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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质能产业发展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王晶｜尹凡｜李湘昀｜莫小龙

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

源，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是应对全球

气候变化、解决能源供需矛盾、实现

碳中和目标的重要途径。根据国际能

源署（IEA）的研究，2030 年全球 36%

的能源消费来自可再生能源，其中生

物质能将占到 60%。因此，进一步推

动生物质能高质量发展，将为碳减排

与应对气候变化作出积极贡献。

生物质能行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生物质能利用有机废弃物生产可

再生清洁能源，能够同时实现供应清

洁能源、治理环境污染，也是应对气

候变化、实现双碳目标的有效措施之

一。大力发展生物质能有利于生态文

明建设、乡村振兴和美丽乡村建设，

也可增加创造就业岗位、提高农村居

民收入，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环境

效益。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

国家能源局于 2020 年出台的多项促

进可再生能源领域发展的相关文件，

未来我国将立足于多样化用能需求，

大力推进生物质能热电联产，从严控

制只发电不供热项目，坚持宜气则气、

宜热则热、宜电则电，鼓励加快生物

质能非电领域应用，提升项目经济性

和产品附加值，降低发电成本，减少

补贴依赖。

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

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提出，发展农

村生物质能源，实施乡村清洁能源建

设工程。这是乡村清洁能源工程第一

次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生物质能重

要性得到国家认可。

不过，当前我国生物质能产业发

展仍面临诸多挑战，主要有以下六个

方面 ：

（一）生物质能战略定位需进一

步明确。生物质能的战略地位还未确

定，各方重视程度不够。例如《可再生

能源法》对生物质热力、生物燃气、生

物柴油等非电领域的保障未能成分体

现，生物质能的优先开发利用没有得

到应有重视。

（二）生物质资源利用潜能有待

进一步释放。目前我国主要生物质资

源年产生量约为 34.9 亿吨，生物质资

源作为能源利用的开发潜力约为 4.6

亿吨标准煤，当前利用量仅为 0.6 亿

吨标煤，未来生物质能源化利用潜力   

巨大。

（三）原材料供给保障困难制约

行业发展。一是原材料收集利用率较

低。受收储期短、农业机械化水平偏

低、传统种植习惯、土地集约程度不

高、专业化运输短缺等多种因素影响，

秸秆等原材料尚未形成规模化收储

运体系，收集利用率偏低。全国理论

资源量 9.84 亿吨，实际利用量 6.7 亿

吨，部分地区秸秆处理方式仍以粉碎

还田为主，肥料化、饲料化比例高达

64.4%，燃料化利用比例仅占 11.5%。

二是竞争激烈推高采购成本。近年来

政策引导畜牧业发展效果显著，秸秆

需求量进一步增加。同时技术进步使

得原材料应用出现行业间竞争，能源

化利用与造纸、建材等工业原料利用

产生竞争，一定程度推高收储价格。

三是原料成本对企业经营效益影响显

著。除采购成本外，生物质原料因体

积大，相应需较大存放空间，一定程

度也提升了企业经营成本。企业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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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原料成本约占企业运营成本的

60% 到 70% 左右，原料成本的变化将

对项目经济效益产生较大影响。

（四）技术装备水平尚待提高。一

是部分生物质技术仍处于发展初期，

专业化程度不高，市场体系不完善。

例如生物质能碳捕集与封存（BECCS）

技术是目前国际社会公认的最成熟、

最有潜力的负排放技术，因此有必要

加大对 BECCS 技术的研发力度。二是

生物质能产业中存在诸多中小企业，

经营战略中忽视技术研发，在技术使

用上容易出现“搭便车”的现象，不

利于自身技术创新及行业整体技术进

步。三是由于我国生物质能产业尚处

于成长阶段，经营收益尚未达到光伏、

风电等可再生能源的较高收益水平，

难以吸引和积累优秀人力资本，限制

企业自身及行业的技术进步。

（五）企业外部融资渠道不通畅。

现阶段生物质能产业融资最主要的渠

道是向商业银行申请贷款。商业银行

在投资选择上注重安全性、流动性及

盈利性，部分生物质能产业因选址问

题，难以通过其固定资产获得抵押及

担保，且生物质能开发利用周期较长，

项目运营收益率存在不确定性，追求

资金安全的商业银行为其提供贷款的

意愿低。

（六）行业发展对补贴依赖较大。

一是补贴拖欠问题影响相关企业运

营。近年来农林生物质发电项目利用

小时数有降低趋势，主要是可再生能

源基金缺口加大，补贴拖欠对农林

生物质发电项目产生一定影响。二是

《完善生物质发电项目建设运行的实

施方案》明确，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

规划内已核准未开工、新核准的生物

质发电项目全部通过竞争方式配置

并确定上网电价。此政策的出台，意

味着未来生物质发电项目竞价上网，

电价面临退坡，行业发展将面临挑

战。三是在生物质非电利用领域，包

括废弃物处理端及资源化利用端，暂

未建立生物质能环境、民生、乡村振

兴和公共服务的社会价值的普遍补偿      

机制。

思考与建议

（一）保障优质原料供应。一是各

地政府应积极扶持农林废弃物收储运

服务组织发展，建立规范的储存场所，

促进农林废弃物后续利用。出台相应

政策措施，提高运输效率。二是开展

生物质收集网络试点，并逐步构建从

原料收集、储运、预处理到配送和应

用的原材料供应链网络。三是积极引

导与鼓励具备条件的生物质能企业向

上游延伸其产业链，兼并收购农林废

弃物生产、垃圾收集清运等生物质资

源的企业，以保障充足生物质资源供

应，减少竞争成本，增强其获取原材

料的议价能力从而减少交易成本。

（二）妥善处理行业依赖补贴问

题。一是妥善解决存量项目补贴拖欠

问题。补贴拖欠对生物质发电行业影

响较大，特别是对民营企业和中小微

企业而言，其面临较大生存压力。二

是科学合理解决补贴到期后生物质发

电项目生存问题。目前绿证交易市场

还不成熟，生物质发电项目一旦失去

电价补贴支持，或面临停运风险。建

议中央财政补贴到期后，由省级政府

出台支持政策保证项目持续发展，直

到绿证交易市场成熟。

（三）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引导更

多资金进入生物质能产业。建议引导

社会资本参与生物质能行业投资，拓

宽融资渠道，鼓励金融机构在风险可

控、商业可持续的前提下给予生物质

能生产利用项目中长期信贷支持。各

级地方政府按照《可再生能源法》和

有关政策的要求，安排更多资金支持

生物质能产品的开发和利用。

（四）用好碳交易、绿证市场。随

着全国碳交易市场的建立，生物质能

发电企业未来也将通过碳减排配额交

易获得相应收入。每年生物质能发电

企业的碳减排量能够通过碳交易市场

进行买卖，将为补贴退坡的发电企业

带来收益支持。待绿证交易市场成熟

后，同样可为生物质能发电企业带来

新的盈利空间。因此相关行业应为参

与碳交易、绿证市场做好充足准备。

（五）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各国

交流与合作。能源合作是“一带一路”

建设的重点领域。应充分发挥企业、

金融机构、科研机构、行业协会等各

类社会力量在“一带一路”生物质能

源合作中的主体作用，深入推进 “一

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合作网络，

继续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之

间的政策交流、规划对接、技术合作、

项目开发、能力建设等合作。亚投行

是“一带一路”倡议建设的重要资金

来源，可充分发挥此类国际多边金融

机构服务实体作用，增强项目开发融

资能力。

（作者单位 ：中国清洁发展机制

基金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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