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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农村生物质能源进行开发利用是我国可再生能源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农村生物质能源进行了分类研究
，探究农村生物质能源的发展意义，对其利用以及其潜力进行了阐述和分析，针对当前农村生物质能源利用过程中存
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生物质能是一种绿色能源，符合我国当前的生态可持续发展要求。生物质能源是指通过光合作用而形成的各种有机
体，包括所有的动植物和微生物。关于利用农村生物质资源实现生物质能的国家政策体系已初步形成，我国大部分地
区的农村为开发生物质能源备好了技术设备。目前，中央1号文件也提出“加强农村污染治理和生态环境保护，发展
生态循环农业，使秸秆、畜禽粪污、农膜等农业废弃物实现资源化利用，实现畜牧养殖大县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治理
全覆盖”的方针，促进农村生物质能源化是未来的新趋势。

 1农村生物质能源利用的重要意义

 1.1农村生物质资源的分类

 1.1.1农作物秸秆

 农作物秸秆是一种可再生资源，大都是指植物产出果实后剩余的部分，如谷物、棉花、芝麻等，用途广泛[1]。我
国每年产出九亿多t农作物秸秆，农村的农作物秸秆资源非常丰富，高达80%的利用率，即有五分之四左右的秸秆被转
化为生物质能，转化率也随着技术的发展而稳步前进，预计到2020年将会实现85%的目标。

 1.1.2畜禽粪便

 畜禽养殖是农村产业的一部分，养殖业发展的同时，畜禽粪便的产量急剧增长。畜禽粪便含有丰富的营养元素和矿
物质，一般被农民当作肥料还田使用。但目前随着沼气建设的发展，畜禽粪便通常被视作沼气的原料。我国畜禽养殖
业可产生20亿t粪便，可产沼气1950亿m3，折合标准煤3.1亿t。畜禽粪便为农村的沼气建设贡献了一份力。

 1.1.3其他有机废弃物

 其他有机废弃物包含农村生活垃圾、蔬菜废弃物、农产品加工副产物等在内的剩余生物质资源也不容小觑，我国每
年可生产蔬菜类废弃物约1亿t，农村生活垃圾及其他废弃物高达16亿t，除去焚烧销毁、肥料下田等，剩余部分有22%
左右可开发为生物质能源。

 1.2开发农村生物质能源的意义

 农村的环境问题一直都是隐患，我国每年农业生产所产生的畜禽粪污、农作物的秸秆等农业废弃物余额高达40亿t
。但目前只处理了42%的禽畜粪便和35%的农村垃圾，可以看出农村生物资源数量庞大，只是缺乏生物技术支持。只
要开发生物质能源技术就能废物利用，消除资源浪费现象。减少对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的依赖性。

 生物质能源和其他可再生能源相比，是唯一的一种和农民直接产生联系的能源，生物质资源是从农民手中获得，对
农民有利的一种能源，促进了“三农”问题的解决，扩大了内需。最主要的是，有利于降低碳排放，减少空气污染，
能有效治理农村环境，降低国家污染压力。发展生物质能源，方便低碳生活，改善生态环境，为实现生态经济一体化
提供了助力。

 2农村生物质能源利用现状

 2.1秸秆能源化发展迅速

 当前，秸秆利用以秸秆焚烧、秸秆还田、工业原料、气态燃料、液态燃料、发电、生物质能源、生物质肥料、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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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畜、基料养菇等为主。目前秸秆资源综合利用的主要方式还是“五化”[2]。据调查统计，2015年全国作物秸秆理
论资源量为10.4亿t，可收集资源量约9亿t，利用量约7.2亿t，秸秆综合利用比达到80.1%[3]。截至2017年底，全国秸秆
综合利用率达83.68%，在这3年期间，秸秆的综合利用率上升了3.58%。秸秆能源化的脚步虽缓慢但仍在努力往前进，
2020年的85%的目标指日可待。

 2.2沼气规模逐渐壮大

 农村沼气能源是发展生物质能源的关键。近几年来，国家加大了对农村沼气建设的资金和技术支持。据沼气规模数
据分析，特大型，中型，户用型的沼气池日产沼气量分别为5000m3以上、150~500m3、0.2~0.25m3。尽管农村的沼气
规模以户用型为主，日产沼气并不可观，但在数量和技术方面，数据显示，从2002年到2011年这近十年期间内，我国
农村沼气池从仅有的1100万户发展到3996万户。国家政策显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农村的沼气建设正趋于稳步发展中
。

 2.3我国农村生物质能源开发利用所存在的问题

 我国有良好的生物质资源利用传统，但机械标准化程度低。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生物质能源开发利用时间相对较
晚。目前，我国生物质能源开发利用中的主要核心技术和大部分设备依赖进口，这就导致我国生物质能源开发利用成
本高，相对于同类产品，其市场竞争能力弱。对于生物质能源开发，农民的相关认知很薄弱，对生物质资源的处理仍
多数采用传统方式，资源利用率显著下降。可再生能源的市场也因此并不能获得农村的普遍理解，农民对生物质能源
的消费处于消极状态。政府先后颁布了农村生物质能源开发的有关政策，但相关体制并不健全。在财务税收、资金扶
持、市场鼓励方面仍需完善。且农民们对国家政策和相关技术的认知度和参与度不足以与实现生物质能源化相匹配，
远远地落后于时代脚步。

 3不同种类农村生物质能源的开发潜力分析

 3.1农作物秸秆

 农作物秸秆资源是比较可靠的生物质能源，中国每年都会产出庞大数量的秸秆。因为全国农村分布广，体系庞杂，
难以统计精确的秸秆产量，只能理论预估得到。我们可以用农作物产量P与草谷比R、折标煤系数η、收获指数α等
进行理论值预测，即它们的乘积就是理论获得值Q（Q=∑P�Ｒ�η�α）[4]。

 表1是张福春，朱志辉[5]的关于草谷比和收获指数的数据结果结合来自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10年的折标煤系数。农
作物的草谷比是预测农作物秸秆理论值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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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1和表2可知，农作物秸秆理论可获得量远远多于农作物量，随着每种农作物的播种，充足的秸秆将随之产生，
根据生物质能源化的概率，秸秆生物质处理的效率大幅提高。

 3.2畜禽粪便

 畜禽粪便也是属于农村生物质资源中较稳定的一种。农村禽畜养殖业兴起，畜禽粪便产量难以精确。按照各类畜禽
每日粪便产生量和畜禽的饲养周期可以估算畜禽粪便排放量[6]，即各畜禽的数目Qd与各畜禽在整个饲养周期内粪便
排放总量M的乘积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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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3和表4可以计算出禽畜类粪便的年产量，如2017年猪的粪便年产量为44158.9*27.2*10t，约为1201万t。一般地，
畜禽粪便都被当做肥料或者饲料利用，2013年我国畜禽粪便完全能源化，理论含有22597.68×104t标准煤和11671.42×1
07m3沼气，约占我国能源消耗总量的6%，能源潜力巨大[7]。

 3.3其他有机废弃物

 据表5，我国见证了从2016年的96.6%上升到2017年的97.7%的无害化处理率。再根据废弃物的折标煤系数，可得出其
蕴藏的能源储量。废弃物的增加给环境带来的压力随着技术的加强被弱化了，逐年递增的处理率显示出无穷的未来展
望。

 4提高农村生物质能源利用的对策分析

 我国农村资源的潜力惊人，对于生物质资源后备力量是充足的。提高利用率需要考虑并改善的主要有几点：

 第一，提高农民的认知度和参与度。政府应下发通知到各个乡镇、农村，各级别政治管理层集中人群代表，将政策
和要求一一传播，保证大家的知情权。创建更多的有关生物质技术岗位，提供专业培训，培养村民专业操作能力，使
其能够参与到生物质能源产业链生产中，见证完整的绿色能源制造过程。组织农民的集体教育，以鼓励激励为手段，
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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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国家的政策落实。尽管近几年政府陆陆续续颁布了很多关于农村生物质建设的方针，可效果并不显著。政府
应从其他方面入手处理，例如对生态企业的财政补助，对生物质产品的市场支持，对产品进行的减免税。国家应该将
生物质发展从仅仅的生态环保方面上升到经济市场发展，两者相结合，实现生态经济建设一体化。

 第三，技术创新的更进。就明显发现的技术问题，我国落后于发达国家主要是核心技术的不完全掌控，国家培育更
多的技术人才，打造高科技开发，为更多的生物质能源化创造可能。

 第四，应该充分发挥政府、企业、农村居民三方的联动作用,以政府为引导,企业为主体,农村居民发挥自主性,根据因
地制宜的原则,构建一套适用于农村地区生物质开发利用的方案,从而达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相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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