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京郊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的区位选择分析
链接：www.china-nengyuan.com/tech/108700.html 
来源：新能源网 china-nengyuan.com

京郊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的区位选择分析

高德健，杨志明，郭轲，张兰，张彩虹

 (1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北京100871；2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分站
北京100871；3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100083)

 摘 要：区位选择对于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的发展具有基础性作用，在合理配置生物质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缓
解原料供应压力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基于京郊地区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的发展现状，提出生物质固体成型燃
料区位选择的基本原则，结合京郊地区能源消耗量、农业废弃物数量、农民人均纯收入、相对位置等指标数据，利用
典型案例和统计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我国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的区位选择问题进行探索性研究，并提出相应的结论
与建议。

 1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能源需求量不断增加，能源短缺、环境恶化等问题日益突出，开发具有清洁环保性、可再
生性的生物质能源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是生物质能源的一种重要利用形式，具有热值高、
灰分少、污染少等优点，近年来在我国得到迅速发展。然而我国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区位选择普遍不合理，这严重制
约了生物质能源的生产和利用效率。为了合理规划生物质能源布局，政府出台了相关政策，但是政策效果仍不明显。
政策执行效果不明显与缺乏相关深入的研究有关，目前关于生物质能源的研究多聚焦于原料资源供需情况及影响因素
分析，针对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区位选择的定量分析还很少。

 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是将生物质原料及作物秸秆、稻壳、木屑等农林废弃物粉碎后，送人成型器械中，在外力的作
用下，压缩成需要的形状。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的发展可以提高其运输和贮存能力，改善其燃烧性能，提高利用效率
，实现燃烧过程中的“零排放”。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的生产主要包括两种形式：一种是分散方式，在广大农村地区
采用分散的小型化加工方式，就近利用农作物秸秆，主要用于解决农民自身用能需要，剩余量作为商品燃料出售；另
一种方式是集中方式，在有条件的地区，建设大型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加工厂，实行规模化生产，为大工业用户或城
乡居民提供生物质商品燃料。我国固体生物质资源潜力巨大，据《生物质发展十二五规划》统计，我国每年农作物秸
秆可利用实物量34000万t，林木木质剩余物35000万t，共折合标准煤37000万t。到2015年中国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产量
将达到1000万t左右，到2020年达到5000万t左右，由此可见，我国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行业发展前景广阔。

 北京作为我国政治、经济中心，近年来面临着严重的能源需求和环境污染压力，这也使得北京成为我国重要的生物
质能源需求市场，合理规划北京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区位，不仅能够缓解北京日益严重的能源和环境压力，而且对未
来我国整体生物质能源区域规划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为政府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提供重要的科学参考依据。

 本文通过对京郊地区能源消耗量、农业废弃物数量、农民人均纯收入、相对位置等信息数据的实地调研与收集整理
，利用典型案例和统计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针对我国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的区位选择问题进行研究。

 2京郊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发展概述

 京郊地区现有耕地1.5万hm 2，森林面积7.4万hm2

，主要种植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和花生、果树等经济作物，生物质资源利用潜力巨大，但近年来人口增长较快，郊
区农业人口已上升到510万人，人均资源占有量越来越少(图1)，同时经济发展迅速，能源消耗和环境问题成为制约京
郊地区发展主要因素，因此郊区生物质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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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生物质资源的狭义定义来看，京郊农村地区固体生物质主要包括麦秆、玉米秆、花生壳、果树修剪下来的树枝等
农林废弃物。该地区有着丰富的固体生物质资源，但是目前的使用和处理方式主要是以焚烧、废弃为主，这样不仅造
成资源的浪费，也严重污染了农村环境，影响农村经济、社会、环境事业的全面进步。京郊地区生物质成型燃料的生
产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2007-2008年，通州区的北京菲美得机械有限公司共生产了约60t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房
山区河北镇的生物质成型燃料加工厂是以乡镇或村为单位建立生物质压缩成型工厂，它主要以周边农田秸秆和木材加
工厂的边角料为原料，自2007年10月投产以来，每天可生产生物制成型燃料6t左右，主要供给周围村庄使用，从而减
少了运输成本。2011年，北京奥科瑞丰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产能70万t／年，实际生产约48万t，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
。北京市政府也高度重视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的开发和利用工作，通过组织技术研发和推广示范，制定生物质利用技
术标准，大力开发和利用京郊地区固体生物质能源。2007年，北京市政府通过实施“北京市农村生物质能源技术开发
与应用示范工程”，从提高固体生物质炉具效率、降低生物质颗粒和炉具价格等方面开展工作，支持平谷、房山、怀
柔、延庆等京郊地区开展固体生物质能技术研发和示范推广作用。2009年3月，北京市新农村建设领导小组综合办公
室制定了《北京市新农村“三起来”工程建设规划(2009~2012年)》，该规划提出2006-2009年北京市共建设生物质固
体成型燃料加工厂13个，并在此基础上投资2500万元到2012年前建设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加工厂20个，其中10个2000t
以上的大中型固体成型燃料加工厂，10个2000t以下的小型加工产(国家能源局，2012)。

 近几年来，京郊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技术得到明显进步，生产和应用已初步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但总体来说，目前
京郊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仍处于起步发展阶段，其产业规模距世界先进水平仍有一定的差距，加强京郊固体生物质资
源的产业化开发势在必行；但生物质资源的开发利用涉及多个方面，若不进行统一规划，各地区不同项目的开展会缺
乏沟通与协作，导致资源利用率和投资效率的低下。因此，基于区位选择理论基于区位选择理论进行京郊地区的生物
质资源合理配置和项目开发选址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区位选择的基本原则

 生物质能源的区位选择是指对生物质能源的生产进行优化配置，即根据生物质能源的原料分布、可利用土地情况、
交通条件等对生物质能源产业各部门、各生产项目在空间上进行动态组合与布局。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的发展，一方
面受到地理位置、资源分布等自然环境因素的制约；同时也受一个地区的劳动力、资金、运输、科学技术状况以及市
场需求等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因此，在对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进行区位选择时，既要考虑将项目设置在地理位置优
越、资源分布集中的区域，也要综合考虑当地的劳动力资源、科技水平以及市场需求等。我国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产
业区位选择应遵循一定的原则，具体如下。

 3.1结合政策导向。因地制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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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产业属于新兴产业，风险较大，因此在进行产业区位选择时，应考虑到国家宏观调控，结合国
家政策导向。结合政策导向，因地制宜发展，有利于从宏观上为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产业选择最适宜发展的地域，同
时为地区选择最需要的产业部门。首先应按照“不与民争粮，不与粮争地”的要求，在我国发展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
应该在保证国家粮食及贸易安全的基础上，立足非粮原料，因地制宜开发边际性土地，建设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原料
供应基地。应充分利用荒地、盐碱地和冬闲田等不适宜种粮或未充分利用的土地资源，避免能源作物与粮棉作物争地
(胡艳霞等，2009)。

 在具体的产业布局和区位选择上，各地区应结合国家能源局2012年制定的《生物质能发展“十二五”规划》的要求
，因地制宜地发展。该规划指出在“十二五”时期，重点在北方采暖地区推广生物质成型燃料集中供热，结合城市大
气环境治理，大力推动城市燃煤锅炉改造为生物质成型燃料锅炉，减少城市燃煤量，扩大规模化的生物质成型燃料市
场；在人口居住分散、不宜铺设燃气管网的农村地区，推广户用生物质成型燃料，解决户用炊事及采暖用能(陈绢，2
012)。各地区在结合国家政策导向发展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的同时，应衡量不同地区的收益，并对投资进行风险分析
，综合产业的经济性和目标市场，最终确定区位选择。

 3.2应靠近原料基地

 确定各种因素和布局机制共同作用下的产业布局是产业区位选择的关键，产业布局指向的类型通常分为能源指向、
原料地指向、消费地指向、劳动力指向、交通运输枢纽指向以及高科技指向等。由于农村地区的农林剩余物具有分散
性和季节性的特点，目前只要依靠人工和小型机械进行原料收集工作，运输主要依靠农用车等通用运输工具，缺乏完
整的专业化原料收集、运输、储存和供应体系，原料收集难度大，因此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产业布局指向类型应属于
原料地指向。

 生物质成型燃料具有原料适应范围广、规模适应性强、易于运输储存等特点，作为供热燃料，是一种经济实用的方
式。鉴于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产业布局的原料地指向类型，在进行该产业的区位选择时，应结合土地资源状况，研究
分析原料供需总量和分布特点，尽量将加工厂安排在原料基地附近，同时综合考虑当地的交通运输条件，一方面可以
减少原料在储存、运输过程中的浪费；另一方面，缩短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产品和副产品的运输距离和仓储空间，可
节约部分能源和成本，提高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产品的价格优势。

 3.3兼顾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相统一

 效益驱动机制是产业区位选择机制中的主体部分，无论是杜能、韦伯的理论中，所强调的都是如何实现区域效益最
大化。企业作为区位选择的主体，驱动的机制就是经济效益，其在区位选择更倾向于资本增值较快、风险较小的区域
。但是我国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的开发主要是为了缓解我国能源供应和环境恶化等问题，因此，在进行区位选择时，
在发挥该产业的经济效益的同时，还应兼顾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要注重生产过程中的生态保护，农村剩余劳动力就
业问题的解决以及农村循环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因此，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应将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
益进行系统的、综合的平衡，合理规划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的区位选择。

 4区位选择模式设计

 4.1指标与权重的选择

 区位论是研究经济行为的空间选择及空间内经济活动组合的理论。区位选择是通过研究区位单位空间配置的外部约
束因素，实现生产资源在一定区域内的优化配置与组合，进而获得最大产出。

 分析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区域选择最重要的是对影响该产业空间分布的因素进行综合评价，包括地理位置、自然条
件、资源分布、劳动力、社会经济条件、科学技术状况等。这些因素对产业空间分布的作用各不相同，但又往往同时
起作用。因此，在考虑具体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的区位选择和产业布局时，不能孤立地、机械地看待各个因素，要因
时、因地、因生产特点制宜，把各个因素统一起来分析。

 4.1.1评价指标的选择

 根据分析，影响生物质能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有潜在市场需求、购买意愿、资源基础和政府推动各方面。因此，区
位选择时，使用的评价指标就重点反映了在4个方面。

 能源消耗量。当前京郊农村地区尚没有大面高德健等：京郊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的区位选择分析积使用生物质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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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产品，无法根据历史数据预测其市场需求。而作为传统石化能源的替代品，其现实消耗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
固体燃料的市场需求。

 农民人均纯收人。由于各种原因的存在，目前生物质能源产品的市场价格客观上普遍高于传统能源，只有人均纯收
入较高的农户才会尝试和选择使用。该指标既能较好地反映消费者的购买力，又能反映其购买动机，因此，它可以用
来作为反映农户购买意愿的指标。

 农林废弃物。在一个产业发展的初期，区位的选择要么是市场导向，要么是资源导向，这些都是出于降低成本的考
虑。由于我国生物质能在技术方面尚不成熟，降低成本是提高其竞争力的主要途径。正因为资源量的多少直接影响企
业的原料供应成本，因此，作为其原料的农业废弃物自然就成为衡量一个地区资源基础的指标。

 相对位置。任何课题的开展，首先要对现状进行评价，更重要的是要有导向作用。发展生物质能产业既是顺应时代
的需要，也是北京市形象建设的一部分，理应得到北京市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而且距离市中心越近，支持的力度就
应该越大。因此，可以用相对位置指标来反映政府的推动。

 4.1.2指标权重的确定

 本文综合对我国部分已建成和在建的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项目的实际调研情况和相关研究课题中专家对区域评价指
标的打分情况，确定了各项评价指标的权重系数(江泽慧，2011)。见表1。

 4.2数据的收集与标准化

 4.2.1数据的收集

 能源消耗量、农民人均纯收入来自于北京市统计信息网；相对距离根据北京市地图(比例尺为1：2000000)~得，表
示当地政府距离北京市政府的直线距离，因为最远处延庆县距离北京市210km，所以，这里每个县区的相对距离在数
值上等于210，即其政府所在地距离北京市政府的距离；农业废弃物由农业秸秆和果园树枝两部分构成，农业秸秆量
由农作物产量按1：1比例换算得到，
果园树枝量由果树种植面积按照每1／15hm2

年产400kg树枝量求得。由于果树树枝的市场收购价约为秸秆的两倍，因此，农业废弃物数量为农业秸秆量加上二倍
的果树树枝量求得。

 4.2.2数据的标准化

 在以上选定的能源消耗量、人均纯收入、农业废弃物和相对位置各项评价指标中，由于各个指标度量单位存在很大
差别，为了使得指标数据具有可参照性并参与评价计算，需要对各项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以统一量纲。数据的
标准化是将数据按比例缩放，通过函数变换将其数值映射到某个数值区间，使之落入一个小的特定区间。数据的标准
化有中心法、极差法和均值法三种，其中均值法被认为是一种较好的保持差异的处理方法，因此，我们采用均值法进
行标准化处理，其计算公式为：标准化变量=样本观测值／样本均值。各区县有关指标的标准化数据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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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区位分类与选择

 根据表3中的综合指标值排名，可以将北京市郊区农村分为三类区域(表4)。其中顺义区和房山区得分分别为1.65和1.
57，属于I类区域；大兴区、平谷县、通州区得分分别为1.16、1.10、1.07，属于Ⅱ类区域；其它区域得分位于0.56和0.9
2之间，属于Ⅲ类区域。建议对于不同的区域，北京市各级政府应有差别化的政策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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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评价方法的检验

 运用聚类分析对以上评价方法进行验证。利用SPSS对表3中各区县指标的标准化数据进行系统聚类分析，得出结果
见表5。可以看出，第一类总体情况最优，第二类次优，第三类最差；属于第一类的有房山区、顺义区，属于第二类
的有通州区、大兴区，属于第三类的有昌平区、平谷县、怀柔区、门头沟区、密云县、延庆县。由此可见，我们使用
的评价方法得出的结论与聚类分析基本上是一致的。

 5结论与建议

 结合上述聚类分析结果，京郊地区农业、能源等相关部门对于最优发展区域的顺义区和房山区，应给予相应的资金
、技术以及政策等方面的支持，促进其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的迅速发展。对于次优发展区域的通州区和大兴区，应通
过树立典型试点乡镇和模范区县进行推广发展，最终带动昌平区、怀柔区等第三类区域的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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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产业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具有良好的前景。区位选择对于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的
发展具有基础性作用，有利于合理配置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缓解原料供应压力。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区位选择应
结合政策导向，因地制宜发展；靠近原料供应基地；同时兼顾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相统一等三个原则，实现生物质
固体成型燃料区位选择模式的合理设计。在设计某一区域的区位选择时，应在深入调研了解该地区开发生物质固体成
型燃料产业的资源、经济、技术条件以及相应的市场需求及运行机制的基础上，科学地选取评价指标并确定各项评价
指标的权重系数，同时进行数据标准化处理，根据综合指标值排名，将该地区适宜发展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的区域进
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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