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秸秆能源化利用诌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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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黑龙江省农村发展研究中心）

 黑龙江省农作物种植面积2.2亿亩，2017年全省农作物秸秆总量接近9000万吨。这些秸秆30%左右被用于畜牧业生产
；15%用于农户日常生活燃料，5%被能源化利用，10%用于种植业生产，其余40%被放荒，我省秸秆可利用量占总量5
5%，大约4900万吨左右，资源量巨大。农作物秸秆不仅是农业生产的副产品，而且是重要的能源。利用秸秆富含的
生物质能，通过直燃发电、气化、液化、固化成型等技术，生产清洁燃料，推进农作物秸秆能源化利用，有助于缓解
农村资源压力，有助于改善农村生态环境，有助于带动农民增收。

 一、我省秸秆能源化利用现状

 秸秆能源化利用模式及范例。我省秸秆能源化开发利用可以总结为“三化一电”，即秸秆气化利用、秸秆固化利用
、秸秆液化利用和秸秆热电联产。

 一是气化利用。利用热解技术，把种植业生产附加物转化为由一氧化碳、氢气和甲烷组成的燃气，利用管网将燃气
与农户家联系起来，用于农民的日常生活使用。种植业生产附加物气化利用集中在农垦系统，目前我省共有近39个气
化站。省农垦总局和华润（集团）有限公司组建合作伙伴关系，推动了我省种植业生产附加物气化利用发展进程，建
设了一批气化利用绿色生态区。北大荒集团总公司通过入股这种形式参与建设种植业生产附加物气化利用项目，发展
生态、环保的可循环点面式能源利用，实现电、气、热一站式模式。此外，省农垦总局以秸秆沼气项目为核心，推动
副产品沼渣、沼液有效利用，增加饲料青储、能源草等种植面积，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发展生态畜牧业，华润（集团
）有限公司向全国零售网点销售生产的优质、生态和绿色的农产品。

 二是固化利用。种植业生产附加物固化利用是在一定客观情况下，利用物理作用将秸秆打压捆扎成型，把松散细碎
的种植业生产附加物变成紧密、稳定的燃料，固化利用是以后生态环保燃料的方向。海伦市依托利民节能锅炉制造有
限公司创新秸秆利用模式，实现清洁能源与节能炉具充分融合，为秸秆能源化利用找到了出路。目前，海伦市制定了
多个支持政策，推动了种植业生产附加物燃料化发展并提供了有效保障。政府出资对全市近20个乡镇30余所学校的40
余台锅炉进行了更换；对于市区、浴池、重点企业和供热锅炉更换生物质锅炉，给予30%的政策性补贴；农民家用小
型生物质锅炉总费用5000余元，政府给予每个小型生物质锅炉4228元的财政补贴。利民节能锅炉制造有限公司在政府
的支持下，选择5个资源丰富、物质基础良好的村进行试点，标准化安装1200余台小型生物质锅炉，升级优化3个农村
统一采暖企业，种植业生产附加物固化利用实现产业化发展趋势。

 三是液化利用。种植业生产附加物液化利用是借助一系列的物理、化学、生物等科技方法将种植业生产附加物升华
，将种植业生产附加物转化为酒精类、燃料油等含碳化合物，作为可燃物使用在日常生活中。宾县拟建年产30万吨秸
秆纤维素乙醇项目，目前正在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公告阶段。秸秆纤维素乙醇项目属于种植业生产附加物酒精产业项目
，依据全国和我省的产业政策和供需情况，首个目标是生产秸秆酒精30万吨/年、畜牧业有机饲料5万吨/年、种植业
有机肥5万吨/年、路用纤维10万吨/年、有机物经微生物作用产生的可燃气体20万吨/年。种植业生产附加物酒精是将
秸秆中的纤维素、半纤维素提取转化为酒精，以玉米生产附加物、小麦生产附加物、水稻生产附加物等种植生产废弃
物为原始材料，经过化学反应后将秸秆转化成酒精。

 四是秸秆热电联产模式。秸秆热电联产利用是以农作物秸秆为主要燃料的一种发电方式，分为秸秆气化发电和秸秆
燃烧发电，秸秆直接燃烧发电是目前我省实现规模化应用的主要途径。望奎县引进国能生物发电公司，将秸秆变成燃
料，将秸秆作为一种能源替代品用于发电，成为东北地区第一个生物质能发电项目。望奎县国能生物发电公司利用秸
秆燃烧发电，是绿色能源环保企业，公司年消化秸秆30万吨，发电量达2亿度。投产运营秸秆热电联产模式，每天可
节约标煤200吨，节约用电1.5万千瓦时。企业实现将生产过程中产生余热进行有效利用，既节省了生产成本，又带来
了额外效益。

 二、我省秸秆能源化利用存在的问题

 原料收集存在困难。秸秆原料收集难的主要原因是秸秆收集季节性强，收购周期短，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存储
场所，否则难以收集到足够的原料。而在秋冬农闲季节，大部分农民不愿进行秸秆收集。秸秆利用企业没有足够的人
力、机械能够在短时间完成秸秆收集，造成原料供应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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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发展存在障碍。秸秆能源化利用产业化发展的最大障碍是成本问题，由于秸秆资源分散，秸秆收储成本较高，
秸秆收集贮运体系没有建立，秸秆的收集还存在收割、捡拾、打捆等配套设施缺乏等问题，这些问题成为秸秆产业化
发展的关键因素。此外，农民在不了解秸秆可作为能源化利用之前，并未在意田间秸秆，企业免费打包外运后，解决
了秸秆出地难的问题，但随着秸秆能源化产业及企业的不断发展，农民可能在秸秆原料上变免费为有偿，提高企业秸
秆能源化利用成本。

 市场综合效益不高。我省农作物秸秆能源化利用处于初级阶段，投入产出比低，经济效益较低。由于我省冬季较长
，秸秆沼气利用较为困难，秸秆综合利用产业链条没有形成，秸秆产业项目应用周期长，产出效益和回报率较低，导
致企业推动秸秆能源化利用的积极性不高。

 三、推进我省秸秆能源化利用的对策建议

 第一，建立健全秸秆收储运体系。一是合理布局收储网点。由于秸秆质地松散密度低，长距离运输装卸人工成本、
运输成本高，不宜将收储网点过于分散，从调研情况看半径约5公里为比较合理的收储半径。二是建立专业化收储运
体系。支持农户、合作社、秸秆经纪人和企业共同参与秸秆收储运体系建设，扶持第三方收储企业，分级建立秸秆收
储运输节点，降低收储成本，稳定秸秆价格。

 第二，促进秸秆利用产业发展。首先，搞好典型示范带动作用。政府要做好企业与农民之间的纽带和桥梁，推进秸
秆利用产业化发展项目，培育推进种植业生产附加物的收集、运输和粗加工的主体建设发展。其次，以企业为主体加
快秸秆市场化进程。重点企业是种植业生产附加物加工市场化商品化的有效推力。农村农民与农业经济合作社存在着
资金不足、信息不丰富与没有营销能力，所以必须要将重点企业和农村农民与农业经济合作社建立起稳定的关系，选
择风险承受能力强的企业来负责信息收集、运输、销售、市场运作等环节，农技推广部门负责人员培训、技术指导及
宣传等环节，打造成以农户为载体、企业为纽带的完整产业链，实现多方共赢。

 第三，开拓秸秆能源化利用市场。首先，提升农民对种植业附加物价值的认识。运用广播、电视、手机短信和互联
网等宣传方法，加强全民珍惜资源和保护环境意识。积极开展专题讲座、成果展示会，推广种植业附加物综合利用产
业化先进技术、模式及设备。其次，加大金融政策扶持力度。创新信贷品种，鼓励金融机构开展供热收费质押贷款等
业务，解决企业在收储及利用方面存在的资金瓶颈问题。

 第四，创新秸秆能源化利用模式。发展全方位利用模式，推动秸秆综合利用实现大跨越。废弃物是宝贵资源，沼气
可以用来发电，余热供暖，沼气泥浆作为肥料还田，对发展优质绿色农业，提高秸秆的综合利用具有重要意义。如哈
尔滨市政府与中国资源集团签署战略框架协议，在三至五年内投资120亿元在哈尔滨建设200个秸秆气化清洁能源利用
项目。每个项目年可消化秸秆45000吨，具有年产400万方天然气或发电1600万度，产生热蒸汽8000吨，生产有机肥150
00吨的能力，可实现气、电、热一站式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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