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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质原料产业化开拓物质能源发展道路优化生态坏境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耕地面积少的国家，怎样才能在发展生物能源中不与粮争地、不和民争粮，同时又保证
我国社会、能源、生态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成为了一个重要课题。

 前国家林业局局长贾治邦曾表示：“我国发展林业生物质能源潜力巨大，国家林业局正与中石油、中粮集团、国家
电网公司合作开发生物质能源，加速推进林油和林电一体化。”林业生物质能源产业是一个系统工程，其中，建燃料
工厂相对容易，难点就在于生物质原料的培育。因为种植业需要了解、掌握能源植物丰产栽培的特性、商品性状等，
时间较长，因此风险也较大。

 按照国家林业局编制的《全国能源林建设规划》中提到，到2020年，能源林有望达到2亿亩，可以提供600多万吨生
物柴油，满足1100多万千瓦装机容量发电厂的燃料需求。如果《规划》得以实施，将进一步解决我国生物质能中原材
料无法稳定获得的问题。

 生物质能源林有望实现产业与生态共赢

 生物质能源林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富含油的能源树果子，把这类油变成各种混合醇类，生产出生物质柴油，把它加
到汽油里可用于发动汽车，这样可以降低城市空气的污染；另一种是发电用生物材，利用生物材发电对环境不会造成
很大破坏，也不会增加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现有灌木林、薪炭林、林业剩余物，每年可
提供发展林业生物质能源生物量为3亿吨左右，折合标准煤约2亿吨，如全部得到利用，能够减少1/10的化石能源消耗
；种子含油量在40%以上的植物有154种。

 林业生物质能源作为国家替代能源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资源潜力大、不与粮争地、不与人争粮，在实现产业
与生态共赢的同时，可有效增加农民收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原料瓶颈带来的烦恼

 与风能、太阳能、地热能等新能源利用形式相比，生物质能发电、制油在地理位置、利用形态方面具有很大优势，
可以就近采取、变废为宝。农作物秸秆、皮核以及树枝、树皮、林业加工边角料等农林废弃物，是当地极其丰富的资
源。

 我国农林生物质直燃发电经过发展，基本建立了从原料收集、技术支持到电价补贴、退税的政策框架体系，我国已
成为世界农林生物质尤其是秸秆直燃发电大国。随着农秸秆发电企业更多地使用树枝、树皮、树根作为高热值燃料，
‘林电一体化’模式也有较大发展。或许业界大多数人都没有想到，生物质发电会从最初时的一无所有到急剧升温，
再到全行业亏损，一些生物质发电厂甚至陷入“无米下锅”的尴尬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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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林电一体化相比，林油一体化更加凸显原料问题。据了解，此前海南正和生物能源有限公司用黄连木批量生产的
生物柴油，已通过科技部等部委组织的鉴定，达到美国生物柴油标准，使用后尾气远低于化石柴油排放指标。但由于
原料紧缺，该公司生产经营遇到困难，已经不生产生物柴油了。不仅是我国，欧洲种植油菜、美国种植大豆也都遇到
原料的瓶颈问题，即没有足够多的土地种植。

 能源植物研发的可行性及必要性

 风能、太阳能等都不能直接用作生物质液体燃料，生物质液体燃料必须用生物质来做，因此， 林油一体化还需在
能源植物的培育上下功夫。对此，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社会林业研究中心普查了含油量40%以上的木本植物，筛选出
可以规模化利用的木本油料植物约有10种，但有一定基础的仅有黄连木、文冠果、光皮书、麻风树。目前，国家林业
局正在这些树木进行生物质能源开发实验。王涛介绍：“黄连木有人工种植的，也有野生的，是主要的造林树种，但
此前是作为防护林、用材林、生态林来建设的，基本上没有明确的用途，只是以前老百姓困难时会采点种子炸油。”

 尽管能源植物生命力较强，不占用耕地，可以在荒地、滩地、盐碱地、沙地等边际土地上种植。但是，由于各地气
候、温度条件不一样，所适合种植的能源植物也不一样。因此，需要进一步摸清我国能源植物的“家底”。而且，营
造生物质能源林还需研究不同分布区、不同林分类型等对温度、生长环境的差异。在此基础上对林业的生物性特性、
商品性状进行研究，并在基因水平上、分子生物学水平上做进一步的分析研究。

 此外，目前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正在为能源植物的研发提供所收集保存的种质资源遗传材料和相关数据信
息。种质库对生物质能研发工作要作相关规划，为能源植物的研发提供更多的种质资源遗传材料和相关信息。为解决
化石能源逐渐枯竭的问题，种质库在木本油料植物中选择一些油脂成分跟石油类似的“石油植物”，如麻风树，开展
种质资源与基因组学的研发。

 面对林地生长时间考验，多项措施规避投资风险

 我国的林木生物质能源发展正处于发展壮大期，不仅需国家在宏观政策、法律法规支持外，还需要做好能源基础调
查，健全和完善各项配套技术标准，改善行业发展的大环境。同时，由于林木生物质能源是一个新兴产业，技术和工
艺的成熟需要一个过程，特别是初期经营成本相对较高，需要巨大投入，再加上林木的生长期有一个过程，因此，如
何规避投资风险显得十分重要。

 有专家表示，规避投资风险需政府导向型投入，主要集中在研发方面。同时，不断改善投资环境，鼓励民营资本进
入新产业领域，主要在科研成果转化和产业扩张方面。而且，营造生物质能源林还需注意有限资源的高效利用，实行
精细化的管理，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林业生物质能源产业的发展，需要具备一定的规模才能具有效益。

 此外，我国林地的产权、管理、经营是多元的，具有很强的社会性，因此，林业生物质能源资源产业化是一项社会
工程。例如，林地分散在农民手中，要集中起来有个过程，管理上同样存在问题。而且，林地范围比较大，日常的管
理管护就是一个非常具体的工作。王涛表示：“林木生物质能源必须是社会化的经营管理，应先做试点在推广。”

 在2013年04月22-23日于上海远洋宾馆将要召开的“ 2013中国 （国际）
生物质能源与生物质利用高峰论坛（简称BBS 2013）
”上多位林业专家等将同与会嘉宾们共同探讨生物质原料产业化开拓物质能源发展道路以及对生态坏境的优化。

BBS2013生物质高峰论坛官方网站：www.bioenergy2013.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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