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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和新型节能技术”

重点专项 2020 年度定向

项目申报指南

为落实在山西开展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工作中部署的科技

创新任务，根据“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和新型节能技术”重点专项

实施方案，现发布 2020年度定向项目申报指南。

本重点专项总体目标是：以控制煤炭消费总量，实施煤炭消

费减量替代，降低煤炭消费比重，全面实施节能战略为目标，进

一步解决和突破制约我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和新型节能技术发展

的瓶颈问题，全面提升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和新型节能领域的工艺、

系统、装备、材料、平台的自主研发能力，取得基础理论研究的

重大原创性成果，突破重大关键共性技术瓶颈，并实现工业示范

应用。

本重点专项按照煤炭高效发电、煤炭清洁转化、燃煤污染控

制、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工业余能回收利用、工

业流程及装备节能、数据中心及公共机构节能等 7个创新链（技

术方向），共部署 23个重点研究任务。专项实施周期为 5年（2016

—2020年）。

2016—2018年本重点专项在7个技术方向已启动实施60个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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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2020年，拟在“煤炭高效发电”和“煤炭清洁转化”两个技

术方向定向部署 2项研究任务，启动 2~4个项目，拟安排国拨经

费总概算为 6688万元。凡企业牵头的项目须自筹经费，自筹经费

总额与国拨经费总额比例不低于 1:1。

项目申报统一按指南二级标题（如 1.1）的研究方向进行。除

特殊说明外，拟支持项目数均为 1~2项。项目实施周期不超过 3

年。申报项目的研究内容须涵盖指南该方向所列的全部考核指标。

项目下设课题数原则上不超过 5个，项目参研单位原则上不超过

10个，项目牵头单位承担主体责任，项目设 1名项目负责人，项

目中每个课题设 1名课题负责人。

指南中“拟支持项目数为 1~2项”是指：在同一研究方向下，

当出现申报项目评审结果前两位评分评价相近、技术路线明显不

同的情况时，可同时支持这 2个项目。2个项目将采取分两个阶段

支持的方式，第一阶段完成后将对 2个项目执行情况进行评估，

根据评估结果确定后续支持方式。

1. 煤炭高效发电

1.1 低热值煤清洁高效燃烧资源利用与灵活发电关键技术（共

性关键技术）

研究内容：针对山西煤矸石等低热值煤资源利用难度大、发

电能效低及燃烧副产物难利用等问题，研发低热值煤燃烧利用和

余热梯级利用技术，进行低热值煤燃烧技术工程验证；研究低热

值煤燃烧副产物与烟气协同治理与利用技术，并建立工程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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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多元均质复配、清洁高效混燃、灵活联产技术，进行低热值

煤发电机组工程应用。

考核指标：完成煤矸石燃烧活化利用技术的万吨/年级试验验

证，灰渣 100%高值化利用；煤泥、煤矸石和风化煤入炉掺混比

例>90%，且调峰范围在额定负荷的 30%~100%时，烟气达到超低

排放指标（基准氧含量 6%条件下，颗粒物、SO2和NOx排放浓度

分别不高于 10mg/Nm3、35mg/Nm3、50mg/Nm3），在 300MW及以

上容量机组完成工程验证；建成年 20万吨低热值煤燃烧副产物与

烟气协同治理利用示范工程。

有关说明：由山西省科技厅组织项目申报，示范工程须落地

山西。

2. 煤炭清洁转化

2.1 煤间接液化产品高值转化关键技术研究（共性关键技术）

研究内容：针对现有煤间接液化技术高值产品方案单一、经

济性较差的问题，开展费托基低附加值产品高值化利用关键技术

研究：研发费托合成尾气芳构化技术；研发石脑油芳构化和轻质

柴油异构化生产航空煤油技术；研发软蜡制备 III+类高端润滑油基

础油技术；开展万吨级费托合成尾气芳构化装置示范。

考核指标：完成万吨级费托合成尾气芳构化装置建设，连续

稳定运行 72小时，合成尾气中混合烯烃转化率≥90%，液体产品

中芳烃选择性≥70%；形成石脑油和轻质柴油制备航空煤油技术，

完成万吨级装置验证，基于石脑油和轻质柴油制备的航空煤油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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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指标达到净热值≥43MJ/kg，总硫含量≤2ppm，烟点≥28mm，

冰点≤−50℃；完成 30吨级润滑油基础油合成中试，软蜡异构化

率≥90%，III+类高端润滑油基础油产率≥50%，硫含量≤2ppm，

粘度指数≥120。

有关说明：由山西省科技厅组织项目申报，示范工程须落地

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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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和新型节能技术”

重点专项 2020 年度定向项目

申报指南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申报项目须符合以下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1. 推荐程序和填写要求

（1）由指南规定的推荐单位在规定时间内出具推荐函。

（2）申报单位同一项目须通过单个推荐单位申报，不得多头

申报和重复申报。

（3）项目申报书内容与申报的指南方向相符。

（4）项目申报书及附件按格式要求填写完整。

2. 申报人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1）项目（课题）负责人应为 1960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

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

（2）受聘于内地单位的外籍科学家及港、澳、台地区科学家

可作为重点专项的项目（课题）负责人，全职受聘人员须由内地

聘用单位提供全职聘用的有效材料，非全职受聘人员须由双方单

位同时提供聘用的有效材料，并作为项目申报材料一并提交。

（3）项目（课题）负责人限申报 1 个项目（课题）；国家科技

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科技创新 2030—重大项目

的在研项目（含任务或课题）负责人不得牵头申报项目（课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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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科技创新 2030—重大项目的在研项目负

责人（不含任务或课题负责人）也不得参与申报项目（课题）。

（4）特邀咨评委委员不得申报项目（课题）；参与重点专项

实施方案或本年度项目指南编制的专家，不得申报该重点专项项

目（课题）。

（5）诚信状况良好，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为

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黑名单”记录。

（6）中央和地方各级国家机关的公务人员（包括行使科技计

划管理职能的其他人员）不得申报项目（课题）。

3. 申报单位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1）在中国大陆境内登记注册的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和企业

等法人单位。国家机关不得作为申报单位进行申报。

（2）注册时间在 2019 年 3 月 31 日前。

（3）诚信状况良好，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为

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黑名单”记录。

4. 本重点专项指南规定的其他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自筹经费总额与国拨经费总额比例、项目实施周期、项目下

设课题数及参与单位总数等符合指南要求。

本专项形式审查责任人：朱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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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和新型节能技术”

重点专项 2020 年度定向项目

申报指南编制专家名单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称职务

1 姚 强 新疆大学 教授/副校长

2 骆仲泱 浙江大学能源工程学院 教授

3 杨勇平 华北电力大学 教授/校长

4 徐明厚 华中科技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教授

5 马新宾 天津大学化工学院 教授/院长

6 徐稳龙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教授级高工

7 张锁江 中科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院士/所长

8 吕清刚 中科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 研究员/副所长

9 徐少山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高工/处长

10 宋 波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教授级高工

11 李永旺 中科合成油技术有限公司 研究员/总经理

12 张欣欣 北京科技大学 教授

13 杜铭华 国家能源技术经济研究院 研究员

14 张忠孝 上海交通大学能源研究院 教授/常务副院长

15 任相坤 盈德气体集团有限公司 研究员/副总裁

16 曲思建 煤炭科学技术研究有限公司 研究员

http://www.baidu.com/link?url=-2OWshizAqw9J_XhE8Gzz8tLRj1lKLhafTQyItuvbhecsBmYb7nAcLeSoAg9O9_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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