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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给予生物能源产业怎样的政策支持？

 行业内外关于生物能源应该给予怎么样的合理的支持政策讨论的很热烈，有众多企业和专家也与都提出了自己的意
见和建议。2020年年初及年底以来，财政部、能源局、发改委三部委关于生物质发电有关的几个政策文件陆续印发，
其中有是反复“征求意见”，或者直接颁布出台。

 关于我们的生物能源产业化发展，尤其是生物质发电产业的健康发展应给予什么样的政策支持，本人浅薄思考如下
，与大家商榷：

 一、中国对生物能源产业发展的国家政策支持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

 首先，无论从固废的环保处理角度，还是城市支援农村、城乡协调发展，无论是从工业反哺农业，还是美丽乡村建
设、农民增收，无论是从工业低碳发展、全球循环经济，还是从削煤、减雾霾和碳减排等等，我国生物能源产业化发
展都具有十分的必要性，此处具体详细不再赘述，有兴趣者可以专项讨论。

 再者，世界各国都是给与了生物能源的产业积极的支持政策，尤其是生物质发电、供热、生物液体燃料、生物固体
燃料应用、规模化沼气工程等。其中，作为国家战略实现了规模化发展的，主要是生物质发电、供热和液体燃料等。
纵观全球各国的支持政策，中国对于生物能源支持政策虽然总体算是支持的，但是支持的力度、规模等都是相对较弱
，至少与我们国家在此产业发展应该取得的潜力规模相当不匹配，支持的深度和广度远远不够。

 中国生物能源原料来源多样化，转化技术路线多样，产业示范项目多样、多种，也各有千秋、各有收获。总体而言
，除去了生物质原料收集和处置所需要的固有成本外，该产业早就已经达到了“平价”和“经济性”。同时生物质热
电和液体气体能源，在二氧化碳减排方面，也具有明显的经济性；规模化的能源林建设，结合生物能源的开发利用，
无论是促进碳汇事业发展，还是促进燃煤替代减排，都是具有相当的可行性。此处限于篇幅也不再赘述。

 必要性和可行性毋庸置疑，是完全值得、应该大干特干的一件事。

 二、生物能源产业发展没有达到预期规模，没有实现风、光、生物质的三大非水可再生能源战略目标，这不光是产
业发展的问题，更多的、主要的是产业支持政策的问题

 产业政策的支持力度和稳定性，对于产业完成创新和商业化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产业政策制定者需要对于该产业
的哺育、成长、成熟期有准确判断，并且需要一定的耐心，这对于涉农和一个全产业链从头开始的产业，是非常有必
要的。我们不能急于求成，更不能遇到点滴困难就自暴自弃、轻言放弃，我们至少是要对产业的发展存在的成绩和经
验教训有个清晰地评估和清醒的判断。

 对于农林生物质发电而言，虽然生物质发电的电价较长时间保持在0.75元/khw，但是该产业支持起步电价低，从全
产业链的装备创新支持、原料体系建设与支持都是很弱的，总体而言，与可再生能源基金对于光伏发电开始是4元左
右/khw的电价支持，以及后来长期保持在1元左右/khw的支持政策比较而言，生物质发电的支持力度很小。尤其是农
林生物质发电只获得了可再生能源基金十分之一都不到的支持，对于该产业完成技术创新和产业在资本市场互动发展
的空间一直处于压制状态。这是这个产业的技术创新、升级发展的最大的障碍。在这个障碍之下，我们的全产业链装
备创新还有很大空间没有发挥出来，在这个障碍之下；资本市场对于产业规模化发展之后的规模成本效应没有体现出
来；在这个障碍之下，产业的充分和有效竞争和全球化发展不足，其规模化和产业发带来整体成本下降和协同效益提
升没有发挥出来。

 三、我国生物质发电、供热的国家示范和局部推广取得了突出成效

 自从我国第一个国家级生物质发电示范项目---国能单县生物发电示范项目投产运行以来，生物质规模化应用产业
取得很多方面的重大突破：实现了县域农林业固废处置和清洁热电生产的突破，实现了农林业剩余物规模化收集和储
运的模式、装备、技术路线等多方面的重大突破；实现了中国发展较为落后的农业农村在积极践行全球温室气体减排
方面的有效行动，尤其是在这一方面，一直负面报道我们的英国BBC给与了非常正面的报道，是中国作为发展并不充
分的农业农村，为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可持续发展写下了非常光彩的一笔。

 当前，各项关于生物质发电的调整政策密集出台，对行业和企业发展性命攸关。建议我们政府、学术界、企业界有
关专家认真分析并总结我们的产业示范情况，针对生物质热电方面，生物质燃料乙醇、生物柴油等液体燃料方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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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固体燃料、规模化沼气，生物材料方面，以及能源植物等等方面曾经有的国家示范和推广情况，需要做一个更加
客观和全面的调研分析，这更有利于科学制定国家支持政策，我国生物能源产业发展才可能更稳定、更快速。

 四、慎言“转型”、少吹“升级”，牛吹大了一定需要付出代价

 生物质发电项目，供个热怎么就被吹成了“转型”加”升级“；规模化沼气项目，把百分之四、五十的甲烷提纯就
被吹成了“转型”加”升级“；这种盲目的产业判断和浮夸风，导致政府制定政策也是无所适从，不了解行业具体情
况者更是会非常迷惑，这样非常不利于稳定产业政策，非常不利于生物能源行业健康发展。

 生物质发电项目最初都是按照热电联产或者发电供热模式设计的，由于中国农业农村暂时工业不甚发达，所以我们
在农村地域以发展规模化处理农林业低品质固废为目标，依靠“村村通”的电网实现生物质发电项目上网获取支持。
有了这个可再生的电源，需要热源的工业化项目自然通过招商引资围绕电厂或者园区逐步发展起来。中国的国情，农
村跟城市不一样：城市是一般先确定了热用户，再批复发展热电项目；而在农村不发达地区，秸秆生物质资源很丰富
，工业很不发达，合适的路子就是核准热电项目，允许先发展发电，随后利用这个生物电厂清洁热源招商引资发展热
用户项目。中国不是美国、德国等有丰富和成熟的燃气管网，中国的农林生物质大都是上百种的低品质的做不了饲料
、肥料、沼气的农林业和乡村废弃物，用于规模化工业燃烧处理，这是最经济、科学和可行的技术路线。

 五、实事求是多干事少吹牛，慎言“不依赖补贴”

 生物能源的发展，农业农村的循环经济建设，中国的城乡碳减排事业的发展，都离不开政策和补贴支持，全球莫不
如此。所以，我们要慎言”不需要补贴“。那种认为不需要补贴的，比如某些个别生物质供热项目，的确可以实现不
需要国家政策支持实现经济运行。但是那也是沾了“煤改电、煤改气”国家支持政策的光：如果没有“煤改电、煤改
气”拉高了工业燃气的市场价格，哪里有什么你煤改生物质的什么事啊！这难道不是政策支持下的一个案例么？

 生物质发电及规模化生物质供热项目，生物原料成本如果没有碳减排收益、没有收储运补贴与支持，仅仅依靠农民
、农业、农村的产出和效益，是很难拿出来这部分处置费用的。我们获得的政策支持，本来就是这个产业需要的固有
成本，我们没有“过度”依赖补贴！

 说我们“过度”依赖补贴，这是对生物质能产业的认识浅薄、不到位。因为无论哪种技术路线应用生物质，这固有
的原料成本都不可能忽略，不可能不支付费用。如果这个情况叫做“过度”依赖补贴，那么垃圾发电也是“过度”依
赖市民和政府的垃圾处理费，员工“过度”依赖工资薪水收入，人类“过度”依赖一日三餐。

 那些因为极个别项目具有了特殊的经济效益，真的不代表产业的真实情况，如果就此四处吹牛，拍胸脯建议取消政
策支持，建议农民兄弟真该给这个张大的嘴巴里塞上生物发电的草木灰肥料，塞入规模化沼气的沼液、沼渣亦可。

 六、生物能源产业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和科学，应给予成长和发展空间

 关于国家政策应该给予生物质发电支持是20年还是15年？是给予8万小时还是12万小时利用小时数支持？这个大家
讨论的很热烈。

 本人感觉原则应该是有利于支持并鼓励先进技术路线、更多更高效处置农林业固废角度去考虑，同时应该有利于稳
定和支持行业的投资和发展的信心。多给点时间和利用小时数的支持，同时又加大力度在生物能源碳市场和碳减排、
生物质原料工业化收集、生物质能源工业化应用装备创新与发展等方面予以支持，相信经过五到十年左右的时间内，
这方面会取得巨大的进展，产业规模和发展路线会有个明朗的轮廓，这样随后的政策调整和可再生能源基金的支持替
代就非常具有操作性了。

 七、发展“非电”说法值得商榷，“转型、升级”不能浮夸

 生物能源的原料的多样性，决定了终端转化产品的多样性，不能好高骛远、朝三暮四，以发展生物质“非电”应用
为由，打压生物质发电，这是折了右腿补左腿，是顾此失彼：毁灭了难得的生物质原料规模化应用处置的一个模式和
产业链，资本市场和产业一片恐慌，既不利于生物质电热发展，也更不利非电发展。要知道，在农业农村领域，有愿
意投资支持的涉农的环保项目，是非常值得珍惜和呵护的。

 如果必须要说生物能源产业的转型和升级才能有范，非要说些“转型和升级”才能显得时髦和过瘾，我认为应该是
：中国生物能源以生物质热电和能源植物为基础（含因地制宜的直燃热电、气化和混合燃烧项目等），以生物基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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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质化工原料、生物质航煤等高端液体燃料为产业升级发展方向的朝阳产业。

 后者是指开启了“石化时代”往“生化时代”的战略转型。当然，即使到了生化时代，生物质废料的热电项目依然
是生化工程的必备的热电源，这是低碳和循环经济建设的必然选择。

 中国政府对全球郑重承诺“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值，2060年前碳排放中和”，这宏伟目标提出对于我国生物能源产
业发展具有积极促进作用。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积极发展生态文明事业，努力促进全人类低碳和可持续发展。

 让我们一起，为中国生物能源产业健康发展，为普遍提高人类生活质量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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