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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A1版）
刘中民 1990年在大连化物所博士毕

业后留所工作，从 1991年开始就成为二
甲醚制烯烃催化剂课题负责人，本来也有
多次出国进修和工作的机会，但是刘中民
想：自己正在做的是国家的攻关课题，如
果能把这件事情做好，应该比出国更为踏
实、更有奔头。
“1995年的夏天，我还在上海的青浦

做试验，有一位同事打电话告诉我，所里
已经决定让我当研究组的组长了。时任研
究所所长的杨柏龄很有改革的魄力和创
新的眼光，是他说服研究所一批 58岁的
老同志卸下组长的职务，为我们一批年轻
人提供了早点挑担子、施展科研才华和抱
负的机会。”刘中民打开回忆的闸门。

有效地集成社会的各种创新要素，才
能提高我国科技成果转化与规模产业化
的能力。中科院在实施国家知识创新工程
中，逐步形成了科技创新链的认识。中科
院大连化物所在完成“八五”攻关任务后，
向有关产业部门通报了MTO的中试结
果，并进行了技术交流。一些长期从事催
化裂化工艺和装置设计的专家认为，虽然
中科院大连化物所进行MTO工艺所用
的分子筛的研究开发工作，当时已注册了
国内外 24项专利技术，其试验结果主要
技术指标略优于外国同行，但将中试技术
直接放大用于建设工业规模的装置存在
很大风险，提出了进行中间级的工业性试
验的必要性。由此，大连化物所加紧与有
关企业联系，着手准备进行工业性试验。
“一项科技成果实现工业化，往往要

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而核心技术的创新
与发展也必须是持续不断的行为。”中科
院大连化物所基于这一科学发展观的认
识，在加强MTO技术推广的同时，又积
极探索和发展新一代催化剂，并申请了多
项发明专利，从根本上保持MTO技术的
持续领先，这一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甲醇
（或二甲醚）转化制取低碳烯烃技术，被他
们命名为DMTO技术。
“从MTO到DMTO，一是从化学原

理上，甲醇变成二甲醚用的是同一个催化
剂，我们的工艺设计已经有了创新，DM-
TO同时含有甲醇和二甲醚两个技术。二
是出于商业行为和知识产权保护的考虑，
我们希望有自己的特色，所以起了个工艺
代号，加上的这个‘D’，本身是二甲醚的
英文字头的缩写，我们称之为二甲醚或者
甲醇制烯烃；‘D’也隐含着‘大连’的意
思。”刘中民道出其中的缘由。

陕西把工业性试验“抢”到手

2004年 4月 28日，时任陕西省省长
的贾治邦、常务副省长陈德铭，省政府相
关委办厅局、省属大型国企和地市县领导
齐聚，在陕西省北端的府谷县城共商科技
兴陕大计。会上，陕西省政府经济顾问李
毓强教授郑重向省政府推荐：“中科院大
连化物所的MTO试验项目处于世界科
技前沿，项目仍处于实验室阶段，需要进
行工业性试验，预计试验经费要六七千万
元。如果陕西帮助他们完成工业试验，即
可建大型的工业生产装置。陕北这么多优
质煤要转化，提高附加值，目前最好的出
路就要靠MTO。”
专家介绍说，MTO工艺的主要产品

是乙烯和丙烯，它是以煤作为原料，替代
以石油（或天然气）为原料生产乙烯、丙烯
等化工产品的关键技术，是实现我国“以
煤代油”战略的重要途径。按照目前采用
MTO路线生产低碳烯烃取得的试验成
果，以及甲醇生产装置大型化的发展现状
和趋势来分析，MTO生产低碳烯烃与现
在的石油路线相比，具有非常明显的经济
优势。
过去，国外某公司也号称拥有MTO

技术，但没有经过工业性的试验，技术使
用费要价却高达数亿元。认真听取了政府
经济顾问的意见后，陕西省政府的领导当
机立断，决定由陕西国有企业出资，和大
连化物所一起完成工业性试验，然后在陕
西建大型工业化装置。试验的投资风险由
陕西方面承担。
任务落实到陕西省投资集团公司。

该公司副总经理袁知中与李毓强教授联
系后，2004年五一长假的第一天，袁知中
在西安与李毓强教授经过商谈，通过我国
石化专家王贤清和门存贵，与中科院大连
化物所的MTO首席科学家刘中民联系。

5月 18日，袁知中和几位专家飞抵
大连，当晚即与刘中民等开始了洽谈。很
快，一份《合作意向书》送到省长贾治邦的
办公桌上。但贾治邦却对陕西省发改委的
领导发话：“《意向书》没有约束力。让袁知
中明天再去。一定要把合同签下来。”
第二次谈判开始，袁知中开口就说:

“我们知道MTO技术是大化所几代科学
家 20多年不懈的科研结晶，不仅经济价
值巨大，而且对国家战略安全具有重大意
义。技术入门费要 350万元并不多。我们
给 360万元怎么样？”大化所在场的 4位
谈判人员全愣了。刘中民满脸涨红，说：
“我们要得少，你们却给得多，世上没这个
道理！这绝对不行！”袁知中说：“要不再加
20万元？380万元！”刘中民说：“360万元
够了，够了！”袁知中说：“这条就不讨论
了。360万元，合同一签立即付一半。开始
执行合同，再付一半。”

后来大家成了朋友，刘中民向袁知
中透露了个中“秘密”：“当时找我们合作
的企业很多。我们已经和一家大企业谈到
合同具体条文。你们打着省政府旗号，又

有王贤清、门存贵二位老专家的引见，我
们不能不接待。谁知你们高明，比我们的
报价还多给了 10万元。这充分显示出对
我们的认可，充分显示出你们的诚意和大
气。”

在陕西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下，
MTO这项具有挑战意义的重大试验装
置项目，从最初的谈判到全面启动，仅仅
用了 3个多月的时间。领导决策的高屋建
瓴，实施单位的快速应对，把属于世界煤
化工前沿的科研项目“抢”到了陕西。

与社会创新价值链衔接中求发展

为DMTO项目的建设与运营，陕西
省投资集团抽调了精兵强将，联合陕西煤
业集团公司、正大煤化公司，共同成立了
陕西新兴煤化工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
司。

2004年 8月 2日，由大连化物所、陕
西新兴煤化工公司、洛阳石化工程公司三
方合作，共同开发 DMTO工业化成套技
术正式启动。在大连化物所DMTO技术
中试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洛阳石化工
程公司国内一流的工程技术经验，建设一
套年加工 1.67万吨甲醇的工业化试验装
置；全部投资和试验装置的建设运行管理
工作，由陕西新兴煤化工公司负责。

中科院要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干成大
事，就必须注重整合社会资源，加强与社
会创新单元的密切联系。刘中民介绍说：
“我们在工业化的试验之初，及时请洛阳
石化工程公司进来参与工程设计，就是希
望能与工程设计的人有良好的交流，形成
今后工业化的无缝对接。在与工程设计公
司的合作中将相关的技术打包，才能将原
有停留在实验室和中试阶段的技术，变成
一个让企业容易接受、相对比较完整的成
套科技成果。中科院要在讲基础性、战略
性、前瞻性的前提下，在通过与社会创新
价值链衔接中求得发展。”

中科院搞工程化和产业化的项目，一
定要有自己的准确的战略定位，千万不能
靠单枪匹马去包打天下；若是一味地大包
大揽，就形不成协同单位智慧和力量的叠
加，脑袋和手脚产生的作用就都会平均
化，作不出自己特色的科研创新。李文钊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如此评点：我们与
洛阳石化工程公司的合作由来已久，迄今
为止已有 60年的历史，我们搞 DMTO
之所以能够少走弯路，其中一位交往深厚
的重要朋友，也是洛阳石化工程公司。一
个好汉多人帮扶才能够成大事，DMTO
产业化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
选择到了战略合作同心同德的好伙伴。
“把DMTO这一技术成果从实验室

搬到了建设基地，实际上是风险投资，是
一次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果敢尝
试，我们为新兴公司的胆识感到钦佩。”大
连化物所科技处的同志由衷地说。

此前，国际上还没有同类项目建设、
试验运行的先例可供参考和借鉴，DM-
TO试验装置的要求之高不言而喻。为确
保任务顺利完成，新兴公司董事会听取专
家意见，综合分析各种条件后认为，在关
中地区更适合进行试验，果断决议，将原
定在榆林的试验场地改到华县。此举得到
了合作各方的认可。
“华县离中心城市西安近，气候环境

好，交通方便，设备采购、专家往来都方
便，依托陕西化肥厂的公用过程和场地，
还可以节省投资，而榆林到 11月份就无
法施工，冬季停工 5个月，而且其中试验
用的小管子万一哪个地方冻裂，都很难发
现。召开专家验证会时，大家一致同意决
定建在离中心城市近的地方。”原新兴公
司董事长袁知中介绍说。

试验场地从榆林迁到华县，省政府顾
问李毓强也给陈德铭省长写了封信，提出
既然是科学试验就要尊重科学。陈德铭省
长欣然表态：尊重企业的决策，尊重科学
家的意见，政府不作干预。

投资 8610万元的试验项目建设启
动了。合作三方经过严格论证，编制了
《DMTO工业化试验装置建设统筹控制
计划》，确定了建设进度关键控制点。值得

欣慰的是，建设这个世界级的 DMTO工
业化试验装置，所有设备、材料全部都是
国产的，今后大型化的工业生产装置也可
以全部实现国产化。

装置试车正值三九严寒天气，大化所
的刘中民、吕志辉、王公慰等一批研究人
员，以及洛阳设计公司的工程人员从大连
和洛阳来到试验现场，加上袁知中、闵小
建率领的新兴公司的全班人马，和从陕西
化肥厂抽调的技术骨干，原本冷清的当地
化肥厂招待所一下子热闹非凡起来，有些
工程设计人员在这里一住就是 8个多月。
“招待所有 100多个床位，平时没什么人
住，我们去了床位就不太够用。而经过我
们半年多轮流培训的操作工，在这里也成
了稀缺人力资源。”

刘中民从招待所住处的后窗，就能看
到直线距离约 500米处的试验现场，正常
情况就能看到装置的那个火炬，他每天晚
上都要从窗户往外看，“我们的装置建在
山脚，山里有开矿的，经常要放炮开山，不
知道什么时候响一声，我就心惊肉跳，不
知道是他们开炮还是我们的装置出了事
情，半夜里经常要赶紧从被窝里爬起来，
看我们的火炬亮不亮。”

装置还要注意不要产生环保问题，因
为它毕竟只是一个工业性试验，反应还不
稳定，反应效率低了，有些污染物质就会
跑到水里去，在设计方案中，虽然考虑到
要依托工厂原有的水处理装置进行处理，
但投料试车期间有段时间装置的出水不
太正常，就要直接用大罐车将水接起来，
再拉到化肥厂处理。“环境保护与当地农
民的生活息息相关，非得高度重视不可。
所幸的是我们从难从严要求自己，整个试
验期间从来没出过一次事故。”

这是三方合作人员牢记的日子：2006
年 2月 20日开始投料试车，安全打通全
部试验流程，实现了投料试车一次成功的
目标。

2006年 6月 17日至 20日，国家发
改委委托中国石油化工协会组织的专家
组，对 DMTO开发项目进行了现场考
核。专家组认为：该工业化试验装置是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技术，装置运行稳
定、安全可靠，技术指标先进，是目前世界
上唯一的万吨级甲醇制取低碳烯烃的工
业化试验装置，装置规模和技术指标均达
到了世界领先水平。而通过在陕西华县的
这一工业性试验，开发我国自主知识产权
的DMTO工业化成套技术，为建设以煤
为原料生产低碳烯烃的工业化装置奠定
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百万吨级 DMTO插上五星红旗

经国家发改委 2006年 12月核准，
世界首套煤制烯烃工厂、国家现代煤化工
示范工程，终于开花在内蒙古包头市的神
华集团。该项目于 2007年 3月开工，总投
资为 165亿元，年消耗原料煤 345万吨，
燃料煤 128万吨。

2007年 9月 17日，大连化物所、新
兴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中石化洛阳石化工
程公司这三位前期合作的亲密伙伴的代
表，在北京与中国神华集团代表的手握在
一起，签订了 180万吨的DMTO技术许
可合同（年产烯烃 60万吨），这标志着
DMTO技术从前期的万吨级工业性试
验，向日后的百万吨级工业化生产迈出关
键一步。

在刘中民向本报记者演示的 PPT
中，有一张非常直观的图表———“神华包
头 60万吨 /年煤制烯烃项目”的图表，图
表中的每一个技术链条上，都对应着一幅
掌握该技术的国家国旗，其中，中国的五
星红旗图标，被醒目地标在了甲醇到烯烃
这个技术环节上，这正是刘中民所说的煤
制烯烃工业技术环节中的“关键性一环”，
也是让他和中国人都为之骄傲的———它
完全拥有中国自主的知识产权。

刘中民对记者介绍说：作为技术许可
的提供方，我们必然要受到用户方的提问
与咨询。神华集团是DMTO技术许可的
第一个用户，为此作了非常精心的准备。
他们选择的工业化布局，挑的也基本上都

是世界上最好的技术，我们的 DMTO恰
恰处在上下贯通的环节，技术稍微弱一点
他们可能都会看不上。幸亏我们的技术指
标非常理想，说话也就有了足够的底气。
包头 60万吨 /年煤制烯烃项目万众

瞩目，得到了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2009
年，由工信部牵头，科技部、财政部、国土
资源部、环境保护部等 15个部委（单位）
联合成立协调指导小组，保障了该项目的
顺利实施。

2010年 8月，DMTO装置项目在包
头投料试车一次成功，当天即达到设计负
荷的 90%；8月 12日，烯烃分离乙烯和丙
烯合格，乙烯纯度 99.95%,丙烯 99.99%；8
月 15日，生产出合格的聚丙烯产品；8月
21日生产出合格的聚乙烯产品。

本次开工非常顺利，DMTO装置运
行平稳，甲醇单程转化率 100.00%，乙
烯＋丙烯选择性大于 80%，反应结果超过
了预期指标。

一直到目前，包头 60万吨 /年煤制
烯烃项目装置运行良好、性能稳定，甲醇
转化率和烯烃选择性都达到或超过设计
指标，这标志着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煤制烯烃技术，其产业化和商业化已取得
了圆满的成功。

至此，大连化物所几代科技工作者的
长跑接力，终于也走出一条中国原创的技
术路线，攻克了甲醇制取低碳烯烃的难
题，为煤化产业链衔接上了最后的关键性
一环。

对包头煤制烯烃示范工程的石油化
工替代路线，原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表
示赞赏，并在工作中给予了许多支持，他
认为，煤制烯烃是石油化工原料路线变革
的重大问题，曾一再强调“技术的替代对
一个产业的影响是革命性的”。

但张国宝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煤制
烯烃与传统的石脑油裂解制烯烃相比，虽
然具备一定的经济竞争力，国内相关企业
也要居安思危才行。过去，显像管的彩电
和光学相机企业，都没想到自己会有被取
代的一天，但当这一天真的到来时再去想
如何避免被取代，恐怕就已料想不及，“同
样的道理，也许煤制烯烃是个朝阳产业，
但企业一定要始终走在技术革新的最前
沿，才能避免被取代的命运。”

棋高一着继续保持国际领先

“我们的第一代DMTO技术，其烯
烃收率是 3比 1，这也就是说，3吨的甲醇
可以生产出 1吨烯烃，从理论上讲，这个
转化的比例完全可以通过科技创新，得到
进一步的提高，形成更大的经济效益。”刘
中民对记者介绍。

就在进行 DMTO技术产业化的同
时，刘中民带领的研究团队毫不懈怠，成
功开展了新一代改进技术 DMTO-II的
攻关，他说：“我们下一步的目标，就是要
把烯烃单耗从 3吨甲醇降到 2.6吨、2.7
吨，甚至降到更少。”

2010年 5月，新一代甲醇制烯烃技
术（DMTO-II）研发成功，并在陕西华县
进行了日处理甲醇 50吨的工业化试验，
进一步提升了甲醇制烯烃过程的经济性，
也使我国的 DMTO技术棋高一着，得以
在国际上持续保持领先地位。

美国有家公司既有大规模工业化运
转和集成技术的优势，也是国外唯一宣称
能对外进行MTO技术实施许可的跨国
公司，在 2004年以前，它的技术研发基本
与中科院大连化物所同步，并一直在试图
说服我国的石化用户，直接应用其 0.75
吨 /天的技术成果，进行数万倍的工业放
大，但大连化物所的DMTO工业性试验
完成后，其在国际上咄咄逼人的局面已被
彻底改变。

2008年之后，这家国外公司虽然决
定建立工业性试验厂，并为此投入了
4500万欧元，但至今仍在进行未果的试
验。有业内权威专家称：如果这家国外公
司的工业性试验早于大连化物所的
DMTO，世界第一套开展MTO工业化
应用的工厂，可以没有悬念地将归于进口
技术，那么，世界上的甲醇制烯烃乃至能

源的综合开发利用将被其左右。
2010年 8月 25日，中国国际煤化工

发展论坛在北京召开，在这一权威的国际
工程学术会议上，中科院大连化物所和这
家国外公司再度 PK，大连化物所工业化
装置的成功运行和新推出的 DMTO-II
更是占尽了上风。

2010年 6月 26日，由中国石油和化
学工业联合会牵头，在北京组织并主持召
开了“新一代甲醇制低碳烯烃（DMTO-
Ⅱ）技术”成果鉴定会。由中国工程院院士
谢克昌、汪燮卿等 12位专家和教授组成
的鉴定委员会，对DMTO-II技术给予了
高度评价。同时鉴定专家认为，DMTO-II
工业性试验装置取得了大型商业化设计
基础数据，为建设DMTO-II大型工业生
产装置奠定了基础，具有良好的应用前
景。建议以试验装置为基础，加快该技术
的工业推广应用。
刘中民为本报记者答疑释惑：陕西

蒲城正在实施的煤制甲醇年产 180万吨、
甲醇制烯烃年产 67万吨及配套项目的
DMTO-II技术，是在 DMTO技术的基
础上开发而成，相比较而言，DMTO-II
技术热量利用更合理，烯烃收率更高，每
吨烯烃甲醇消耗降低 10%以上，大幅度降
低了烯烃生产的原料成本。
“汽车从 1.6L上升到 2.5L的排量，主

要是换一个更为强劲的发动机。解决发动
机的更大动力问题，不需要连汽车的方向
盘、刷雨器等全部换成新的，什么都换成
新的既没有必要，还会浪费时间和财力，
它要在利用大量老东西的基础之上，换成
一个关键性的新东西。”对 DMTO上升
到DMTO-II，刘中民这么形象地比喻。

2008年 6月，由国家发改委批准，依
托大连化物所刘中民团队的力量，开始筹
建甲醇制烯烃国家工程实验室，专门负责
甲醇制烯烃项目的技术开发和产业化推
广，为大型工业装置的建设和运行提供技
术支撑。刘中民对本报记者介绍说：甲醇
制烯烃国家工程实验室立足低碳能源发
展的未来，将不断集中优势力量，重点突
破核心技术壁垒，保证科技创新的源头活
水流淌，不断保持我国在世界煤基烯烃技
术方面的领跑地位。
近日，“十一五”国家科技计划执行突

出贡献奖颁布，刘中民获得了这一荣誉。

“叶茂”对“根深”的由衷喜悦

通过科技项目的带动，大连化物所
甲醇制取低碳烯烃的人才队伍，也在磨炼
中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壮大。刘中民说：“我
们团队里有一批‘牛人’，而且有的性格非
常怪，但是研究人员哪有没性格的？只要
你积极参与了工程，你必然就会形成合作
精神。”
吕志辉曾在某产业部门的研究设计

院当过研究室主任，收入是大化所的两倍
多，他来大化所读在职博士之前，对
DMTO技术并不是很了解，不过他有很
好的化工底子，看好 DMTO项目，后来
主动留在了大连化物所，几年摸打滚爬下
来，他变成了全国知名的煤化工专家。“吕
志辉曾是项目在华县的三方联系人和现
场负责人，我们所有的指令都是通过他的
嘴说出来的，所以他的权威也就奠定下来
了。他现在是新兴能源有限公司的总经
理，主要任务和职责，就是要对外进行
DMTO的技术推广。”刘中民介绍。

早在几年前，吕志辉就在大连化物
所晋升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这就是中
科院经常说的事业留人、感情留人吧！”吕
志辉深有体会地说。

2000年叶茂从东南大学毕业后出
国，先是在荷兰的一所大学里做博士后，
后来在阿姆斯特丹的壳牌石油公司工作。
“2008年底我看到大连化物所的相关招
聘广告，给刘中民副所长写了封电子邮
件，他很快就给我回了信，表示很欢迎我
到研究所工作。我本身在做流化床反应，
MTO也要用流化床反应，专业上完全对
口。MTO本身是新的发展方向，处在蓬
勃发展的关键时期，国家给予了很多的支
持，我在国外做石化工程多年，大连化物
所正急需这种工程类的人才，如果我回来
肯定能够有所作为。”叶茂在接受本报记
者采访时坦言。

2009年 6月叶茂成为“百人计划”，
加盟了刘中民领导的团队，成为催化工程
放大与开发研究组组长，“我回国后的第
一个任务，是到陕西做第二代DMTO的
实验。我工作至今一年多来的收获，是完
全清楚了 DMTO的流程；DMTO的技
术、设计理念、装置运行三方的结合做得
非常好，即使是国外大公司也不容易做到
这种程度。刘中民副所长为DMTO全身
心投入，忘我的工作精神我很佩服；研究
室的人们非常团结，团队精神让我很受感
动。”叶茂的研究组现在共有 7位员工，他
本人对大连化物所的“根深”由衷喜悦。
“大连化物所要做成每一件大事，都

需要有一个能形成合力的团队。我们发现
以前的管理机制很难从根本上吸引人才、
留住人才，如何使研究员在考核体系中站
住脚？是我们一直都在思考的问题。从
2008年开始，我们探索组群的组织形式，
把一些稍大点的研究组变成了一个研究
室。以DMTO为例，就是在室的下面分
成 7个小组，制定组群的考核体系。现在
已经形成的这一组群，不再是按传统的学
科设立，而是按照科技项目的发展进程、
在不同节点设立，让人们有了更好发挥自
己作用的位置。”大连化物所所长助理、科

技处处长王华对本报记者介绍。
按照大连化物所的科研组织架构设

置，组群中的人员调配、学科方向、经费申
请、仪器设备都不归组长负责。这样的结
果，无形中节省了组长很大一部分在时间
上的消耗。两年来的实践证明，以队列组
群的组织方式，更能发挥团队协同作战的
优势，是研究所开展科技创新一种很有特
色的做法，比 PI（课题组长，Principal In-
vestigator）制更适合在应用研究领域取得
工作成效。

为加强甲醇制取低碳烯烃团队的力
量，2009年 6月 12日，大连化物所也以
新的组群形式，成立了低碳催化与工程研
究部，由刘中民兼研究室主任，下设 7个
研究组和 1个办公室。在研究室筹建与发
展中，已陆续引进了朱文良、陈曙光、安丽
华三位所级“百人计划”入选者，以及其他
与DMTO相关的工程化研究人才。
“我们 DMTO所取得的成果，需要

牢牢扎根于肥沃的土壤。除了前几代科研
人员的共同努力，也与现在研究所领导的
正确领导密不可分，培养出良好的科研文
化氛围，才能率领我们的团队迅猛前行。”
分子筛合成研究组组长田鹏说。
“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是团队和人

才。各个方面的专才都汇集到一块，必须
能够形成上下团结、愉快合作的整体，我
们必须努力创造出这样的氛围。”刘中民
对本报记者说，“当然，我们还要学会把握
大趋势、大方向，该在实验室埋头苦干时
就应心无旁骛，该走出去技术推广时就要
洞察时势，否则一不小心战略机遇就转瞬
即逝了。”

神华的成功应用无疑是个活广告

截止到目前为止，拥有我国完全自主
知识产权的DMTO，已经签订了 10套装
置的技术许可合同，也就是说，目前我国
自主知识产权的DMTO技术许可，总的
规模已大于 500万吨 /年烯烃，占了我国
全部烯烃的整整 20%！

即便这样，前来商谈DMTO合作事
宜的公司仍络绎不绝。刘中民介绍说：特
别是 DMTO技术在神华率先投入应用
后，有的公司来我们这里商谈合作，干脆
都不做摸底调查了，直奔主题就谈合同，
在神华的成功应用无疑是个活广告。
在技术成果转移与转化不同的历史

时期，必须采取不同的市场运作模式和机
制，吕志辉介绍了在DMTO工业性试验
之后，三位战略伙伴之间的合作关系：陕
西省投资集团公司已从陕西新兴煤化工
公司退出，由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收购了其
全部股份，亦即 51％×37.5%＝19.125％
＝9600万元；同时，陕西煤业化工集团、
正大煤化公司和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所
三方，实现公司的股权重组。2008年 11
月 25日，经国家工商总局核准，重组的公
司更名为新兴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专
业销售DMTO技术，提供DMTO的技
术服务。
在DMTO工业性试验之后，研究所

和企业间的合作也相得益彰。依托大连化
物所建立的甲醇制烯烃国家工程实验室，
得到陕西煤业集团出资 3000万元共建；
在陕西煤业集团成立的陕西煤化工技术
工程中心，2009年已由国家发改委挂牌，
其中大连化物所也以甲醇制烯烃类技术
专利所有权作价 5727万元出资，占中心
注册资本的 45%，在今后可能提供的技术
支撑方面，更是得到了大连化物所的鼎力
相助……
结合 DMTO从基础研究到应用推

广的新模式探索，刘中民谈了自己的切身
体会：科研院所的技术转移与转化，必须
与社会优化的资源要素结合，寻找到真正
能够与自己作用互补、能够发挥各方优
势的合作模式。中科院要在我国起到科
技火车头的“引领”作用，对那些重大的
工程化、产业化项目，外部资金的投入
虽然至关重要，但是科技人员能否对自
己进行合适的定位，能否充分解放思想，
明白战略合作的真谛，却是能否干好大事
的前提。
从催化剂到工艺路线，DMTO一共

申请了 60多件发明专利，构成了完整的
自主知识产权。其工业化应用的成功，显
然也得益于技术提供方的持续创新能力，
前期准备充分；在时机成熟时，能够使大
家形成合力，快速加以推进。
事实已充分证明，能源战略研究必须

具有前瞻性的眼光。而 DMTO之所以能
够两年内就在陕西完成工业性试验，中科
院大连化物所在关键时刻能顶得上去，也
不愧是一支能打硬仗的科技国家队。
曾任大连化物所所长、中科院副院长

的杨柏龄，多年来关注我国的技术转移与
转化。杨柏龄对本报记者谈了对DMTO
创新案例的思考：DMTO的发展道路并
非总是一帆风顺，中间也曾多年难以得到
相应的支持，科研人员若稍有决心和信念
的动摇，就可能会前功尽弃。故此，对那些
重大的科技创新项目，除了科研人员必须
“咬定青山不放松”，有持之以恒的决心和
信念，各级政府和科研领导部门也必须富
有战略远见。
如今，国际原油的价格已经涨到每桶

100美元，我国甲醇制取低碳烯烃取得的
成功，包括与之相关的技术储备，愈加显
露出其现实的和历史的意义。中科院大连
化物所围绕 DMTO多年来开展的创新
实践，也留给探索创新的人们以不尽的思
考空间。

煤代油制烯烃技术这样迈向产业化

神华包头 DMTO 装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