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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言“十四五” | “后补贴”时代生物质能产业发展分析

 “十三五”已经进入收官阶段，可再生能源发电产业在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也不得不面临“去补贴化”的严峻挑
战。在风电和光伏电价政策纷纷收紧的“后补贴”时代，使本处于艰难前行的生物质发电产业压力剧增。虽同为可再
生能源，但生物质能主要以传统转化技术为主，并没有风电、光伏等通过创新型技术使成本大幅下降的空间。生物质
能更多承载着农村、城市环境治理，城乡发展、农民收入、农村就业、农村清洁用能等当前全社会最为关注的环保、
民生和乡村振兴领域的重任，在推动城镇化绿色低碳发展、农村能源革命等方面发挥着独有的重要作用，生物质能产
业发展仍需政策的保驾护航。

 一、产业发展形势

 生物质发电产业升级有序开展。截至2019年底，累计装机容量超过2200万千瓦，生物质发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
提前一年超过“十三五”规划设定目标。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生物质发电产业升级有序推进。已建生物质发电项目根
据周边热需求，因地制宜进行热电联产改造升级，新增项目全部为热电联产，显著提升了系统效率。生物质燃煤耦合
发电已经开展技术示范，根据生物质资源分布，进一步合理拓展生物质燃煤耦合发电项目改造，成为当前我国燃煤电
厂实现低碳清洁能源改造的重要途径。

 生物质资源向分布式、多元化开发利用方向发展。随着我国生物质能产业规模发展壮大，先前具有资源开发优势的
地区，在项目布局上已经趋于饱和。以农林生物质发电为例，生物质燃料年消耗量已超过8000万吨，存量项目间的燃
料竞争日益激烈。未来新的生物质能项目开发，将对生物质资源类别细分和可获得量评估提出更高要求。生物质资源
分散性和分布式开发利用的特性将进一步被挖掘，生物质原料将向炭、气、油、肥多联产高附加值多元化利用方向深
入发展。

 生物质能开发向非电领域转变。自2006年《可再生能源法》实施以来，我国生物质能利用主要集中在电力生产应用
方面。我国的可再生能源电力已经形成一定规模，而在供热、供气、交通燃料等非电领域的开发却刚刚起步。随着《
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规划（2017~2021年）》的实施，根据生物质能在热力、燃气、交通等多领域应用的特点，可
以充分发挥生物质能在非电领域的清洁能源替代作用。当前，生物质锅炉替代燃煤锅炉清洁供热，生物天然气替代天
然气在新农村、乡镇地区局域网供气，生物燃料乙醇和生物柴油定比掺混交通燃料等已经开始逐步推广应用，并呈现
出良好的生态环境效益和巨大的开发潜力。

 生物燃料乙醇推广滞后。2018年8月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有序扩大车用乙醇汽油推广使用，除黑龙江、吉林、
辽宁等11个试点省份外，进一步在北京、天津、河北等15个省市推广。按照《关于扩大生物燃料乙醇生产和推广使用
车用乙醇汽油的实施方案》，2020年的燃料乙醇需求量将超过1000万吨，然而，2019年的燃料乙醇供应量仅约320万吨
，这意味着乙醇汽油推广明显滞后。

 我国燃料乙醇的供给途径主要有三个，一是生物基燃料乙醇，二是化工合成燃料乙醇，三是进口燃料乙醇。生物基
燃料乙醇生产主要原料是玉米，随着我国玉米临储政策调整和种植结构改善，玉米库存压力已经得到有效缓解，可用
于生产燃料乙醇的超期超标粮食数量十分有限，而非粮生物质原料生产燃料乙醇的技术经济性尚未满足市场化推广要
求。因此生物基燃料乙醇新增产能未达预期。化工合成乙醇是燃料乙醇生产的新途径，以煤化工合成乙醇技术路线为
主，除此之外，在工业尾气合成乙醇方面，国内外均有相关企业在该技术领域拥有一定技术储备，国内目前已建成规
模化示范项目，如能高效稳定生产运行，工业尾气合成乙醇将是满足我国乙醇市场需求的重要途径。进口燃料乙醇本
可作为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平衡市场供给的有益补充，但较易受国际贸易形势影响。从能源安全角度分析，我国的生
物燃料乙醇推广仍将立足于国内优先发展，进口燃料乙醇仅作为适当调节补充。

 生物质柴油应用亟待推广。2019年，国内生物柴油在交通领域的推广应用仍进展缓慢，未有明确支持鼓励生物柴油
添加至石化柴油的政策措施出台。当前亟待营造国内生物柴油消费环境，推动国内生物柴油应用。反观国际市场，在
应对气候变化和碳减排目标的约束下，欧洲对生物柴油的需求量不断增加，特别是来自食用废油生产的生物柴油，其
全生命周期的碳减排效益更为明显。我国的生物柴油主要来自食用废油和动植物废弃油脂，属于欧盟积极倡导的减排
生物燃料，2019年生物柴油出口量翻倍增长，出口符合欧盟标准的生物柴油量约达50万吨。

 二、政策建议

 统筹城乡发展规划，积极推进生物质供热示范项目。将规划作为生物质供热项目开发建设的主要依据，统筹生物质
各类资源和各种利用方式，以省为单位编制生物质能开发利用规划。以县为单位编制生物天然气、生物质供热开发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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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规划，做好与环保、农业等规划的衔接。编制生物质热电联产区域专项规划。在规划指导下，积极推进生物质供热
技术和利用模式示范项目建设。综合布局各类清洁取暖方式及配套基础设施。以地区整体供热需求为导向，综合考虑
本地清洁能源资源和经济水平以及电网、气网等条件，统筹布局生物质供暖等清洁能源多元化能源供热方式，加强相
关配套热网、电网和气网等基础设施建设。

 将生物质供热作为优先发展清洁供热的重要内容，纳入当地综合发展规划。在北方农村散煤替代、城镇新区建设、
旧城区改造、新农村建设、异地搬迁、产业园（区）建设的规划中，优先发展生物质供热等清洁供热方式，统筹开展
各类生物质能供热资源评估，积极做好清洁能源供热开发及多能互补利用的可行性论证。将生物质供热纳入地区综合
发展规划，优先开发生物质供热等清洁能源满足新增供热需求。城镇地区逐步形成以优先开发利用生物质供热等清洁
能源供热为主的新模式。

 建立多部门协同合作机制，明确牵头部门。积极推进生物质燃气清洁供热。加快发展以畜禽粪便、秸秆等为原料发
酵制取沼气，以及提纯获得生物天然气。生物天然气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跨部门多领域的协调管理，特别
是对上游原料的梳理整合以及下游市场的消纳。建立生物天然气产业协同管理机制，明确牵头主管单位和各有关部门
职责，联合财政、发改、农业、环保、能源、住建、税务、质检等多个部门，共同研究制定产业发展目标、规划、政
策和标准等，形成政策合力推动产业发展。

 加强非粮原料生物燃料乙醇产业化技术研究与示范。由于以陈化粮为主的生物燃料乙醇生产难以作为长期可持续发
展路径，国内生物燃料乙醇的巨大缺口需要非粮生物燃料填补。我国现有非粮生物燃料乙醇尚未实现规模化发展，生
产技术水平仍有待全面突破。因此，加强非粮原料生物燃料乙醇产业化技术研究与示范，是实现我国生物燃料乙醇全
国推广的当务之急。

 三、保障措施建议

 制定专项财政支持政策。支持生物质发电企业进行热电联产改造，对改造企业给予一定投资支持，将供热管网建设
纳入中央预算投资，保障生物质热电联产企业的发电量补贴资金及时到位。给予生物质热电联产以及成型燃料生产和
供热等企业国家税收优惠政策，将原料收集加工机械纳入国家农机具补贴范围。对生物质供热项目建设用地，按照社
会公益事业划拨使用。通过取消公用事业附加费、免税等方式，降低清洁供暖成本。出台差别化奖补政策，对积极满
足地方民生供暖需求、改造任务重、改造成效明显、严格遵守环保标准等的地区项目，加大资金支持力度。

 积极探索融资合作模式。将生物质供热等清洁供暖项目列为政策性低息贷款的重点支持项目，对于为实施生物质供
热项目贷款的企业，适当延长相应项目贷款年限，下调贷款利息。支持生物质供热项目通过绿色债券、政府和社会资
本合作（PPP）等方式拓宽融资渠道。鼓励社会资本设立产业投资基金，投资清洁取暖项目的技术研发。优化主板、
中小企业板、创业板市场的制度安排，支持符合条件的清洁供暖企业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鼓励已上市企业通过公开
增发、定向增发、配股等方式进行再融资，支持已上市企业利用资本市场进行并购重组实现整体上市。鼓励和支持符
合条件的企业通过发行企业（公司）债券、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中小企业集合票据及由证券交易所备案的中小企
业私募债券等多种债务融资工具，扩大融资规模。

 规范生物柴油上游产业体系，推行生物柴油掺混实施试点。加强生物质原料管理，规范上游产业体系。“地沟油”
是生产生物柴油的主要原料之一。目前，地沟油回流餐桌导致食品安全的风险问题依然十分严峻，亟待规范全国各地
地沟油收集、转运、处置及监管，建立长效管理机制，通过地方立法，强制规范行业管理，确保地沟油等原料安全流
向，为生物柴油生产提供原料保障。推行生物柴油掺混实施试点。建议参照生物燃料乙醇的推广经验，开展生物柴油
试点应用推广。（作者：窦克军 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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