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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景阳

一条长达 1.2 公里、管道纵横设备林立的

煤化工生产线正在忙碌运转，几乎看不到任何

操作人员，只看到入口处的原煤和出口处的煤

制油……

中国神华煤制油化工有限公司副总裁舒

歌平告诉科技日报记者，这是全球首条百万吨

级煤直接液化制油工业化生产线，核心技术和

催化剂由我国自主研发，并申请了国内外技术

专利。

从几十年前的挖煤卖煤，到今天的以煤

制油、制气、制烯烃，内蒙古鄂尔多斯市的煤

炭产业实现了华丽蜕变，其背后的转型之路，

正如我国四十年改革开放之路一样，漫长而

扎实。

创新直播间

数说创新

一条海带可以做成什么？海带丝、海带汤，或者海带酱油、海带

酱？在“中国海带之都”山东省荣成市，这些早已是“完成式”，他们利

用现代技术将海带“吃干榨尽”，将之做成海带聚糖、海带氨酸、海带

面膜等产品，使海带价值增长几十倍、上百倍。

从最初的养殖业到如今精深加工产业链，从一个鲜为人知的渔

业小县，到水产品产量、总收入连续 36年稳坐全国县级渔业“头把交

椅”，小小海带的今昔对比蕴含着“中国百强县”荣成市的崛起之谜。

为揭开谜底，11月初，科技日报记者走进了荣成市。

每年小雪前后，是荣成海带夹苗时节，也是养殖工人最忙最累的

时节。为赶时间，养殖工人起早贪黑、忍受寒冷，一天十几个小时劳

作在夹苗播种上。

荣成地处中国陆海交接处的最东端，洋流交汇使得这里海带产

量惊人：养殖面积、产量均居全国县级第一位，14 家海带加工企业，

100家海带食品企业，构成了海带育苗、养殖、加工、化工等较完整的

产业链。

“如果说资源赋予了荣成宽阔的海洋产业维度，那么科技则可以

打开海洋经济巨大的纵向深度。”作为荣成海洋产业的缔造者和建设

者之一，荣成市渔业协会会长唐厚运深有感触。

一份一斤重的干海带只卖两元多，而一杯只有4克重的“海芝宝”

深海小海带却卖到 3 元钱，这意味着一斤深海小海带要卖到 375 元，

188倍的升值诉说着创新威力，也是海之宝公司的最新科技成果。

记者面前摆着一碗海带面，其貌不扬却蕴含着海之宝公司的核

心技术，“我们应用了海带低温重组技术，将鲜海带打碎、磨浆，然后

在金属离子的聚合作用下凝固塑形；在加工过程中，我们将海带本身

的大分子链打碎，使其不含糖，更适合糖尿病患者食用。”海之宝营销

部经理张启泉说。

无独有偶。世代海洋眼下正将海藻做成生物肥。曾经，这家企

业也是众多荣成企业中的“芸芸众生”，但精深加工路子的推进，产学

研的介入，让其跳出圈子成为领跑者之一。“当初，做生物肥最大的挑

战在于‘复合微生物酶解工艺’，就是我们将原料的细胞壁打破，将其

中的活性物质释放出来却又不破坏它。”世代海洋科技公司总经理张

兴波告诉记者，与中国农科院的合作克服了这一难题。

在海产品初加工产业利润越来越薄的当下，海之宝和世代海洋向

深加工要效益的尝试，代表了荣成企业的普遍共识，也是历史的经验。

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 40年，但“老渔民”唐厚运仍然记得改革开

放前家乡小渔村的情景：身披油布衣，腿穿猪皮绑，脚踏木壳船，出海

打鱼没有像样的港口基地……是时代、专注、改革、科技、视野等一系

列关键词改变了小渔村的面貌。

记者了解到，以海带等海产品为源头，荣成已经培植起海洋生物

制品、海洋生物新材料、海洋生物医药三大产业集群。聚焦新旧动能

转换，进行产业转型升级，研制高端海洋产品，发展中高端市场，已成

为荣成发展海洋经济的方向之一。

荣成曾经作为北方县级市经济第一强而被称为“江北第一

虎”。现在，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它正向深海、远海进军，并重振

往昔的荣耀。

靠小海带逆袭
“江北第一虎”欲重振雄风

本报记者 王延斌 通讯员 刘兆阳

3000家
无锡打造环保产业创新发展示范基地

“这里培育了 1800 多家环保企业和 3000 多家相关配套产业，11

个国字号平台相继落户，尤其是水处理设备自我配套率高达 98%，国

内市场占有率达到 40%，已成为产品最齐全、技术最密集、创新资源

最丰富的环保产业集聚区。”近日，在由科技部和江苏省政府联合主

办的“2018（第六届）中国环保技术与产业发展推进会”上，无锡市副

市长高亚光如是阐释“部省合作计划”实施以来，宜兴环保科技工业

园创新发展的成绩。

作为国内唯一以发展环保产业为特色的国家级高新区，宜兴环

科园在两轮“部省合作计划”的政策红利下，搭建了江苏省环保装备

产业技术创新中心、中宜环境医院等一批创新载体，启动建设了国合

环境高端装备制造基地、中国城市污水资源概念厂、环保标准化工场

等一批示范工程，形成了水污染防控、土壤修复治理等一批具有核心

竞争力的创新成果。

江苏省科技厅副厅长夏冰介绍，多年来，江苏省始终坚持把环保

产业作为战略新兴产业大力培育，围绕“部省合作计划”确立的重点，

以科技、人才和信息为支撑，以国内外先进技术应用和先进装备制造

为手段，全面促进环保产业高质量发展。

（记者过国忠 通讯员陈玉宇 闵德强）

“京津冀是我国科技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但三地存在着明显的产业同质化问题，科技创新

合作不紧密使得产业技术创新水平受限。”南开

大学经研所所长刘刚教授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

时指出，“京津冀区域间产业梯度差异大、利益诉

求不同，科技创新资源的整合是一件紧迫而有挑

战的大工程。”

随着京津冀三地产业版图正在加速重构，对

区域协同发展的服务水平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近

日，京津冀科学资源创新服务平台首次对外公开发

布，该平台以“理顺京津冀产业发展链条，形成区域

间产业合理分布和上下游联动机制”为大目标，着

力解决京津冀优势科技服务资源整合，推动三地高

端科技资源共享、共用、共建，提升京津冀三地科技

创新整体水平，促进协同发展战略向纵深推进。

500万条数据面向三地开放

该平台实现了京津两直辖市和河北省11个地

级市全覆盖，已汇集涵盖科技机构、科技人才、科技

成果、科技项目等9大类70多个子类的500多万条

数据，面向三地政府、企业、科研人员提供信息和咨

询服务。该平台也是国内首个跨区域科技资源信

息综合服务平台，基于 Web GIS（互联网地理信息

系统）框架搭建，以“科技资源+数字地图+情报研

究+平台服务”为模式，旨在打通京津冀科技资源

经络，促进三地科技资源的开放共享。

作为平台的核心版块，京津冀科技资源数字

地图由“一库三系统”组成，一库是京津冀科技资

源数据库，三系统包括数字地图查询系统、数据可

视化分析系统和辅助决策支持系统，可进行科技

资源信息查询、统计分析、可视化分析等。

京津冀各区域专利分布图、京津冀节能环保

企业细分领域分布图、京津冀氮化镓专利申请合

作关系图……记者注意到，在这一平台上，数据可

视化分析系统可根据一定的主题和划定区域，通

过图层管理对不同类别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和空间

关联分析，满足多样化的科研需求。围绕三地协

同创新、非首都功能疏解和产业升级需求，平台的

辅助决策支持系统还可为用户提供区域科技资源

综合评价、产业集聚辐射能力评价等服务，帮助用

户提高决策水平。

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区域创新团队首席专

家、研究员苗润莲举例说：“选取金融环境、产业结

构、人力、财力等指标，用信息熵评价方法对京津

冀地区进行评价，会得出北京的信息熵综合评价

得分排名第一，远高于其他地区。”

点燃三地分工合作热情

10月 15日，天津与北京签署了进一步加强京

津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制定涵盖了滨海

中关村、宝坻京津中关村科技城等 10个方面 23条

合作事项，两市将推动科技创新资源、空间资源、

政策资源互补共享，推进多领域深层次务实合作

迈上新台阶；而在前不久，河北省也围绕“京津研

发、河北转化”，提出了“52111”工程路线图，到

2020 年，河北将打造 5 个战略高地、建设 20 个示

范园区、做强 100个转化机构、转化 1000项重大成

果，同时将京津科技成果到河北转化孵化的比例

提高到 10%……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中，高度密集的科技

资源要充分发挥产业引领作用，先要梳理、盘活

现有科技资源。“一个好的平台将有助于有效整

合和盘活区域科技资源，对决策分析提供积极

帮助。”苗润莲说，“融合多元异质创新主体，构

架汇聚数据、扩展服务的创新服务平台，形成创

新性的网络生态系统，这将是三地当前科技资

源有效配置极为重要的方式，对发挥北京全国

科技创新中心龙头带动作用，推动京津冀协同

创新发展意义重大。”

刘刚则表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具有全

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不再是一个科技园区

或城市的地理概念，而是以一个或若干中心城

市为核心的城市群范畴。他说：“京津冀协同发

展中打造的科技创新中心不再是传统的科技

城，而是率先发展以数据产业为导向的创新生

态系统和经济体系。数据产业的发展依赖的是

能够实现数据实时在线共享的平台。而数据产

业的发展不仅改变产业结构，而且改变新知识

的创造能力。京津冀科技资源创新服务平台开

放应用，好比一个火种，将迅速点燃三地的科技

创新分工合作热情。”

刘刚认为，北京科技资源密集的优势今后将

得到更好的体现和释放，进而带动发挥区域战略

新型产业集群优势，实现京津冀产业转型升级、联

动发展的协同创新发展目标。

苗润莲也认为，京津冀三地科技创新分工合

作的潜力巨大。她说：“当前京津冀的经济发展趋

势需要强化科技创新动能，想要充分发挥科技创

新在区域发展的带动作用，政府层面应该在数据

资源方面给予平台更大力度的支持。”

京津冀一体化，高端科技资源开放共享

本报记者 孙玉松

伊泰、神东、伊东、满世，这些名字在如今的

煤炭行业如雷贯耳，而在几十年前，这些超级企

业的创始人或负责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称呼：煤

老板。时代的巨变和永不停歇的创新向世人做

出了证明，他们和他们的企业，不仅仅也不再是

挖煤卖煤这么简单。

历史的车轮进入新千年，我国的改革开放取得

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引发新的思考。比如，我国

富煤少油，如何实现能源可持续利用和发展？作为

鄂尔多斯本土煤炭行业的“大哥”级企业，伊泰集团

首先将这一思考付诸实践：通过技术创新来结束原

始而单一的原煤买卖产业格局。

2001 年，中科院山西煤化所开始建设煤基

合成油中试技术平台。2002 年 9 月，伊泰集团

与山西煤化所联合开发的“煤基合成液体燃

料——浆态床技术”在山西煤化所千吨级中试

装置试车成功。

“作为民营企业，我们不能不考虑投入和成

本的问题，对于煤炭间接液化制油的技术研发，

我们投入了巨资，当时董事会上出现了不同的声

音，认为这样的做法很冒险。”伊泰集团煤制油的

一位技术高管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说。

但是时任集团董事长张双旺顶住了各方压

力，誓将这次技术创新进行到底，因为他坚信创

新的力量是无穷的。2002 年 11 月，内蒙古自治

区政府与中科院山西煤化所专家举行了煤基合

成油技术项目座谈会，达成了共识，确定伊泰集

团为自治区煤基合成油项目的业主单位，这为

伊泰集团吃下了定心丸。

“改革开放是我国经济社会的一个大转型，

而作为企业，必须顺应这个大转型，实现自我的

小转型，这是时代进步的要求，也是企业自身发

展的要求。”张双旺说。

2003 年 12 月，伊泰煤制油的千吨级中试装

置从粗油品中生产出了无色透明的高品质柴

油。完成连续 1000 小时运转试验后，我国已基

本上掌握了煤基合成油催化剂和浆态床反应器

等核心技术。

撕掉“煤老板”的标签

国家“十一五”规划中提到：发展煤化工，根

本上是为了发展化工，煤炭化工的发展，应该以

“通过技术创新实现煤炭就地转化”为发展目

标，配以商业模式。

按照国家的统一部署，鄂尔多斯依托丰富

的煤炭资源积极促成强强联手。2007 年，由中

石化、中煤、上海申能、内蒙古满世四大能源巨

头联手打造的中天合创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天合创）正式挂牌成立。

时任鄂尔多斯市市长杜梓在挂牌仪式上介

绍：“中天合创所经营的项目不仅是迄今我国规

模最大的集煤炭、电力、煤化产品生产和管道运

煤炭不再仅仅可以制油

输为一体的二甲醚项目,也是世界规模最大的

煤制醇醚项目。”

中天合创不仅是煤化工行业的巨头，更是

技术创新和思想创新的排头兵，也正因如此，企

业才能越走越远，越发展越壮大。

“比如我们在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上的创新

就是独树一帜的。”公司的一位负责人介绍说：

“针对工业废水‘零排放’的处理，国内普遍使用

的是蒸发结晶的传统技术，处理工业废水的投

资较大且成本较高，处理工艺尚需完善。而中

天合创高含盐水浓缩及结晶装置使用了沃特尔

技术，该技术将自有的石灰混凝澄清技术和世

界最先进的正渗透膜处理技术结合，形成了独

特的针对高 COD、高含盐工业废水零排放解决

方案。”

技术创新是现代煤化工企业发展的不竭动

力。去年 4 月，中天合创煤炭深加工示范项目

25 万吨/年管式高压聚乙烯装置投料开车一次

成功，顺利产出合格产品。这次投料开车成功，

是中天合创继第一系列装置开车成功后的又一

重要的里程碑。

“ 这 套 装 置 可 谓 十 年 磨 一 剑 ，设 备 采 用

EXXON MOBILL 高压管式法工艺技术，装置

规模 25万吨/年。与其他工艺相比，具有脉冲出

料、多点进料、多点引发剂注入、反应器变管径

设计、乙烯急冷反应器出料等工艺特点。该工

艺平均转化率高，可达 40%左右，用其生产的

LDPE产品凝胶少、光学性能好。”中天合创的技

术负责人介绍说。

2007 年是内蒙古自治区成立 60 周年，在那

次大型庆典中，内蒙古梳理了自身近十年来的

发展：以鄂尔多斯为中心辐射起来的煤化电热

一体化、煤炭液化、煤制天然气、煤制烯烃、煤制

乙二醇、粉煤灰制铝等产业，以及依靠技术创新

迅速成长起来的煤化工产业呈现出遍地开花、

多元化发展的格局。

原煤被投入生产线，黑煤浆先化为气，再合

为甲醇，又变成一粒粒白亮的聚丙烯。近日在

位于鄂尔多斯市乌审旗的中天合创公司的控制

屏上，记者现场感受了煤炭上演的“变身戏法”。

公司总经理张西国说：“这是国内最大的煤

炭一体化项目，年产烯烃 137万吨。从卖煤到卖

聚丙烯，每吨煤多赚 700 元，这意味着一吨原煤

的产值翻了一番还要多。”

2010 年前后，鄂尔多斯市经历了国际能源

价格大幅波动的巨大打击和洗礼，历尽劫波之

后，我国西北地区的这个煤炭巨人重新站立起

来，站得更稳、更直。而支撑其站立的动力源

泉，就是对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充分思考和

技术创新。

内蒙古经信委主任王秉军总结说：“过去鄂

尔多斯的煤炭产业，产品以‘原’字头和‘初’号

为主，资源优势无法充分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

济优势，如今，我们早已经跳出简单‘挖煤卖煤’

老格局，引导企业延长产业链，走资源加工增值

之路。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巨变给我们带来了机

遇，比如，我们抓住国家推进石油替代战略、煤

炭清洁高效利用的政策机遇，引导和支持企业

以煤为基、多元转化，走上现代煤化工发展之

路。”

位于鄂尔多斯东胜区的内蒙古汇能集团是

内蒙古的地方煤炭龙头企业。2014 年，公司设

计年产 4亿立方米天然气的一期工程试产成功，

几年来生产线运行平稳，生产指标和产品质量

也优于之前的设计指标。然而随着天然气市场

走俏，公司的一期工程投产以来，储存罐从没满

过，主要原因是缺乏动力煤制天然气的核心技

术。

该公司总工程师、副总经理王中秋说：“这

个项目启动以来，汇能与国内外的科研机构合

作，攻破了一道道技术难关，终于攻下了动力煤

制天然气这一世界性的煤化工技术难题。”

目前，汇能集团正在推进核心设备的国产

化，20亿立方米/年煤制天然气国家示范项目的

后续工程也在推进之中。全面建成后，该项目

每年可实现销售收入近 60 亿元，可吸纳近 3000

人就业。

如今，在出于经济转型关键期的鄂尔多斯

市，像这样自主创新的煤化工行业中已不再是

新鲜事，煤化工这一鄂尔多斯的绝对优势产业，

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姿态迅速成长，逐步成为我

国新时代的化工领军行业。

创新是发展的不竭动力

鄂尔多斯鄂尔多斯：：
从从““挖煤卖煤挖煤卖煤””到到““做精煤化工做精煤化工””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海之宝公司技术人员展示新采摘的海带 王延斌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