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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根据产业价值链和企业成本分析理论对中国生物质能企业不赢利的状况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在投资
建设可行性论证中，只用理论值计算生物质资源的存量，忽视了其结构、分布、运输、存储、利用效率、环境影响等
要素的研究和论证，导致生物质能企业的原材料供应出现问题，这与中国缺少生物质节料研究密切相关。

 1引言

 2003年，3家生物质企业获得了国家发改委的核准并开始投资建设，这标志着我国生物质能产业的发展开端。截止2
009年底，国家发改委已经核准了126个生物质能发电企业，由于项目的快速开发，很快在该行业出现了燃料供应不足
、价格上涨过快、发电成本难以控制的情况。2012年，凯迪电力公司董事长表示：“原料中间商囤积居奇、品质下滑
，已成为生物质发电市场的毒瘤”。

 尽管国家发改委于2010年10月26日下发了《生物质能发电项目建设管理的通知》，要求地方制定资源收集、运输、
储存体系，同时要求各地将资源落实作为项目核准条件之一。但只是在程序中加入资源审核的指标，并没有使问题得
到很好的解决。

 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对生物质能开始关注，无论是专业人士还是管理部门，普遍认为我国的农业生物质资源极
大丰富，资源综合利用不足，几乎没有人认为生物质原材料供应会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瓶颈。因此也就忽视了对生物
质能原料供应问题的研究，从而带来一定的市场混乱和经济损失。

 2我国生物质能的发展研究现状

 2.1研究分类

 我国生物质能的文献基本上可以分为三大类，一是我国的存量和可取量及优势研究；二是激励和扶持政策研究；三
是生物质转化为能源产品的技术开发研究。本文主要讨论如何在我国形成稳定的生物质原料供应并能降低产品成本，
属于第一类的研究范畴，其相关文献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我国生物质资源非常丰富。作为一个农业大国，我国农业生物质资源丰富、种类繁多、数量巨大。较常见的有
秸秆、稻壳、薪材、锯末、甘蔗渣、禽畜粪便、生活垃圾等。据理论值推算，我国农作物秸秆可收集量每年约为4.5
亿吨，折合标准煤1.8亿吨⋯，与我国一次能源中化石燃料的消费量相比，所占比例并不大，但对于解决生物质资源
丰富区域的能源问题则意义重大。

 (2)大量的生物质资源没有得到有效利用，造成了很大的资源浪费，农业剩余物的焚烧污染了环境(生物质能与化石
能源的环境效能参数见表1)。鉴于我国水资源短缺、森林覆盖率只有13％、生态环境较为脆弱、农业剩余较多的特点
、应将农业废弃物作为我国首选的生物质能开发的原材料，并进行多功能低排放的小型锅炉技术、厌氧技术、中小型
锅炉的汽化技术的研究与开发。

 (3)生物质资源调查和评估。2009年开展了全国农林生物质的资源总量、用途及分布调查和评估，基本摸清了我国
秸秆资源种类、分布和利用现状，建立了全国农作物秸秆资源调查数据库。同时也指出我国农业生物质能资源主要为
农作物秸秆和畜禽粪便等，建议重点发展秸秆固化、沼气、纤维素乙醇及养殖场沼气工程等技术，并根据资源状况列
出了重点开发、适度开发、限制开发区等三种不同类型的区域，针对每个区域提出了不同的政策建议，为有关政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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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的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

 2.2我国生物质资源的总量评估方法

 中国能源统计和农业统计中不包括生物质能资源存量和分布的相关数据，因此我国学术界根据作物和养殖规模进行
估算。估算对象主要有农作物生物质资源、林作物生物质资源和人畜粪便生物质资源其估算公式如下：

 (1)农作物生物质资源，主要根据农作物的产量进行推算。以秸秆为例，首先要群定农产和秸秆之间的质量比，如
生产1公斤的玉米就会产生2公斤的秸秆，其谷草比为2，秸秆资源量的估算公式为：

                                                  页面 2 / 6



生物质资源制约产业发展的问题及对策
链接：www.china-nengyuan.com/tech/109621.html 
来源：新能源网 china-nengyuan.com

                                                  页面 3 / 6



生物质资源制约产业发展的问题及对策
链接：www.china-nengyuan.com/tech/109621.html 
来源：新能源网 china-nengyuan.com

 以2009年为例，根据以上公式进行计算，我国秸秆的理论值为8.20亿吨，扣除收集以及运输过程中的损失，2009年
全国农作物秸秆可收集资源量为6.87亿吨，占理论资源量的83.8％。扣除秸秆的其他用途，作为能源原料的可能量为3.
44亿吨，占可收集资源的50.1％。

 在物质能电厂的可行性论证中，资源拥有量就是以这种计算值为依据。这种估算方法不仅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机构
估算的数值会不同，也带来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①不是全部生物质都能用到生物质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方面，还有
它用；②忽视了生物质的结构、收集半径、运输成本、安全储存、原料成本、控制原料稳定供应的其他因素的评估；
③影响了原料收集技术、压块成型技术、高效直接燃烧炉具开发的系统研发。以上因素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产业发
展的原材料供应问题，也是导致成本上升的主要症结所在。

 3我国生物质资源的制约性分析

 3.1中外研究对比

 我国物质能产业的研究与一些国家的产业研究起点不同，他们从研究生物质的特性开始，发现富含纤维素的生物质
，如玉米秸秆、麦秆、稻草、木材等主要农业废料、林业和木材加工厂的剩余物质和城市的木质垃圾、能源大豆、工
业的造纸黑浆、畜牧肥等都可通过一定的物理和化学过程转化为能源产品。而采用何种生物质原料主要取决于其特性
、收集难易、运输成本以及环境影响等因素。美国研究表明，运输一旦超过50～60英里，运费就会很高，因此许多生
物质发电场往往规模较小，发电功率一般在1～50兆之间。美国还在甘蔗加工厂中建立了甘蔗发电厂，不但能获得政
府的一些政策补贴，还能在利用可再生能源扩大生产规模的同时获得一笔额外收入。芬兰将水产加工厂的废料转化为
生物燃料，欧盟和芬兰政府也拿出专项资金支持这种就地取材的方式生产生物质能。目前国外又提出利用微藻类生物
质生产生物柴油或生物质油，能有效解决生物燃料产业的原料瓶颈问题。

 我国是在发达国家取得生物质能成功商业化的基础上开始引入其研究成果，引进基本成熟的技术设备，但对促进物
质能产业形成的过程、具体路径、内在规律、技术路线、产业链的具体链接过程缺乏深入的跟踪和研究。对于产业的
上下游划分，产业链各个环节的竞争与合作关系等关键问题缺乏必要的研究。对于资源带动性产业而言，下游企业对
上游企业的资源依赖性较强，上游企业个数较少，资源很容易被垄断，而中游企业处于竞争环境中，在一定的空间布
局上，集聚效应加大则会增加竞争程度，对上游企业的依赖度就更大。

 3.2我国生物质资源发展存在的问题

 (1)注重总量，忽视结构(以生物质发电为例)。我国生物质发电主要采用的是农业和林业的废弃物，自然村分布分散
、农作物品种繁多、资源分布广、单位面积产量低、生产经营较为分散，加大了生物质的收集难度。对我国五大粮食
主产区调查的结果表明，每户秸秆的可获得量为4～5吨，以2.5万千瓦的秸秆发电厂为例，每年消耗秸秆为20万吨，需
从5万农户中收购，要完成10万笔收购交易，而且要分春秋两季收购，在季节内要进行“高效率”收购，过季后就会
出现收不到或高价收购的现象。

 农林废弃物除了能用于发电以外还有其他用途，以农业秸秆为例，可用作燃料、肥料、饲料以及造纸、建材、编织
和养殖食用菌等工副业的生产原料，用途广泛。调查发现秸秆在我国的主要用途见表2。由此可见，能作为燃料的秸
秆仅占18.7％，用计算总量的方法进行可行性论证显然过于乐观。

 (2)注重建设，忽视管理(以沼气发电为例)。虽然我国在2009年沼气用户就稳步跨上了3000万用户的台阶，但沼气发
酵原料的供给不足仍是制约沼气产业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些年农村养殖业已经走上了集约化的发展之路，养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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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的数量大大减少，另外随着农业人口的转移，许多农户剩下的大多是老人和孩子，无力通过养殖来保证沼气原料
的供应，再加上沼气微生物的反应对温度变化十分敏感，只有在10～60％范围内才能正常发酵产生，北方农村冬季保
证这样的温度有一定的难度，技术服务又不到位，导致沼气池的产气不稳定，利用率不高，甚至出现弃池和闲池现象
。而一些集中、规模化的养殖场产生大量的饲养牲畜排泄物又得不到充分利用，这种原料供给不平衡现象不仅对环境
造成一定的影响，也不利于沼气的可持续发展。

 (3)忽视运输成本。农业生物质的体积大、质量轻，但运输车辆的装载限制是体积而不是质量，三辆马车才能运输1
吨没有打捆的麦秸。有专家测算，在15公里以内，运输成本增加不大，所以农村有十里不送草的说法。若收购半径增
大，则运输成本增加幅度很大。另外由于其季节性和低密度的特性需要有较大的储存空间，由于储存时间长和防止受
潮等因素的影响还需要对仓库做特殊的处理，这使得传统的集储运手段难以满足规模化工业利用的需求。一些生产原
料的加工企业为了提高生物质体积大、不宜运输、燃值低等问题，已将生物质切割，生产出颗粒状或一定的体积燃料
出售，但价格高达600元／吨。如果按照热值、效率转化后再与煤炭价格比较，高于煤炭的价格。由于煤炭运输体系
成熟，储存能力更好，而生物质致密成型不易储存，密度较其他能源低，导致大家不愿意使用它。

 (4)忽视小型机械开发。林业生物质资源种类繁多，作业地形复杂，作业面零散，也给林木收割机械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国外的小型收割机械轻便易于携带，操作灵活，安全可靠，刀具使用的材料好，坚固耐用，不需要经常更换，
大面积能源林收割一般使用拖控机悬挂式，可实现直接粉碎、削皮或打捆等联合收割。我国的现有生物质能源木林分
布分散，主要是小规模的农户种植和地理条件很差的西部沙地灌木林，在选择收割机时，应该是以小型灌木收割机为
主，轻便易于携带，操作灵活，而这种小型收割机的开发在我国还处于空白状况。我国近十年的林物质直燃热电联产
模式的实践表明：机械化的林物质收割、收集、处理是确保能源林物质热电联产产业化实现的重要因素之一。

 (5)忽视产业链宏观规划与整体部署。处于完整的产业价值链中的企业，其供给、生产、销售、服务也会处于一种
良好的动态自我调整的平衡状态。但是一旦该产业价值链中的某个环节不能提供及时或充足的供给，这个良性的循环
就会被打破，从而引发产业链中的企业不能正常运转。我国目前在生物质能源领域还存在许多不协调因素，这是由于
我国在宏观规划和政策制定过程中缺乏对原材料供应环节的考量，使原材料供应商获利较少，必然要导致他们扰乱市
场秩序，哄抬供应价格。生物质能原料来源的合理性、可靠性、经济性是保证生物质能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
素所在。

 4发展建议

 4.1建立生物质能原料的研发体系和检测系统

 美国生物质能的研发主要在5个领域进行，其中第一个领域就是对生物质能结料的研发，其目的是确保为生物质能
的生产提供低价格、高品质、可持续的生物质能原料的供应。借鉴美国的发展经验，从我国的现实角度出发，建立起
生物质能原料的研发体系和检测系统，对我国生物质能原料的资源供给、构成和产业价值匹配进行系统的研究和检测
，提高产业发展效能。

 4.2因地制宜制定发展路线

 我国发展生物质以什么原料为重点，要因不同地区采取不同的发展路径。产业发展有着自我发展规律，应该在遵循
规律的基础上，在技术、经济、商业模式、利益协调机制等诸多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特别要建立具有一定技术规范
的生物质原料集储技术装备体系和供应模式，降低储存成本和运输成本，同时将成本的降低转化为农户收入的增加，
使农户与企业成为紧密的发展整体。

 4.3建立政策性补贴协调机制

 我国政府目前对生物质能产业主要采取企业生产补贴制度，即国家电网为脱硫电价提供高于当地基准价格每千瓦时
两毛五的补贴和一毛钱的临时补贴。生物质发电厂与当地基准价格存在‘逆向选择’。例如，新疆、内蒙古和东北三
省等地的生物质资源丰富，但是当地的基准电价偏低。而广东、福建、浙江等地区的基准电价高达六七毛，但是没有
充足的秸秆资源。

 其次，燃料的收购价格在不断上涨，但是电价却并未相应提高。这个补贴政策是造成公司目前仍在亏损的原因之一
。为了维持生物质能企业生存，政府要建立灵活的补贴协调机制，不要全国一刀切，根据生物质能资源特征，发展分
布式生物质能利用方式，克服有些地方政府只重视大项目而忽视小项目，使生物质能分散利用无法实现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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