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已经过半，计划年内新建的
可再生能源项目已陆续进入前期准备
或开工阶段。 但对于生物质发电行业而
言， 事关年度装机规模和补贴落实的
“年度建设管理方案”（下称 “方案”）却
一拖再拖，迟迟未能出台，成了从业者
的一块心病。

与之相对应的是，风电、光伏行业的
“方案”早在今年 3 月已下发，同为可再生
能源的生物质发电为何“方案”久拖不决？
“方案” 滞后乃至无法出台会对行业产生
何种影响？ 年内后续新增的生物质发电项
目又将遵循怎样的规则和要求呢？

据记者了解，2020 年新增生物质发
电项目的管理主要涉及垃圾发电和农林
废弃物发电两个具体领域。 其实，早在今
年 4 月 3 日， 国家发改委环资司就曾发
布 《关于有序推进新增垃圾焚烧发电项
目建设有关事项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和 《关于稳步推进新增农林废弃物发电
项目建设有关事项的通知 （征求意见
稿）》，针对 2020 年起新增生物质发电项
目的建设管理向社会进行为期一周的公
开征求意见。

然而，3 个月已经过去，为何迟迟不见
正式文件下发？ 为此，记者拨通了国家发
改委环资司环保处处长蒋靖浩的电话：

“两份涉及生物质发电的征求意见稿
已经发布 3 个多月，为什么正式文件还没
有下发呢？ ”

“我现在很难回答。 在这个问题上，国

家能源局有不同意见，我们正在协商。 ”
“您所说的不同意见是指什么？ 是在

具体内容上有什么分歧吗？ ”
“倒不是分歧，我只能说还有一些重

要问题我们正在研究，其他的我无法作出
更多答复。 ”

蒋靖浩所说的国家能源局“有不同意
见”到底是什么呢？ 记者随后致电国家能
源局新能源司农村能源处，希望了解具体
情况。 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我们没有
不同意见， 这是国家发改委环资司的工
作，具体原因还要找他们了解。 ”

双方各执一词，两份《通知》久悬不
决，究竟是“卡”在了哪个环节呢？

有知情人向记者透露：“现在最大的

问题是国家发改委和国家能源局都不想
管了，说白了，主管单位是谁双方还没谈
拢呢。 ”

“谁都不想管”的局面是否属实？ 生物
质发电行业的主管部门到底经历着怎样
的变化调整呢？

据记者了解，2020 年以前， 生物质
发电的各类管理工作主要由国家能源
局新能源司负责。 但在今年 1 月 20 日，
一份由国家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国家
能源局联合印发的《关于促进非水可再
生能源发电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将
生物质发电的管理权限划分给了国家
发改委。 对此，针对《意见》的官方解读
中曾明确表示，在《意见》发布之时，国
家能源局已就 2020 年风电、 光伏发电
管理办法征求了各方意见，正在修改完
善，国家发改委正在研究生物质发电项
目的管理办法。

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告诉记者，关于
生物质发电主管部门的变更，在行业内也
存在“两种声音”。 “一方面，有很多从业者

认为，行业的主管部门从国家能源局变成
国家发改委， 在管理层级上有所提升，体
现了国家对生物质发电行业的重视，是利
好消息；但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不同主
管部门对行业的理解不同， 一旦调整，容
易在一段时间内出现管理脱节、衔接不畅
的问题。 事实上，两份正式《通知》的‘难
产’， 着实与主管部门之间的工作交接不
畅有关。 ”

“交接不畅”的关键“堵点”到底体现
在哪呢？ 前述知情人告诉记者，按照年初
三部委《意见》要求，生物质发电是明确归
口国家发改委管理的。 “但当时有一段小
插曲， 国家发改委环资司提出只管 ‘新
增’，不管‘存量’，即 2020 年以前的项目
还是由国家能源局负责。 但国家能源局并
不认可这样的方式，说‘要管就全部拿走，
新官不能不理旧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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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质发电年度管理方案为何“难产”

■本报评论员

在可再生能源领域 ， “年度管理
方案 ”的科学制定 、适时出台一直是
主管部门引导 、扶持行业发展的有效
方法。 此类方案的内容通常涉及发展
规模、 补贴发放、 项目审批等重要事
项，是行业发展的重要“风向标”和“指
挥棒”。 如今 2020 年半载已过，但生物
质发电行业本年度的管理方案何时出
台却仍无音讯， 导致行业发展不确定
性骤增，严重影响业内企业投资决策、
施工建设节奏，乃至企业发展方向，主
管部门有必要尽快予以解决。

目前，国内生物质发电行业的主流
发电模式主要有两类： 农林生物质发
电和垃圾焚烧发电。 其中，前者是促进
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的重要措施 ，也
是解决北方个别地区大量秸秆焚烧导
致大气污染问题的重要手段；后者则是
生活垃圾处理的重要方式，对改善城乡

环境卫生状况 ，解决 “垃圾围城 ”等问
题具有关键作用。 由于密切关系民生
问题 ，生物质发电行业历来受到政府
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 因此，年度管理
方案迟迟无法出台的事情，于情于理都
不应该发生。

要想弄清楚此次事件的原委 ，还
得从今年 1 月份说起。 彼时生物质发
电行业的管理权限从国家能源局划
转至国家发改委 ， 今年的生物质发
电行业规模管理方案随即由后者负
责研究制定 。 在外界看来 ，这本是一
次普通的 “职责重新划分 ”，但就在
这一看似不该有什么争议的 “工作
交接 ”中 ，双方存在的以下分歧却导
致了生物质发电行业 “没人管 ”的局
面 ：作为新任管理者 ，国家发改委环
资司希望只管 “增量 ”、不管 “存量 ”，
即采取 “新人新办法 、老人老办法 ”，
以 2020 年 1 月 20 日为分界线 ， 此前
项目管理权仍归国家能源局 ，此后项

目则归国家发改委管辖 ；但国家能源
局对此予以明确拒绝———“要管就全
部拿走，新官不能不理旧账”。 双方因
此各执一词，僵持不下。

双方的纠结之处在于新能源发电
财政补贴额度。 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
生物质能产业分会发布的最新预测数
据显示，2020 年 ， 生物质发电新增项
目年补贴需求至少为 38 亿元 ， 而国
家发改委环资司的“摸底”数据更是高
达 45—50 亿元，这两个数字均远高于
国家财政部能够支付的补贴上限。 面
对巨大补贴缺口，不论是谁，都意识到
“此事不好管”。 “烫手的山芋” 没人愿
接。 此时国家发改委环资司试图“将管
理权还给国家能源局”， 后者则是坚辞
不受。 争执之下，年度管理方案自然不
可能顺利出台。

为官避事平生耻。 虽然双方的考量
各有道理，也各有难处，但这并不能成
为“踢皮球”的理由。 临难不避，及时解

决问题是行业主管部门的分内之事。 如
今，管理方案的久拖不决已经给行业带
来消极影响，这也完全违背了通过制定
行业年度管理方案引导行业实现高质
量发展的初衷。

目前，我国生物质发电装机已经超
过 2200 万千瓦———相当于一个 “三峡
电站”。 从这一数字来看，行业规模已经
非常可观，但我国生物质资源丰富 ，生
物质发电发展潜力仍然巨大 ，且从垃
圾处理 、大气污染治理及农民增收等
方面讲 ，生物质发电有其难以替代的
综合效益和发展优势 。 另外 ，生物质
发电行业的发展现状与高质量目标
还有相当的距离 ，农林生物质项目发
电成本高 、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选址难
等 “短板 ”突出 ，这些发展 “瓶颈 ”的解
决 ，都离不开行业主管部门的引导扶
持 、举旗定向 。 在此背景下 ，敢于 、善
于接下烫手山芋 ，才是行业主管部门
的职责所在、使命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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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领跑行业，今朝风光不再。 在低
油价的持续打压下 ，曾经号称美国 “页岩
先锋 ”的切萨皮克公司 ，最终没能逃脱破
产重组的命运 ， 也暴露了美页岩行业的
种种问题。

日前全球两大能源研究机构标普全球
普氏和阿格斯， 分别推出了不同计价方法
的基于墨西哥湾沿岸原油出口的新价格评
估指数。 业界普遍认为，这将给美传统内陆
体系的 WTI 带来极大挑战和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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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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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建设管理方案”事关装机规模和补贴落实等重要事项，
相关征求意见稿已经发布 3个多月，但正式文件迄今仍未出台，严
重影响企业项目投资决策———

■本报记者 姚金楠

知情人透露，行业主管部
门工作交接不畅，新旧项目管
理权划分存在分歧

发布征求意见稿 3 个月
有余， 正式文件却仍未见踪
影，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
各执一词

欢迎订阅
2020年《中国能源报》

作为国内第一张针对整个能
源产业并为其服务的综合性产业
经济类报纸 ， 《中国能源报 》 以其
独有的权威性、可读性、影响力 ，成
为能源人首选的行业读物。 未来我
们将继续努力做出更加专业 、权
威 、好读的原创内容 ，回馈广大读
者朋友 。

目前， 新一年的报纸征订已经开
始， 希望广大读者一如既往地支持我
们，前往各地邮局订阅 2020 年《中国

能源报》， 邮发
代号 1-6，全年
定价 388 元，或
扫描二维码，一
键快速订阅。

《中国能源报》社

CCFFPP//图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