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3-06

2016年12月29日 星期四
编辑：田宇 美编：晓莉 组版：徐凌壹读

世界单套最大煤制油项目投产，一年让2000万吨煤变成油

这这项项工工程程为为何何让让总总书书记记多多次次关关注注
28日的央视新闻联播报道，习近平对神华宁煤煤制油示范项

目建成投产作出重要指示，代表党中央表示热烈的祝贺。在此之
前，习近平也曾数次关注、视察这一项目。这个煤制油项目有什么
用，能让总书记如此关注？

“推进能源生产
和消费革命”

习近平在指示中强调，这
一重大项目建成投产，对我国
增强能源自主保障能力、推动
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促进民族
地区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是对
能源安全高效清洁低碳发展方
式的有益探索，是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的重要成果。这充
分说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
整经济结构，推进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必
须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快推
动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
化。习近平要求，要不断扩大我
国在煤炭加工转化领域的技术
和产业优势，加快推进能源生
产和消费革命。

这不是习近平第一次关注
神华宁煤煤制油项目了。今年7
月19日，习近平在宁夏考察时，
来到银川市郊的宁东能源化工
基地，了解这个工程建设进展
情况，并发表即兴讲话。他强
调，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正是
靠着工人阶级埋头苦干、真抓
实干的拼搏精神，我们才能实
现一个又一个伟大目标。

此外，2009年8月24日，习近
平在内蒙古调研期间，也曾视察
神华煤直接液化项目，他指出：

“煤制油作为国家的能源战略，
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和长治久安

是一个重要的战略安排。”而在
2008年，习近平也曾考察神华宁
煤年产25万吨甲醇项目。

一吨煤变成油
价值涨6倍

为什么习近平如此关注神
华宁煤煤制油项目？

这是一个巨无霸工程，总
投资550亿元，投产后年均销售
收入266亿元，年产油品405万
吨，是目前世界上单套投资规
模最大、装置最大、拥有中国自
主知识产权的煤炭间接液化示
范项目，也是国内首个煤炭间
接液化示范项目。

该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就地
转化煤炭２０４６万吨。煤制油消化
的煤炭约占神华集团全年产量
的三分之一，每吨煤发展煤制油
的价值相当于原煤直销的７倍。

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煤田已
探明储量270多亿吨，居全国第
六位，煤田地质条件好，采掘成
本低，且煤质优良。2003年开始，
这里逐渐形成了“国家三大基
地”，其中之一就是煤化工产业
基地。2013年，国家发改委正式
批复神华宁煤煤制油项目，这也
是“十二五”期间国家发改委核
准的第一个煤炭深加工项目。

新华社发文评价，这是一
个在荒漠上崛起的具有战略意
义的世界级工程。它承载着我国
煤炭清洁化利用和破解煤炭产
能过剩困局的重任；承担着“后
石油时代”为我国能源装备制造
提供技术战略储备的使命。

此前，我国煤化工产业虽然
发展迅猛，但是缺乏“中国制造”

的坚强支撑，核心技术、高端装
备依赖进口，而且付出了异常高
昂的费用。这一项目联合国内２９
家企业和科研院所攻关完成３７
项重大技术国产化任务，打破了
国外技术垄断。一批国内企业从
此有实力与西门子、壳牌等世界
级企业同台竞争。

比如苏州安特威阀门公司
研发出全球第一台双盘阀，使用
寿命是德国产品的一倍以上，在
市场上一举成名。神华宁煤集团
自主研发的“神宁炉”能“通吃”
各种煤炭，解决了西门子气化炉
只能吃“精煤”的缺陷，后者在我
国煤气化市场失去竞争力。

油价涨得越高
煤制油越划算

我国总的能源特征是“富
煤、少油”。煤炭开发和使用带
来巨大环境压力，石油又需要
大规模进口。煤制油既能改变
能源使用结构，利于环境保护，

又保障了国家能源安全，还符
合当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
力推进科技创新的大方向，成
了一举多得的办法。

早在上世纪30年代末，由
于石油紧缺，德国就开始研究
煤制油技术。1973年中东实行
石油禁运，油价被炒高，达到每
桶30多美元，大规模的煤制油
研发又掀起高潮，美、日、德都
纷纷投巨资研究，但始终没有
真正投入商业运行。

据专家测算，当原油价格
在28美元以上，煤变油在经济
上才比较划算。上世纪80年代
中期至90年代中期，国际油价
一直处在低位，煤变油自然不
会受到重视。直到最近两年，国
际油价一再攀升，煤制油重新
被各国提上议事日程。但从项
目启动到开工建设，至少需要5
年准备时间，而油价频繁变动，
人们往往反应滞后。

专家认为，我国搞煤变油
有显著优势。有人算了一笔账：

吨煤开采成本美国是20 . 5美
元，神华神东矿区不到100元人
民币。煤制油如果探索出可行
路径，煤炭产能过剩、盈利能力
下滑的困局有望解开。

不过也应当看到，煤化工
行业当前正处于困境中。据不
完全统计，2013年-2015年5
月，获得发改委批复的煤化工
项目共计22个，总投资达5000
亿元。然而随着今年以来油价
的持续下跌，需求量有限，造成
普遍开工率较低。产能过剩、技
术水平低、环境污染大、能耗
高，甚至运输风险等都成为制
约行业发展的瓶颈。

据央视、新华社、人民日报等

高校科研经费乱象多，拼关系拿项目甩手给学生

假假发发票票假假合合同同都都用用上上，，六六成成被被套套现现
最近几年,科研经费腐败一直是社会关注焦点。中央一方面要求加强科研经费管理,一方面鼓励高校科研人员多出成果。应该说,高校科研领

域的问题正在一一改正过程中。然而,在高校科研环境日趋向好的背景下,个别高校的教师却出现了不敢做科研的现象。这背后是何原因?

侵吞实验项目收益
复旦一主任被判刑

据悉,不久前复旦大学医
学院动物实验部原主任杨萍，
医学院动物实验室原正、副主
任敖红和黄爱民均以贪污罪分
别被判刑。

杨萍一审被判有期徒刑10
年 ,二审改判为3年4个月。然
而,她的两名下属却没有如此
幸运,一审分别被判10年和12
年有期徒刑,二审虽改判,但至
今仍在狱中服刑。法院给两案
定罪的理由是,利用职务便利,
将应由所在部门承接相关实验
服务项目的所得收益予以侵
吞,而敖红和黄爱民一案又暴
露出借用别人名义承接科研项
目、用假发票报销套现的科研
经费管理乱象。

“这两个案子代表了目前
高校科研领域管理中的两大方
面,大部分老师都像杨萍这样

以学校或者部门的名义承接科
研项目,然后以酬金的方式获
利；小部分没有科研资质的人
会像敖红、黄爱民这样借用别
人名义或者其他不正当渠道找
项目赚钱。但不论是哪种,在科
研经费支取的实际操作中乱象
丛生。”上述不愿具名的复旦大
学老师告诉记者。

“科研项目一般分为纵向
课题和横向课题,前者是拨款
类项目,由上级部门或各类基
金下达和资助的研究项目；后
者为非拨款类项目,即向社会
承接的研究项目。从数量和规
模上来看,纵向课题比横向课
题多得多。”这位老师透露,如
果从全国高校来看,每年科研
经费都得以千亿元计算。

只要当了校领导
课题马上就来

记者从杨萍处获悉,复旦
大学科研老师手上都有两个本

子,一个酬金本 ,一个经费本 ,
这是每个科研项目经费管理
必备的两个记账本。按照学
校和动物实验部多年来的规
定和惯例 ,有科研资质的老
师,谁承接,就由谁申报、完成
和最终对经费的管理分配。
杨萍承接和完成的只是其中一
小部分,经费使用均记录在记
账本上,然而,这最终也没能成
为她洗罪的证据。

记者手头有一份《复旦大
学理科与医科科研项目经费管
理规定》,记者注意到,在该“规
定”中 ,科研经费到学校账户
后,学校收取5%的管理费和3%
的科技活动费,项目负责人可
提取纵向课题最高8%的酬金、
横向课题40%的酬金,其余的
用于实验开支。如果项目结束
后经费仍有结余,项目负责人
还可以提取不超过40%的劳务
酬金……

“之所以酬金的比例如此
之高,就是要激发老师科研的

积极性,但问题就出在经费管
理环节中,由于管理过于粗放,
可操作空间太大了,在巨大的
利益面前,就容易滋生乱象。”
复旦大学刘老师做科研多年,
对业内操作了如指掌。

那么,多年来高校科研领
域的乱象又有哪些呢?刘老师
给记者做了分析。首先是立项
申报,不拼实力拼“关系”。一个
原本科研实力不强的人,只要
当了校领导,课题马上就来,于
是很多人就削尖脑袋,往上钻
营。另外一些老师也纷纷利用
学校的资源“跑部钱进”,拿了
课题费后,甩手就给了年轻教
师或学生去做。

其次是经费花不完,报销
靠造假。每年那么多的科研经
费,学校在收取了管理费后基
本不控制。复旦大学更是规定,

“科研经费的使用和管理由项
目负责人负责”。于是,为了套
现,开具假发票、编造假合同、
编制假账目等手段应有尽有、

防不胜防。
“老师变老板 ,项目变金

库,用学生身份证冒领劳务费,
把装修发票、购车发票统统入
账。中国科协曾有过调查,在一
些高校和研究机构,科研资金
用于项目本身仅占40%左右,
大量科研经费流失在项目之
外。”刘老师说。

其三就是验收走过场,成
果没人管。“有关系拿到项目的
就有本事结题,花点经费,请几
个专家说说好话,即便课题不
怎么样,照样有机会拿优秀。”
刘老师透露。

滕老师在上海交通大学
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因为没
有科研资质,前几年就把接来
的项目放在导师名下做。“高
校工资低 ,要赚钱就得做科
研,所以大家是八仙过海各显
神通。”他告诉记者 ,“现在普
遍不敢了 ,这不是闹着玩的 ,
要坐牢的。”

据法制日报

7月19日下午，习近平在宁东能源化工基地慰问煤制油项目技术研发团队。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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