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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煤耦合生物质发电煤电低碳清洁发展的新途径

 近年来，电力工业发展有力地支撑了我国经济发展。随着能源消费总量的增长和电力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不断提高
，应对气候变化和生态环保约束日益趋紧，煤电低碳清洁转型升级、灵活性改造势在必行。

 2017年年底，国家发布的《关于开展燃煤耦合生物质发电技改试点工作的通知》（简称《技改试点工作通知》）指
出，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燃煤电厂超低排放要求和新的能耗标准，组织燃煤耦合生物质发电技改试点项目建设，旨在发
挥世界最大清洁高校煤电体系的技术领先优势，依托现役煤电高效发电系统和污染物集中治理设施，兜底消纳农林废
残余物、生活垃圾以及污水处理长、水体污泥等生物质资源（属危险废物的除外），增加不需要调峰、调频、调压等
配套调节措施的优质可再生能源电力供应，促进电力行业特别是煤电的低碳清洁发展。

 国家从政策层面推进燃煤耦合生物质发电，把煤电和生物质能“撮合”在一起进行发电试点，对中国能源结构转型
和煤电绿色发展而言，正如德国能源署中德可再生能源合作中心执行主任陶光远所说，“这是一件天大的好事”。燃
煤耦合生物质发电，为煤电低碳清洁发展带来了新途径。

 煤电转型的新路径

 中国是煤炭大国，煤炭资源丰富，以煤为主的资源禀赋决定了能源消费以煤为主的格局，也决定了以煤电为主的电
力生产和消费结构。2017年9月，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简称“中电联”）发布《中国煤电清洁发展报告》显示，截
至2016年年底，我国发电装机容量达16.5亿千瓦，其中煤电装机容量9.4亿千瓦；发电量达6.0万亿千瓦时，其中燃煤发
电量约3.9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65.5%。这意味着，2016年，每1千瓦时电量中就有0.66千瓦时由燃煤电厂发出。

 2018年2月，中电联发布《2017-2018年度全国电力供需形势分析预测报告》指出，2017年全国全口径发电量6.42万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6.5%；其中，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10.0%，占总发电量比重为30.4%，同比提高1.0个百分点，
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为64.5%。这说明，煤电仍是我国电力的主力。因此在煤电占比如此重的情况下，要实现
“到2020年，煤电装机力争控制在11亿千瓦以内，占比降至约55%”的目标，煤电压力巨大。

 据《电力发展“十三五”规划》提供的数据，2016年，全国发电总量为59378亿千瓦时，其中煤电发电量约为3.9万
亿千瓦时。以2015年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890克/千瓦时计算，2016年煤电行业总共向空气中排放了34.76亿吨二氧化碳
，而当年的全国碳排放总量为101.51亿吨，占比超过34.24%。这表明，煤电进行低碳洁转型发展是大势所趋，也是中
国能源改革的必然要求。

 燃煤耦合生物质发电，从煤电机组在电力结构占主体地位的国情出发，优化资源配置，通过煤电现役机组的高效发
电系统和环保集中治理平台，尽力消纳田间露天直燃秸秆、水体污泥等生物质资源，降低存量煤电耗煤量，降低煤电
碳排放量，具有生物质能电力二氧化碳零排放的特点，可破解煤电高排放难题。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
民建安徽省阜阳市委主委、阜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总工程师吴永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燃煤耦合生物质发电利用现
有燃煤电厂的脱硫脱硝除尘设施，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烟尘等污染物可达到超低排放。

 此外，燃煤耦合生物质发电只要合理控制燃煤与生物质耦合比例，不仅不会对燃煤机组的运行效率和运行安全产生
不利影响，还能减少项目投资成本，同时依托燃煤电厂的规范化管理也可降低燃煤耦合生物质发电的运行费用。目前
来看，燃煤耦合生物质发电可成为我国煤电低碳转型发展的新路径。

 试点解决产业难题

 前些年，中国有些企业就已着手对燃煤耦合生物质发电的研究与技术研发，但在这一领域，截至目前，中国还尚处
起步阶段。鉴于此，近年来我国政府出台并发布了一系列政策文件，进一步加强了各界对燃煤耦合生物质发电及其相
关产业的重视。现在燃煤耦合生物质发电已被纳入《“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能源发展“十三
五”规划》等，这些文件明确指出将“燃煤耦合生物质发电”作为支持项目。同时《能源技术创新“十三五”规划》
也将“开展燃煤与生物质耦合发电”作为重点任务。燃煤耦合生物质发电已成政府支持和鼓励的新兴产业。

 然而，在我国燃煤耦合生物质发电是以气化为主，而气化存在很多弊端，如能源转化效率低、体量小、燃料适应性
差等，致使燃料含水量超过20%就无法气化，给燃煤耦合生物质发电产业发展带来了诸多难题。中国投资协会能源发
展研究中心常务副理事长庄会永表示，我国燃煤机组种类较多，采用何种耦合技术需要因地制宜。以气化耦合技术路
线来说，其优点是对于煤粉炉本身改造少，燃料在线监测相对较为简单、可靠；缺点是对燃料的多品种、不同品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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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性相对较差，相应的关键技术研发和装备应用还需要实践检验。

 国内研究燃煤耦合生物质发电多年，且支持国电荆门10.8兆瓦生物质耦合气化发电项目成功运营5年左右的合肥德
博生物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张守军认为，我国燃煤耦合生物质发电产业的不足主要体现在整体技术发展实践较
短、工程实践较少、专业人才紧缺，在大型化、标准化以及进一步深度耦合等技术环节还需要突破。

 为确保燃煤耦合生物质发电项目顺利推进，破解燃煤耦合生物质发电尚存的难题，推进产业规模化发展，《技改试
点工作通知》严格限定两大试点类型，充分考虑了耦合后煤电机组运行的安全性、经济性。严格试点项目的审核、评
估，保障试点项目的可靠性、合理性。在技术耦合、政策耦合、资源耦合、社会效益耦合上既创新也创旧，解决燃煤
耦合生物质发电难题，构建煤电与生物质能源和谐共处的生态平台，给现阶段燃煤耦合生物质发电产业发展打了一针
“强心剂”和“催化剂”。

 近期，一批燃煤耦合生物质发电试点项目建设已经启动。国家能源局支持吉林大唐长山热电厂开展了燃煤与农作物
秸秆耦合发电技术改造试点工作；广东、宁夏、湖北等地也已启动了一批燃煤与农林生物质、污泥耦合发电的试点项
目。期待这些试点项目成功的消息，期待燃煤耦合生物质发电早日在全国大范围推广，期待煤电低碳清洁转型发展之
路能走的更好！

 发展前景一片光明

 燃煤生物质耦合发电是因地制宜，推进我国煤电燃料灵活性改造的一项重要工作，是煤电灵活性改造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我国大力化解煤电过剩产能的背景下，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推进燃煤耦合生物质发电是希望帮助煤电企业寻找
新出路。当前，我国能源结构深度调整，煤电转型升级压力持续加大，生物质直燃发电快速发展，面临着较大的成本
、环保等压力。燃煤耦合生物质发电技术有效结合了两者优势，是朝阳产业，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随着我国碳减排制度体系建设和碳排放交易市场建设的日趋完善，燃煤耦合生物质发电将迎来良好的发展机遇。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巡视员郭伟说。据国家能源局发布的2016年《全国电力工业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煤电
机组发电小时数已经低于4100小时，煤电机组的高效发电平台已有大量剩余发电负荷存在，为燃煤与生物质耦合发电
提供了基础条件。

 “我们算过一笔账，如果每年我国有50%的生物质用于发电，那么可发电量约7200亿千瓦时，是2016年全国发电量
的12%，折算成装机容量约1.8亿千瓦。”电力规划设计总院副院长孙锐表示，到2020年，燃煤装机容量达到11亿千瓦
，如果50%与生物质掺烧，那么燃煤耦合生物质发电机组总容量可以达到5.5亿千瓦，按平均掺烧量为10%估算，则折
算生物质发电装机容量可达到5500万千瓦。

 未来，随着碳排放市场的建立及非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配额制的实施，燃煤耦合生物质发电的零碳排放优势将一定
能把握住电力产业低碳转型发展机遇。

 并且通过耦合能更加充分利用燃煤电厂具有的高效发电设备，综合热效率相比生物质直燃电厂可提高5%以上，具
有效率高、投资少、占地小、见效快的显著效果。如燃煤与农林生物质耦合发电能有效解决农林生物质无序焚烧的问
题；燃煤与垃圾耦合发电能有效解决城市生活垃圾围城问题；燃煤与污泥耦合发电能有效解决污泥填埋处理问题等。

 目前，燃煤耦合生物质发电已被国家列为“十三五”能源重点发展方向，这必将推动燃煤耦合生物质发电在我国的
大力发展。国家重视和政策支持，使得当前我国燃煤耦合生物质发电产业进入了关键上升期，但是在电量、电价方面
的配套支持政策还未完全到位的情况下，当前燃煤耦合生物质发电只能参考国家现已发布的生物质直燃电厂的相关政
策执行，因此业界强烈希望国家能尽早明确燃煤耦合生物质发电的政策规划，让社会各界能早日通力合作起来，促进
这一新兴产业的快速、健康发展，实现煤电低碳清洁发展。（文｜本刊记者 冯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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