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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为促进黑龙江省秸秆综合利用，本文立足于黑龙江省秸秆资源利用特点，结合秸秆固化燃料优势及产业发展
环境，分析秸秆固化燃料发展制约因素，提出黑龙江省秸秆固化燃料应以市场为导向，走可持续的产业化发展道路，
建议从需求出发，在加大扶持和宣传力度的基础上，将秸秆固化燃料转向供暖和粮食烘干应用领域，保障秸秆固化产
品需求规模，开发秸秆资源综合利用途径。

 黑龙江省是农业大省，秸秆体量巨大，全国各省份排名第一[1]。但是秸秆综合利用起步相对较晚，利用方式单一
，落后于南方省份。近几年来，黑龙江省高度重视秸秆燃烧污染环境问题和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出台了多项禁烧意见
和方案，提出要完善秸秆资源化利用制度，加强产地环境保护与治理，政策和投入全力推进，千方百计促进秸秆综合
利用，杜绝秸秆野外焚烧，对于减少大气污染、打赢蓝天保卫战、捡回失去的另一半农业的资源价值，大力推进黑龙
江省秸秆综合利用具有客观必要性和紧迫性。因此，本文以黑龙江省秸秆资源利用特点为切入点，分析秸秆固化燃料
发展制约因素，为促进黑龙江省秸秆资源综合利用提供理论基础。

 1黑龙江省秸秆资源利用特点

 1.1秸秆总量巨大

 黑龙江省2018年粮食产量突破750亿kg，实现15连丰，长期以来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粮食总产量
、调出量连续多年保持全国第一，是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然而生产粮食越多，产生的秸秆就越多，近几
年黑龙江省秸秆年产量约1.3亿t，约占全国的1/8，占东北四省区的1/2左右[1]，因此待利用秸秆量巨大，秸秆综合利
用任务艰巨。

 1.2收集时间集中

 黑龙江省地处我国东北，农作物一年一熟，成熟期集中于秋季，而且该地区降雪早，作物收割完毕秸秆在耕地内风
干15d左右，在降雪前收集完毕，秸秆收集时间已不足30d。收集时间紧任务重，对收集机械、人力、资金要求相对集
中，给秸秆收集带来困难。

 1.3低温气候不利于还田

 黑龙江省气温低，初雪早，冬季漫长，大部分地区11月即开始持续降雪，还田秸秆腐熟慢，肥效不佳，影响下一年
度农作物播种作业，农民接受程度低。故发展秸秆燃料化将成为该地区秸秆利用的有效途径。

 2秸秆固化燃料特点及产业发展环境

 2.1秸秆固化燃料特点

 秸秆固化燃料是指在一定温度和压力作用下，利用固化成型设备将秸秆压缩成棒状、块状或颗粒状等成型燃料的技
术。秸秆固化燃料可代替木柴、原煤、燃油、液化气等，广泛用于生物质锅炉、生活炉灶、生物质发电等。秸秆固化
成型基本生产工艺流程包括：秸秆收集、粉碎、干燥、混料、成型、冷却、包装等程序。秸秆固化成型设备分为三大
类，即螺旋挤压型成型设备、活塞冲压型成型设备、辐压型成型设备。固化成型工艺可分为三大类：一是热成型工艺
，二是常温成型工艺，三是炭化成型工艺[2-3]。

 2.1.1提高燃烧效率
农户散烧秸
秆热效率仅有10%�15%
，秸秆固化成型后，体积为原体积的1/12�1/8，
密度可达0.8-1.2t�m-3，热值3200�3500kCal�k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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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t秸秆压块相当于1t标准煤。可广泛用于分散供暖和集中供暖[4-9]。

 2.1.2操作简单清洁 目前生物质锅炉技术较成熟，能够实现自动控制，设定好温度，自动供燃料，保持合适温度，
省去填煤、看管等繁琐环节，而且燃烧剩余灰量很少，秸秆固化燃料与煤相比，二氧化硫排放仅为煤的1/10，氮氧化
物排放为煤的1/2，减少了对大气的污染。

 2.1.3综合生产成本低 秸秆固体成型燃料成本主要由原料、电、人工、烘干、维修和折旧等费用组成，由于秸秆颗
粒大小不同，原料收集方式不同、地区不同、电价不同、生产方式不同等，秸秆固化燃料价格也有所差别。若生产企
业就近自行收储，成本约为160元�t-1

；若由秸秆经纪人代收，成本约为240元�t-1

。据实地调查，秸秆颗粒燃料（直径小于2
5mm），成本约为470�580元�t-1

。长远看，在全球减排背景下，煤作为不可再生能源，其开采使用量势必逐渐减少，价格上涨趋势明显，秸秆燃料具
有广阔的发展前景[4]。

 2.2秸秆固化燃料产业发展环境

 为了彻底解决秸秆焚烧问题，黑龙江省2018年在哈尔滨市、绥化市和大庆的肇州县、肇源县开展了“两市两县”秸
秆综合利用3年行动，下拨“两市两县”专项扶持资金7.37亿元，财政债券13.75亿元，同时出台了一系列补贴政策，
秸秆综合利用得到深入开展。一方面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秸秆压块站从不足300家发展到了986家。另一方面针对黑龙
江省冬季能耗大、成本高的实际情况，大力推广热效率较高、燃用秸秆压块燃料的手动生物质炉具。通过政府补贴推
进农户使用秸秆生物质锅炉，使用秸秆固化产品代替燃煤供农户生活使用提高能源利用率，目前户用生物质炉具已安
装超过3万台，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2.2.1产业化市场化发展程度提高 涌现出方正盛祥、五常华田、庆安鑫禾源、海伦利民等一批秸秆压块利用市场化
、产业化发展模式。方正县盛祥新能源公司采取“农户收集+专业化存储+定点加工+集中供热”的运营模式，通过改
造燃煤锅
炉，用秸秆压块替
代燃煤，为县人民医院、公安局以及
多家供热物业公司供暖，供热面积近10万m2

，实现经济效益100余万元。五常市华田秸秆利用公司利用农村电商平台开展“秸秆换燃料”“秸秆换有机肥”等方
式收储秸秆，加强与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促进了秸秆收储和产品销售。

 2.2.2秸秆固化燃料市场趋势向好 目前秸秆固化燃料主要销售去向有县乡宾馆、洗浴、学校、居民小区等小型供热
锅炉、农户以及生物质电厂等。如海伦市37所农村学校已更换了生物秸秆固化燃料锅炉52台，总吨位33.94t，供热面
积10.8万m2

，年使用秸秆固化燃料5800t。桦南县、双城市、庆安县、明水县等地的生物质电厂变收购秸秆为敞开收购秸秆压块
。秸秆压块市场整体趋势向好。

 2.2.3装备制造产业逐步发展壮大 省内秸秆压块生产、户用生物质炉具、秸秆收储运设备生产从无到有，逐渐开始
起步。海伦市利民锅炉厂具有国家B级锅炉制造和D1、D2级压力容器制造资质，是哈尔滨工业大学新能源锅炉研发基
地，在省内外有一定影响力。

 2.2.4社会资本投资参与度增强 2017年，庆安鑫禾源生物质燃料有限公司投入资金3000余万元，建设了5处年产万吨
的秸秆压块燃料站。2019年，在单体项目补贴上限不到90万元的情况下，已有多个秸秆压块燃料站投资超过千万元，
其中不少属于外出打工、经商后返乡创业者，已经成为农村经济的一个新增长点。

 2.2.5生态和社会效益初步显现 秸秆压块点燃方便，火力旺，燃烧快，温度提升迅速，灰渣少，烟气清洁，提高了
农民生活质量，受到了试点农户的普遍欢迎。秸秆打包集中存放于秸秆固化压块站，实现了柴草垛出村，减轻了农村
春季防火压力，美化净化了村屯环境。

 3秸秆固化燃料发展政策环境

 《生物质能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的到2020年生物质能源利用量达到5800万t标煤的发展目标，其中生物质成型
燃料年利用量3000万t，占51.8%，为发展秸秆固化燃料指明了方向。黑龙江省2017年颁布了《黑龙江省加强秸秆压块

                                                  页面 2 / 5



黑龙江省秸秆固化燃料应用问题及对策研究
链接：www.china-nengyuan.com/tech/172047.html 
来源：黑龙江农业科学

燃料化利用工作实施方案》，开展秸秆压块燃料利用试点，明确了成型燃料生产电价执行农业生产电价，降低了生产
成本；2018年出台了《哈尔滨市、绥化市和肇州县、肇源县秸秆综合利用三年行动计划》，明确了补贴政策。

 3.1秸秆固化成型燃料站建设补贴

 按照年产0.25万t投资100万元、年产1万t投资300万元、年产2万t投资590万元的建设标准，分别按照投资额70%、50%
、30%给予定额补贴，分别补贴35万元、75万元和88.5万元，补贴资金由省和市（县）各分担50%。

 3.2生物质炉具补贴

 对户用生物质锅炉按照每台2100元计算，由财政补贴70%，即补贴1470元，补贴资金由省和市（县）各分担50%。

 4制约秸秆固化燃料发展的因素分析

 黑龙江省在“两市两县”采取的“三年行动”，发展秸秆燃料化利用，一边发展压块站燃料企业，一边改变农村传
统能源利用方式，使用清洁能源。应该说燃料化利用方向及决策是正确的，对秸秆综合利用率稳步提升有不可替代的
作用。但纵观全省情况，不断发展起来的秸秆燃料生产企业出现了很大的共性问题，即销售不畅，利润低甚至亏本，
乃至处于停产状态。秸秆压块产品销售难是多种因素造成的，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秸秆压块产品没有销路，使其成
为当前困扰省内各地秸秆压块企业的难点和痛点。必须积极寻找秸秆压块产品利用方向和新的领域，采取有力措施走
出困境是当务之急。

 4.1秸秆原料收储困难

 一是秸秆收集具有很强的季节性。黑龙江省秸秆收储有效作业时间短，现有秸秆处理还田离田机械设备缺口较大，
离田成本较高，是制约秸秆离田利用的客观因素。二是秸秆储藏维护成本高。秸秆每年收集一季，使企业维持运行储
备大量秸秆，秸秆比重轻，体积大，储存场占地面积大，且秸秆收储后仍处于后鲜期，打包堆垛后易发热霉变，以及
后期进行防雨、防潮、防火和防雷等设施建设和处理，使得维护费用较高。

 4.2秸秆固化燃料市场销售空间受限

 一是受煤炭市场影响较大，秸秆压块燃料的市场需求还不高。当煤炭价格偏高时，易于推广，当煤炭价格较低时，
推广难度加大，以及大量散煤的使用，均影响秸秆固化燃料的推广。二是农户用量少推广使用难度大。农民长期习惯
烧玉米芯取暖或者做饭，即使购买
炉具政府每户补贴1470元，也不愿接受350元�t-1

的秸秆压块燃料。农户对压块燃料的认识需要一个过程，改变用能习惯也需要一个过程，故目前来看农户还不能构成
秸秆固化燃料的主要消费群体。

 4.3产业体系尚未形成

 一是目前秸秆压块站建设规模偏小，多为自给自足型，缺少产业化龙头企业和专业从事秸秆能源化管理的第三方投
资运行公司；二是省内秸秆能源化利用技术工作起步较晚，从事企业多为民营中小企业，经济实力不强，技术研发能
力不足，使产品成本过高，制约了推广应用；三是收储运加销一体化经营、各经营主体分工协作利益共享的利益联结
机制还不健全，尚待探索；四是秸秆压块设备和生物质炉具生产仍依靠外省，设备生产本地化程度低[7]。

 5黑龙江省秸秆固化燃料发展路径选择

 从长远看，秸秆能源化的根本路径应以市场为导向，走可持续的产业化发展道路，依靠政府补贴运营不可能是长久
之计。鉴于省内地方财政投入政策和秸秆资源量大的基本情况，进行秸秆固化燃料发展路径分析。

 5.1防控大气污染方面

 根据《黑龙江省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要求到2020年省内凡县级及以上建成区10蒸吨以下粮食烘干锅炉将
全部面临“清零”或“基本淘汰”局面。以及全省“蓝天保卫战”、秸秆禁烧和粮食烘干企业燃煤价格上涨等严峻形
势，在全省范围内推进农村粮食、烟叶等烘干塔使用生物质燃料或清洁能源，为秸秆固化燃料发展提供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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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需求侧

 据2018年相关部门预测黑龙江省发电供热用煤约6400万t、服务业和城乡居民生活用煤约600万t，全省燃料年使用量
7000万t，需求量大。初步估算，秸秆压块燃料市场仅替代全省10%的煤炭，即可保证已建和2019年拟建秸秆压块站满
负荷运行。替代30%�50%的煤炭，除了秸秆还田、堆肥、做饲料之外，基本上可以把全省秸秆都利用起来。

 5.3实际推广方面

 随着大气污染防治力度的加大，在冬季供暖方面，哈尔滨市将逐步淘汰35蒸吨以下，其他市县将淘汰10蒸吨以下小
燃煤锅炉。除部分地区并入集中供热管网之外，其他地区趋于改电、改气或改生物质等清洁能源供热，而生物质锅炉
运行费用仅为燃气锅炉的1/2，电锅炉的1/3，在使用成本方面具有较大优势。

 6黑龙江省秸秆固化燃料发展对策及建议

 6.1加大支持和宣传力度

 一是加大10蒸吨以下燃煤锅炉淘汰和支持力度，双管齐下确保2020年前完成35蒸吨燃煤锅炉淘汰和改造（按照政策
规定，锅炉淘汰企业应享受每蒸吨4万元财政补贴）。二是围绕秸秆粮食烘干和清洁供暖，加大宣传和招商引资力度
，吸引和鼓励更多企业和个人参与到这项事业当中。

 6.2将秸秆固化燃料应用转向供暖

 建议发展市、县属乡镇生物质清洁集中供暖体系。支持乡镇投资建设以农作物秸秆为燃料的清洁集中供暖体系，在
新建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供暖设施采用秸秆固化燃料设备。加大机关企事业单位供热锅炉改造力度，如政府机关、医
院、学校以及大型的企业。以黑河市为例：黑河市境内共有63个乡（镇）[不含县（市）政府所在中心镇]、32个农场
和42个林场，以上建制单位取暖面积和秸秆燃料估算值，年可消耗玉米秸秆100万t，可达黑河市玉米总秸秆量的55%
。

 6.3将秸秆固化燃料应用转向粮食烘干

 建议发展市辖区粮食烘干锅炉改造生物质锅炉。全省范围内组织将粮食烘干燃煤锅炉改造为以农作物秸秆为燃料的
生物质锅炉。以黑河市为例：全市现有422座烘干塔，日处理粮食221270t粮食、按照日处理50t粮食折合1蒸吨锅炉计
算，约折合锅炉吨位4425.4蒸吨。这些在用锅炉几乎全部是35蒸吨以下燃煤锅炉，其中一半以上是4�10蒸吨以下燃煤
锅炉。根据国家“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十三五规划”“蓝天保卫战”三年攻坚计划，这些锅炉将全部面临淘汰
或改造局面。按照现有不低于60%粮食烘干锅炉正常运转估算，全市范围内每年处于正常工作状态的粮食烘干锅炉吨
位约折合2655.24蒸吨，按每台4蒸吨计算约需要663.81台锅炉。以上粮食烘干燃煤锅炉改用玉米秸秆替代燃煤，每年约
可消耗玉米秸秆182万t。粮食烘干领域燃料使用潜力巨大。

 6.4在政策上给予扶持

 一是对秸秆燃料设施设备使用者进行补贴，以及不支出财政供养单位燃煤供热经费等；二是政策引导和资金投入，
支持秸秆燃料产业建立完善售前、售中和售后服务体系；三是扶持建设覆盖市、县的秸秆收储运体系，推动秸秆燃料
产业发展。

 综上所述，秸秆固化燃料应用领域得到解决，秸秆燃料产业运行问题也将随之解决。若在政策扶持期间能够实现上
述部分建议，建立固定用户，取消补贴时，现有的秸秆固化燃料站也可正常运营。若再建，应考虑布局合理性和实际
应用生物质燃料的能力，谨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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