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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鼓励生物质能多种技术路线共同发展

 生物质能源有多种技术路线。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无论电、热、液体燃料、气体燃料、固体商品燃料，
都有其存在和发展的价值，都有各自的发展空间，都应该根据其特点和发展空间予以适当鼓励。就因为如此，国家在
近几个五年计划中，都列入了生物能源发展规划，其中特别针对不同技术路线生物能源规划了各自的发展目标。我们
认为这是很科学的，也是很符合产业发展实际情况的。下文是笔者针对生物能源产业发展中几个观点，供大家商榷。

 生物质原料如何定位

 “资源”是要花钱买的，而“固废”是要付钱处置的。当前，我认为大部分生物质剩余物定位为固废剩余物最佳，
而不是定位于资源。等到大部分固废都能实现商业化、经济化运行的阶段，尤其是“固废”实现了市场化、商业化生
产与供应，甚至是市场化竞争，则方可以是转为“资源”。对于中国农林生物质发电项目而言，国家优惠电价支持（
每度电大约0.33元国补支持，不同省份基础电价不同，该价格相应不同）相当于支持了农林业固废处置费用。以中国
北方某农林生物质发电项目为例，国家可再生能源补贴可以覆盖大约生物质电厂66%左右的秸秆原料购买费用。这也
就是说，如果秸秆原料免费供应到厂内的话，一些燃煤基础电价较高的区域，生物质电厂将可以实现平价上网，如果
较好的供热收入，将可能还略有富余。对于农林生物质电厂而言，国补电价支持就是相当于固废处置费用补助，是高
效、合理且精准的，从这个角度看这个补贴并不“过度”。

 为什么要多技术路线共同发展

 从中国农林生物质原料本身的角度去看，不同技术路线、不同规模的工程，分别有处置不同生物原料的"擅长"、"
优势"之处。因为生物能源原料种类繁多，其品种、品质、物化性状千差万别，应用初衷也各不相同。不同的技术路
线对应着不同的生物质原料，不同的“因”，转化成不同“果”，这也是多种技术路线并存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因
此，我国一直赞成生物能源的多种技术路线并存，发挥各自的优势，共同发展。

 不同的环保效益与能源效益

 当前，生物能源的环保和支农效益，甚至在某种意义上重于能源效益。比如城市垃圾处理生产生物能源，无论是生
物质电、热、生物柴油、生物燃气，都要首先基于城市固废环保处置的前提之下；比如农村秸秆及林业剩余物等生物
质，首先是助力农村秸秆及林业剩余物环保治理，生物质电、热等分布式应用是主要服务于农区、林区现代化发展的
支撑；比如农区禽畜粪便的环保处理生产生物燃气，其环保的任务、价值等都是第一目标，能源是其可持续发展的支
撑；再比如，城市餐厨垃圾的生物柴油或生物化工项目，是一个相对成熟的、具有一定的商业推广价值的项目，在国
家"无废城市"建设中不可或缺，也为城市交通工具清洁燃油发展提供了支持；还有，生物车用燃料乙醇是目前我国继
生物质直燃发电之后的，在生物能源领域走向商业化、规模化的发展方向之一。但目前主要是以陈化粮为原料，用于
陈化粮规模化、环保安全处置。根据陈化粮应用规模、非粮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方向情况看，下一步车用燃料乙醇的
发展方向将是选择非粮原料为主，非粮生物质车用燃料乙醇是燃料乙醇发展的必然选择。

 规模化和分布式完全可以共同发展

 从能源的生产视角看，生物能源工程当然有大规模、小规模之分，同时也有效率高低之分。

 如果是从规模效益，尤其是从电力生产效率及排放治理视角，无疑大规模混合燃烧具有优势。这也是国内外技术界
一直非常肯定燃煤电厂耦合生物质发电的重要原因之一。其次，中国大煤电度电煤耗下降、度电二氧化碳减排等，燃
煤耦合生物质是一个值得尝试的、无法回避的路线，这也是煤电行业对于耦合生物质模式和路线的内在需求。目前，
国内最早的两个真正意义上的生物质耦合发电项目，一个是华电十里泉、一个是国电荆门，分别代表生物质直接混合
燃烧、生物质气化间接混合燃烧两个技术路线。这两个项目都曾经获得了国家或者地方的支持政策，目前类项目的发
展模式及其技术、政策、运行和发展推广情况，值得进一步分析研究。

 如果是从农区就近秸秆环保利用及分布式电、热供应视角去看，尤其是结合未来农村城市化发展中的"综合能源系
统服务"建设需求，分布式的中小型生物质热电项目无疑也具有巨大的增长空间。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以及预留供
热、暂时不供热的生物质热电项目，对于农村城镇化发展都具有重大的促进作用。当然，部分地区纯生物质供热替代
散煤及中小锅炉也具有很大的商业化发展潜力；还有辅以低温余热回收热电冷多联产、生物质气化炭、热、电、气、
肥多联产项目，都是值得鼓励发展的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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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空间还很大

 中国的市场和原料都是足够大，都有各自的发展空间，远远没有达到饱和。仅就农区分布式生物质直燃热电项目而
言，中国达到2000万装机并不算高（而我们目前仅800万左右），其他热、气、液体燃料、材料等都很大的发展空间
。未来的中国生物质能源，将是可以开启一个生物能源化工的“生化时代”。

 在中国，我们的目光和产业范围，我们不仅仅有18亿亩农田，不光是局限于秸秆这部分资源，我们还有60亿亩草原
、20亿亩的森林、10亿亩的湿地、45亿亩的海洋。我们国家人工林业的发展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在改革开放前
没有纸箱、塑料制品等时候，我们的所有的农产品储存运输、农区房屋建设甚至部分农业生产筐篓等工具，都是农区
种植多年生柳条等资源支撑的。未来中国能源植物大有可为！植物能源、生物基化工产业在固碳、减排、支农、生态
、能源、环保等方面，具有多重效益，一苗多果，一举多得。

 具备多技术路线共同发展的条件

 关于近两、三年生物能源不同技术路线发展鼓励文件，主要有以下三个。多个部门发的文件，不同单位牵头并实施
：2017年"十五部门"发文开展全国车用燃料推广，计划2020年实现E10汽油全覆盖；2018年"两部门"燃煤耦合生物发电
技改试点建设的通知；2019年"十部门"生物天然气发展指导意见。上三文件分别支持了车用燃料乙醇、规模化煤电耦
合生物质、生物沼气及提纯工程三个方向，加上我们已经在推广实践的农林生物质热电、垃圾发电、规模化沼气工程
、生物柴油，我国生物质能源多技术路线共同发展取得了很好的成果，下一步快速发展的基础条件已经具备。针对不
同的生物原料，我们要再接再厉，继续鼓励不同的模式、不同的路线来生产不同的产品和效益。我们应该尽量避免“
非此即彼”的发展思路，让技术和产业在多路线发展的正确道路上继续走一会，让市场和资本做出选择，把中国的农
区可再生能源、环保、支农与减排事业做得更加出色。（庄会永 作者系中国投资协会能源投资专业委员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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