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油气需求恢复迟缓的情况下， 北美
地区油气公司的“破产潮”仍在持续，而债
务水平预计还将持续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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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订阅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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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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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中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江苏
徐州石油分公司（下称“中石化徐州分公
司”）的一份《告客户书》引发了市场关注。
《告客户书》 指出，“公司近期将停止供应
92# 乙醇汽油，后期油库发货更改为 92#
车用汽油，请客户尽快将未提的乙醇汽油
提走。 ”

除了徐州，据记者了解，当前安徽宿
州、山东临沂、山东枣庄等多地也已开
始或准备停止供应乙醇汽油，转供普通
汽油。

推广使用车用乙醇汽油是国家战略
性举措，本世纪初便开始在我国多个省
市进行试点。 2017 年，国家发改委、国家
能源局等十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扩大
生物燃料乙醇生产和推广使用车用乙
醇汽油的实施方案 》 （下称 《实施方
案》）， 提出到 2020 年实现乙醇汽油全
国基本覆盖；2018 年， 国务院常务会议
决定有序扩大车用乙醇汽油推广使用，
北京、天津、河北等 15 个省、直辖市榜
上有名，这意味着全国推广乙醇汽油的
省级行政区将增至 26 个， 期间相应的
鼓励、扶持政策接连出台。 在此背景之
下， 多地乙醇汽油推广工作为何突然
“喊停”？ 推广遇挫会对这一战略性市场
产生什么影响？

多地停售乙醇汽油

《实施方案》指出，乙醇汽油排放较
为清洁，且可消化陈化粮库存，因此推
广乙醇汽油是我国的一项战略性举措，
有利于优化能源结构、 改善生态环境、
调控粮食市场，促进农业农村和区域经

济发展。 在粮食生产连年丰收、陈化粮
问题引发各界高度关注的新形势下 ，
《实施方案》提出了“2020 年实现乙醇汽
油全国基本覆盖”的目标。 但由于此后
推广并不顺利，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
局于 2019 年底召开会议，将全国覆盖的
推广计划调整为 “鼓励但不强制”。 不
过，国家能源局今年发布的《2020 年能
源监管重点任务清单》中，乙醇汽油推
广专项监管仍位列其中，监管内容包括
安徽、江苏、山东等地乙醇汽油推广运
行情况。

而当记者日前致电江苏徐州一家中
石化加油站时，对方表示：“现在已经加不

了乙醇汽油了，我们这边中石化的加油站
最近全部都已经置换成了普通汽油，至于
后面会不会重新卖乙醇汽油，我们也不太
清楚。 ”

当地一家中石油下属加油站工作人
员也告诉记者，他们已接到停售乙醇汽油
的通知，并已开始置换为普通汽油。 除了
江苏徐州，记者还调研了山东枣庄、临沂
及安徽宿州等地的多个加油站，多数已将
乙醇汽油置换或即将置换为普通汽油。
“我们现在还没开始置换， 但最近已在准
备更换汽油标牌，应该近期就会换成普通
汽油。 ”安徽宿州一中石化加油站工作人
员称。

原料稀缺推涨乙醇价格

对于停止供应乙醇汽油的原因，中石
化徐州分公司在《告客户书》中给出的解
释是 “今年以来乙醇厂家生产大幅减少，
上游炼厂乙醇组分油供应严重不足”。 此
外，中石化徐州分公司表示，如果未来汽
油市场需求恢复正常、 乙醇供应增加，那
么企业将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政策恢复乙
醇汽油正常供应。

Highlights重点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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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徐
州石油分公司一则停售乙醇汽油的通
知， 日前在行业内引起了不小震动，在
行业外也引发了热议。 事实上，乙醇汽
油自诞生之日起，就享受到了与其“较
低市场份额”极不相称的“极高市场关
注度”。 在粮食和能源安全问题广受关
注的当下，这一“停售”通知的发布，更
是直接触动了民众本已敏感的神经，也
再次暴露出生物燃料乙醇行业“以粮食
为主要生产原料”的短板。 在此紧要时
刻， 有必要重新审视行业发展思路，立
足长远调整优化技术路线。

以生物燃料乙醇为代表的生物能
源是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 推广车用
乙醇汽油，既符合构建清洁低碳、安全
高效现代能源体系的战略方向， 又有
助于解决秸秆等农林废弃物焚烧问
题、 改善大气环境质量； 既利于解决
“陈化粮 ”问题 ，提升粮食质量安全水
平，又有助于提高我国对粮食生产、库

存和价格的调控能力； 既利于促进农
民开辟新的增收渠道，带动农业增效，
又有助于提高农林废弃物资源综合利
用，推动先进生物能源产业发展。 换言
之， 推广乙醇汽油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和战略价值。

另外，发展乙醇汽油“天时、地利、
人和”，条件齐备：绿色低碳的能源转型
大战略，为乙醇汽油行业发展创造了前
所未有的发展空间；国内每年可利用的
秸秆和林业废弃物超过 4 亿吨，为行业
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充沛原料基础；20
多年的行业发展，培养和储备了一大批
专业技术人才，为行业的转型升级提供
了坚实智力保障。

但乙醇汽油行业的短板同样明显 。
“87%的原料来源为玉米” 的生产结构，
是悬在行业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也
是我国生物燃料乙醇行业的“七寸”。

我国人口众多， 粮食安全的重要
性，再怎么重视都不为过。 因此，生物

燃料乙醇的发展不能、 也绝不该建立
在高比例依赖粮食原料的基础之上 。
但现实是， 当前全球成熟的生物燃料
乙醇生产技术无不是以玉米、小麦、稻
米等粮食作物为主要原料 ， “与人争
粮”“与粮争地” 始终是行业发展绕不
开的难题。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当前来看，乙
醇汽油的生产和使用是能源问题，也是
粮食安全问题； 没有粮食安全的支撑，
技术再先进、规划再宏大也必将是无源
之水、无本之木，行业发展不可持续。

穷则变、变则通。 要想实现大规模、
可持续发展，行业必须另辟蹊径，从“粮
食”转向“非粮”。 即另起炉灶，转向以资
源丰富的玉米秸秆、干草、树叶和其它
种类的植物纤维材料为主，减少对粮食
作物的依赖。 在粮食原料制备乙醇技术
已经高度商业化的今天，“另立门户”式
的技术升级之路注定艰辛，但计从长远
不得不走。

值得一提的是， 我国在此方面已经
有了一些有益探索。 2001 年，为了解决
大量“陈化粮”处理问题，我国正式启动
生物燃料乙醇试点，但经历 5 年快速发
展后，“与人争粮” 转而成为主要问题，
因此从 2006 年起， 我国暂停了粮食为
基础原料的燃料乙醇发展，并陆续在广
西、内蒙古、山东、河南等地建成多个非
粮燃料乙醇示范项目或产业化装置，且
此类项目目前已具备产业化示范条件。

实干为要。 燃料乙醇的核心问题从
来不在于“要不要发展”，而在于“如何
发展”。 “停售”只是行业发展中的小波
折，不应以偏概全、刻意夸大其负面影
响；同时，“停售”也给行业敲响了警钟，
未雨绸缪的思维不可或缺。 “非粮燃料
乙醇”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实践，应该成
为行业、企业和主管部门下一步的工作
重点。 唯有如此，才能让乙醇汽油发展
与粮食脱钩，从而助力实现粮食、能源
“双安全”。

乙醇汽油必须摆脱粮食依赖
■本报评论员

乙醇汽油推广再遇波折

推广使用车用乙醇汽油是一项具有显著综合效益的国家战略性
举措，但当前玉米等原料价格上涨引发乙醇价格飙升，继而导致江苏、
安徽、山东等地加油站停售乙醇汽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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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能控股集团
正式挂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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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电池原材料
供应风险浮现

欧委会指出， 甲烷是仅次于二氧化碳
的第二大气候变化 “元凶”，《欧盟甲烷战
略》不仅限于欧洲大陆，也可以成为整个国
际社会应对甲烷减排的指导准则。

欧盟抛出
首个甲烷减排战略

北美油气业
困局再“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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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做好
今冬保供 “必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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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环装备断臂求生？

■■本报记者 李 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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