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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质发电本不该遇到的“生死劫”

 2018年11月7日，由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生物质能产业促进会三部门共同编制完成的《
生物质电价政策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在北京新鲜出炉，《报告》显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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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143.64亿元，未纳入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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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十五年来，我国生物质发电装机容量由2003年的150万千瓦发展到2017年的近1500万千瓦，截止2017年底，我国生
物质发电并网装机容量1475.77万千瓦。这意味着生物质行业发展十分之快速。而生物质发电在承担了环保及民生等社
会责任的同时，正在面临逐年上升的成本压力、严苛的环保要求等问题。在风电和光伏电价政策逐步收紧的形势下，
生物质发电电价政策是否会受到影响，引起了行业、相关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

 原料成本高达70% 补贴是否到位已成“生死劫”

 众所周知，生物质发电包括农林生物质发电、垃圾焚烧发电、沼气发电，无论哪一种发电形式，首当其冲处理的是
垃圾、废弃物，对于生物质发电来说这是刚性需求，可以说，生物质发电具有环保属性；其次，农林生物质发电承担
民用供热，生物质发电也具有民生属性。另外，生物质发电有别于风电、光伏行业，生物质发电行业大多为民营企业
，且农林生物质发电存在高额的燃料收购成本，抗金融风险能力不及风电、光伏产业。所以，生物质发电行业是一个
十分特殊的行业，尽管生物质发电并网装机容量仅占2%，但在可再生能源领域表现的愈发重要。

 基于生物质发电的环保属性、民生属性，生物质发电行业呼吁维持电价补贴，这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中国
节能环保集团政策研究室主任袁宝荣认为：“生物质发电行业属于重资产，投资大，利润薄，投资回收期比较长，对
于农林生物质发电来说，收储原料（秸秆）成本占整个项目运营成本70%，原料不断涨价，成本随之上调。若不能及
时发放补贴，对企业的经济效益、生存都非常大。风电、光伏补贴退坡机制已成大趋所示，生物质发电行业不应该受
风电、光伏电价退坡机制的影响而影响，未来应建立一个生物质发电项目专项电价补贴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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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宝荣表示：“从电价补贴的角度，一个可持续、能够促进整个生物质发电产业健康发展的专项补贴，正在过程中
。”

 补贴与标准结合进一步规范生物质发电排放

 环保排放标准的问题是摆在生物质发电行业的另一棘手问题。随着环保越来越受到重视，企业面临的压力也随之增
大，生物质发电行业正不遗余力的加紧解决。

 对于垃圾焚烧发电来说，去年年初，环境保护部组织在垃圾焚烧发电行业开展“装、树、联”工作，全面提升垃圾
焚烧发电行业的环境管理整体水平，这对于规范垃圾焚烧发电起到很好的作用。但是，对于建的较早的企业运用循环
流化床技术，这部分企业在环保方面排放不达标，产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产生邻避效应较凸显。这就需要
企业守法、合规去经营；另外，需要加强行业监管力度行业才能健康发展。

 那么，该如何杜绝环保问题的发生？袁宝荣认为：“把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贴与行业监管相结合，环保排放标准
达标的企业，发放补贴，否则反之。通过这种方式，可以督促企业更好的从环保的角度去做，让行业更加可持续、更
规范的发展。”

 另外，生物质行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没有专属于本行业的环保标准。

 农林生物质发电依然是参照用煤的排放标准，而且要求超低排放。本身农林生物质发电含硫低，现在要求超低排放
标准，这样生物质的成本会很高，所以，以煤的排放标准去衡量生物质的排放标准是非常不合理的。

 环境保护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能源评估部徐海红曾在2018全国农林生物质发电行业创新与发展高峰论坛上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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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标准都是分成阶段的，不可以一刀切的，可以分区域、分情况来制定，对于京津冀地区可能要制定相对严格的
标准，对于西南、西北地区可能就相对宽松。”

 生物质热电联产或将成为主流

 生物质是唯一一种可以产生多种能源产品的能源物质，生物质可以发电、供热、供气，即便如此，对于我们国家来
说是不缺电的，国家缺热、缺气。在此背景下，去年，十部委印发《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规划》、国家能源局发改
委下发《可再生能源生物质供热指导意见》，其中，生物质能可以直接提供热量的优势发挥出来，且可以灵活运用，
可以替代燃煤锅炉非常好的方法，解决环保问题，合理布局，提供清洁的热能。

 “从大的宏观形势来看，国家对生物质能的发展是加以肯定的，可以说为生物质能的发展，特别是在热利用这个方
向提供很好的发展机遇。”袁宝荣说。

 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在国家政策的鼓励、支持引导下，农林生物质发电由纯发电改造成热电联产项目，垃圾焚烧项
目也在改造成热电联产项目。袁宝荣认为，未来建立生物质发电专项补贴目录，国家认同的一定是热电联产项目。

 据国家能源局《关于促进生物质能供热发展的指导意见》，到2020年生物质热电联产装机容量超过1200万千瓦。今
年年初，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开展“百个城镇”生物质热电联产县域清洁供热示范项目建设的通知》。“百个城镇
”清洁供热示范项目将形成100个以上生物质热电联产清洁供热为主的县城、乡镇，以及一批中小工业园区。示范项
目共136个，涉及20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装机容量380万千瓦，年消耗农林废弃物和城镇生活垃圾约360
0万吨。

 在此基础上，未来热电联产项目会有所增加，袁宝荣进一步解释：“生物质能十三五规划中期评估，根据项目指标
完成情况，生物质发电项目（包括垃圾焚烧发电、农林生物质发电）的数量会增加。进一步说明，大的环境政策，宏
观政策影响，均倾向于热电联产项目，所以，热电联产项目的数量将会增加。”

 据生物质能产业促进会统计，截至2017年底，我国的农林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共计105个，约占项目总数量的38.9%
，总装机容量273.81万千瓦，约占总装机容量的39.1%。生物质发电产业有待依托热电联产改造来提升系统效率，提高
生物质发电的技术经济性，以达到绿色可持续发展。

 生物质发电想要可持续、高质量的健康发展，《报告》提出，可以借鉴国外生物质发电支持政策和管理办法，从电
价补贴、项目管理、税收优惠、地方政府激励等方面进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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