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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发展生物质能产业的资源困局与对策

张富强，李凡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河北 秦皇岛066004）

 摘要：本文首先分析了我国发展生物质能源产业的技术发展与成本困局，然后分析了甜高粱作为脱坡资源困局的可
行性，然后分析了河北省发展甜高粱种养加工产业的资源潜力，最后给出了对河北省生甜高粱种养加工产业发展方向
建议。

 一、我国生物质能源产业的技术发展与成本困局

 生物质能产业与传统的石化能源与核能、风能、潮汐、水能、地热能、太阳能等新能源产业的区别，就是从能源产
生的来源的角度界定的。生物质能产业的原料主要来自于农林牧业生产活动中获取的生物质产物或废弃物，还包括工
业生产和居民生活废弃物，但主流还是前者。从原料产物利用的情况考察，除了燃烧发电，产出的实体生物质能源产
品的种类主要有以下几种：作为石化汽油制品添加物使用的生物质酒精（乙醇）、可以直接在包括柴油机、汽油机和
燃气轮机（包括航空发动机）上使用的生物质柴油和生物质丁醇类（丁醇与异丁醇）及其他调制混合物等。这些实体
生物质能源产品中，以生物质发酵法获取的燃料酒精的制取技术与市场推广最为普及化。从原料来源方面看，生物乙
醇与丁醇虽然制取工艺有所差别，但其应用的原料基本相同，主要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为淀粉类作物，主要包括：
玉米及其他谷物、马铃薯与甘薯、菊芋和木薯等及其粉碎废弃物；第二类为甘蔗、甜菜与甜高粱等榨取的糖类作物；
发酵生产目前技术基本成熟；第三类是目前正处于技术前沿的首先将木质纤维素酶解，然后转化发酵生产制取醇类的
工艺路线。目前来看，前两大类的生产技术相对成熟，产业界的技术路线选取，主要是从地方资源禀赋与供应的角度
考虑，而第三类的技术尚处于实验室或小规模试生产的探索阶段，目前尚未有此类技术路线规模生产方面的报道。

 我国发酵法制取燃料乙醇、原料溶剂用丁醇的生产实践，可以追溯到上一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虽然后来由于石化
产品的供应量与性价比因素，导致这一技术路线产生了十几年的停滞状态，但总体看还是较为成熟的，2000年前后我
国各地相继恢复了此领域的生产活动。如前所述，由于地域资源禀赋的差异，北方企业多以第一类技术路线为主，基
本原料为玉米、谷物加工残余物搭配马铃薯或甘薯干制品；南方地区的企业多以第二类技术路线为主，主要以甘蔗榨
取糖蜜来发酵生产乙醇。另外作为甜菜产区的部分地域如东北华北的部分地区，则以甜菜榨取制品用以发酵生产燃料
乙醇。总体调查来看，采用糖蜜为原料的生产企业大约只占15%；采用糖蜜为原料的生产企业大约占80%；采用木薯
、马铃薯、甘薯为主原料的生产企业，大约只占5%，分布于贵州、广西、四川等地。整体看，玉米和其他谷物及其
加工残余物仍然是我国燃料乙醇生产的主流原料来源，这对于每年大量粮食进口的我国而言，显然是不经济的。

 从我国当前生物质能源产业现状来看，对于财政价格补贴的依赖度较高，生产成本居高不下，究其原因主要就是有
效原料来源供给不足。我国人均耕地面积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人口众多，工业发展迅速，因此粮食生产供应的压力
一直较大。由于土地资源条件和生产技术条件限制，我国粮食生产平均的机械化水平较低，造成效率低下，成本价格
方面对于美、加、澳等农业资源禀赋富集的国家处于劣势，国内除大米、小米以外的谷物价格，普遍高于国际水平。
以玉米和大豆为例，均价高于美国70%至40%，国内以粮食为原料生产燃料乙醇，成本上通常无法与石油制品竞争，
只能依赖于政府的财政补贴和其他优惠政策。在中美贸易战和对抗加剧的大背景下，粮食安全问题被提到一个新的高
度，依赖进口粮食原料既不经济又难以保障供应的安全、稳定。有鉴于此，我国以玉米等谷物为原料的燃料乙醇项目
，前些年就已开始明确限制。财政补贴方面，也已逐年降低至彻底终止。以上不利的产业环境已经对现有的燃料乙醇
企业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从各地实践经验上看，相对于石化制取的产品，生物乙醇调和汽油在成本价格方面没有
优势，分销成本方面反而更高。

 如何破解这一成本困局？笔者认为应当选育优质高产的新型作物，来取代玉米等谷物为原料，如此才能控制原材料
供应成本，走出成本困局。在优质高产的新型作物中，甜高粱在性价比方面比较突出。

 二、以甜高粱种植推广来突破资源供应困局

 生物质能产业需要遵循市场规律，不依赖补贴可持续发展，其基础就是原料供应充足、稳定、成本低廉，如前文分
析所述，我国农业资源禀赋有限，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粮食供应问题一直是存在的，玉米等谷物产量本来就有限，还
需要满足农牧业饲养消耗，若还要作为生物质燃料的原料大量供应是不现实的。以河北省作为考察对象，玉米是播种
面积、产量常年居于前列的粮饲兼用作物，其消耗，65%是用于禽畜饲料。在人畜争地矛盾日趋激烈的大背景下，国
内记录平均生物质产量达到90至150吨（湖北公安县）每公顷的甜高粱，成为一种极有价值的玉米替代作物。甜高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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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质产量远高于玉米，如能解决鲜物质产物长期存储问题，可在满足现有河北省负载禽畜蓄养量的基础上“节约”
大量耕地面积，有力保障河北工业化产业升级，缓解城市化进程与土地资源供应等方面的矛盾。

 三、河北省发展甜高粱产业的资源潜力

 河北省作为农业大省，农业耕地和林牧业资源还是比较可观的，考察近年来河北省农业厅的统计数据，省耕地面积
一直保持在640万公顷上下，边际土地资源众多，达到300万公顷左右，另有后备耕地资源12万公顷左右。在这些边际
土地资源中，可用于种植甜高粱的集中连片可开发土地资源，约11.26万公顷，其中包括易开发但灌溉条件较差的荒
草地4.16万公顷、开发难度较高的盐碱地2.90万公顷、开发难度中等的滩涂3.01万公顷、其它类型1.19万公顷。根据甘
肃、新疆、黑龙江、江苏等地的引种试推广经验，我省在确保粮食安全的前提下，参考前文中我省的边际土地资源分
布类型调查结果，结合整合现有土地资源推行替代粮改饲模式，在几年内打造全环节技术集中展示性质的甜高粱种植
基地10到30万公顷是完全可行的。此举将有力缓解我省农牧业发展中的人畜争地问题，并能为以后的深入工业化、城
镇化发展提供一个有利的支撑点。

 四、河北省甜高粱产业发展的方向

 （一）合理进行区域规划有针对性地开展前期育种选育工作

 以河北省地域广阔，地形地貌多样，省域内不同地区间农业资源条件差异较大，应根据各地的土壤、水热气候条件
做出合理区划，为各区设置适宜的甜高粱产业发展方向。笔者认为就水热土壤气候条件而言，河北省域可分为西部太
行沿线、北部山地高原、中南部丰饶平原和东部秦唐沧沿海这四大区域。此四区域农业生产条件各异，应根据四大区
的水热条件应选甜高粱种系，有针对性地开展前期育种选育工作。总体方向应是西、北部的耐寒速生耐旱品系、中南
部的长生长期多次刈割类、东部沿海的高抗逆类品系，我国各地甜高粱引种育种实验基地的气候条件多样，可以在各
地气候水热条件相近的对象中找到发展方向取得后发优势。

 （二）对河北省政府对甜高粱种养加工产业发展的政策扶持建议：

 对现有相关业务的本地企业，应加强政策扶植鼓励；建立产业相关技术的全环节技术展示集中示范区，合理规划项
目间的产业供应关联，实现对资源综合循环利用以提高综合经济效益。对甜高粱优质的选育工作，要予以高度重视，
重视人才引进，加强基层支撑站点的建设，加强产学研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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