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秸秆发电的几个理论问题

 秸秆资源是新能源中最具开发利用潜力的一种绿色可再生能源，具有较好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我国在开发秸
秆能源发电方面有巨大的潜力，但还处于探索阶段，面临不少的阻力，我们必须以积极的姿态面对，有序推进和开发
秸秆发电。

一、背景

 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能源和生态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没有能源，经济发展就失去了动力；生态破
坏，人们生存空间就受到了限制。于是，选择新型再生能源，减少环境污染，就成了人们刻意追求的一个主要目标，
而利用新型秸秆能源就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

 秸秆是农作物通过采摘脱粒后留下来的茎叶。主要有玉米、小麦、水稻、高粱、大豆等秸秆品种。秸秆发电，是大
力发展循环经济、利用可再生资源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战略举措。有关数据显示，我国农作物秸秆年产量约为
7亿吨左右，列世界之首，每年收获的秸秆除去用于造纸、饲料、造肥还田及收集损失的1.09亿吨外，可作为能源加
以利用的秸秆总量达3.76亿吨。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在加强农村基础设施方面，提出要积极发展沼气、秸秆发电、
小水电、太阳能、 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完善农村电网。自我国第一个秸秆燃烧发电厂在河北省晋州市建成以来，各
地（如安徽、江苏等地）也在纷纷上马秸秆发电项目。

二、可能的效益分析

 秸秆发电将本来可能废弃的植物秸秆，经收集处理后送到发电站的仓库，然后送进燃烧炉（炉床为水冷式振动炉，
是专门为秸秆燃烧发电厂而开发的设备），产生电能，并入电网，最后进入千家万户。发电后产生的秸秆灰烬中含有
丰富的钾、镁、磷和钙等化学成分，可作为高效农业肥料还田利用，也可运到钢铁公司，作为防止钢花飞溅灼伤的材
料。秸秆发电的污染小，秸秆中硫的质量分数平均只有千分之三点八，远低于煤中硫的平均质量分数百分之一，而且
秸秆的碳灰质高，产生的热能较大。秸秆发电产生一系列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
     
（一）生态效益：有利于环境的改善。长期以来，农作物秸秆基本上是被作为废品处理。每到收获季节，大部分地区
都会出现“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秸秆遍地，烽烟四起”的局面，对生态环境造成极大危害。而将这些秸秆变废为宝
，可以减少这些不必要的大气污染。另外，秸秆发电是国际上发达国家普遍推行的CDM（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装
机容量为12MW机组的生物质发电机组年减排当量CO2约3.85万吨，可大幅降低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比燃煤火电清洁
得多，极少有污染物（特别是SO2）排放。可以说，秸秆发电使传统的单向线性经济“资源——产品——污染排放”
转化为“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循环经济。
     
（二）经济效益：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生物质发电使生物秸秆变废为宝，根据有关人员调查，内地一个百万人口的
县，可年产小麦、玉米、棉花及水稻等农作物秸秆100多万吨，约相当于50万吨标煤。1个装机容量为25MW的机组年
耗生物质秸秆30万吨以上，若按150元/吨的价格计算，则当地农民年收入约4500万元，再加上生物质秸秆的收、储、
运工作，可给当地提供大量新的就业岗位。
     
（三）社会效益：改善能源结构。我国的能源结构以煤炭为主，约占70%左右，燃煤严重污染环境，急需增加清洁能
源比重，才能建成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和谐社会。秸秆发电项目在处理环境接受不了的秸秆以及减少直接燃烧
秸秆产生大气污染的情况下，成为清洁能源的一个有效补充。随着其在全国的推广应用，不但可以解决我国能源危机
，改善能源结构，而且对污染控制、缓解环境压力、减排温室气体。

三、开发中的阻力因素

 我国的秸秆发电技术还处于示范、探索阶段，还存在许多的阻力因素，如：关键的技术还需要从国外引进，成本较
高，上网电价难以支撑秸秆发电厂的正常运营，国家和地方政府出台的可再生能源政策的可操作性还不强，补贴渠道
还不畅通等等。这些因素具体表现在：
     
（一）成本高。秸秆发电是一个全新的事物，对于价格水平，国内还没有参照系数。从目前实践的情况看，与其它一
次性能源相比，秸秆能源的成本投入上也还存在很大的差距。据有关权威部门测算，在现有的技术水平下，生物质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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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成本远高于常规燃煤发电成本，约为煤电的1.5倍，主要体现在：一是起动资金高。生物质发电单位投资约10000元/
KW；二是机组热效率低于常规火电机组，现在新建常规火电机组容量一般都在60KW及以上，而国内可建的生物质
发电机组容量一般只有12~25KW左右；三是燃料成本较高，由于生物质秸秆燃料低位热值一般在8000KJ/kg，大大低
于煤炭，再加上秸秆比重轻、密度小，体积大，运输成本巨大，这些都将导致燃料成本偏高。
     
（二）技术不成熟。就现实而言，我国用来秸秆发电的锅炉及燃料输送系统的技术和设备绝大部分依靠进口，由于与
国外生产运输方式、工作习惯和文化的差异，很可能在技术和设备引进以后造成消化不良，使机组无法安全、稳定、
满发运行。另外，由于缺乏核心技术，投产后生物质发电企业很有可能将长期受制于国外企业。
     
（三）秸秆储运组织困难。与国外相比，我国实行的是家庭联产承包制，生物质秸秆的收购和组织面对的是千万家的
小农户，无成熟的模式或经验可循，比较困难。一是收购难。农民多年来都是把秸秆作为生活燃料的主要来源，出售
秸秆的意识不强。特别是一些发达地区的农户，因秸秆收购价达不到他们的期望值，积极性不高。加之农作物秸秆的
收购往往在农村大忙季节，收集秸秆的力量不足；二是储存难。秸秆收购具有很强的季节性，无法均衡收购，要维持
企业的正常运转，必须有半年的储存量。因秸秆比重轻，体积大，堆入存储场地广大，还需一系列的防雨、防潮、防
火等配套设备，投资建设和维护费用大。

四、关键性措施

 （一）合理选址，保证燃料充足。必须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农作物种植情况、往年历史资料、农业结构、农民对秸
秆利用情况等问题充分论证，并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装机规模，以确保机组连续运行。从现实情况看，燃料收集半径太
大发电成本自然会高，秸秆收集经济半径不宜超过25km，在现阶段根据半径内燃料实际可利用量的40%确定锅炉容量
（要保证一定的秸秆还田，防止生态失衡）。与此同时，还要尽可能考虑锅炉使用燃料多元化。
     
（二）加快技术进步。我国目前秸秆锅炉尚处于起步阶段，还是以引进技术、国内制造为主，其价格相对较高，这对
降低投资、控制工程造价是非常不利的。对于我国这样一个生物质资源非常丰富的农业大国要加快推广生物发电来说
，我国必须尽快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秸秆锅炉，以最大限度地降低生产成本，改进系统的经济性、可靠性和
稳定性。
     
（三）积极引导，制定相应的扶持政策。秸秆发电厂是非常典型的系统工程，国家应制定相应的政策进行扶植和引导
。加强立法，强化政策体系的建设与创新。同时还要不断改善投融资环境，建立通畅的投融资渠道，加快可再生能源
强制性占领市场份额政策的研究和试点示范。这就是说，要鼓励实现秸秆发电，必须制定适当的价格水准，起码是不
让投资者吃亏，这样他们才有积极性。可喜的是，我国自200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通过后，不断有与
之相配套的法规出台，这充分表明了我国政府鼓励发展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决心和力度。
    
（四）合理规划，有序推进。秸秆等生物质发电是典型的“小电厂、大燃料”，燃料供应是正常运营的前提，但从近
年的实际看，不少地方生物质发电项目布点超出当地资源可承受能力，除了投建生物质发电项目，还要搞什么农林剩
余物的建设项目，造成资源的无序竞争。按照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2010年我国生物质发电将达到550千瓦，2
020年为3000万千瓦。围绕这个目标，宏观调控部门必须科学规划，严格项目的审批或核准，避免盲目布点，防止恶
性竞争市场的形成。
    
总之，秸秆发电为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逐步建立起工业反哺农业，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长效机制提
供了一个极佳的结合点，是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必然选择。但在其推进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困难，我
们必须以积极的姿态面对，有序推进和开发秸秆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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