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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介绍了发展车用乙醇汽油存在的一些问题，如：储运问题；对使用汽车的新要求；生产燃料乙醇需要降低成
本；生产受原料、市场半径的制约；政策的不确定性；原料尚无替代产品；替代石油乃杯水车薪；保护环境之说较为
勉强；粮食富裕只是暂时现象等。建议政府对推广乙醇汽油制定扶持政策，利用税收杠杆适当采取补贴手段，在价格
制定上使乙醇汽油的价格低于普通汽油的价格。

 车用乙醇汽油，是把变性燃料乙醇和汽油以一定比例混配形成的一种车用燃料。

 燃料乙醇是20世纪初面市的传统产品，后因石油的大规模、低成本而被淘汰。随着农业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以及20
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4次较大的石油危机，燃料乙醇工业又在许多国家得以迅速发展。2001年美国燃料乙醇的消费量
将达550万t；巴西2000年消费量约970万t，占全国汽油消费量的43%，2001年超过1000万t。因此，巴西成为世界上惟一
一个不出售车用纯汽油的国家，巴西汽车用乙醇汽油的乙醇含量最低为18%，最高可达26%，政府根据国际市场油价
和糖价比，确定含量高低。此外，还有400万辆纯酒精汽车仍在行驶。美、巴等国推行燃料乙醇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
综合收益。目前，欧盟为解决农产品过剩问题，也在积极发展车用乙醇汽油，并且使用量呈明显上升趋势。

 2000年8月我国开始启动车用乙醇汽油项目，到2001年年中已有初步成果。由中国石化集团和中国石油集团负责的
河南、黑龙江两省已经开始试点，共有6个城市开始供应乙醇汽油。从初期的情况看，效果似乎还可以。但经过进一
步的了解发现，乙醇汽油的全面推广，将面临诸多问题，政府的合理政策在其中至关重要。

 1存在的问题

 1.1储运问题

 由于乙醇汽油一旦遇水就会分层，影响使用，因此无法采用成本很低的管道输送。国外车用乙醇汽油一直采用汽车
、火车、轮船等价格较高的运输手段，并在调配中心将乙醇和汽油直接经过计算机计量，加入专用的运输车辆时完成
调和，然后送至加油站销售。乙醇汽油的储运周期只有4～5天，因此，必须改造、建设专供乙醇汽油使用的储罐、槽
车、调和与加油设施。

 1.2对使用汽车的新要求

 使用乙醇汽油后，汽车的油耗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可以达到3%)，发动机的动力性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乙醇汽油对汽车油箱、化油器等部件的有色金属、橡胶材料会产生不同程度的腐蚀。我国在用的汽车型号复杂，出厂
年代跨度大，使用乙醇汽油带来的问题将更为突出。

 1.3乙醇需要降低成本

 当汽油价格高于乙醇价格时，乙醇汽油的销售困难不大，但是，如果乙醇价格高于汽油价格，推广就很困难。国内
乙醇的价格长期高于汽油，每吨3200元左右。现在是靠国家扶持、政府补贴，才使乙醇汽油与同标号的普通汽油执行
同一价格水平，并随普通汽油价格变化相应调整，但这不是长久之计。因此，乙醇企业应提高副产品的综合利用水平
，降低生产成本是其持续发展的关键。

 由于我国粮食价格没有与国际粮价接轨，用于生产酒精的玉米价格，国际市场每吨约70美元(约合人民币580元)，
而国内市场价格不低于900元。而粮食价格占到无水酒精成本的七到八成，因此国内无水酒精价格也将大大高于国际
市场价格。据测算，在国际原油价格为每桶30美元的时候，酒精仍然处于价格劣势。因此，至少在中、短期内，作为
车用燃料，酒精的经济性远不如石油。

 1.4生产受原料、市场半径制约

 变性燃料乙醇的生产我国要从头开始。现在国家计委批准的试点生产企业有3家，其中，吉林省年产60万t变性燃料

                                                  页面 1 / 5



对使用乙醇汽油若干问题的探讨
链接：www.china-nengyuan.com/tech/100845.html 
来源：新能源网 china-nengyuan.com

乙醇的新建项目预计2003年建成投产。这个项目引来了业界近乎沸腾的质疑声。有人断言，这个项目的建成投产之时
就必然是它的倒闭之日。因为变性燃料乙醇生产的关键因素是原料半径和市场半径。从过去的经验来看，其原料半径
大约是300km，市场半径大约500～700km。从原料半径来看，吉林省80万t/a生产能力将消耗大量的原料，因为它主要
是以玉米作原料的，生产1t变性燃料乙醇需要3.4～3.5t玉米，一年需要204万～210万t玉米，虽然这些试点企业最初的
任务是消化陈粮，但陈粮用不了几年就消化完了(据说河南天冠集团公司20万t/a的生产能力，2～3年就可消化掉现有
的河南省内的陈化粮)。然后就必须用商品粮，但它周边300km内却没有这么大的粮食市场来保证供应。

 从市场半径来看，我国一年需要变性燃料乙醇大约是360万t，吉林的生产量就占1/6，而且它北面黑龙江华润金玉实
业有限公司10万t/a的老厂经改建已经投产，该厂最终的生产能力可能达到30万t/a；南有天冠集团公司20万t/a的生产量
。因此大家很担心吉林60万t/a生产能力的原料来源和产品销路问题。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现在世界最大的变性
燃料乙醇生产企业的规模是200万t/a，但这些大企业都是复线，单线规模没有超过30万t/a的，吉林60万t/a生产线是否
可行值得怀疑。

 1.5政策尚有不确定性

 由于车用乙醇汽油生产成本较高，为了全面推广，国家将给予一定的补贴。据了解，2001年7月1日，车用乙醇汽油
率先在河南推广，试点企业已开工生产，但国家补贴是变性燃料乙醇的生产环节，还是混配环节、销售环节目前尚不
明确。而且，据国家计委产业发展司透露，听到国家要推广这个项目，全国各地都动了起来，截止到2001年1月份，
各地上报到国家计委的变性燃料乙醇的申请生产能力已超过600万t/a，如果加上2～8月份的申请量，数字会更大。为
了防止出现重复建设，只好先进行试点。至于国家计委倾向把试点项目放到哪些省份，试点企业要具备什么条件则无
法确定，因为变性燃料乙醇的原料主要是粮食，所以计委将优先考虑粮食生产省区。

 1.6原料尚无替代产品

 试点项目之所以成了人人都渴望抢到手的“香饽饽”，除了政府补贴外，与现在乙醇行业的处理也有关系。据了解
，现在我国乙醇生产能力500万t/a，50%的企业亏损，因此一些乙醇企业很希望能通过改造而低成本进入变性燃料乙
醇行业。变性燃料乙醇生产原料主要是粮食，从目前情况看，不会威胁到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的，如果出现万一，国
家会首先考虑吃饭问题，可采取调控的手段，通过减少补贴，减少变性燃料乙醇的产量。这样，大家就又有新的担忧
：此行业是靠政府生存的，一旦政策有变，这个行业还会有活路吗?最好的办法是企业能够综合开发利用，生产变性
燃料乙醇最好的粮食是薯干，成本最低，但目前综合利用的技术难题却没有彻底攻克。

 1.7替代石油乃杯水车薪

 据联合国能源组织评估，地球的石油可采储量再有50年左右将基本耗尽，我国将比这一时间还短，大约只有30年。
我国的能源消费逐年快速增加，最近几年正以13%的速度递增。石油作为国民经济的“血液”，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和
制约越来越大。1993年后，我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国家每年不得不拿出巨额外汇进口石油。根据我国汽油现在的消
耗水平进行理论预测，如果在汽油中添加体积分数10%的变性燃料乙醇，则可以替代400万t等量的汽油，可为国家节
省外汇15亿美元。随着我国对进口原油依赖的增大，已经对我国能源安全体系和庞大的国民经济发展形成了巨大的影
响和制约。

 但是，要使乙醇汽油形成一定份额的替代效果，所需粮食的数量将十分惊人。一般来说，生产1t乙醇将消耗3t以上
粮食，那么生产2000万t乙醇要用掉6000万t以上粮食。2000万t乙醇按热值只相当于1600多万t汽油(我国进口石油约7000
万t/a)，而6000万t粮食则接近我国粮食总产量的1/8。用接近于1/8的粮食总产量，去解决石油进口的一小部分，这个
办法不可取。

 美国搞乙醇掺烧已有20年的历史，但是该办法从环境和经济上都缺乏竞争力，长期以来靠政府补贴来维持。从1995
～1998年，美国政府对由玉米生产乙醇实行全额补贴的政策。1998年，美国乙醇产量仅420万t，而当年的石油总消耗
量为11亿～12亿t，乙醇的产量是石油总消耗量的0.3%，所占份额很少。即使是这个产量，美国政府每年给予的补贴
为7.5亿美元，即每生产1t乙醇，政府补贴约180美元(约合人民币1500元)，这个补贴是相当高的。如果为了提高种粮农
民的积极性，再提高玉米的收购价格，那么所生产的乙醇成本将更高。

 另据测算，在原油价格为25～30美元/桶(目前世界平均油价)时，无水乙醇的成本必须低于0.220～0.264美元/L，折合
人民币为1.8～2.2元/L。这在目前条件下，政府不拿出很大的财政补贴是很难使燃料乙醇实现产业化。

 1.8保护环境之说较为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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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同者说：车用乙醇汽油能够有效降低汽车尾气带来的严重大气污染，与使用普通汽油相比，尾气有害气体排放量
减少30%。

 但是，根据美国国家再生能源实验室(NREL)的试验结果表明，在汽油中掺烧体积分数为10%～15%的乙醇以后，一
些污染物的排放量会减少，但另一种污染物———乙醛缩二醇却有较大的增加。

 用乙醇掺混来提高汽油的辛烷值，这种设想也不可取。因为对电喷发动机来说，效果不明显。发动机的排放在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汽缸内燃烧过程的控制，如果采用电喷加以精心调整，本来就可以把污染控制在较低水平。电喷汽车是
未来发展趋势，所以不能以落后的化油器汽车作为比较的基础。

 汽车发动机的排放不仅仅是燃料问题，更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至少含有3个部分，即燃料、发动
机本身和尾气净化系统(如三元催化器)，只有综合考虑、优化匹配，在此基础上再加以比较，才能得到正确的结论。

 我国各大城市近年来盲目上马油改气(液化石油气LPG)，似乎LPG能显著改善尾气排放，但由于这3个系统没有很好
匹配，对减少汽车尾气排放、净化城市空气来说作用不大，实际上是走了弯路。

 此外，乙醇掺烧并不能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乙醇的燃料是玉米(或其他粮食作物)，它们在生长过程中吸收大气中
的二氧化碳，在作为燃料使用过程中又放出二氧化碳，表面上似乎是属于二氧化碳零排放的可再生能源，如果只是考
虑生长和终端使用，情况确实这样。但这是很片面的，至少有2个因素必须考虑，一是生产玉米本身要耗费的能源(如
机耕、机播、浇水、收割、脱粒、运输等)，二是从玉米制成乙醇过程所需的能耗。在考虑了这两个因素以后，这种
乙醇和汽油掺烧能减排二氧化碳的说法就很难站得住脚了。所以，对任何一种能源，它是否能减排各种污染物，必须
作全生命周期分析，不然的话会导致错误的结论。

 1.9粮食富余只是暂时现象

 粮食变乙醇汽油意味着为我国的粮食转化找到了一条新途径。目前，全年国库中的陈化粮(储存5年以上)达2500万t
。以河南省为例，也有270万t，这些粮食已基本失去了食用价值。各级政府每年为储存粮食支付大量补贴，财政不堪
重负。2000年，河南省直属财政收入33亿元，而支付粮食库存保管、补贴的费用高达25亿元。当前，河南省把车用乙
醇汽油项目列入了“头号工程”，2001年3月8日，年产20万t燃料乙醇项目在河南天冠集团正式投产。如果形成50万t
燃料乙醇的年生产能力，每年可就地转化陈化粮175万t，占该省每年富余粮食的40%，等于该省直属财政减支40%的
粮食储存、补贴费用，也相当于增加10亿元的财力，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卖粮难的问题，同时也刺激了农民的生
产积极性，增加农民收入。据测算，目前我国每年用于畜牧养殖业的粮食达1.5亿t，约占我国粮食总产量的1/4。如果
拿出其总量的20%用于生产燃料乙醇，每年就是3000万t粮食，可生产850多万t的燃料乙醇，几乎相当于目前全国1/4的
汽油消费量。而生产乙醇后所产生的糟料，其蛋白质等有效成分仍然保留下来，经过加工是较好的饲料，可广泛用于
畜牧养殖业。上述是赞同派的观点。

 但是，专家们认为，目前我国粮食过剩、仓库积压是一个暂时现象。这主要是我国粮食生产处于从计划经济、长期
的“以粮为纲”过渡到市场经济时的一种现象。中国以7%的可耕地养活了占世界人口22%的人实属不易，将来粮食只
会紧张，不会过剩。

 首先，我国人口越来越多，将以每年1000多万人的速度逐年递增，预计到2030年将达到15.2亿人。按人均消费粮食4
60kg/a计算，需要年产粮食7亿t，目前我国粮食年产约5亿t。而由于耕地面积的限制，粮食产量显然不可能像GDP(国
民经济生产总值)那样每年线性增长。

 其次，我国人均耕地面积越来越
少。人均耕地面积已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800m2降至1994年的800m2

。随着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占用耕地的趋势还要继续下去，维持人们基本生活需求的压力将落在越来越少的耕地资
源上。人口与耕地的矛盾将长期困扰我国的农业。

 第三，粮食生产的低效益现象还将持续一段时间，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将受到影响，这对我国的粮食生产也不利。

 第四，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粮食生产除满足人们基本需求外，还要适应多样化的深层次的消费需求。从现在
起到2030年是我国谷类食物人均消费增长最快的阶段，主要动物性食物将持续增长，需要大量饲料，这些都要以粮食
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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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所述，粮食安全问题始终是我国的核心问题，不能以粮食的短期过剩得出我国粮食长期有富余的结论。

 至于增加农民的收入问题，用乙醇替代部分汽油，国家加以补贴，确实可以增加农民收入，刺激种粮的积极性。但
是，国家的补贴应该用在更需要的地方，补贴粮食并不是一个好办法。近几年来的经验证明，要使农民增收首先要靠
调整农业产品结构，多种高增值的经济作物来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富裕的农村都是走这样的道路。在中国地少人多的
情况下，即使粮食有一些补贴，对每个农户来说还是很有限的。

 1.10其他

 此外，由于乙醇比重较汽油大，按重量计价的乙醇在勾兑成乙醇汽油按体积出售，每吨增加成本60多元。而且由于
需要对防水、调配方面增加投入，每吨增加的成本也有20多元，这两部分额外的成本(每吨计增加80多元)将要由石化
集团和石油集团来承担。

 再加之乙醇的热值比汽油低，导致使用乙醇汽油的车辆油耗有小辐增加，可以达到3%，这将导致在同等价位时，
消费者将增加油料支出。虽然添加乙醇之后，汽油标号有所提高，但并非像有人宣称的那样，添加10%的乙醇，可将
90#汽油变成93#汽油。

 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以来，联邦政府和各州开始推行替代能源，目前大多数州都已经有添加10%无水乙醇
的混合汽油燃料供应，在芝加哥地区已经实现单一供应各种混合燃料，联邦政府规定，每加伦混合燃料可以享受4美
分的补贴，在有的州还可以享受额外的补贴。因此，现在美国乙醇汽油销量已经占到车用燃料总量的12%。

 2建议

 如果没有政策支持，推广乙醇汽油将面临几方面的难题：生产企业不但没有经济效益，反而要承担损失，因此不愿
意生产；供应商需要新建、改造设备以适应乙醇汽油更严格的防水要求，需要增加投入；消费者没有利益驱动甚至需
要付出代价，市场将难以启动。

 在目前情况下，石油、天然气和煤炭仍然是燃料的主力军；液体燃料的安全仍然主要依靠煤的转换来解决。随着国
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化石能源的消耗将越来越大，储量将不断减少，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资源、环境、生态可持
续发展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发展生物燃料并以此来改善我国的能源结构是非常必要、十分有利的。

 用粮食生产乙醇，在一定程度上、一定时期内可节省一些汽油，虽然技术上可行，但这只是一个短期措施。虽然在
技术上难度不大，但在改造基础设施上会带来不少麻烦。比如，在油槽车和加油站油罐底部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积水
，会引起无水乙醇和汽油的分层。更为重要的是，千万不要犯“一哄而起，低水平重复建设”的老毛病。

 我国目前已有年产500万t乙醇的生产能力，但企业经济效益低下，装置开工不足，约有250万t/a的生产能力闲置。
若要消化陈粮，在一段时期内用乙醇掺烧以替代部分汽油，应充分利用现有的生产能力，加以必要的技术改造，而不
是大规模地投资新建，以免将来又形成更多的闲置生产能力，给国家造成基本投资浪费和潜在的人员下岗隐患。

 我国已有生产燃料乙醇的技术，尤其是乙醇脱水技术十分先进，应该优先利用，而不必花费大量外汇购买国外相关
的技术和设备(例如，对引进美国所谓先进的分子筛技术要作仔细的论证)，以降低建厂的投资成本；同时，应该组织
国内的科研力量进行乙醇生产过程的技术创新，以便进一步改造工艺、提高产率、减少能耗、降低生产成本，在逐步
减少政府补贴的情况下，因地制宜、适度发展燃料乙醇是可行的。

 考虑到粮食安全问题，每年可用多少万吨粮食来生产燃料乙醇，国家必须统筹安排，长远考虑。除生产玉米外，可
以有选择地在不缺水的地区或不宜种植高产粮食作物的地区，因地制宜，通过发展高产、高糖或耐旱、耐盐碱的代粮
含糖作物(如南方的甘蔗、木薯等，北方的甜高梁等)就地生产燃料乙醇，这些作物既不与粮食争地、争水，又能很好
地解决当地农民的就业问题，增加农民的收入。

 发展燃料乙醇的研究和生产需要得到政府在政策上的扶持。到目前为目，甚至相当长时间内，所生产的燃料乙醇在
价格上无竞争优势，靠国家补贴。

 虽然有以上不少的不利因素，乙醇汽油的价值并没有因此丧失。其意义主要体现在综合的社会效益上，为粮食产品
转化和增值提供渠道，政府通过调整乙醇产量调控粮食市场；乙醇汽油的环保价值将可节省一笔可观的环境治理费用
。由于这两项优势并不体现为直接的经济价值，因此需要政府对推广乙醇的油制定扶持政策，主要利用税收杠杆，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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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使用乙醇汽油若干问题的探讨
链接：www.china-nengyuan.com/tech/100845.html 
来源：新能源网 china-nengyuan.com

适当采取财政补贴手段，补偿生产商和供应商因推广混合燃料遭受的损失，形成利益驱动；同时，在油价制定上，应
使乙醇汽油的价格低于普通汽油的价格。

原文地址：http://www.china-nengyuan.com/tech/10084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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