换、净化、压缩、氢回
收、精馏均为常见工艺，与相关行业（如冶金、合成氨工业）的工艺基本
一致。

煤制甲醇的耗煤情况与生产设备有关，也与使用的煤种有关，一般情况
下，每吨甲醇耗煤１ ５—１ ８吨。

　 延伸阅读　

我国煤炭及无烟煤的基本情况
煤炭是我国储量最多、分布最广的不可再生战略资源。根据全国第

三次煤炭资源预测与评价，我国煤炭资源总量约５ ５７万亿吨，居世界第
一。截至２０１０年底，全国煤炭保有查明资源储量１３４１２亿吨。其中，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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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煤查明资源储量８７９４ １１亿吨，占全国煤炭查明资源储量的６５ ５７％；
无烟煤查明储量１５５０ ４３亿吨，占全国煤炭查明资源储量的１１ ５６％。据
悉，我国矿产查明资源储量中仅有约２０％是可采储量，据此测算，我国
煤炭查明资源储量中约有２６８２亿吨是可采储量，其中动力煤的可采储量
为１７５９亿吨。无烟煤储量分布相对集中，主要在山西晋城、阳泉，河南
永城、焦作地区，宁夏汝箕沟矿区，贵州矿区６个区域，山西省和贵州省
共占我国无烟煤总储量的６７％。此外，河南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北京
市的无烟煤储量也较丰富。虽然贵州省占我国无烟煤预测储量的２４％，
但由于位置偏远、开采条件及煤质等原因，至今产量很小。山西省无烟
煤预测资源量为２０２０亿吨，其中晋城矿区占到１０００亿吨，是我国最大的
无烟煤生产矿区之一。

２０２０年我国煤炭产量３９亿吨，同比增长１ ４％。到“十四五”末
期，国内煤炭年产量将控制在４１亿吨，煤炭年消费量将控制在４２亿吨左
右。我国无烟煤生产区主要集中在山西省。产量达到１０亿吨以上的有山
西省、内蒙古自治区。２０２０ 年全国无烟煤产量５ ７０ 亿吨，同比增长
３ ００％。 　 　

据国际能源机构统计，２０２０年全球煤炭产量约为７４ ３８亿吨，同比
缩减６ ５％。除中国外，俄罗斯、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蒙古国、印
度、美国等国煤炭产量下滑。２０２０年我国的煤炭产量全球占比高达５１％，
已经超过了“所有外国”。２０２０年，全国共进口煤炭３ ０４亿吨，同比增
长１ ５％。

由于无烟煤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在电力、冶金、化工、建材及民用
领域都有普遍应用。根据中国煤炭运销协会无烟煤专业委员会统计，在
近几年的无烟煤消费中，电力行业占３６％以上，化工行业和水泥行业各
占２０％，钢铁行业占到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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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 ４　 煤化工主要工艺路线及产品

　 延伸阅读　

我国煤化工产业状况
煤化工是指所有以煤炭为原料的化学工业。按不同工艺路线可以分

为煤焦化、煤气化和煤液化；按产品路线可以分为煤制油、煤制烯烃、
煤制醇醚、煤焦化—焦炭—煤炭、煤气化—合成氨等。

目前在业内引起关注的煤化工，主要是指煤制油、煤制烯烃和煤制
醇醚类的新型现代煤化工；像煤焦化、氯碱和合成氨制尿素等都属于传
统煤化工（见图１ －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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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煤化工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在化学工业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
煤化工的产量占化学工业（不包括石油和石化）大约５０％。合成氨、甲
醇两大基础化工产品，主要以煤为原料。

生产１吨甲醇所消耗的原料煤与所采用的气化工艺、煤质及企业的生
产、技术管理水平都有很大的关系。以年产２０万—３０万吨甲醇装置为
例：（１）固定层间歇气化工艺，使用优质无烟块煤，生产１吨甲醇约需
煤１ ８吨；（２）ＧＥ或多喷嘴水煤浆氧化工艺，使用优质烟煤（义马煤），
生产１吨甲醇约需煤１ ４—１ ５吨；（３） ＳＨＥＬＬ粉煤气化工艺，使用优质
烟煤（义马煤），生产１吨甲醇约需煤１ ２５—１ ４５吨。一般而言，生产一
吨甲醇需要大约１ ５吨标准煤。

“十三五”期间（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国家有关政策明确煤炭深加工定
位为国家能源战略技术储备和产能储备示范工程，指出“十三五”继续
处于升级示范阶段，不但细化了产业政策，而且提出未来发展目标。２０１６
年５月，国家发布的《现代煤化工“十三五”发展指南》提出了规模、
技术和节能减排三方面目标：到２０２０年，将形成煤制油产能１２００万吨／
年、煤制天然气产能２００亿立方米／年、煤制烯烃产能１６００万吨／年、煤
制芳烃产能１００万吨／年、煤制乙二醇产能６００万—８００万吨／年；突破１０
项重大关键共性技术，完成５—８项重大技术成果的产业化，项目设备国
产化率不低于８５％；在２０１５年基础上，到２０２０年实现单位工业增加值水
耗降低１０％、能效提高５％、碳排放降低５％。同年５月国务院颁布的
“关于石化产业调结构促转型增效益的指导意见”和同年９月工业和信息
化部颁布的《石化和化学工业发展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均指出，在
中西部符合资源、环境条件的地区，结合大型煤炭基地开发，按照环境
准入条件要求，有序发展现代煤化工产业；继续开展煤制烯烃升级示范，
积极促进煤制芳烃技术产业化。同年１２月，国家能源局发布《煤炭工业
发展“十三五”规划》，内容包括推进煤炭深加工产业示范，提出以国家
能源战略技术储备和产能储备为重点，在水资源有保障、生态环境可承
受的地区，开展５种模式和技术装备的升级示范，加强先进技术攻关和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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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化。同年１２月，国家发改委及能源局发布《能源发展“十三五”规
划》提出，煤炭深加工的定位是国家能源战略技术储备和产能储备示范
工程，要合理控制发展节奏，强化技术创新和市场风险评估，严格落实
环保准入条件，有序发展，稳妥推进煤制燃料、煤制烯烃等升级示范；
“十三五”期间，煤制油、煤制天然气生产能力分别达到年产１３００万吨
和１７０亿Ｎｍ３左右规模。２０１７年２月，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印发《煤
炭深加工产业示范“十三五”规划》的通知”，指出主要任务是要重点开
展５种模式和技术装备的升级示范。同年３月，国家发改委与工业和信息
化部发布《现代煤化工产业创新发展布局方案》，明确指出煤化工产业整
体仍处于升级示范阶段，重点任务包括：重点开展煤制烯烃、煤制油升
级示范，有序开展煤制天然气、煤制乙二醇产业化示范，稳步开展煤制
芳烃工程化示范。

“十三五”期间，陆续建成投运了一批现代煤化工工业化升级示范项
目。其中，有些项目强化了最严格的环保设施配套，实现了烟气的超低
排放和煤化工废水（有的项目包含了配套或周边煤矿的矿井水资源化利
用）的近零排放；有的项目在煤化工生产过程智能化控制方面取得了良
好的进展。特别值得提及的是，世界上单厂生产规模最大的煤间接液化
工业化示范项目和煤制甲醇转制烯烃（ＳＭＴＯ）工业化示范项目。

总体而言，“十三五”期间的现代煤化工升级示范项目的推进速度是
比较慢的，产业化进程未能跟上规划要求的节奏，究其原因主要包括以
下三个方面：

（１）油、煤、气、化工产品的比价关系发生了大幅度变化，煤价大
幅上涨，油价低位波动，相关化工产品价格总体下滑，使得现代煤化工
项目“两头受挤”，“煤价低”优势已基本不复存在。与２０１６年初相比，
２０２１年秦皇岛国内动力煤价上涨了１４１％，同期的原油价格只上涨了
１２２％、液化天然气（ＬＮＧ）价格上涨了９ ８％、甲醇价格上涨了
５０ １２％。高煤价、低油价、低气价以及化工产品价格走低，使现代煤化
工“转化煤”的经济性受到严重挑战。现代煤化工产业既是原料价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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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者，也是煤化工产品价格的接受者，处于两头受挤的艰难状态。
（２）示范项目承担的关键技术产业化示范任务较重，每个示范项目

一般至少都要承担２—３项具有开拓性的创新任务，需要慎重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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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对每个示范项目提出了具体的示范任务要求，《现代煤化工建设
项目环境准入条件（试行）》还要求有环保方面的示范任务。这都在客观
上对这一阶段的示范项目带来了严峻的技术性挑战。

（３）某些外部原因对此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一是当前化工行
业清洁生产、治污降霾、危化品企业搬迁等方面的压力很大，现代煤化
工项目的用煤、用水、用能、环境容量指标的获取难度越来越大，有的
省份甚至要求“不新增煤炭消费量”，尽管不直接针对现代煤化工示范项
目，但仍需要事先腾出相应的控制指标；二是煤炭行业深化改革导致煤
化工项目的配套煤矿不能如期开工或者煤炭资源配置不能及时到位；三
是虽然天然气管输政策在逐步改革深化，但市场化和第三方参与等具体
措施仍有待落实；四是大型石化项目和轻烃化工（以乙烷、丙烷、Ｃ４为
原料的化工）项目发展提速，也对现代煤化工的市场空间判断有所影响。

六、 天然气是如何变成甲醇的？

天然气是国际甲醇生产的主要原料，天然气制甲醇装置具有规模大、成
本低、产品质量好的优点。以天然气为原料是国际上甲醇生产的主要原料路
线，尤其是具有丰富廉价天然气资源的国家和地区，如中东、智利、特立尼
达、多巴哥、新西兰和墨西哥等，已成为世界甲醇工业的核心。２０２０年我
国以天然气为原料的甲醇装置占国内产能的１０ ６４％。

以天然气为原料制甲醇的生产工艺主要由预转化、转化、压缩、合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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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了解甲醇 　 １１　　　 　

精馏等单元组成（见图１ － ５）。天然气制甲醇与煤制甲醇工艺上的主要区别
在合成气的生产部分。煤气化生产的合成气中ＣＯ的含量为３０％，不能满足
甲醇合成对氢碳比（Ｈ２ － ＣＯ２）／（ＣＯ ＋ ＣＯ２）等于２ ０５的要求，因此需要进
行变换，将ＣＯ转化为ＣＯ２，变换后的合成气还要通过净化除去硫和ＣＯ２，
才能达到甲醇合成的要求。

图１ － ５　 天然气制甲醇工艺图

天然气制合成气的工艺流程较之煤制合成气要简单得多，天然气经预转
化脱硫后，只需调整合适的水碳比，转化后的合成气即达到甲醇合成的要求。
因此天然气制甲醇工艺技术可靠、流程短、设备少、操作简单，适合于建设
大型或超大型甲醇装置。如以年产５０万吨甲醇装置计算，煤制甲醇的装置投
资约１６亿元，天然气甲醇的装置投资约１２ ５亿元，前者是后者的１ ２８倍。

我国虽然有相对丰富的天然气储量，但是为了能源安全保障，现有政策
未能明确支持大力发展天然气化工。例如，２０１２年制定的《天然气利用政
策》与２０１７年印发的《加快推进天然气利用的意见》，都是针对天然气如
何在城镇燃气、工业燃料、燃气发电、交通运输等领域进行高效科学利用。

　 延伸阅读　

我国天然气资源及分布
我国沉积岩分布面积广，陆相盆地多，形成优越的多种天然气储藏

的地质条件。根据１９９３年全国天然气远景资源量的预测，我国天然气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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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量达３８万亿立方米，陆上天然气主要分布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
占陆上资源量的４３ ２％和３９ ０％。

根据我国第二轮油气资源评价，全国天然气资源量３８０４００亿立方米，
其中陆上６２个沉积盆地的天然气资源量２９９０００亿立方米，海域７个沉积
盆地的天然气资源量８１４００亿立方米。全国最终可采天然气储量１４００００
亿立方米。

　 延伸阅读　

我国天然气的利用政策如何？
为了鼓励、引导和规范天然气下游利用领域，国家发改委、国家能

源局于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１４日专门制定了《天然气利用政策》，并于２０１７年
印发《加快推进天然气利用的意见》。

为加快推进天然气利用，提高天然气在我国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的
比重，稳步推进能源消费革命和农村生活方式革命，有效治理大气污染，
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现形成以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

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遵循“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发展战略思
想，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燃料清洁替代和新兴市场
开拓为主要抓手，加快推进天然气在城镇燃气、工业燃料、燃气发电、
交通运输等领域的大规模高效科学利用，产业上中下游协调发展，天然
气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占比显著提升。

（二）基本原则
规划引领、政策驱动。充分发挥规划引领作用，明确天然气利用目

标、部署及保障措施。切实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限制使用高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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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了解甲醇 　 １３　　　 　

染燃料。推进北方地区清洁取暖，加快提高清洁供暖比重。充分发挥环
保、产业、金融、财政、价格政策对扩大天然气利用的驱动作用。

改革创新、市场运作。深入推进天然气体制改革，着力破解影响天
然气产业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发挥市场在天然气资源配置中的决
定性作用。有序放开竞争性环节，鼓励各类资本进入天然气基础设施建
设和利用领域，加快推进天然气价格市场化。

全面推进、突出重点。将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工业和民用“煤
改气”、天然气调峰发电、天然气分布式、天然气车船作为重点。因地制
宜、以点带面，积极推进试点示范，积累经验后逐步推广。

产业协调、健康发展。重视天然气产业链上中下游协调，构建从气
田开发、国际贸易、接收站接转、管道输配、储气调峰、现期货交易到
终端利用各环节协调发展产业链，以市场化手段为主，做好供需平衡和
调峰应急。各环节均要努力降低成本，确保终端用户获得实惠，增强天
然气竞争力。

（三）总体目标
逐步将天然气培育成为我国现代清洁能源体系的主体能源之一，到

２０２０年，天然气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的占比力争达到１０％左右，地下
储气库形成有效工作气量１４８亿立方米。到２０３０年，力争将天然气在一
次能源消费中的占比提高到１５％左右，地下储气库形成有效工作气量３５０
亿立方米以上。

二、重点任务
（一）实施城镇燃气工程
推进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按照企业为主、政府推动、居民可承

受的方针，宜气则气、宜电则电，尽可能利用清洁能源，加快提高清洁
供暖比重。以京津冀及周边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内的重点城市（２ ＋ ２６）为
抓手，力争５年内有条件地区基本实现天然气、电力、余热、浅层地能等
取暖替代散烧煤。在落实气源的情况下，积极鼓励燃气空调、分户式采
暖和天然气分布式能源发展。

快速提高城镇居民燃气供应水平。结合新型城镇化建设，完善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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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公共服务体系，支持城市建成区、新区、新建住宅小区及公共服务
机构配套建设燃气设施，加强城中村、城乡接合部、棚户区燃气设施改
造及以气代煤。加快燃气老旧管网改造。支持南方有条件地区因地制宜
开展天然气分户式采暖试点。

打通天然气利用“最后一公里”。开展天然气下乡试点，鼓励多种主
体参与，宜管则管、宜罐则罐，采用管道气、压缩天然气（ＣＮＧ）、液化
天然气（ＬＮＧ）、液化石油气（ＬＰＧ）储配站等多种形式，提高偏远及农
村地区天然气通达能力。结合新农村建设，引导农村居民因地制宜使用
天然气，在有条件的地方大力发展生物天然气（沼气）。

（二）实施天然气发电工程
大力发展天然气分布式能源。在大中城市具有冷热电需求的能源负

荷中心、产业和物流园区、旅游服务区、商业中心、交通枢纽、医院、
学校等推广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示范项目，探索“互联网＋”、能源智能微
网等新模式，实现多能协同供应和能源综合梯级利用。在管网未覆盖区
域开展以ＬＮＧ为气源的分布式能源应用试点。

鼓励发展天然气调峰电站。鼓励在用电负荷中心新建以及利用现有
燃煤电厂已有土地、已有厂房、输电线路等设施建设天然气调峰电站，
提升负荷中心电力安全保障水平。鼓励风电、光伏等发电端配套建设燃
气调峰电站，开展可再生能源与天然气相结合的多能互补项目示范，提
升电源输出稳定性，降低弃风弃光率。

有序发展天然气热电联产。在京津冀及周边、长三角、珠三角、东
北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地区具有稳定热、电负荷的大型开发区、工业聚
集区、产业园区等适度发展热电联产燃气电站。

（三）实施工业燃料升级工程
工业企业要按照各级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中规定的淘汰标准与时

限，在“高污染燃料禁燃区”重点开展２０蒸吨及以下燃煤燃油工业锅
炉、窑炉的天然气替代，新建、改扩建的工业锅炉、窑炉严格控制使用
煤炭、重油、石油焦、人工煤气作为燃料。

鼓励玻璃、陶瓷、建材、机电、轻纺等重点工业领域天然气替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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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在工业热负荷相对集中的开发区、工业聚集区、产业园区等，鼓
励新建和改建天然气集中供热设施。支持用户对管道气、ＣＮＧ、ＬＮＧ气
源做市场化选择，相关设施的规划、建设和运营应符合法律法规和技术
规范要求。

（四）实施交通燃料升级工程
加快天然气车船发展。提高天然气在公共交通、货运物流、船舶燃

料中的比重。天然气汽车重点发展公交出租、长途重卡，以及环卫、场
区、港区、景点等作业和摆渡车辆等。在京津冀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地
区加快推广重型天然气（ＬＮＧ）汽车代替重型柴油车。船舶领域重点发
展内河、沿海以天然气为燃料的运输和作业船舶，并配备相应的后处理
系统。

加快加气（注）站建设。在高速公路、国道省道沿线、矿区、物流
集中区、旅游区、公路客运中心等，鼓励发展ＣＮＧ加气站、ＬＮＧ加气站、
ＣＮＧ ／ ＬＮＧ两用站、油气合建站、油气电合建站等。充分利用现有公交站
场内或周边符合规划的用地建设加气站，支持具备场地等条件的加油站
增加加气功能。鼓励有条件的交通运输企业建设企业自备加气站。推进
船用ＬＮＧ加注站建设，加快完善船用ＬＮＧ加注站（码头）布局规划。加
气（注）站的设置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工程、技术规范标准。

七、 焦炉煤气是怎样变成甲醇的？

焦化企业在炼焦过程中要产生大量的焦炉煤气，据测算，每生产１吨焦
炭可产生４００立方米焦炉煤气。焦炉煤气是一种富氢气体，含有５５％—
６９％的Ｈ２、２３％—２７％的ＣＨ４、５％—８％的ＣＯ，是非常理想的化工原料。

目前，世界上只有我国拥有焦炉煤气制取甲醇的技术。随着近年来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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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醇企业新增装置快速发展，焦炉气制甲醇装置逐渐增多，主要集中在山东
省、西北和华北地区，焦炉气制甲醇产能在１１２６ ５万吨，占比１２ ２８％。

焦炉煤气制取甲醇的关键技术是将焦炉煤气中的甲烷及少量多碳烃转化
为一氧化碳和氢。基本工艺是焦炉煤气首先经低压压缩，然后进行有机硫加
Ｈ２转化为无机硫，精脱硫后加压催化部分氧化，使焦炉气中的烃类进行转化，
使之成为ＣＯ ＋ Ｈ２，加压合成粗甲醇，经过精馏产出精甲醇（见图１ － ６）。

图１ － ６　 焦炉煤气制甲醇生产工艺

八、 甲醇的主要下游产品有哪些？

甲醇的用途主要可以分成两大类，一是做燃料，二是做化工原料。
甲醇是优良清洁燃料，它的热值高，为４６５０ｋｃａｌ ／ ｋｇ （１１１１ ｋＪ ／ ｋｇ），同

时甲醇完全燃烧仅产生水与二氧化碳，不产生其他有害气体，属于清洁燃
料。同时，甲醇可以加入汽油掺烧或代替汽油作为动力燃料。甲醇与汽油混
合通常称为“汽油掺烧甲醇”，并以甲醇的含量作为燃料标记，如掺入
１５％、３０％、５０％、８５％甲醇的汽油分别为Ｍ１５、Ｍ３０、Ｍ５０、Ｍ８５，纯甲
醇燃料和添加剂则为Ｍ１００。目前市场上以掺入１５％者为最多，称Ｍ１５甲醇
汽油。甲醇汽油抗爆性能好，研究法辛烷值（ＲＯＮ）随甲醇掺入量的增加
而增高，马达法辛烷值（ＭＯＮ）则不受影响。燃烧排出物的毒性比普通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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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了解甲醇 　 １７　　　 　

铅汽油小，排气中一氧化碳含量也较少，燃烧清洁性能良好。但一般的甲醇
汽油对汽油发动机的腐蚀性和对橡胶材料的溶胀率都较大，且易于分层，低
温运转性能和冷起动性能不及纯汽油，可用作车用汽油的替代品。目前，甲
醇汽油在多个国家广泛研究，并有一定的产业化应用。

甲醇最重要的用途是用作化工原料，下游工艺与产品应用极其广泛，可
以用来生产乙烯、丙烯、甲醛、二甲醚、醋酸、甲基叔丁基醚（ＭＴＢＥ）、
二甲基甲酰胺（ＤＭＦ）、甲胺、氯甲烷、对二甲苯、对苯二甲酸二甲酯、甲
基丙烯酸甲酯、合成橡胶等一系列有机化工产品。此外，甲醇也是生产敌百
虫、甲基对硫磷、多菌灵等农药的原料。可以说，甲醇是“非石油工艺”
中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化工原料。由于我国是一个“缺油，少气，多煤”
的国家，通过煤制甲醇，再通过甲醇制其他重要的化工产品（煤化工），对
我国能源化工安全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甲醇制烯烃（Ｍｅｔｈａｎｏｌ Ｔｏ Ｏｌｅｆｉｎ，ＭＴＯ）是将甲醇催化转化为乙烯、丙
烯的工艺，也是甲醇下游占比最大的工艺，目前占到甲醇总需求的５０％以
上。三烯三苯（三烯指的是乙烯、丙烯、丁二烯，三苯指的是苯、甲苯、
二甲苯）是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化工原料，甲醇制烯烃技术是煤制烯烃工
艺路线的枢纽技术，实现了由煤炭或天然气经甲醇生产基本有机化工原料。
在我国煤制烯烃路线是对传统的以石油为原料制取烯烃的路线的重要补充，
也是实现煤化工向石油化工延伸发展的有效途径。

甲醛是甲醇重要的下游产品之一，也是重要的基本有机化工原料之一，
主要用于生产酚醛树脂、粘合剂及其他有机化学品。目前，我国是世界上最
大的复合板生产国。

二甲醚（ＤＭＥ）除了在日用化工、制药、农药、染料、涂料等方面具
有广泛的用途外，它还具有燃料性能，解决了能源和污染的矛盾这一难题。

醋酸是甲醇另一重要的下游产品，它是一种重要有机化工原料，主要用
于生产醋酸乙烯单体、醋酐、对苯二甲酸（ＰＴＡ）、聚乙烯醇、醋酸酯类、
醋酸纤维素等，在化工、轻纺、医药、染料等行业具有广泛用途。

甲基叔丁基醚（ＭＴＢＥ）是甲醇下游产品中增长最快的一个品种，它是
一种重要的高辛烷值汽油添加剂。尽管最近一项研究表明，ＭＴＢＥ极易对土
壤、地下水造成污染，且能致癌，但在新化学品未出现之前，它还是较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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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　　　 　 甲醇期货 　 　

想的汽油添加剂。
二甲基甲酰胺（ＤＭＦ）作为重要的化工原料以及性能优良的溶剂，在

聚氨酯行业中作为洗涤固化剂；在医药行业中作为合成药物中间体，广泛用
于制取强力霉素、可的松、磺胺类药品的生产；在腈纶行业中作为溶剂，主
要用于腈纶的干法纺丝生产；在农药行业中用于合成高效低毒农药杀虫剂；
在染料行业中作为染料溶剂；在电子行业中作为镀锡零部件的淬火及电路板
的清洗等。

九、 甲醇包装、 储存及运输是怎样的？

工业甲醇应用干燥、清洁的铁制槽车、船、铁桶等包装，并定期清洗和
干燥。工业甲醇应贮存在干燥、通风、低温的危险品仓库中，避免日光照射
并隔绝热源、二氧化碳、水蒸气和火种。贮存温度应不超过３０℃，贮存期
限６个月。

工业甲醇的远距离运输，常采用装有甲醇槽车的火车，一般短途运输通
常用装有卧式甲醇贮槽的汽车。槽车、船、铁桶在装运甲醇过程中应在螺丝
口加胶皮垫密封，防止甲醇漏损，严防明火。运输工具应有接地设施。工业
甲醇产品包装容器上应涂有牢固的标志，其内容包括：生产厂名称、产品名
称、本标准编号以及符合ＧＢ １９０规定的“易燃液体”和“有毒品”标志等。

一、不定项选择题

１ 甲醇可以用在生活的（ ）方面。
Ａ 甲醇汽油　 　 　 　 　 　 　 　 　 　 　 Ｂ 板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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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了解甲醇 　 １９　　　 　

Ｃ 化工 Ｄ 医药
２ 甲醇的生产原料主要有（ ）种。
Ａ 石油 Ｂ 煤炭
Ｃ 天然气 Ｄ 焦炉气
３ 聚烯烃（聚乙烯与聚丙烯）是甲醇最重要的下游产品，它的主要用

途有（ ）种。
Ａ 地膜 Ｂ 编织袋
Ｃ 医护用品 Ｄ 注塑料
４ 甲醇产能最大的地区是（ ）。
Ａ 西北 Ｂ 华南
Ｃ 华北 Ｄ 东北
５ 甲醇用量下游占比最高的行业是（ ）。
Ａ 甲醇制烯烃 Ｂ 甲醛
Ｃ 二甲醚 Ｄ 醋酸
６ 醋酸的主要用途有（ ）种。
Ａ 化工 Ｂ 医药
Ｃ 染料 Ｄ 轻纺
７ 甲醛的两大主要下游有（ ）。
Ａ 房地产 Ｂ 农药
Ｃ 涂料 Ｄ 木材加工
８ 除了甲醇制烯烃外，下列（ ）还是甲醇的主要下游产品。
Ａ 甲醇汽油 Ｂ 二甲醚
Ｃ 乙醇 Ｄ 甲醇制烯烃
９ 甲醇燃料的使用主要有（ ）。
Ａ 直接代替汽油（如Ｍ１００）
Ｂ 按照一定比例掺杂在汽油中（如Ｍ５、Ｍ１５等）
Ｃ 通过化学转化成二甲醚
Ｄ 通过电化学转化成燃料电池中

国
期
货
业
协
会
  
中
国
财
政
经
济
出
版
社



　 ２０　　　 　 甲醇期货 　 　

二、判断题

１ 甲醇是无色、略带醇香气味的易燃、无毒、挥发性液体。 （ ）
２ 我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一样，以天然气作为甲醇主要生产工艺。

（ ）
３ 甲醇是一种重要的有机化工原料，应用广泛，可以用来生产甲醛、

二甲醚、醋酸、甲基叔丁基醚（ＭＴＢＥ）、ＤＭＦ、合成橡胶等一系列有机化
工产品。 （ ）

４ 甲醇不但是重要的化工原料，而且是优良的能源和车用燃料，可以
加入汽油掺烧或代替汽油作为动力燃料。 （ ）

５ 甲醇也是生产敌百虫、甲基对硫磷、多菌灵等农药的原料。 （ ）
６ 甲醛是甲醇最重要的下游产品之一，也是最重要的基本有机化工原

料之一，主要用于生产酚醛树脂、粘合剂及其他有机化学品。目前，我国是
世界上最大的复合板生产国。 （ ）

７ 二甲醚（ＤＭＥ）除了在日用化工、制药、农药、染料、涂料等方面
具有广泛的用途外，它还具有燃料性能，解决了能源和污染的矛盾这一难
题。 （ ）

８ 醋酸是甲醇另一重要的下游产品，它是一种重要有机化工原料，主
要用于生产醋酸乙烯单体、醋酐、对苯二甲酸（ＰＴＡ）、聚乙烯醇、醋酸酯
类、醋酸纤维素等，在化工、轻纺、医药、染料等行业具有广泛用途。

（ ）
９ 由甲醇制烯烃即以甲醇为原料生产乙烯、丙烯等低碳烯烃的生产工

艺技术（简称ＭＴＰ ／ ＭＴＯ）可有效缓解我国石脑油的不足和低碳烯烃对国际
市场的依赖程度。 （ ）

１０ 我国甲醇的主要产地是东北地区。 （ ）
１１ 我国甲醇最大的下游需求是甲醇制烯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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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了解甲醇 　 ２１　　　 　

一、不定项选择题

１ ＡＢＣＤ　 　 　 　 ２ ＢＣＤ　 　 　 　 ３ ＡＢＣＤ　 　 　 　 ４ Ａ　 　 　 　 ５ Ａ

６ ＡＢＣＤ ７ ＡＤ ８ ＡＢＤ ９ ＡＢＣＤ

二、判断题

１ × 　 　 ２ × 　 ３ √ ４ √ ５ √

６ √ ７ √ ８ √ ９ √ １０ ×

１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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