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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光伏、新型燃料、锂电新兴行业快速发
展——甲醇市场的下一个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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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醇行业综述——定义与分类

甲醇又称羟基甲烷、木醇与木精，是一种有机化合物，为最简单的醇类。甲醇有“木醇”与“木精”之名，源自于从前其主要的生产方

式是自木醋液萃取。现代甲醇是直接从一氧化碳，二氧化碳和氢的一个催化作用的工业过程中制造。甲醇很轻、挥发度高、无色、易燃，

并有与乙醇非常相似的气味。但不同于乙醇，甲醇毒性大，不可以饮用。甲醇按照制取方式的不同，可分为煤制甲醇、天然气制甲醇、

焦炉气制甲醇。

分类

• 天然气制甲醇：通过一段采用蒸汽转化、两段炉串联工艺，把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一氧化碳等混合

气体通过化学转化成无害气体水、二氧化碳，再通过天然气与二氧化碳催化转化，在催化剂的催

化作用下把生成的一氧化碳转化为碳，继续用于生产过程。这样既减少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也

提高了甲醇的浓度，提取了甲醇中的杂质，使甲醇的浓度达到一定的高度。

• 煤制甲醇：以煤为原料生产甲醇的技术。全装置中采用的煤气化方法依据煤的品质来决定。甲醇

合成正向单系列、大规模方向发展。基本工艺过程有煤的气化、水煤气变换、合成气净化、甲醇

合成、甲醇精馏几个阶段，甲醇精馏有传统的两塔流程和三塔流程。

• 焦炉气制甲醇：在诸多焦炉气制甲醇工艺中，焦炉气非催化部分氧化法比较突出，该工艺采用圆

筒式纯氧转化炉，炉内勿需装填催化剂，焦炉气进转化炉前不必脱除或转化有机硫，原料气可不

加热，不需另设加热炉。

51.49%39.80%

8.71%

2023年不同制取方式甲醇
全球产量占比

煤制甲醇 天然气制甲醇 其他



甲醇行业综述——产业链分析

甲醇在煤化工产业链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甲醇上游可以由天然气、煤炭一次能源直接制得，也可以从煤焦化产生的焦炉煤气中制得。

甲醇下游应用十分广泛，可用来生产甲醛、二甲醚、醋酸等基础化工原料，同时也是能源产品，可与异丁烯反应得到MTBE（甲基叔丁基

醚），作为高辛烷值汽油添加剂，也可以直接用作甲醇燃料，为汽车提供清洁动力。



甲醇行业综述——产业链上游

我国是全球甲醇生产最大的国家，生产结构不同于海外。甲醇生产主要有煤头路线和气头路线，其中以煤为原料制取甲醇有三种方式，分

别为煤气化制甲醇、焦炉煤气制甲醇和合成氨联产制甲醇（联醇）。由于我国富煤贫油少气的资源特点，2022年，甲醇生产有 81%来自

煤炭，2010 年以来煤气化制甲醇的占比继续扩大；而海外甲醇的生产原料主要是天然气，占比超过 92%。因此由于生产原料存在本质差

异，化石能源价格变化可能带来不同生产路线成本、利润的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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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甲醇生产路线



甲醇行业综述——产业链下游

甲醇下游主要应用于CTO/MTO、甲醛、MTBE、醋酸、二甲醚等化学品的合成原料或中间体，以及应用于新能源汽车使用的甲醇燃料。

烯烃是甲醇的最大下游应用，2022年占比为49.89%，其中乙烯丙烯为动力电池隔膜的主要原材料；甲醇燃料2022年应用占比为

17.44%，其相比传统燃料更清洁、高效；甲醛2022年应用占比为16.29%，其可用于合成原料、合成树脂、橡塑助剂、农药、医药等诸

多领域。

• CTO/MTO：烯烃主要用于生产聚烯烃，其中最常见及用途最广的两种烯烃为乙烯和丙烯，分

别主要用来合成聚乙烯（PE）和聚丙烯（PP）。

• 甲醛：又称蚁醛，化学式是HCHO或CH2O。甲醛可由甲醇在银、铜等金属催化下脱氢或氧化

制得，也可从烃类的氧化产物中分出。可作为酚醛树脂、脲醛树脂、维纶、乌洛托品、季戊四

醇、染料、农药和消毒剂等的原料。

• 甲基叔丁基醚（MTBE）：化学式为C5H12O，为无色透明液体，不溶于水，易溶于乙醇、乙

醚，是一种优良的高辛烷值汽油添加剂和抗爆剂。

• 醋酸：是大宗化工产品，是最重要的有机酸之一。醋酸可用在某些酸洗和抛光溶液中，在弱酸

性溶液中作缓冲剂。用于生产乙酸盐，广泛用作催化剂。醋酸也可用作分析试剂，有机合成，

色素和药品的合成。

• 二甲醚：化学式是C2H6O。主要作为甲基化剂用于生产硫酸二甲酯，还可合成N,N-二甲基苯

胺、醋酸甲酯、醋酐和乙烯等。在国外推广的燃料添加剂在制药、染料、农药工业中有许多独

特的用途。

49.89%

17.44%

16.29%

11.26%

5.12%

3.07% 14.32%

2023年甲醇不同应用全球销量占比

CTO/MTO 甲醇燃料 甲醛 MTBE
醋酸 二甲醚 其他



甲醇行业综述——销售渠道分析

甲醇销售渠道因最终用途和销售地区而异。为了优化这些销售渠道，公司可以提供有竞争力的价格、可靠的送货服务、灵活的付款条件

和范围广泛的产品。此外，公司可以利用技术来提高其销售渠道的效率，例如通过电子商务平台和在线订购系统。

直销 甲醇可以直接销售给最终用户，例如化学品制造商或汽油调和厂。该销售渠道适用于有能力接收和储存大量甲醇的大

客户。为了优化这种销售渠道，公司可以提供批量折扣、灵活的付款条件和可靠的送货服务。

分销

电子商务

政府合同

甲醇可通过与最终用户建立关系的分销商和贸易商进行销售。此销售渠道适用于可能没有能力接收和存储大量甲醇的

中小型客户。为了优化这个销售渠道，公司可以提供有竞争力的价格、快速的交货和范围广泛的产品。

甲醇可以通过电商平台进行网上销售。此销售渠道适合未与供应商建立关系的中小型客户。为了优化这种销售渠道，

公司可以提供易于使用的在线订购系统、快速可靠的交付以及安全的支付方式。

甲醇可以通过合同出售给政府机构。该销售渠道适用于有能力生产和交付大量甲醇的供应商。为了优化这个销售渠道，

公司可以提供有竞争力的价格、高质量的产品和可靠的送货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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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醇行业驱动力——政策

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途径。煤炭在我国能源消费中的主体地位中短期内不会改变，主要由于我国目前仍处在工业化

快速发展的阶段，伴随新兴产业快速发展与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全社会用电量将继续保持较高增长，可再生能源还无法满足电力消费增长，

需要煤炭起到兜底保障作用。但在“双碳”目标的约束下，煤炭必须向清洁高效利用发展，将高碳能源低碳化利用，既保障能源安全，又履

行“双碳”承诺。

时间 事件 主要内容

2021.9.13 习近平总书记陕西榆林
考察

煤炭作为我国主体能源,要按照绿色低碳的发展方向,推进进煤炭消费转型升级。
煤化工产业潜力巨大、大有前途,要提高煤炭作为化工原料的综合利用效能,促
进煤化工产业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发展。

2021.11.17 李克强总理主持国常会 设立2000亿元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并指出我国能源资源享赋以
煤为主,要从国情实际出发,着力提升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水平,加快推广成熟技术
商业化运用。

2021.12.11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要立足以煤为主的基本国情,抓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增加新能源消纳能力,推动
煤炭和新能源优化组合。原料用能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

2022.3.22 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召开
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工作
会议

深刻认识新形势下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极端重要性,坚持从国情实际出发推进
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切实发挥煤炭的兜底保障作用,确保国家能源电力安全保供。
要深刻认识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途径,统筹
做好煤炭青洁高效利用这篇大文章,科学有序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为实现高
质量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信呆障。

2022.5.4 中国人民银行、发改委、
能源局联合印发通知

增加1000亿元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额度,专门用于支持煤炭开发
使用和增强煤炭储备能力。至此,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总额度达
到3000亿元。

煤制甲醇助推煤炭清洁利用

煤制甲醇碳排放主要来自气化及水

煤气反应过程。煤制甲醇过程要经

过气化、变换、净化、 合成精制

的基本过程。气化反应中，煤与氧

气、水共同作用，形成含有 CO、

CO2、H2 的 粗制合成气；由于煤

气化后碳多氢少，氢碳比不到 1，

而甲醇 合成气氢碳比为 2.05-2.15，

所以需要加氢来调整碳氢比。 然

后 再 对 合 成 气 进 行 净 化 ， 去 除 

CO2、硫化物等再进行合成和精馏。

煤制甲醇生产过程释放二氧化碳小

于直接燃烧，起到减排的效果。



甲醇行业驱动力——需求

新兴下游成甲醇消费增长点。甲醇消费量稳定增长，甲醇新兴领域成为主要消费方向。甲醇作为一种重要的有机化工原料，在 2019年至 

2022年间其销量保持稳定增加趋势，复合增长率为 6.42%；甲醇传统下游应用销量占比近年来逐步下降，例如甲醛占比从 2010 年的

33%下降至2021年7%，二甲醚占比也从 21%下降至 4%，而下游烯烃发展迅速，2021 年烯烃销量占比达 56%，成为甲醇消费的主要

方向，甲醇燃料也保持较大份额，2021 年占比 18%，是甲醇的第二大下游应用。

烯烃：锂电隔膜有望带动烯烃需求

增加

烯烃是甲醇的最大下游，近年来烯

烃产量增长迅速，其中以乙烯丙烯

为代表产品。单层聚乙/丙烯膜为动

力电池中的隔膜主要原材料，聚丙

烯可以通过干法工艺制成锂电隔膜

用于磷酸铁锂电池中，聚乙烯则通

过湿法工艺应用于三元电池中。随

着新能源车产销量上升，锂电池装

机量增加，对于乙烯丙烯的需求扩

张。

甲醛：新兴下游对传统产品替代作

用强

甲醛产能收缩，产量趋稳。甲醛是

甲醇的第三大下游，占甲醇销量比

重 16.29%。作为基本的有机化工

原料，甲醛可用于合成原料、合成

树脂、橡塑助剂、农药、医药等领

域，甲醛传统消费领域“三醛”树

脂胶等胶粘剂主要用于木材加工业。

近年来，受到环保及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影响，甲醛落后产能加速退出，

2017 年后行业产能保持下降趋势。

    

醋酸：光伏、聚酯行业对醋酸需求

量形成支撑

醋酸是甲醇的重要下游，占到甲醇

销量比重 5.12%，醋酸是重要的有

机化工原料，可衍生出几百种下游

产品，醋酸乙烯占醋酸下游销量的 

2 1 % ， 主 要 用 于 生 产 聚 乙 烯 醇

（PVA）和醋酸乙烯-乙烯共聚物 

（EVA）等聚合物，广泛用于纺织、

轻工、化工、医药、食品等领域。

光伏级 EVA 胶膜是主流的光伏封装

材料，光伏行业需求约占到国内整

体 EVA 销量的 31%左右。

燃料：消费领域新型燃料未来发展

可期

甲醇燃料相比传统燃料更清洁：单

位燃料燃烧需要的空气减少，吸入

的氧气、氮气同比减少，排放的氮

氧化物也减少。甲醇燃料更加经济

高效：甲醇的辛烷值高于传统汽油，

能减轻爆震程度，氧与碳氢元素质

量各占一半，平均能量转换效率比

传统汽油更高。作为船舶燃料如发

生泄漏，对生态的危害更轻：在水

中甲醇的生物降解速度要比原油和

汽油快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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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醇市场综述——全球市场规模

全球行业供需规模逐年扩大，从供给端看，甲醇产量呈上升态势，2022年全球甲醇产量19033万吨，较2019年增加3654万吨，年复合

增长率为7.36%。从需求端看，受下游有机合成、医药、汽车等领域需求拉动，甲醇需求量在逐年增长。2022年，甲醇表观需求量将达

到15601万吨，较2019年增加3098万吨，年复合增长率为7.66%。

15379

19033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E 2024F 2025F 2026F 2027F 2028F 2029F

全球甲醇供给情况

产能（万吨） 产量（万吨） 产能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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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醇市场综述——全球各细分领域市场占比

46.19%

14.96%

14.63%

0.95%
6.50%

16.77%

地区占比

中国 美国 欧洲 日本 东南亚 其他

从销量地区占比来看，中国拥有最大

份额，2023年约占整体市场规模的

45.19%。

从销量分类占比来看，煤制甲醇拥有

最大份额，2023年约占整体市场规模

的51.49%。

从销量应用占比来看，CTO/MTO拥有

最大份额，2023年约占整体市场规模

的49.89%。

51.49%
39.80%

8.71%

分类占比

煤制甲醇 天然气制甲醇 其他

49.89%

1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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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占比

CTO/MTO 甲醇燃料 甲醛 MTBE

醋酸 二甲醚 其他



甲醇市场综述——中国市场规模

中国行业供需规模逐年扩大，从供给端看，甲醇产量短期内呈上升态势，而后趋于平稳。2022年中国甲醇产量5948万吨，

较2019年增加802万吨，年复合增长率为4.95%。从需求端看，受下游有机合成、医药、汽车等领域需求拉动，甲醇需求

量在逐年增长。2022年，甲醇表观需求量达到7160万吨，较2019年增加941万吨，年复合增长率为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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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2020 2021 2022 2023E 2024F 2025F 2026F 2027F 2028F 2029F

中国甲醇供给情况

产能（万吨） 产量（万吨） 产能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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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万吨） 销量（万吨）



甲醇市场综述——中国进出口概况

由于我国甲醇行业国内市场供应偏紧，需要依赖进口满足国内消费。所以我国甲醇近年来的对外贸易情况是处在逆差状态，且逆差金额整体

呈增长态势。近几年来，我国甲醇国内市场都处于供不应求状态。供应方面，我国甲醇主要是以煤制甲醇为主，如今双碳目标已经确立，甲

醇落后产能将被逐步淘汰，其产能产量增长速度放缓。面对日益增长的需求，国内市场现有的供给无法完全满足消费，因此预计未来我国甲

醇贸易逆差或将继续扩大。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E 2024F 2025F 2026F 2027F

中国甲醇进出口概况

进口量 出口量

进口来源

中国主要从阿曼、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等地区进口甲醇，

这些地区甲醇多以成品产出销售，而不作为自身化工

中间品生产。

出口去向

中国主要向印度尼西亚、越南和中国台湾等地区出口

甲醇，这些地区煤炭、天然气等资源较少，甲醇产量

较小，但需求也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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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醇行业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 行业供需规模持续扩大，市场
价格保持高位震荡。行业供需
规模持续扩大，从供给端看，
甲醇产量呈上升态势。从需求
端看，受下游有机合成、医药、
汽车等领域需求拉动，甲醇需
求量在逐年增长。行业需求量
将进一步提升。

• 集中度将逐步提高，行业朝多
元化发展。在节能减排和生产
技术提高下，行业准入条件提
高，产能落后、耗能高、环境
污染严重的企业将被市场淘汰，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甲醇市
场将不断向头部优势企业聚集。

• 行业集中度待提升，市场竞争
较剧烈。我国甲醇生产企业较
多，主要包括宝丰能源、中天
合创、延长中煤、神华宁煤等
企业，2022年CR5不足30%，
市场竞争相对激烈。

• 区域分布不平衡。我国甲醇产
能西部和华北地区占我国总产
能一半以上,地区分布的不均衡,
运输、安全等因素影响下形成
区域性的供求不平衡。

• 产品结构仍需优化。中国甲醇
装置平均生产规模较低，由于
高能耗生产装置在行业中所占
比例较大，严重阻碍中国甲醇
生产效率。

• 行业技术不够成熟。中国甲醇
生产装置核心技术仍然属于国
外技术，如GE、GSP等技术仍
需从国外引进，部分关键设备
国外的水平仍然有很大的差距。

• 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复杂多变。
国际形势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
多，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
逆全球化等思潮频现，“黑天
鹅”、“灰犀牛”等事件频发，
全球价值链也面临剧烈调整与
重构，全球治理模式开始新探
索。

• 国际能源市场的影响不可避免。
从产业链分析，甲醇既是重要
化工原料、又具有能源属性，
与原油相关产品紧密联系，如
烯烃、甲醇燃料、二甲醚等;从
生产成本分析，国际天然气价
格与原油价格息息相关，在全
球市场一体化进程中，国际气
头甲醇也与国内市场发生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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