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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生物质燃料产业发展对策研究

史建军

（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安阳工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摘要：河南省拥有发展生物质成型燃料产业的基础条件，且已初具规模，经济效益整体显著，市场投资热情高涨，
但也存在原料收集困难、生产能力过剩、市场营销意识不强以及政府重视不够等问题。为此，企业层面应注意经营战
略模式、原料供应模式和市场营销策略等，政府层面的政策取向应注意激励和规范并重。

 研究表明，生物质成型燃料在锅炉中燃烧时，黑烟少，火力持久，燃烧充分，排放的飞灰少，碳化物、氮化物和硫
化物都远比煤低，而且其生产以农林剩余物为原料。可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逐渐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作为
农业大省和新兴工业大省。河南具有发展生物质成型燃料产业的基础条件。探讨其发展，对于缓解环境压力和建设美
丽河南意义重大。

 一、河南省的基础条件

 作为产业链的两端，资源与市场是产业发展的基础。对于生物质成型燃料产业发展的资源条件，既要了解农林业生
产隋况，也要进行资源总量估算及潜力分析。对于其发展的市场条件，着重要了解市场容量的大小因为该燃料是对秸
秆、薪柴和煤炭等传统能源的替代，替代水平无法直接估计，只能通过传统能源现实消费量和发展趋势来间接反映市
场容量。

 (一)资源条件

 河南是农业大省，根据全国土地面积普查，河南耕地面积为819.2万公顷，仅次于黑龙江和四川。近8年来，该省农
业种植面积一直维持在678.4万公顷之上，2014年为474.67万公顷。农业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和农业科技专项的顺利实
施，使占种植面积80％以上的粮食和油料产量呈逐年递增的趋势，2014年分别达到了5772.3万吨和584.3万吨。这些都
为生物质成型燃料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资源基础和重要保证。河南人均森林面积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5，人均
森林蓄积仅为其1/7，但分布集中、以商品林为主。这为林业“三剩物”的采集提供了一定便利条件。

 根据2014年河南省农作物产量、果树树枝产量以及林业生产隋况，参考有关学者提出的谷草比和折算系数(见表1和
表2)测算，2014年河南农林剩余物资源总量约为11933.77万吨。一般情况下，生产1吨生物质成型燃料约需农林剩余物
1.1吨。按此计算，资源总量可供生产10848.88万吨生物质成型燃料。从发展趋势看，1995年～2014年，河南农林剩余
物资源总量稳步增长，年均增长率约3.16％，特别是在实施农业税免除政策的2006年，资源总量从2005年的8189.62多
万吨陡增至9241.92多万吨。不难看出，尽管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的步伐在加快，但河南农林剩余物资源潜力巨大
。

 (二)市场条件

 就生活用能而言，经粗略估计，2014年河南农村居民秸秆和薪柴的消费量折合标准煤约为550.31万吨，煤炭消费量
折合标准煤约为307.77万吨，上述3种能源消费量合计可达858，08万吨标准煤。对于生物质成型燃料产业而言，这个
数字意味着巨大的市场空间。2014年，河南农村能源商品化率和优质化率分别为50.08％和21.87％，较1995年均有大幅
提高，特别是在2004年之后二者就呈现出快速增长的局面(见图1)。可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河南农户能源消费
更加追求便捷和清洁在农村生活能源消费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的过程中，生物质成型燃料产业应该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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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河南生产用能中煤炭消费量为23645.04万吨，大部分被用于加工转换。基于1995年～2014年的数据，预计到
2020年，河南该部分煤炭消费量将达到55476.07万吨，相当于2014年的2倍还要多。面对庞大的现实消费量以及迅猛的
增长，环境压力可想而知。随着生态环境建设进入政府绩效考核体系，河南加快了工业锅炉的拆改步伐，2014年更是
在全省范围内实施“蓝天计划”工程。在工业锅炉改拆过程中。天然气价格昂贵且往往压力不够，生物质成型燃料必
将占有一席之地。

 二、现状与问题

 (一)现状

 1.产业规模初步形成。目前，河南已有十余家规模较大的生物质成型燃料生产企业，年生产能力超过150万吨，销
售量在100万吨左右。其中，注册资金1000万元以上的有5家，年生产能力均超过10万吨。这些企业重点分布在南阳、
商丘和郑州。南阳和商丘的企业多属于资源导向型；郑州的企业多属于市场导向型。

 2.经济效益整体显著。实地调研发现，河南大多数企业经营良善，产品除了满足本省场外，在湖北、河北、安徽和
陕西等周边省份也有一定的市场。受访企业一般都有10％以上的成本利润水平，部分企业甚至会达到25％左右的回报
。

 3.市场投资热情高涨。随着各地治污力度的加大以及燃煤锅炉的改造，市场对于生物质成型燃料前景普遍看好，投
资热隋日益高涨。

 (二)存在的问题

 1.原料收集困难。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纷纷出外打工，留守在家的老年人根本不愿或者无力对秸秆进行收集，使雇工
成本不断上涨，生产企业难以承受。另外，小地块的土地家庭经营模式不利于机械化收获和大包捆扎，严重影响了原
料收集的效率。

 2.生产能力过剩。大多数的加工基地生产能力在1万吨以上，但实际上生产销售量都在0.7万吨左右，存在着生产能
力过剩的现象，这与企业低水平重复建设有关。一些企业缺乏项目论证，片面追求效率，颠倒了效率与效益的关系。
市场需求饱满的情况下，效率与效益是一致的，高效率会带来高效益：在市场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效率与效益是对立
的，高效率不一定会带来高效益。

 3.市场营销意识不强。首先，出于规模效益考虑，企业缺乏到农村中推广的热情，这一庞大的市场被忽略。而在瑞
典、芬兰、德国等欧洲国家，超过半数的生物质成型燃料为居民生活使用，主要用于供暖系统。其次，企业营销手段
单一，缺乏积极的宣传和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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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政府重视程度不够。突出表现在各种能源规划还是热衷于规模大、经济效益明显的火电项目和核电项目，而对于
生态环境效益更加明显的生物质能源项目着力较少，特别是对属于第二代生物质能源的成型燃料更是缺乏热隋。从一
定意义上说，过于重视大型能源项目，会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和大量的投资资金，从而对生物质成型燃料产业的发展造
成干扰。

 三、对策建议

 (一)企业层面

 1.科学选择经营战略模式。单一化经营的企业，可借鉴分布式能源的理念，采用“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这种
模式在基地层面采用小规模经营，每个基地年生产能力不超过1万吨为宜。基地是成本中心，因此，应尽量靠近原料
地或目标市场：公司层面是利润中心，集中负责人事、投资、财务、技术和销售等工作，在这些方面发挥规模效应。
多元化经营企业可采用市场相关型、原料相关型、技术相关型和产品再加工型4种模式。市场相关型是指企业立足当
前市场，尽可能提供相关的产品和服务，从当前市场赚取尽可能多的利益。这要求企业具备相当的技术实力，一般以
提供附加服务为主，如维修、检测等。其中，合同能源管理(EMC)是能源生产企业提供的最为常见的服务项目。原料
相关型是指企业充分利用生产加工过程中的边角料生产成型燃料。这种模式既能减少原料收集的成本，保证原料的供
应而不至于出现中断现象，又会使得边角料不至于被低价出售或浪费掉。靠近农业主产区从事粮油加工的企业或靠近
林区的木材加工厂或林场可考虑此模式。技术相关型是指企业利用技术研发优势，延长产业链，从事成型燃料的生产
。生产生物质成型设备或者燃烧锅炉的大型企业通过成型燃料的生产，有利于将自身技术优势发挥到最大，减少生产
过程中的不稳定因素，并能及时发现技术短板。产品再加工型是指将生物质成型燃料再进一步加工，以热能的形式供
应市场。该模式的优点在于最终产品形式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缺点是本来成型燃料价格就高，使用成本更高。该模式
以完整产业链的联产形式较好，以便充分降低中间成本，使得最终产品价格不至于太高。

 2.合理规划原料供应。小型企业可采用直接收购模式或代加工模式直接收购模式是指生产企业到农村上门收购原料
或者由农户直接把原料运到企业卖掉，该模式都只能是小批量、多频次的采购，规模效应小，供应也会因为突发事件
而变得不够稳定，其收集半径在10-20公里之间。代加工模式是指农户将农林剩余物运到企业加工后，再自行拉回使
用，并支付企业加工费。大中型企业可采用代购点模式或原料基地模式。代购点模式是指在方圆20公里之外设置收购
点，代购点负责附近区域的原料收集、保管和运输工作。代购点既可以是企业自己设置，也可以采用代理形式。原料
基地模式比代购点模式又进了一步，是指将收购点建设成原料初加工基地，将收集来的原料在当地晾晒、挑拣和粉碎
后，再运往企业集中加工。该模式可实现原料供应的规模化甚至产业化，是发展方向。

 3.定位高端市场营销策略。生物质成型燃料生产企业是不可能靠低价竞争的，一方面，由于原料收集困难使其生产
成本居高不下：另一方面，该产品属于小众产品，市场需求量较小；热效值与生物质成型燃料相当的中档煤炭价格的
持续走低，也使其没有价格优势可言。基于清洁安全能源产品的定位，在产品策略方面，企业应加大研发力度，不断
提高质量，重点放在对清洁性和安全性的追求上，而不是致密性和热效值的追求上。在价格策略方面，不能完全根据
热效值确定其与煤炭的比价关系，要考虑产品特性及用户需求。在渠道策略方面。应注意通过试点、代销等方式开拓
农村特别是基地周边村庄。在促销策略方面，形象设计应着重围绕尊享健索陕乐的生活展开，宣传的理性诉求点应突
出清洁、安全和健康等方面，感f生诉求点应放在对留守老人的关爱上以及对操持家务的妻子的呵护上或者对社会责
任的承担上。

 (二)政府层面

 1.完善激励政策。对于可再生能源行业，激励应是全过程的。对生物质成型燃料产业激励的范围应包括原料收集、
技术研发、生产经营、用户消费等方面。考虑到财政力量有限。可将其中的原料收集和用户消费作为激励的重点。对
于原料收集和用户消费的激励，都可采用直补方式给予农户；对于技术研发和生产经营活动的激励，可采用专项基金
、税收优惠、银行贴息贷款和政府担保贷款等方式。关于资金来源，可考虑将每个县市设立的每年数以百万元而又使
用效果不佳的禁烧基金拿出来，将焚烧秸秆的罚款也归人禁烧基金；各级政府也可将支持化石能源以及发展较为成熟
的可再生能源的资金拿出一部分，用于支持成型燃料。

 2.规范政策。一是加强项目审批，既防止一些地方政府追求生态政绩，一窝蜂建厂，导致争原料、争市场等不良现
象；也要防止一些私营企业盲目拍脑袋上马项目，造成鱼目混珠和产能过剩。二是强化补助管理，既防止将煤掺在生
物质成型燃料中套取资金，也要防止多元化生产的企业通过虚假会计，将其他产品收入计人生物质成型燃料，虚增销
售收入。三是强制用户购买，除“蓝天计划”要求污染企业限期拆改外，加强政府采购也是有益的支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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