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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天然气生长正发力

 核心阅读

 吃进去有机废弃物，产出天然气和有机肥，生物天然气能够变废为宝，兼具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

 按照相关规划，到2030年，我国生物天然气年产量要超过200亿立方米。要实现目标，生物天然气产业还有很长的
路要走：通过提升技术工艺、降低生产成本等，不断完善产业体系。

 “吃进”秸秆粪污等有机废弃物，经厌氧发酵和净化提纯，“吐出”天然气和有机肥——这就是生物天然气产业，
可谓变废为宝、一举多得。

 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农业农村部等多部门印发《关于促进生物天然气产业化发展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提出，到2025年，生物天然气年产量超过100亿立方米；到2030年年产量超过200亿立方米
，规模位居世界前列。

 生物天然气由沼气净化提纯而成，与常规天然气成分、热值等基本一致，可用作车用燃气，也可并入天然气管网。
当前，我国生物天然气年产量不到1亿立方米，而2019年我国天然气产量高达1733亿立方米，生物天然气所占比重微
乎其微。从1亿立方米到200亿立方米，加快生物天然气产业化发展还需迈过哪些坎？记者进行了采访。

 生物天然气兼具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

 “‘十三五’以来，我国天然气消费增长较快，天然气进口依存度快速提升。发展生物天然气，有利于增加国内天
然气供应，降低进口依存度；此外，生物天然气项目主要布局于具备资源和市场条件的县域，也有利于增加农村气源
供应，加快替代农村散烧煤。”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司有关负责人介绍。根据《中国天然气发展报告（2019）》，2007
—2018年，我国天然气进口量年均增长为107.9亿立方米，这一体量与2025年生物天然气产量100亿立方米的发展目标
相当。

 发展生物天然气，规模化处理有机废弃物，能有效解决粪污、秸秆露天焚烧等引起的环境污染问题，保护城乡生态
环境。中国农业大学教授程序算了一笔账：假设200亿立方米生物天然气完全由大型沼气—生物天然气项目生产，意
味着能够对约3亿吨秸秆和2亿吨畜禽粪便作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不仅如此，根据欧洲国家的实践，生物天然气
替代柴油车用时，悬浮颗粒、硫化物及氮氧化物分别比用柴油时减少90%、99%和70%。

 “生物天然气生产过程中还附赠了‘宝贝’——沼渣沼液产生的有机肥，可以减少对化肥的依赖，缓解土壤板结现
象，助力生态循环农业。”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生物质能产业分会秘书长张大勇说，当前绝大多数项目依靠单一生物
天然气难以实现盈利，有机肥能成为项目收益的重要补充，“拿年产660万立方米的生物天然气项目来说，年产有机
肥约2万吨。一般每吨能卖600元至1000元，高点能卖到2000元。”

 兼具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生物天然气产业发展前景广阔。我国发展生物天然气的有利条件不少。

 资源供给方面，我国拥有可供生产生物天然气的大量农作物秸秆、禽畜粪便和其他有机废弃物等。此外，我国天然
气消费量增长较快，进口较多，长期来看天然气供需不平衡，为生物天然气加快发展提供了广阔市场空间。

 生产成本较高，技术工艺有待提升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2015—2017年，有关部门曾在全国支持建设了64个规模化生物天然气试点项目，但目前能连
续稳定运营的只有10个左右，更多的是上千万个小沼气池。“单池规模极小，谈不上商业化和产业化。”程序说。

 坐拥丰富资源和广阔市场，生物天然气产业为何没有形成规模，发展较为缓慢？

 原料收储成本高，导致盈利空间有限是困境之一。“我们的一个项目，生产成本每立方米在3元以上，其中原料收
储成本占了70%多，项目运营成本高，盈利性差。”一家生物天然气生产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

 这并非个例，当前生物天然气行业生产成本（有机肥销售取得收益的前提下）大多在每立方米2.7—3.0元，高出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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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天然气基准门站价格每立方米1.0—1.2元。“主要因为没有建立‘谁排污、谁付费’‘谁处理、谁受益’的有偿处
理机制，经济可承受的原料收集保障模式还有待探索。”张大勇分析。

 不仅如此，在产品市场方面，生物天然气存在并网难等问题，难以公平进入市场；加上有机肥市场尚未完全打开，
造成项目盈利不确定性大，投资风险较高，投资主体积极性不高，难以形成专业化投资、建设、运营管理和服务体系
。

 行业技术工艺有待提升。“目前我国生物天然气行业的技术整体还处于工业化起步阶段，面临项目产气率低、原料
适应性差、自动化程度较低等问题。”华润集团旗下德润生物质开发公司有关负责人介绍。对此，《指导意见》提出
，要集中力量突破多种原料混合高效发酵、干法厌氧发酵、发酵预警调控等关键技术，鼓励企业与科研机构建立生物
天然气技术重点工程实验室或研发基地。张大勇分析，如果生物天然气各类技术工艺成熟，工业化程度提升，生产成
本或许可降至2—2.2元。

 在政策支持体系方面，有业内人士提出，除了前端建设补贴之外，还希望尽快出台后端奖补政策，研究制定按照实
际生产量给予补贴的机制，避免出现“重建设、轻运营”现象。

 加强政策支持，健全产业体系

 面对潜力巨大的市场，应该如何解决行业遇到的问题，加快生物天然气专业化市场化规模化发展？

 原料收集需有保障。《指导意见》提到鼓励探索谁排污、谁付费，第三方专业化有偿处理模式；鼓励生物天然气企
业结合农村土地流转、循环农业发展等，创新秸秆原料收集保障模式等举措。一家生物质环境科技公司的董事长介绍
，企业通过以服务和产品置换原料的方式化解原料收集难题，“比如我们为农户提供整地、播种、收割等服务，代替
秸秆离田费用；或者用天然气、有机肥去置换原料，这既降低了收储成本，也解决了产品销售渠道问题。”

 产品消纳需给力。张大勇认为，一方面应该消除燃气销售壁垒，研究建立绿色燃气配额机制，使生物天然气无歧视
无障碍并入城市燃气管网；另一方面应该延伸产业链，不断整合扩展有机肥、绿色食品、生态农业等产业链，提升产
业盈利水平。

 政策支持待完善。采访中，有企业反映，生物天然气行业当前的政策支持和经济激励力度有待提升，希望能组织实
施一批产业化大型示范项目，形成覆盖原料收储运、投资建设运营、终端产气、绿色金融等方面的多维度支持政策。

 在采访中，有相关企业表示，对于《指导意见》提出的，生物天然气企业按规定享受资源综合利用、环境保护节能
节水等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做好秸秆综合利用、农机购置、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有机肥替代化肥等专项资金相关政
策的衔接等举措，希望能尽早出台确保落地的具体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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