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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产业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支撑，本文以基于四川沼气工程的实践为切入点，分析在乡村振兴战略下四川省
农村沼气工程发展的现状，总结出目前四川省农村沼气工程的瓶颈及乡村振兴战略下四川省农村沼气工程发展的机遇
，提出大力推进四川省农村沼气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相关沼气补贴政策以及扶持第三方沼气工程服务商发展
等工程发展对策建议。

 1引言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对‘三农’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是党和国家的大战略，必须规划先行。2018年2月，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
强化乡村振兴战略的规划引领作用。

 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农村沼气产业是一门具有公益性特征和经营性特征的战略新兴产业和跨多
专业技术领域综合应用的系统工程，不仅能够有效治理农村环境污染，与此同时还能提供沼气这一清洁可再生能源[1
-2]。沼气工程技术，是一项以开发利用养殖场粪污为对象，以获取能源和治理环境污染为目的，实现农业生态良性
循环的农村能源工程技术[3]。

 四川省是畜牧大省。畜牧业的发展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畜禽养殖污染等现实问题。据统计，四川省环境污染中九成
之上的化学需氧量和八成以上的氨氮排放量来自于畜禽养殖污染排放。为保护农村环境、给农村提供容易获得的清洁
能源，沼气工程的推行与建设势在必行。为此，本文将系统阐述乡村振兴战略下四川省农村沼气工程的发展现状以及
存在问题，依据乡村振兴战略下四川省农村沼气工程发展机遇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以期为发挥科技引领作用、科技
创新激发农业农村活力做出贡献，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科技支撑。

 2乡村振兴战略下四川省农村沼气工程发展现状

 四川省是畜牧业大省，在发展沼气产业、建设大中型沼气工程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与其他省份相比，四
川还是沼气工程建设大省。以2016年为例，四川省共建有小型沼气工程4547处，产气量5456万m�；中型沼气工程165
5处，产气量10441万m�；大型沼气工程606处，产气量17731万m�。其中，甘孜州和阿坝州受环境和经济条件限制
没有修建沼气工程。四川省2016年沼气工程分布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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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型沼气工程规模小、数量多、分布广，受经济条件和地理环境影响，多集中分布于成都平原经济区和川东北经济
区。其中，成都市以1530处小型沼气工程、1680万m�的产气量遥遥领先于四川省其他城市，数量占全省小型沼气工
程的1/3左右。从建设条件来看，小型沼气工程具有所需资金少，修建难度远低于中型和大型沼气工程等优势，劣势
在于难以长期高效高质发展。

 大型沼气工程规模大、数量较少，多分布于成都平原经济区，成都市以303处大型沼气工程、7301万m�的产气量
占四川省全部大型沼气工程的一半。由于大型沼气工程建设所需资金多、建设周期长，绝大多数城市的大型沼气工程
数量不多，但大型沼气工程产气量高，利于其长期可持续发展，由于沉没成本较高，弃置率和闲置率较低。

 中型沼气工程数量、产气量、修建成本介于大型沼气工程和小型沼气工程之间，这使得其兼具大型沼气工程和小型
沼气工程的优势，能使用较少的资金，在较短的周期内获得更多的沼气。与大型沼气工程和小型沼气工程一样，成都
市中型沼气工程数量占全省中型沼气工程数量比例最大，德阳市、乐山市、内江市、宜宾市、攀枝花市没有中型沼气
工程。

 3乡村振兴战略下四川省农村沼气工程存在问题

 四川省是人口大省、畜牧业大省，单纯依靠煤炭、石油进行能源供给不能满足消费者生产生活的能源需求，除此之
外，在“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的环境政策背景下，煤炭燃烧导致的环境污染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消费者
的煤炭使用。因此，“农村能源革命”势在必行。沼气作为农村特有的生物质能，不仅能满足消费者的能源需求，更
能改善农村环境。由此，农村对沼气的需求量越来越大。

 与此同时，沼气工程建设却没有随沼气需求的增长而实现迅猛发展，反而出现了效益低下、成本高昂、弃置率和闲
置率过高等现实问题[4-5]。

 3.1四川省农村沼气工程公益性特征明显，经营性特征弱化

 农村沼气产业是一门具有公益性特征和经营性特征的战略新兴产业，但在农村沼气工程建设过程中出现了重公益性
、轻经营性的问题。这种现象可能是由以下两方面造成。

 （1）农村沼气工程在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主要起到治理环境污染的公益性作用。加之处于“金山银山
不如绿水青山”的政策大环境下，使得政府及沼气工程建设管理者过于看中沼气工程的公益性。

 （2）政府及沼气工程建设管理者主观忽视了沼气工程的经营性作用，没有将其作为一项盈利工程来对待[6]。在这
种情况下，出现了沼气工程产业布局不合理、技术落后、原料收集、运输和储存成本较高、效益不佳、沼肥利用率低
、弃置率和闲置率较高的状况。沼气工程未能发挥其应有的提高收益的作用。

 3.2政府在农村沼气工程发展中没有完全发挥其作用

 政府在农村沼气工程建设过程中承担着监督者、服务者和主导者等多重角色，发挥着监督作用、市场调节作用等多
重功能。可以说，沼气工程建设发展的成功与否关键在于政府的角色功能是否发挥到位[7-8]。但是在实际情况中，
沼气工程的建设运营给政府带来的经济负担、技术负担过于繁重，政府能发挥的功能作用十分有限，这在很大程度上
限制了沼气工程的进一步发展。

 3.3缺乏新型沼气工程建设经营主体

 目前，四川省农村沼气工程经营主体多为政府或养殖场。政府主导建设沼气工程是指由政府出资，设立专项资金用
于沼气工程的建设与运营，其中包括沼气原料的收集、储存和运输成本、沼气工程的建立及定期维修费用、相关管理
和技术人员的工资福利等。政府主导最大的优势在于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沼气工程效率，但对政府财政要求以及政府
相关职能部门要求较高，一般常见于小型养殖场、散户集中的地区。养殖场主导建设沼气工程是指养殖场在政府的指
导资助下建设沼气工程，政府起到外部监督的作用，对沼气工程建设给予一定的经济补贴及技术支持，常见于大中型
养殖场沼气工程建设中。

 政府主导建设沼气工程和养殖场主导建设沼气工程共有的最大的弊端在于不能以沼气工程效率为第一目标，除此之
外，对政府及养殖场经济负荷过重，不利于沼气工程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因此，沼气工程需要新型建设经营主体的出
现。目前存在的第三方沼气工程服务商主导建设经营沼气工程是未来发展的趋势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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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方沼气工程服务商主导是指由第三方沼气工程服务商在政府监督指导补贴下，从各个养殖场收集沼气原料建设
沼气工程，此模式能充分实现沼气工程效率第一的目标，能充分发挥政府监督指导作用，能减轻政府和养殖场经济负
荷，是沼气工程发展过程中蓬勃发展的主导建设经营模式[9]。

 4乡村振兴战略下四川省农村沼气工程发展机遇

 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乡村兴则国家兴，乡村衰则
国家衰，乡镇振兴战略的实施，是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必然要求，这为农村沼气工程的发展提供了机遇。

 4.1国家高度重视畜禽污染问题

 乡村振兴战略中一大重要方面就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畜禽污染问题严重影响到农村人居环境。自2001年始，国家
和地方先后发布一系列政策法规缓解畜禽污染问题。2013年10月8日，国务院发布《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2
017年3月24日，环境保护部发布《全国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十三五”规划》；2017年7月7日，农业部发布《畜禽粪污
资源化利用行动方案（2017~2020年）》；2017年2月28日，四川省人民政府发布《四川省“十三五”环保保护规划》
；2017年7月20日，四川省农业厅发布关于加快推进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工作的紧急通知；2017年7月24日，四川省农业
厅和环境保护厅发布关于印发畜禽养殖场（小区）规模标准的通知。由此可见畜禽污染问题防治工作的重要性和困难
程度。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指出“以沼气和生物天然气为主要处理方向，以就地就近用于农村能源和农用有机肥为主
要使用方向，力争在‘十三五’时期，基本解决大规模畜禽养殖场粪污处理和资源化问题”。沼气工程的建设和发展
不仅能有效缓解农村畜禽污染问题，同时也能为农村提供沼气这一清洁能源，更能利用沼液沼肥等副产品有效促进农
民增收、农村繁荣。

 4.2国家保护生物质能发展

 生物质能是指自然界中有生命的植物提供的能量，植物以生物质作为媒介储存太阳能，属可再生能源[10]。沼气是
目前较为有效地利用生物质能的方式。《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在构建农村现代能源体系方面提出
，优化农村能源供给结构，大力发展太阳能、浅层地热能、生物质能等，因地制宜开发利用水能和风能。完善农村能
源基础设施网络，加快新一轮农村电网升级改造。加快推进生物质热电联产、生物质供热、规模化生物质天然气和规
模化大型沼气等燃料清洁化工程。这表明，在目前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时期
，生物质能的发展前景十分乐观，沼气工程发展有一个良好环境。

 4.3农村是乡村振兴战略的主战场

 乡村是具有自然、社会、经济特征的地域综合体，具有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多重功能，与城镇互促互进、共
生共存，共同构成人类活动的主要空间。乡村兴则国家兴，乡村衰则国家衰。在乡村，我国的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最为突出；在乡村，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的特征最为明显；在乡村，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任务最艰巨，但是在乡村有我国最
广泛最深厚的物质基础，也有我国最大的潜力和后劲。沼气工程的发展得益于乡村这一大环境，能因势利导，提升发
酵效率、研发沼气净化、提纯等新技术，增强农村沼气行业核心竞争力，发展现代生态循环农业。

 5乡村振兴战略下四川省农村沼气工程发展对策建议

 为了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乡村振兴、产业兴旺，增强我国农业创新力和竞争力，
在明晰四川省沼气工程发展现状的基础上，针对目前四川省沼气工程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顺应乡村振兴战略下四
川省农村沼气工程发展机遇，建议如下：

 5.1大力推进四川省农村沼气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针对四川省农村沼气工程公益性特征明显，经营性特征弱化的问题，提出大力推进四川省农村沼气产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的建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2017年发布《全国农村沼气发展“十三五”规划》，规划重点在于进一步做
好“十三五”时期的农村沼气转型升级工作，对农村沼气产业供给侧进行结构性改革。在此指导下，要正视农村沼气
产业发展及农村沼气工程推行和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把握好沼气工程建设在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中的功能定位。

 5.2完善相关沼气补贴政策，培育市场补偿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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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政府在农村沼气工程发展中没有完全发挥其作用的问题，提出完善相关沼气补贴政策，培育市场补偿机制的建
议。充分发挥政府在沼气工程建设中的监督作用、资金杠杆作用以及市场调节作用，理论联系实际，宏观把握沼气工
程建设及发展路径[11]。推进农村沼气产业与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将农村沼气与农村厕所改造结合发展，出台
相关政策予以支持。与此同时，完善相关沼气补贴政策，使补贴政策落实到实处。通过补贴政策正向激励沼气工程的
建设和使用。只有真正将政策落实，养殖场和第三方沼气工程服务商才有动力克服沼气工程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实际存
在的困难，实现沼气工程长远高效高质发展[12-14]。

 5.3扶持第三方沼气工程服务商发展

 针对缺乏新型沼气工程建设经营主体的问题，提出扶持第三方沼气工程服务商发展的建议。扶持新型经营主体，能
提升沼气工程建设质量，提高沼气工程发展经济效益，构建沼气工程长期高质发展机制，能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15]。第三方沼气工程服务商主导沼气工程建设发展是未来沼气工程发展的趋势所在。相对于政府主导型沼气工程和
养殖场主导型沼气工程，第三方沼气工程服务商主导型能减轻沼气工程建设给政府和养殖场带来的经济压力，同时把
提高沼气工程效率作为首要目标[16]。为进一步促进沼气工程发展，政府应大力扶持第三方沼气工程服务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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