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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摇摆 农村户用生物质清洁取暖如何破局？

 随着北方清洁取暖工作向纵深推进，量大面广、分散、情况复杂的农村地区成为重点和难点。由于“煤改气”“煤
改电”能源供应和成本问题，一些地方开始选择使用生物质成型燃料来替代散煤取暖，且使用量在不断增加，生物质
能产业发展迎来了新机遇。但目前仍有一些部门意见不统一、持有不同看法，特别是对农村生物质分散取暖这一关键
问题还缺乏有效的政策指导，政策摇摆成为制约当前发展农村生物质清洁取暖最大的束缚。

 “生物质清洁取暖需要大力推进‘宜柴则柴’。”国家能源局原副局长吴吟在日前召开的2019中国生物质清洁取暖
及产业化发展(阳信)峰会上呼吁，“我国生物质资源丰富，每年产出的生物质原料折合11.7亿吨标准煤，且将持续增
多。生物质资源可再生，用好了是个宝，用不好是个害。”

 先行示范 打造生物质能源化利用“小岗村”

 “最初在做生物质清洁取暖时，北方地区正如火如荼地推广“煤改气”“煤改电”，上级政府对于我们的技术路线
并没有明确支持，没有成熟的先例，政策也不明朗，真的是顶着压力干。阳信县副县长张新国坦言。

 2017年以来，中央全面打响“蓝天保卫战”，清洁取暖工作不断加码，散煤治理压力陡增。但随着煤改气在农村的
大面积推广，阳信县出现了气源不足用不上、价格过高用不起、安全担忧不安心等问题。“农村不仅是能源的消费者
，也应该成为能源的提供者”，观念一转天地宽，利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阳信县凭借得天独厚的生物质资源优势，
通过推广“生物质燃料+专用炉具”分散式取暖、“生物质燃料+锅炉机组”分布式取暖、“生物质热电联产集中供
暖”三种模式，打造了全国首个全域产业化推进生物质清洁取暖的成功样板，截至目前，全县已改造4.7万余户。今
年7月，山东省阳信县生物质清洁供热案例入选国家能源局清洁取暖办公室编制的《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典型案例
汇编》。

 “下一步，阳信县将以增强生物质清洁取暖的长效性、可持续性为目标，重点围绕市场化运作、多方式利用、运行
体系建设等方面，继续试点探索，实现生物质清洁取暖可持续发展。”张新国表示。

 “顶着压力办实事，利民为本敢为先”是阳信县的真实写照。可以想象，彼时在全国“煤改气”“煤改电”大力推
进的态势下，阳信县面临着怎样“艰难抉择”。但实践证明，结果是成功的，而更多的地方政府则选择了一条“常规
路”。“阳信模式”的成功，也并未改变生物质清洁取暖当前面临的尴尬局面。

 政策摇摆农村户用生物质取暖政策不明晰

 《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规划（2017-2021年）》指出， 生物质能清洁供暖布局灵活，适应性强，适宜就近收集原
料、就地加工转换、就近消费、分布式开发利用，可用于北方生物质资源丰富地区的县城及农村取暖，在用户侧直接
替代煤炭。 对于偏远山区等暂时不能通过清洁供暖替代散烧煤供暖的，要重点利用“洁净型煤+环保炉具”“生物质
成型燃料+专用炉具”等模式替代散烧煤供暖。

 虽然有政策支持，前景也被看好，但生物质清洁取暖却并没有多点开花，特别是针对农村户用生物质取暖这一关键
问题还缺乏有力的政策支持。

 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协会民用清洁炉具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任彦波指出，目前对农村户用生物质取暖仍有一些部门意见
不统一、持有不同看法，导致政策不明晰、路径不明确。政策摇摆成为制约当前发展农村生物质清洁取暖最大的束缚
。

 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协会农村清洁取暖专家委员会主任郝芳洲也表示，农村清洁取暖不能照搬城市模式，要因地制宜
，一切从农村实际情况出发，不搞一刀切。我国北方农村地区地域辽阔、分散、情况复杂，目前多数还是一家一户分
散取暖方式，依然离不开生物质和洁净煤适配采暖炉具来实现温暖过冬。

 对于农村户用生物质取暖前景及目前面临的困境，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协会副会长、北京老万清洁供暖设备有限责任
公司董事长邢立力认为，虽然清洁取暖大力推进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难持续。长久来看，农村清洁取暖最终
还将回归市场。目前生物质清洁取暖注重了“集中供暖”和“颗粒燃料”，忽视了“分散取暖”和“压块燃料”，而
农村地区压块（如果木、薪柴）很多是现成的，颗粒燃料是经过加工的高级能源，成本肯定会高一些，压块燃料成本
比燃煤还要低，如果不利用好，就会导致散煤复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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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方向节能环保炉具应向自动化、智能化发展

 自然资源保护协会煤控研究项目分析师李雪玉在解读《中国散煤综合治理报告2019》表示，过去两年，中央和地方
总计资金投入超过了750亿元，尤其是“煤改电”“煤改气”成本是居高不下，政府财政补贴压力持续加大。即便是
大力补贴之下，部分居民经济上仍难以承受，破解经济性难题是解决散煤复烧的关键。李雪玉建议，民用散煤治理应
遵循建筑节能先行，并坚持“替代优先、清洁煤保底”的思路，充分落实“宜电则电、宜气则气、宜煤则煤、宜热则
热”原则，特别是应该全面准确地理解“宜煤则煤”，对于替代条件较差的地区，将分散使用的洁净型煤配套节能环
保炉具纳入“宜煤则煤”原则中，并对其提出包括煤质标准、燃烧设备、用煤方式、排放标准、过渡时限等一系列要
求，并将其纳入相关规划、补贴政策和考核指标。

 有多次实地调研和测试经验的北京化工大学副教授薛春瑜也认为，随着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工作的推进，农户主
观意愿在提升，但是经济条件无法支撑，绝大多数居民希望清洁取暖费用与燃煤取暖基本持平。采用“生物质成型燃
料+专用炉具”“洁净煤+专用炉具”取暖，在农村地区还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选择。从炉具污染排放测试结果得出，
民用散煤污染排放强度较大，明显高于燃煤电厂和工业锅炉的排放，但排放因子可能被高估，考虑到用户的行为模式
的时候，通过24小时连续测试结果表明，散煤排放因子明显低于《农村散煤燃烧污染综合治理技术指南》中民用煤排
放系数推荐值。

 需要注意的是，经多次测试得出，烤火炉相较于水暖炉烟气排放波动较多，且峰值较大，PM2.5排放强度较大。而
用户进行点火、加煤等操作会影响燃烧状态，导致大量的CO和PM2.5产生。所以，节能环保炉具应该向自动化、智
能化的方向发展，推广自动进料、无炊事功能的采暖炉，可以大幅降低污染排放，且排放比较稳定。避免因农户操作
引
起污
染物排放
的不确定性，最后
导致环保部门对于炉具取暖的一种否
定。同时，控制煤炭质量可大幅度降低SO2

和PM2.5的排放，通
过燃烧技术改进可以进一步降低CO和P
M2.5的排放。对于大家比较关注的NOX

问题，事实上从我们在各省测试核算的农村NOX排放贡献来看，它对于大气环境的影响相对较少，一般不超过5%。

 郝芳洲对此表示认同，他指出，炉具应该去炊事化，从手动向智能化操作迈进。单一采暖容易实现自动控制，与炊
事采暖炉相比，大气污染物排放较低；不宜大量推广低端的烤火炉（干烧炉），因为烤火炉的污染物排放要高于水暖
炉，而且安装在室内，存在安全隐患。同时，严格把控燃料质量，只有好燃料配套好炉具，热性能和环保性能才会好
，才能达到节能减排的效果；再有就是采暖循环系统改革，增设蓄热保温水箱更有利于节能减排。

 回归市场 产业化推进 实现可持续发展

 如何实现生物质清洁取暖健康可持续发展？吴吟认为，清洁取暖是一项系统工程，包括建筑保温、绿色能源、热源
，先进取暖器具。要按照城乡一体化发展要求，把农村供暖纳入公共事务管理范畴，让城市和农村居民都享受到改革
和发展的红利，逐步发展和增加农民冬季清洁取暖补贴。相关部门要制定和滚动修订生物质清洁取暖技术标准和领跑
者计划，形成市场化优胜劣汰机制。在服务方面，一个区域可发展一家或少数几家综合服务商，向用户提供生物质清
洁取暖设施及运维服务，对区域取暖带来的大气环境质量要负责。

 “探索生物质清洁取暖的更好路子，需要创新理念。在清洁取暖处于百花齐放时期，要允许和鼓励各种路径探索，
发展‘多能联供、多点联网、多废联消、多品联产’，还可以结合5G技术等科技创新催化清洁取暖更好发展。在实
践中，通过市场机制淘汰落后路子。要将生物质清洁取暖与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经济效益、提高农民收入、促进
城乡一体化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美丽乡村结合起来。”吴吟强调。 

 张百良则认为，从长远来看，在农村发展生物质能产业不用怀疑，当前出现的一些问题和困难也是发展中正常遇到
的，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和探索是可以解决的。他建议，应发展以秸秆为主的生物质能源化利用，从收集、运输、储
存、加工到燃烧等环节，要形成长效机制，尤其储存特别重要，如果储存时间过长，生物质热值要降低30%，这是一
个难点。不要以政府补贴代替一切，要建立政府管理+市场机制+利益分配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同时也要建立一支
售后服务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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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农村能源与环保研究所所长刘杰也认为，解决农村清洁取暖的问题，必须站在农民的角度去考
虑问题，从农村生活生产实际出发，需要建立一个让政府、企业、用户等所有的利益相关方得到应有的利益的合理机
制，才能保证生物质清洁取暖的可持续。 

 还有哪些措施可以保证生物质清洁取暖的可持续性？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协会副会长、宏日新能源集团董事长洪浩建
议，必须建立市场机制，推进生物质能产业化发展。农村不仅是能源的消费者，也应该成为能源的提供者，把农村当
成能源生产端来对待，用工业项目来拉动农民一起干，让农民赚到钱，十分之九的颗粒燃料卖到工业园区，十分之一
的颗粒燃料留下来解决农村取暖问题，这样生物质清洁取暖才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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