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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逐步退坡的背景下，生物质能面临的发展环境与光伏、风电等能源品类有何不同？短期内生
物质发电成本是否具备大幅下降的空间？未来行业发展还面临哪些棘手问题？

 11月7日，由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生物质能产业分会联合编制的《
生物质电价政策研究报告》正式发布。

 参与《报告》编制的专家向记者表示，希望通过《报告》传达和强化出生物质的定位，与能源属性相比，生物质更
为优先的应该是环保属性，这是从本质上区别于光伏、风电等可再生能源形式的关键。此外，就成本而言，生物质发
电不具备大幅下降空间。

 定位于民生、环保工程

 《报告》指出，生物质发电属环保和民生效应优先的低碳可再生能源清洁电力。“这是生物质能区别于光伏、风电
等可再生能源最重要的一点。”《报告》主要编制人员、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窦克军表示，与其他能源品种
相比，生物质能发电项目首先是惠农兴农的民生工程。

 生物质能一方面可以增加农民就业和收入，另一方面还解决了农林剩余物的处理问题。若以2017年底农林生物质发
电的累计装机容量计算，每年就可消纳农林剩余物约7000 万吨，每年支付给农户的燃料费用可以达到150 亿元左右。

 “生物质能应该是最接地气的能源，资源主要分布于农村地区，而且原料的开发、收集、加工、利用，很多都需要
大量农民直接参与。”窦克军认为，与其他可再生能源相比，生物质发电的最大优势在于可以在消费侧直接替代燃煤
，是农村地区推进燃煤替代最直接有效的选择。 

 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政策研究室主任袁宝荣认为，与能源属性相比，生物质更为优先的应该是环保属性。

 袁宝荣强调，在生态环境治理，特别是大气污染防治方面，生物质发电关乎治理农林废弃物和城市生活垃圾的环保
处置，同时实现了可再生能源的清洁利用。可以说，生物质发电首先解决的是环境问题。

 但是，当前以光伏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电价政策不断收紧，生物质行业也担心面临同样的问题。

 对此，窦克军表示：“希望通过《报告》传达和强化出生物质的定位，首先是民生和环保工程，其次才是能源工程
，这是生物质能从本质上区别于其他可再生能源形式的关键。”

 成本下降空间有限

 针对可再生能源“去补贴化”的长远发展方向，《报告》明确，生物质发电正积极探索降低成本和转型升级的可行
性路径。但就近期而言，生物质燃料成本和未来随着排放标准的提高造成的环保成本的增长足以抵消技术进步带来的
成本下降，因此，就发电成本而言，生物质发电不具备成本大幅下降空间。

 在原料方面，《报告》指出，在农林生物质发电项目中，原料成本已占项目整体运行成本约 60%。

 “事实上，在很多具体项目上，原材料成本已经占到接近70%。”袁宝荣认为，光伏、风电等可再生能源项目大多
是不需要支付燃料成本的，但生物质能发电却是需要持续进行高额燃料投资。

 据记者了解，生物质资源的总量固定有限，但原材料的利用却是多元化的，所以原材料价格市场化程度非常高。在
去年采暖季“气荒”时，原材料价格一度水涨船高。

 此外，在排放处理方面，《报告》分析计算，以一台 30MW 的农林生物质发电机组为例，超低排放改造投入达
1000 余万元，且每年需要的维护费用也达到 800 万元以上。“现在越来越多的城市要求农林生物质发电项目的排放标
准达到燃煤超低排放标准，企业就要增加额外的技术研发和设备投入。”

 为此，《报告》也建议，将生物质发电的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成本量化，客观反映生物质发电的真实成本，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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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生物质发电在电力市场体现公平竞争力。 

 “行业本身肩负着环保和民生的重担，在成本上还面临原材料和排放处理环节的压力，这也是当前生物质行业还需
要国家补贴的重要原因。”袁宝荣强调。

 补贴资金缺口143.64亿元

 《报告》指出，截至 2017 年，未列入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目录的补助资金和未发放补助资金共计约 143.64
亿元。未纳入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金支持目录的项目的总装机规模已达 122.8 万千瓦，约占生物质发电装机的8%。 

 袁宝荣认为，相比于光伏和风电行业，生物质能行业的资金缺口其实是很小的。“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想要解决这
个问题，难度也远低于其他行业。”

 对于这一状况，《报告》建议，生物质发电可借鉴《光伏扶贫电站管理办法》的激励政策模式，建立生物质发电项
目专项电价补贴目录。通过单独列出生物质发电项目补贴目录，明确生物质发电项目补贴的优先性。明确生物质发电
项目专项电价补贴目录的发布周期，考虑到农林生物质发电项目燃料收购直接关系到农民收益，建议专项电价补贴目
录一年发布一次，及时发放补贴资金。 

 值得注意的是，在补贴方式上，《报告》也提出，要研究制定生物质供热的地方激励政策。

 业界更为关注的是，单纯的生物质发电向热电联产转变是未来行业发展的方向之一，但在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当
前的补贴机制还主要集中在电力生产端，在供热端缺乏合理适宜的补贴措施。

 但由于各地经济条件和热需求状况差异较大，本次《报告》提出的建议主要是在地方层面制定相应的热价补贴政策
，并不是建议全国性补贴。

 窦克军建议，出台地方生物质供热的相关财税补贴优惠政策，也是对当前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紧张状况的有效
缓解。

 生物质发电产业发展至今，虽说行业体量依旧不算大，但面临的问题却是多方面的，例如税收优惠政策还不够完善
、具体项目还存在多头管理，行业对电价政策的稳定性还有很多担忧。

 “在电价标准、补贴发放优先级等方面，《报告》并没有给出太多定量的结果，更希望能通过这样的方式强调这个
行业的特殊性。虽然有些行业面临急速的补贴退坡，但生物质能是区别于单纯的能源工程，希望行业内外都能够树立
发展的信心。”窦克军强调。（文丨 姚金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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