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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物质能源被称为“零碳能

源”，可为应对气候变化、

保证能源独立和经济增长

作出重要贡献。我国《生物质能发展

“十二五”规划》显示，中国可作为能

源利用的生物质资源总量每年约4.6亿吨

标准煤，目前已利用量约2200万吨标准

煤。

伴随着我国对农村环境的改善、能

源结构调整的不断完善，以生物质能源

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成为了缓解环境压

力、优化能源结构的重要选择之一，被

公众给予厚望。

但长久以来，生物质能源在我国

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行业的发展步履

维艰。更有相关从业人员表示，生物质

能源虽然在国内已经发展了10多年的时

间，但由于业内存在的桎梏太多，导致

企业存活率低，大部分企业都处在投产

即亏损的尴尬境地。

在这样的现实环境中，十三五规

划为生物质能源行业打开了一扇窗：

“十三五”规划指出以新能源、节能环

保、新材料、信息技术等为代表的战

略新兴产业将迎来一个更大的战略机

遇期。作为新能源家族的重要一员，

生物质能源在这份各方面均有涉及的

“十三五”规划建议虽然着墨不多，但

却是众多重要表述的指向，也将在未来

立体化、常态化的政策落实中，成为充

分受益的产业之一。

生物质能几何倍增
生物质能是世界第四大能源，仅

次于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利用大气、

水、土地等通过光合作用而产生的各种

有机体，即一切有生命的可以生长的有

机物质通称为生物质。它包括植物、动

物和微生物。广义来说，生物质包括所

有的植物、微生物以及以植物、微生物

为食物的动物及其生产的废弃物。有代

表性的生物质如农作物、农作物废弃

物、木材、木材废弃物和动物粪便。狭

义来说，生物质主要是指农林业生产过

程中除粮食、果实以外的秸秆、树木等

木质纤维素（简称木质素）、农产品

加工业下脚料、农林废弃物及畜牧业生

产过程中的禽畜粪便和废弃物等物质。

他们的特点是可再生、低污染、分布广

泛。

根据生物学家估算，地球陆地每年

生产1000~1250亿吨生物质；海洋年生产

500亿吨生物质。发展生物质能源主要

因为其强大的环保特性——烧过程中生

成的SOX、NOX较少，生长时需要的二

氧化碳相当于它排放的二氧化碳的量，

因而对大气的二氧化碳净排放量近似于

零，可有效地减轻温室效应。

在美国，生物质能源约占全国能源

供给量的3%，在国家能源结构中占据重

要地位。相比之下，中国的生物质能技

术发展起步较晚，据Wind统计，2012年

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生物质能源占比不

足1%，而原煤消耗仍高达约68%，国内

生物质能开发利用仍有较大成长空间。

从能源储备来看，中国作为农业大

国，生物质资源十分丰富。据有关机构

统计，我国每年各类农作物可产生秸秆6

亿多吨，其中可以作为能源使用的约有4

亿吨；全国林木总生物量约190亿吨，可

获得量为9亿吨，可作为能源利用的总量

约为3亿吨，开发潜力巨大。

从战略定位来看，生物质能利用为

解决环保问题提供了一条新思路。目前

已成为公众最耳熟能详的大气污染问题

的雾霾，其一个重要成型因素即是露天

焚烧秸秆。发展生物质能成为了各国应

对全球气候变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

重要手段，该行业也因此站在了新能源

与环保业的交叉口，受到各界人士的发

展支持和源源不断的资金人才投入。

从社会价值来看，以农林废弃物为

生产原料的生物质能行业，为广大农村

人口创造了财富收益的可能。以生物质

发电为例，一台装机容量为3万千瓦的

生物质发电厂，一年的发电量可以达到

200GWh以上，新增产值上亿元，年消耗

农林剩余物约24-30万吨，可为当地农民

增加就业岗位1000余个，增加收入达到

6000万元以上。这种多方共赢的运作模

式最大程度上为社会创造了价值，也成

为了政府农村扶贫工程难得的落脚点。

纵观世界发达国家，生物质已经成

为重要的替代能源，在能源结构中占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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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地位。数据显示，我国生物质发电

行业自2006年起进入首轮高速发展期，

总装机规模由140万千瓦增加到2012年

的800万千瓦，复合年增长率均在30%

以上。根据国家发改委能源局规划，到

2015年我国生物质发电装机计划将达到

1300万千瓦，2020年将达到3000万千瓦。

针对此，有专家预测生物质能将在未来

两年迎来发展高峰。

国内建设“积弱积贫”
经过20世纪后期近30年及21世纪的

快速发展，生物质在世界一次能源供应

结构中占比已达到10%左右，成为第四大

能源，在世界能源最终消费总量中生物

质也占到14%。美国、巴西及欧盟各国在

可再生能源的利用上均进行了积极的探

索，虽然各国采取的生物质替代路线不

尽相同，但皆有所成。美国生物质直接

燃烧发电技术已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燃

料乙醇是目前世界上备受关注的石化燃

料代替品，美国燃料乙醇生产居世界第

一位，与乙醇混合的汽油占该国总耗油

量的三成以上；欧盟目前的生物质综合

利用产业发展迅速，主要应用领域有转

化生物柴油和生物质能发电，在生物质

供暖方面也有较高的市场化水平；芬兰

在欧洲建立了最大的生物质发电站，德

国和丹麦主要开发热电联产，到2005年

底，德国建成了140多个区域热电联发电

厂。从全球看来，生物质多联产发电、

成型燃料供热、一代燃料乙醇、生物天

然气的技术、装备和商业化的运作模式

已经成熟，产业规模正在快速扩展。

相比全球范围内生物质发展势头，

我国的发展却并不尽人意，《生物质能

源国际2012》指出，2010年全球生物质能

源总产5926万吨标油，中国占比2.4%，

仅为美国的二十分之一。我国地域辽

阔，自然条件复杂，又是农业大国，生

物质资源丰富多样，开发潜力巨大。根

据中国工程院《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战

略研究报告》，中国含太阳能的清洁能

源开采资源量为21.48亿吨标煤，其中生

物质占到54.5%，是水电的2倍和风电的

3.5倍。但是由于我国生物质能源起步较

晚，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市场主体只是

一些实力较弱的中小民营企业，这些企

业在技术、装备、能效和盈利等方面整

体上水平不高。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

政府的相关扶持政策以及资本与金融的

介入尚未到位。

这些问题的产生客观上与生物质

能源本身较其他可再生能源更为复杂，

人们对其了解较少、误解较多有关，主

观上则是因为政府业务部门重视化石能

源、工业性强的风能和太阳能而轻生物

性和涉农性的生物质能。从国家顶层设

计的角度考量，生物质能发展的一些问

题依然无解，如补贴政策力度及推广力

度不足，原料供应的稳定性无法得到；

税收政策的手段也不够丰富；融资渠道

依然不顺；缺少技术标准与产业标准体

系；在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上，也缺乏可

持续性；管理体系与执行机构不明确。

生物质能作为新兴产业，需要政府完善

保障体制。

未来：看上去很美
IEA预计，在新政策场景下（即各国

实行所承诺的各项减排和减少化石能源

补贴的政策和计划）全球的生物质能需

求量将从2011年的约1300百万吨油当量增

长至2035年的约1850百万吨油当量。截止

到2035年，由于中国、印度和巴西等非

OECD国家为减少空气污染、发展可再生

能源等方面的诉求，全球发电用生物质

能的增长量将达到280百万吨油当量。也

就是说，与很多其它种类的能源一样，

中国将在2035年成为最大的生物质能消

费国。

虽然目前我国生物质的发展面临着

诸多问题和困难，但是经过十余年的实

践探索，其多功能性和不可替代性显示

了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在由化

石能源向清洁能源转型的世界大势中，

中国在生物质能源起跑线上已经落后，

综合全球生物质发展及国内能源需求的

增长、消费结构、对外依存度、温室气

体排放以及农村经济发展等因素，中国

都应该比任何国家更加重视发展生物质

能源，“十三五”以及未来的一段时期

内，应力挽颓势，迎头赶上。

针对此，有专家认为国家在政策层

面虽然给予了支持，如国务院办公厅发

布的《促进生物产业加快发展的若干政

策》明确“国家给予适当支持”、国家

发展改革委也制定了专项财政资金推动

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办法，但各项政策还

要制定具体操作细则，做好相互衔接。

具体到实施，专家建议首先要编制规

划，明确产业发展的方向和规模，更要

严格跟踪落实，修正完善；其次强制开

放市场，消除市场壁垒；第三加强市场

监管，完善准入机制；第四，给予经济

激励政策，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发展生物质不仅是能源的问题，

更是发展的问题。去年我国石油的对外

依存度已经达到58.1%，液体燃料尤为

短缺，生物质能是直接可利用的可再生

能源；其次，我国耕地面积极其有限，

剩余物和废弃物的处理是刚性需求，未

来一亿公顷的土地可提供相当于两亿吨

标准煤的能源作物；此外，由于原料多

在农村地区，发展生物质可创造农民就

业，推进城镇化；生物质能的能源协同

效益也较突出。我们相信，以“政府引

导，市场运作”为原则，生物质能未来

一定会成为战略性重点产业。（整理自

网络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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