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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介绍了我国推广使用车用乙醇汽油现状，分析了车用乙醇汽油在我国推广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
的对策和建议。

 0引言 [1-3]

 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正在成为汽车的生产、消费大国，汽车产量和保有量逐年增长，汽油消耗量随之猛
增。受资源紧缺等因素的影响，从1993年开始，我国从中东等地大量进口石油，为此国家每年需要花费巨额外汇。近
年来，随着国际原油价格的不断飙升和资源的日渐趋紧，石油供求矛盾日益突出。因此，开发燃料乙醇等石油替代品
，减缓石油消耗增长，改善环境污染，已成为我国能源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决策。

 燃料乙醇属可再生资源，是以玉米、小麦、薯类、甘蔗、甜菜等为原料，经发酵、蒸馏、脱水等工序制成的含量在
99.2%(体积分数)以上的无水乙醇。车用乙醇汽油(以下简称乙醇汽油)，是在汽油中加入一定比例的燃料乙醇而形成的
一种新型车用燃料。按照我国车用乙醇汽油国家标准(GB 18351－2004)，车用乙醇汽油是用90%(体积分数)的普通汽油
与10%(体积分数)的燃料乙醇调和而成，称E10。汽油中添加乙醇后，可提高汽油辛烷值，增加氧含量，使汽油燃烧更
完全，降低汽车有害尾气的排放。乙醇汽油的开发应用，有利于促进农业发展，改善大气质量，缓解能源压力，具有
较好的社会及环境效益，对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乙醇汽油在国外推广已有多年，生产和使用技术都已十分成熟。自巴西、美国率先于20世纪70年代实施乙醇发展计
划，大力推广乙醇汽油以来，目前世界上已有近20个国家在推广使用乙醇汽油。美国和巴西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燃料
乙醇生产和消费国，2006年美国和巴西的燃料乙醇产量分别达到1673万t和1380万。目前，美国已经有41个州在推广使
用乙醇汽油，有乙醇加油站1000座左右，乙醇汽油占全美汽油消费的5%左右。巴西是世界上推广乙醇汽油力度最大
和最为成功的国家，也是迄今世界上惟一不供应纯汽油的国家，汽油发动机车辆均使用乙醇汽油。巴西目前每年消耗
燃料乙醇约110亿L(约867万t)，占全部车用汽油的40%。为了减少对石油资源的依赖，加拿大、法国、瑞典、西班牙
、澳大利亚、印度等国均已制定了燃料乙醇发展规划，积极推广乙醇汽油，并已形成了一定规模的生产和应用市场。
2005年，欧盟燃料乙醇消费量为115万t预计到2010年，其乙醇汽油用量可达到215万~257万。

 1乙醇汽油在我国的推广应用现状与前景

 我国推广乙醇汽油始于1998年，当时由于粮食库存积压，储藏这些陈化粮使国家财政不堪重负，于是政府开始考虑
用玉米和小麦等陈化粮生产燃料乙醇，这样既消化了陈化粮，又解决了能源紧缺问题。2001年4月，我国颁布了变性
燃料乙醇和车用乙醇汽油国家标准。从2002年3月起，国家开始在河南省的郑州、洛阳、南阳和黑龙江省的哈尔滨、
肇东5个城市进行乙醇汽油推广使用工作。2004年2月，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八部委联合下发车用乙醇汽油扩大试点
方案和车用乙醇汽油扩大试点工作实施细则，将推广试点范围扩大到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南、安徽5省及湖北、
河北、山东、江苏部分地区总计27个地市。目前，大部分试点地区已建立起较为完善的乙醇汽油供销网络，乙醇汽油
逐步被广大消费者
认同和接受。到2005年底，我国乙醇
汽油的年消费量已占国内汽油消费量的20%[4]

。“十一五”期间，我国将在20个省市区全面推广乙醇汽油，并有一系列配套的政策措施。预计到2010年，乙醇汽油
将占我国汽油消费量的50%以上。

 国家在“十五”期间先后创建了吉林乙醇、黑龙江华润酒精、河南天冠乙醇、安徽丰源生化四家工厂作为燃料乙醇

[5]。

 2006年，我国燃料乙醇总产量达到133万t成为继美国、巴西之后第三大燃料乙醇生产国和应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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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全国消费汽油约4988万t [6]

。假设“十一五”期间我国GDP年增长率保持8%，汽油消费弹性系数为0.8，乙醇汽油的市场份额为30%，预测“十
一五”期间我国乙醇汽油消费量和燃料乙醇潜在需求如表1所示。

 由表1可见，“十一五”期间，燃料乙醇的潜在需求将保持较快增长，以目前我国四家燃料乙醇企业139万t/a的生产
能力来看，已不能满足未来几年国内对燃料乙醇的需求，国内燃料乙醇产能继续扩大已成定势，预计到“十一五”末
，我国将形成500万t/a燃料乙醇的生产能力。

 2乙醇汽油推广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乙醇汽油作为一种新兴替代能源，在我国应用前景十分广阔，但在乙醇汽油推广应用过程中，还存在以下几方面的
问题亟待解决。

 第一，原料供应不足，制约燃料乙醇产业发展。国内燃料乙醇的生产，北方地区以玉米为主要原料，南方地区除玉
米外，还有小麦。近几年我国的玉米消耗量节节攀升，这与各地燃料乙醇产业和其他玉米精深加工业的快速发展有直
接关系。2001年我国玉米工业加工转化消耗玉米仅为1250万t2005年增加到2300万t以上，比2001年增长了84%，年均增
长16.5%；而同期玉米产量
增长了21.9%，年均增长率5.1%，远低于工业加工产能
扩张速度[7]

。以燃料乙醇为代表的玉米加工业的过快发展，导致玉米供求关系紧张，玉米价格上涨，燃料乙醇生产成本提高。我
国当初生产燃料乙醇的主要原料陈化粮，经过几年的发展已逐渐消耗殆尽，目前企业基本都是采购新粮进行生产。与
美国和巴西有着丰富的耕地和水资源不同，我国的国情是人多地少，可耕地和水资源匮乏，粮食问题始终是国家安全
的头等大事。

 2006年我国粮食产量48401万t人均占有粮食370kg左右，远低于国际粮农组织测算的人均500kg粮食安全线[8]。随着
燃料乙醇产业的发展和乙醇汽油试点范围的扩大，势必会消耗越来越多的玉米、小麦等粮食，增加粮食需求，出现“
人车争粮”的现象，引发粮食战略安全问题。因此，单纯以粮食为原料生产燃料乙醇必然会陷入困境。国家已明确燃
料乙醇未来将沿着非粮方向发展，这对生产企业的原料供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二，生产成本高，价格缺乏市场竞争力。现在国内生产燃料乙醇的主要原料仍是玉米和小麦，生产成本相对较高
。而按照目前的燃料乙醇定价机制，燃料乙醇的销售价低于成本价，如果没有政府的补贴，燃料乙醇生产企业基本上
是亏损的。现在燃料乙醇生产企业无一例外都得到国家的补贴，即便如此，企业也只能维持不亏或微利，收益不明显
，而且随着国家补贴的降低和玉米等原料价格的上涨，企业的利益空间还将不断被压缩。另一方面，国家规定乙醇汽
油与同标号的普通汽油“同升同价”，这就使得乙醇汽油的价格与普通汽油相差无几，乙醇汽油对消费者并不构成吸
引力。推广使用乙醇汽油，还需要对现有的油库进行扩建改造，建设调配中心，增加了销售企业的成本。此外，由于
定价统一的乙醇汽油销售利润较薄，影响了销售者的积极性，一些本该只卖乙醇汽油的加油站，却挂乙醇汽油招牌而
卖普通汽油，而且屡禁不止，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乙醇汽油在一些地区的推广使用。因此，如何降低生产成本，增
强乙醇汽油的市场竞争力，成为乙醇汽油推广应用中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第三，“非粮”发展是方向，但目前尚面临许多困难。为了缓解原料紧缺的问题，国家已开始调整产业政策，限制
利用粮食生产燃料乙醇，鼓励以木薯、甘薯、甜高粱、甘蔗等原料生产燃料乙醇。

 近年来，国内一些燃料乙醇生产企业研制了红薯、秸秆等替代原料生产燃料乙醇，以期解决原料供应不足问题，多
渠道缓解经营压力，但目前尚不能形成气候，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上述木薯、甘薯、甜高粱、甘蔗等非粮原料在我国
尚未实现规模化种植，产量较小，供给不稳定；二是非粮转化在技术上尚存在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如人们普遍看好的
用纤维质原料制造燃料乙醇，目前还面临技术和经济的双重障碍，离产业化生产还有较长的路要走。我国目前生物质
能源转化最可行的技术仍是玉米加工，用木薯、甘薯、甘蔗、甜高粱等非粮原料加工燃料乙醇尚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
，生产成本较高，工艺相对复杂，国内仅有几个规模很小的试点示范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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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相关技术存在瓶颈，亟需解决和完善。从国内外的研究和实践看，将乙醇与汽油按1：9比例混配使用，对汽
车发动机的性能不会产生明显影响。然而，由于乙醇是一种溶剂，发动机使用初期，燃油系统零部件、油路和燃油管
壁上沉积物会剥落，导致滤清器堵塞；乙醇还会对汽车的油箱、化油器等部位的橡胶部件产生一定的溶胀作用，从而
带来汽车驾驶的安全隐患。此外，乙醇汽油在储运和销售过程中，容易吸水而出现相分离，使汽油和乙醇互溶性变差
，影响燃油的品质[1，9]。

 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车主使用乙醇汽油的积极性，需要从技术和管理上加以完善和解决。

 3对策与建议

 推广使用乙醇汽油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各个部门、多个地区通力合作。根据国内外推广乙醇汽油的经验，
要保证乙醇汽油在我国顺利推广，关键是要在国家统筹规划下，解决好资源、技术、市场三个环节的问题，建议抓好
以下工作。

 (1)加强政府宏观调控，做好产业引导。从美国、巴西的经验看，政府的扶持与引导对燃料乙醇产业的发展和乙醇
汽油的顺利推广应用是至关重要的。政府各部门要继续加强宏观调控，使燃料乙醇企业实现良性运作，并逐步走向市
场化。按照国家有关支持循环经济发展的政策，加大科技投入、税收、金融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同时，要做好产业引
导，通过公平竞争，择优选拔投资主体，防止一哄而上，搞低水平重复建设。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财税
政策和法规，保证燃料乙醇产业健康发展。

 (2)在充分利用现有生产能力的基础上，对关键技术进行攻关研究，大力改进生产工艺，努力开发自主知识产权，
争取生产技术、设备国产化。通过延长产业链和原料深加工的纵深发展，提高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率，降低生产成本，
提高产业的经济效益，实现可持续发展。

 (3)按照“因地制宜，非粮为主”的原则，现阶段重点发展薯类(木薯、红薯)、甜高粱等非粮原料生产。我国的人均
耕地只有0.11hm2

，人均拥有粮食只有318kg，粮食问题一直是国家的战略性问题。因此，在发展燃料乙醇产业的过程中，要坚持原料
“不争地、不争粮”，积极开发薯类、甜高粱等非粮原料种植基地。我国存在大量的山地、滩涂、盐碱地等不适合种
粮的边际性土地，利用这些边际性土地种植薯类、甜高粱等非粮农作物，将为燃料乙醇生产提供充足的原料。同时，
要调整原料生产布局，发挥各地的自然优势，实现原料生产的规模化，降低原料的生产成本，扩大整个产业的经济效
益。

 (4)积极推进以纤维素为原料生产乙醇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现在国际上正在积极探索以纤维素为原料来发展燃
料乙醇。植物的秸秆、枝叶、林木废弃物等纤维素物质是地球上最大的可再生资源。我国的纤维素原料非常丰富，仅
农作物秸秆、皮壳一项，每年产量就达7亿多t其中玉米秸秆(35%)、小麦秸秆(21%)和稻草(19%)是我国的三大秸秆资
源，林业副产品、城市垃圾和工业废物数量也很可观[10]

。因此，纤维素物质被专家认为是生产燃料乙醇最有发展潜力的原料，是解决燃料乙醇原料有限和成本高问题的根本
出路。目前我国的一些科研机构、大学和企业在这方面也开始了研发工作，取得了一些进展。河南天冠集团自1997年
就开始涉及生物能源研究领域，经多年努力，攻克了多项秸秆生产乙醇的关键技术。2006年8月，我国首条利用纤维
质原料生产燃料乙醇——河南天冠集团年产3000t纤维素乙醇项目在河南省镇平县奠基，预计今年10月投产；2006年10
月，上海天之冠可再生能源有限公司与华东理工大学也合作完成纤维素生产燃料乙醇的中试，并尝试建造年产5000t
的生产线[11-12]。然而，以纤维素为原料生产燃料乙醇，目前在技术上特别是在经济性方面仍需要解决许多制约因素。

 (5)积极创造有利于推广使用车用乙醇汽油的经营销售环境，加强对乙醇汽油的经营管理，保护消费者和经营者的
利益。同时要加强有关乙醇汽油的宣传工作，使消费者了解推广使用乙醇汽油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消除消费者对乙醇
汽油的疑虑，提高全社会认同程度。

 (6)为适应我国推广使用乙醇汽油的趋势，汽车生产企业应在汽车设计、制造、使用、维修等方面加强相关技术研
究攻关工作，开发乙醇燃料汽车、灵活燃料汽车等多种清洁燃料汽车，并对相关标准、法规进行必要的研究和修订。

 4结语

 乙醇汽油作为一种新型替代燃料，具有环境污染小、燃烧效率高、可再生性强等优势，逐步扩大和推广使用乙醇汽
油，对保证国家能源安全、保护环境、促进我国农业发展、培育我国汽车市场等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乙醇
汽油在我国的试点推广已有5年，实践证明，乙醇汽油无论在技术上还是管理上都是可行的，只要我们重视和解决推

                                                  页面 3 / 4



车用乙醇汽油在我国推广应用的现状分析及对策
链接：www.china-nengyuan.com/tech/96758.html 
来源：新能源网 china-nengyuan.com

广使用中发现的一些问题和技术瓶颈，趋利避害，发展前景是十分乐观的。可以预期，“十一五”期间，乙醇汽油在
我国将具有更广阔的应用空间和更大的经济、社会效益，从而改变我国目前汽车过于依赖石油的不利局面，确保我国
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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