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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陕西省培育千亿级化工材料

产业创新集群行动计划

为贯彻落实《关于加快构建具有陕西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意见》《陕西省高水平推进产业创新集群建设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实施方案》，抢抓化工材料产业发展机遇，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结合我省实

际，特制定本行动计划。

一、发展现状

化工材料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材料，主要包括

烧碱、甲醇、烯烃、化肥等大宗化工原料以及合成树脂、工程塑

料、特种橡胶、高性能纤维、电子化工材料等化工新材料，涉及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及橡胶和塑料制品

业。陕西依托丰富的煤油气盐资源，化工材料产业规模不断壮大，

技术装备水平不断提升，已成为我省重要支柱产业，为制造业稳

步增长奠定了坚实基础。

产业规模不断壮大。我省已成为国内重要的煤制甲醇、煤制

烯烃生产基地，榆林被列入全国四大现代煤化工产业示范区之一。

截至 2023年底，全省化工材料产业实现总产值 1800亿元，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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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产品年产能为：煤制甲醇1745万吨（其中商品甲醇560万吨）、

煤制烯烃 450万吨、煤制乙二醇 290万吨、煤焦油加氢 397万吨、

煤基芳烃 43万吨、聚氯乙烯 140万吨、醋酸 40万吨、1，4-丁二

醇 39 万吨、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EVA）30万吨、丁醇 20 万

吨、煤基乙醇 60万吨、子午线轮胎 1000万条、无水氟化氢 4万

吨等。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我省化工材料产业快速发展，一批延链

补链强链项目加快实施，煤炭分质利用——兰炭/焦油/焦炉气

——油品/精细化工（石蜡、芳烃、苯酚等）、煤（煤油气耦合）

制甲醇——烯烃——PP/PE/乙丙橡胶——工程塑料、煤——甲醇

——甲醛/电石——1,4-丁二醇及下游、煤——乙醇/乙二醇、油气

——油品/乙烯——精细化工、煤炭——低温/高温费托合成——

油品/高端精细化工产品、盐——烧碱/聚氯乙烯、萤石——氟化

氢——氟化工电子化学品等产业链不断完善，产业逐步从单一发

展向多元化耦合转变。

科技创新成果显著。化工材料产业创新体系不断完善，技术

装备水平不断提高。延长石油煤油共炼制烯烃装置为全球首套，

合成气制乙醇等项目率先完成工业化示范；榆能精益化工建成国

内首套沸腾床煤焦油加氢提质装置，首创煤焦油深加工制芳烃工

艺路线；未来能源 10万吨/年煤炭高温费托合成制高端精细化学

品示范装置建成，后续 50万吨/年项目加快实施；国能榆林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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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首套 5万吨/年煤制生物可降解材料聚乙醇酸（PGA）示范项

目建成投产，陕煤神木富油国内首套 50 万吨/年煤焦油全馏分加

氢制环烷基油工业示范装置建成投产。

二、总体要求

（一）发展思路。坚持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发展思路，

围绕产业布局优化和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以延链补链强链为核心，

以陕煤集团、延长集团、榆能集团等企业为龙头，以煤制烯烃等

重点行业为牵引，以秦创原、高校、科研院所等为支撑，以榆神、

榆横等重点化工园区为承载，加快技术创新和低碳化智能化改造，

巩固甲醇、烯烃、烧碱等大宗化工产品在国内的优势地位，大力

推进产业向下游精细化工、化工新材料及终端应用延伸，打造形

成全国领先的千亿级化工材料产业创新集群。

（二）发展目标。全省化工材料产业发展再上新台阶，创新

能力、综合实力、可持续发展能力显著增强，在全国价值链地位

明显提升，形成集前沿和共性技术研发及新产品开发为一体的多

方协作创新体系，应用自动化和智能化生产线大幅提升，主要产

业技术装备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到 2025 年，力争形成烯烃 540

万吨、煤基芳烃 100万吨、煤基新材料和精细化学品 500万吨的

年产能；高端化工新材料、精细化学品行业产值占比超过 30%，

煤制烯烃、甲醇等工业重点领域达能效基准水平、标杆水平的产

能分别为 100%和 30%以上，形成由榆林、延安、咸阳、渭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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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块组成的年产值 2500亿元以上先进化工材料产业创新集群。到

2030年产值力争达到 4000亿元以上。

三、主要任务

（一）实施创新引领行动，增强产业发展动能

依托秦创原创新驱动平台和西安交通大学等高校、科研院

所、龙头企业，加强理论研究和基础研究，加快突破新兴催化、

绿色合成、功能—结构一体化高分子材料制造、绿氢规模化应用

以及煤制芳烃、合成气一步法制烯烃等关键技术，布局基础化学

品短流程制备、智能仿生材料、新型储能材料等前沿技术。加快

推进国家级现代煤化工工程技术中心、省级煤炭分质利用工程技

术中心等创新平台建设。支持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多方合作建

设联合实验室、中试基地等。支持企业牵头组建产业技术创新联

盟、上下游合作机制等协同创新组织。到 2025年，力争建成化工

材料产业工程研究中心 5个以上，企业工程技术中心 6个以上。

（二）实施延链建链行动，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推动煤制化学品向精细化工、化工新材料延伸，煤炭分质利

用向高端化学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发展，重点发展工程塑料、特种

树脂/化纤、特种橡胶/弹性体、高性能膜材料、电子化学品和精

细化学品等，推进化工材料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形成一批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引领产业高端化、多元化发展的化工材料产品。

高端聚烯烃材料。发挥煤制烯烃产能优势，沿“乙烯、丙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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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烯烃—热塑性树脂（高端聚乙烯、聚丙烯，乙烯-醋酸乙烯共聚

物等）及功能产品（功能性膜材料、热水管材、抗冲树脂等）”

路径，着力发展超高分子量聚乙烯，培育锂电池隔膜、风机叶片

增强材料、防弹衣增强材料，发展用于纺丝、无纺布、透明料、

管材料、锂电池隔膜的高端聚丙烯，以及光伏用 EVA封装膜、电

缆材料、电器仪表盘制造用透明丁苯抗冲树脂和薄膜等产品。

工程塑料。依托甲醇、煤基芳烃等产品，沿“煤焦油—芳烃—

双酚 A、双酚 F、对二氯苯、聚酰亚胺酸、聚酰亚胺、聚苯硫醚-

特种树脂、聚氨酯、聚苯硫醚纤维、PMMA、MS等—终端产品

（刚性覆铜板、风机叶片、光学级 PMMA、MS树脂、ASA树脂）；

甲醇—甲醛、乙烯—聚甲醛、乙二醇—特种树脂”路径，重点开发

刚性覆铜板用特种环氧树脂、聚四氟乙烯、LCP（液晶聚合物）

树脂以及电子级玻纤布、尼龙纤维、聚酯纤维等增强材料，创造

条件发展电子信息、汽车工业、化学工业用聚苯醚、聚苯硫醚新

型工程塑料产品。

特种橡胶/弹性体。沿“甲醇-乙烯、丙烯、丁烯或更高碳的α-

烯烃-丙烯酸酯、异戊二烯、丁二烯等-特种橡胶/弹性体-终端产品

（航空轮胎、医用乳胶等）”路径，发展丙烯酸酯橡胶（汽车胶）；

以丁二烯为原料，生产高顺式顺丁橡胶产品，实现特种橡胶的进

口替代；以丁二烯和丙烯腈为原料，生产丁腈橡胶、氢化丁腈橡

胶产品，填补省内新型特种耐油橡胶的空白；以有机硅材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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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氟材料为原料生产高端硅橡胶、氟橡胶等特种橡胶及制品。

高性能膜材料。以增强光伏新能源、新能源汽车、液晶显示

等产业配套能力为目标，鼓励发展太阳能电池用 EVA封装胶膜和

背板膜、薄膜型太阳能电池用柔性聚合物膜，新能源汽车用动力

锂电池隔膜、气体分离膜、燃料电池用质子交换膜，以及液晶显

示器用偏光膜、特种光学聚酯膜、PMMA导光板等高性能膜材料

产品。

电子化学品。以增强新一代电子信息元器件制造产业配套能

力为目标，支持发展超净高纯湿电子化学品、高纯特种气体、塑

料封装材料以及液晶中间体、液晶单体、混合液晶、偏光片、PI

液晶取向剂、彩色滤光片等产品；培育发展化学机械抛光浆料、

抛光垫、光刻胶及其辅助化学品以及先进封装用特种环氧树脂以

及 OLED等新型显示用的发光材料、触摸屏用光学透明胶（OCA）

带等产品。

（三）实施绿色智能提升行动，引领产业发展变革

一是推进产业绿色低碳发展。鼓励发展绿色低碳新工艺、新

技术、新装备，限制和淘汰碳排放、污染物排放、能效明显差于

行业平均水平的工艺技术装备。积极推动煤制甲醇、煤制烯烃、

煤制乙二醇等领域实施节能降碳改造，力争 2025年前，煤制烯烃、

乙二醇、合成氨、烧碱等工业重点领域达能效基准水平、标杆水

平的产能分别为 100%和 30%以上；到 2026年尿素、聚氯乙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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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领域达能效基准水平、标杆水平的产能分别为 100%和 30%

以上。加强源头减碳、过程减碳、终端固碳，创建 10个以上示范

性绿色化工园区、绿色工厂，开展绿色化工产品认证，推进化工

材料产业绿色制造体系不断完善。二是提升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水

平。加快 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化工行业融

合，不断增强化工工程数据获取能力，强化全过程一体化管控，

到 2025年力争建设 5-10个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加快发展工

业互联网，引导中小化工企业借助工业互联网平台加快工艺设备、

安全环保等数字化改造。基于智能制造推广多品种、小批量的化

工产品柔性生产模式，适应定制化差异化需求。

（四）实施项目保障行动，增强产业发展后劲

按照“谋划一批、储备一批、开工一批、投产一批”要求，围

绕推进煤制烯烃、煤制甲醇等产业延链补链强链为目标，在煤化

工及下游谋划储备一批高质量化工材料项目。建立“专班+专家+

专人”机制，对重点项目实行常态化谋划、模块化包装、链条化集

聚、动态化调整。重点谋划储备一批特种环氧树脂、超高分子量

聚乙烯、丁苯透明抗冲树脂等工程塑料及特种树脂项目，丙烯酸

酯橡胶、热塑性聚烯烃（TPO）弹性体、热塑性聚氨酯弹性体（TPU）

等弹性体及特种橡胶项目，高强高模聚乙烯醇（PVA）纤维、芳

纶等高性能纤维项目，太阳能电池用 PVDF背板膜等功能性膜材

料项目。加快推进神华榆林循环经济煤炭综合利用项目、延长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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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延安 1000万吨/年炼化一体化转型升级、陕煤榆林化学 1500万

吨/年煤炭分质清洁高效转化示范项目烯烃芳烃及深加工、国能

20万吨/年聚乙醇酸、恒神 2万吨高性能碳纤维、佰嘉瑞 5万吨/

年氨基树脂等项目前期工作。加快推进中煤煤炭深加工基地、泰

合利华柔性显示及 5G单体材料等项目建设。常态化完善化工材

料产业图谱和产业链招商目录，通过驻地招商、以商招商、产业

链招商，针对性开展“双招双引”，持续“招大引强”“招新引精”。

（五）实施企业优强行动，提升产业效率效益

推进骨干企业通过股份合作、兼并重组开展产业优化整合，

促进企业强强联合，提高产业集中度和核心竞争力，支持陕煤集

团、延长集团、榆能集团等企业建成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龙头骨

干企业，力争到 2025年培育形成 8-10家具备国际竞争力和品牌

影响力的行业领军企业。加大上市公司培育力度，力争到 2025

年化工材料领域上市企业达 5家以上。聚焦化工材料产业发展方

向和重点领域，开展链主企业培育专项行动，提高中小企业对龙

头企业的配套能力，培育形成化工材料产业相关企业 20家以上，

其中专精特新企业 6家以上。

（六）实施产业协同发展行动，优化产业发展空间

科学确定区域产业定位，加快产业耦合与区域产业联动发

展，将陕北化工原材料、关中精细化学品和高端新材料及陕南装

备制造等相关产业协同联通，形成产业链由北向南，纵向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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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向耦合、循环链接的集群式发展态势。关中地区立足宝鸡、咸

阳、渭南等地产业基础，深加工生产精细化学品和功能性材料，

为电子信息、航空航天、汽车装备、有色金属、食品医药等应用

领域提供材料配套。陕北地区依托榆神、榆横、富县等化工园区，

加快煤油气盐资源高效加工转化和综合协调利用，着力发展下游

精细化工材料和电子化学品，实现从原料向材料转化。按照绿色

化工园区、智慧化工园区标准，强化化工园区规范、总体布局、

基础设施等，提高园区安全管理、环境保护、应急救援和公共服

务能力，到 2025年，力争创建 3-5个国内一流世界知名化工园区。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统筹领导。一是充分发挥省万亿级战略性新兴产

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和各市（区）专班作

用，统筹协调化工材料产业创新集群发展中技术创新、市场培育、

产业链引育、要素供给等重大问题。榆林、延安、渭南、咸阳要

立足当地实际，摸底分析化工材料产业创新发展现状，指导专业

化园区做好化工材料产业创新集群培育工作，制定相应的行动计

划及时报送省发展改革委。

（二）加大资金支持力度。一是完善市场机制和利益导向机

制，在完成规划约束性指标的基础上，引导各类市场主体参与绿

色低碳、高附加值、产业链延伸型化工材料产业投资。二是对高

端化工产业关键技术突破、重大技术装备首台（套）应用、新材

料首批次应用、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以及科技含量高、市场前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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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动能力强的重点项目等给予支持。三是积极争取国家各类专项

资金，引导金融机构实行有扶有控的信贷政策，大力发展能效信

贷、合同能源管理未来收益权质押贷款、排污权抵押贷款、碳排

放权抵押贷款等绿色信贷业务。符合发债条件的，优先予以推荐。

四是建立产业+金融协作机制。建立健全审批“白名单”，金融机构

对名单内企业优先予以支持；对成功申报为高新技术类企业的化

工材料企业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三）强化要素保障。优先支持化工材料产业重大项目列入

省级“四个一批”重点项目管理，在项目用地、能耗指标等方面给

予倾斜。对重大化工材料项目的立项、配套资源审批、林地调整、

土地利用、水资源配置、绿色低碳发展、资源综合利用、环境保

护、工程示范、技术创新、人才引进等方面积极给与指导。持续

完善化工材料产业图谱和发展路线图，指导园区招商，精准谋划

储备具有竞争优势、发展潜力的一批招商引资项目。由陕煤集团

与华陆公司共同牵头，设立陕西省化工材料产业专家委员会，邀

请国内外化工材料专家为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提供决策支撑。加

强化工材料专业学科建设，开展重点人才培养，依托重点高校、

研究机构等创新载体，推动材料领域高端人才及团队的引进和聚

集，推动职业院校与企业合作。支持行业协会、学会等行业组织，

加强行业自律，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四）强化安全环保监管。修订完善安全防护、污染物排放、

水资源保护等标准，从源头控制、过程监管等方面进一步提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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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材料项目在安全、环保、水资源等保护方面的准入门槛。严格

安全、环保、水资源保护等行政许可程序，切实执行安全、环保

设施“三同时”及排污许可制度。加强城市建设与产业发展的规划

衔接，切实落实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防护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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