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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有序推进农林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

 10月19日，吉林省能源局答复《关于加快我省乡镇生物质能源化利用的建议》中指出，实施秸秆能源化利用“能源
替代工程”，在全省各地因地制宜推广秸秆固化成型、生物质锅炉、秸秆发电、生物气化等秸秆能源化利用技术。发
展生物天然气项目。发展秸秆直燃发电项目。

 以下为原文

对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第0061号代表建议的答复

吉能法规〔2023〕152号

李树峰代表：

 您在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加快我省乡镇生物质能源化利用的建议》收悉，经认真研究办理，现答
复如下：

 一、关于加快收储运打包体系建设

 在《吉林省秸秆综合利用“十四五”规划》中，就相关产业发展做出了部署。“十四五”时期，将在秸秆密度较大
的中西部地区有序推进秸秆热电联产项目，做优做强秸秆发电优势区域。加快推进秸秆非电利用，鼓励发展生物质直
燃项目，积极引导企业、机关、学校、社区等使用秸秆固化成型燃料，扩大市场需求，提高秸秆固化成型燃料替代煤
炭的比例。稳步推进生物天然气项目建设，适度发展规模集中供气，扩大散户用气，推广循环利用模式，提高当地秸
秆能源化利用率和清洁能源使用率。

 （一）完善秸秆收储运体系

 健全高效化收集体系。根据农用地分布情况、秸秆利用现状，鼓励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购买农作物收获机械
时，配备秸秆粉碎还田和捡拾打捆设备，促进秸秆应收尽收。大力推广玉米茎穗兼收一次性作业技术，加大政策扶持
力度，提高农民的购机积极性，增加配套机具保有量。鼓励秸秆综合利用企业、收集专业合作社等经济组织规模化收
集秸秆，提升作业水平，促进秸秆收储运行业健康发展。

 建立专业化储运网络。积极扶持秸秆收储运服务组织发展，鼓励专业合作社、企业参与秸秆收储站点建设；合理规
划布局，逐步形成“村有收储点、乡有收储站、县有收储利用企业”的三级秸秆收储网络。采取农户短途运输秸秆到
收储点，企业、专业合作社远程集中运输的形式，构建企业、专业合作社、农户三级秸秆运输网络。加快建立健全以
市场需求为引导，以企业为龙头，以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为骨干，农户参与、政府推动、市场化运作为主，多种模式互
为补充的秸秆储运体系。

 推广多元化运作模式。探索创新秸秆综合利用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收储运秸秆的利益联结、合作共赢长效
机制，保障收储运体系稳定运行。推广“企业+收储运中心+收储点+农户”“企业+收储运中心+专业合作社+收储点
+农户”“专业合作社+收储运点+农户”等多元化秸秆收储运模式，进一步完善秸秆收储运体系。

 （二）实施秸秆能源化利用“能源替代工程”

 在全省各地因地制宜推广秸秆固化成型、生物质锅炉、秸秆发电、生物气化等秸秆能源化利用技术。积极有序发展
以秸秆为原料的成型燃料、打捆直燃、沼气工程等生物质能，提升农村清洁用能比例。在乡村社区、园区以及公共机
构等推广打捆直燃集中式供热、成型燃料+生物质锅炉供热、成型燃料+清洁炉具分散式供暖等模式，推进秸秆能源
化利用。

 发展秸秆固体成型燃料项目。扶持现有生物质锅炉、生物质取暖炉等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企业更新设备、改造技术
、扩大生产，鼓励新的企业、社会经济组织积极投资发展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引导鼓励公共机构和企事业单位结合
燃煤锅炉改造，使用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扩大秸秆固体燃料适用范围，打通秸秆资源到供热市场的产业链，缓解县
域、乡镇集中供热燃煤缺口，保障民生供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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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生物天然气项目。以村为单位，以秸秆、农林废弃物等为主要原料，推广适宜东北地区利用厌氧发酵原理制取
生物天然气的技术，为农户提供炊事用能，逐步形成政府扶持、企业主体、多元投资的联动机制。

 发展秸秆直燃发电项目。根据各地秸秆资源条件、分布特点、收集半径及保障能力，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合理布局
实施秸秆直燃发电厂（站）建设，探索创新秸秆发电管理运作新模式，促进秸秆发电项目良性发展。

 发展秸秆制取乙醇与生物柴油项目。深化秸秆乙醇与生物柴油项目的技术研究，在秸秆预处理与成分分离技术、秸
秆水解酶本地发酵生产、秸秆5碳糖、6碳糖充分利用等方面开展深入研究，追赶国际先进水平。引入社会资本实施秸
秆制取乙醇与生物柴油项目，提升秸秆利用附加值，培育农业龙头企业和品牌，实现秸秆利用产业化发展。

 在强化资金、技术和政策保障方面，一是积极筹措秸秆综合利用项目资金，丰富资金来源，拓宽资金渠道，充分发
挥政府项目资金撬动作用，积极引导金融机构强化信贷投放，鼓励社会资本参与项目投资运营，形成多元化资金投入
机制。二是依托在吉林省的中省直相关科研、教学、推广单位等，加快推进生物质能源关键核心技术及机械设备的联
合攻关和科技研发。引进、消化吸收国外生物质能源先进技术，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创新，加快推进科技成果转化
。三是全面落实国家、省里出台的各项秸秆综合利用配套优惠政策，统筹使用中央秸秆综合利用项目资金，发挥最大
效能。有关部门结合自身工作职责和工作实际，抓好相关政策落实落地，共同推进秸秆收储运体系建设及农村生物质
能源化利用迈上新台阶。

 二、关于尽快制定行业标准

 （一）组织标准化技术机构检索出如下标准，可为生物质能源化利用提供技术支撑

 1.燃生物质大包直燃锅炉相关现行技术标准有《生物质成型燃料锅炉 NB/T 47062-2017》《水管锅炉 GB/T
16507-2022》《锅壳锅炉 GB/T 16508-2022》《有机热载体炉 GB/T 17410-2018》《工业锅炉技术条件 NB/T
47034-2021》《工业锅炉控制装置技术条件 NB/T 47051-2016》《锅炉安全技术规范 TSG 11-2020》《工业锅炉水质
GB/T 1576-2018》《锅炉房设计标准 GB 50041-2020》《锅炉节能环保技术规程 TSG
91-2021》《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3271-2014》等。

 2.生物质大包燃料现行技术标准《秸秆收储运体系建设规范 GB/T 42118-2022》，其7.3.3规定“采用直接打捆方式收
集时，捆型及大小的选择应根据当地区域农业道路、运输车辆、田间地块条件、机具拥有情况、收储运成本等确定，
既要满足快速离田又要考虑秸秆应用的经济性，捆型秸秆尺寸及质量应符合NY/T 1631、NY/T
2463要求，大型秸秆方捆应符合JB/T 12442的作业质量要求，所有捆型秸秆不得采用金属丝进行捆扎。”

 3.吉林省地方标准《玉米秸秆方捆打捆机作业质量评价规范 DB22/T 2820-2017》。

 （二）有关部门可以提出生物质能源化利用相关地方标准立项申请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规定，为满足地方自然条件、风俗习惯等特殊技术要求，可以制定地方标准。地方标
准应与现行有效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协调一致。禁止利用标准实施妨碍商品、服务自由流通等排除、限制市场竞争
的行为。如果相关部门认为现行有效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不能满足我省生物质能源化利用需要，可以组织起草地方
标准文本草案和编制说明，向我厅提出地方标准立项建议。

 三、关于配套相应大包燃料数量，保证供热燃料充足

 我省是农业大省，生物质能源有较为广泛的分布性，缺乏煤炭的地域可充分利用生物质能，秸秆产量较为丰富，分
布比较广泛且具有可再生性，生产技术较为成熟，有较大的的利用空间。但是利用生物质供热过程中存在问题。一是
生物质能源需要较大且固定的收储场地地，储存过程中极容易受天气影响导致秸秆含水量、含冰量较大，燃烧不够充
分，需要添加精细料（花生壳、稻壳）。二是秸秆捆烧和颗粒热值挥发性很高、发热值偏低，极寒天气燃烧需要大量
填烧，导致成本明显高于燃煤供热，最高可达到86元/m2,伊通县、临江市等地存在生物质供热热量不足已改回燃煤供
热情况。

 生物质能源为清洁能源，燃烧过程中主要受热值的因素影响，尤其是捆烧和颗粒热值较低，目前正在探索在锅炉规
模不大的地区推广，同时加快生物质燃料产能化发展，加大生物质压块生产产量，可在乡镇领域规模化替代燃煤供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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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关于制定有利于生物质能源化发展的扶持政策

 我省具有丰富的生物质能源资源，一直以来积极推进生物质能源化利用工作。目前我局正在积极推进生物质能源化
利用工作，坚持“宜电则电、宜热则热、宜气则气”原则，多措并举，按照“巩固发电、做大供热、培育制气”的思
路，推动生物质多元化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有序推进农林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减轻秸秆焚烧污染。
二是积极推进秸秆直燃供热项目建设，实现区域内集中供热，提高秸秆能源化利用量。三是按照“科学谋划，合理布
局，示范引领，渐次推进”的发展思路，制定全省生物天然气（沼气）发展目标，推进畜禽粪便制沼气提存生物天然
气。

 下一步，我省将结合我省生物质能源化利用产业发展现状，稳步推进生物质多元化发展和非电利用转型，保持能源
化利用率。一是继续推进生物质发电项目加快建设，力争在“窗口期”前能并网则并网。二是引导市场主体投入，依
托各乡镇现有供热管网，推进秸秆直燃锅炉供热发展壮大。三是在条件允许的县（市、区）周边、大型畜禽养殖项目
附近和农村，推广生物天然气（沼气）示范项目，有效处理当地污染环境的人畜粪便、有机生活垃圾和部分农作物秸
秆，实现农村直供气、绿色种植目标。

吉林省能源局
2023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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