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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生物天然气陆续收到政策“大礼
包”。 《国务院关于印发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
行动计划的通知》提出“在具备资源条件的地
方，鼓励发展生物天然气”；《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2018-2022
年）>的通知》提出“加快推进规模化生物天然
气工程”；2019年，多部委联合印发《关于促进
生物天然气产业化发展的指导意见》（下称
《指导意见》）指出，到 2025 年生物天然气年
产量要超过 100 亿立方米，到 2030 年生物天
然气年产量要超过 200亿立方米。

多位业内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生物天然气作为唯一成熟的 “负碳排放”能
源，本应在改进城镇能源结构、改善环境质
量上“大展拳脚”，但因未找到合适的商业模
式、产业链不够完善、经济性偏低等制约因
素，一直“叫好不叫座”。 2021 年中央一号文
提出推进燃气下乡， 发展农村生物质能源，
生物天然气能否挑起大梁？“30·60”双碳目标
的提出， 能否为生物天然气带来发展新风
口？ “十四五”乃至“十五五”期间，《指导意
见》确定的目标又能否实现？

当前，我国生物质经济尚处于初级
阶段，面临成本高、市场竞争力差等挑
战，亟需国家完善相关支持政策。

业内人士建议， 发展生物天然气，
应坚持因地制宜、综合利用、就地消纳、
多能互补、城乡互助的原则，以县级区
域为单元，立足区域资源禀赋、经济发
展水平和产业发展需求， 实行政府规
划、市场为主、农民参与，鼓励试点先
行、创新机制、创设政策，努力建立起政
府补助与市场经营相结合的模式。

洪浩认为，生物天然气发展最重要
的是规划“蓝图”要落地，从城镇、乡村
布局规划着手，完善有机废弃物、畜禽

粪便配套处理场所，研究适合发展的区
域，依靠市场消费带动技术进步。 “要拓
展生物天然气多元化应用领域，推进供
气、供热、供冷、供电等集成化一体化经
营，整合扩展有机肥、绿色食品、生态农
业等产业链，培育发展市场新需求和新
价值。 ”

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农村
能源与环保研究所研究员田宜水指出，
在农林生物质资源丰富，农民经济条件
较好，具备铺设燃气管网条件的乡镇或
村庄，可推广沼气、生物天然气集中供
气工程；可在乡镇设置沼气、生物天然
气能源服务站点，加快构建与新型农村

社区配套的分布式生物能源体系。 “建
议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特许经营
权等模式，引导社会资本进入规模化沼
气、生物质供热等领域，对生物天然气
入网、 沼肥、沼气等给予补贴等。 另外，
落实生物质经济税收优惠政策，建立农
村碳减排和碳交易市场，增加使用生物
天然气的农民收入。 ”

对于生物天然气的未来，中国能源
研究会常务理事李俊峰持乐观态度，他
表示，“十四五”期间，我国生物质清洁
供热、 沼气和生物天然气将快速发展，
有望在“十四五”末实现商业化和规模
化发展。

目前，国内已建和在建的生物天然
气项目主要以生产 CNG 车用气为主，
少部分为独立管网直接供周边用户，加
入城镇燃气管网的项目和气量并不多。
并网难成为生物天然气产业的 “堵点”
之一。 此外，生物天然气由于缺乏成本
优势，限制了其产业价值的体现。 市场
需求有限，成本居高不下，经济性也难
以保证。

据了解，目前我国以秸秆为原料制
备生物天然气的经济成本仍较高，单独
生产成本可达 4.2 元/立方米 ， 其中
47%集中在原料采购方面。 但生物天然
气在生产过程也能产出良好的副产品
收益，抵扣副产品收益后秸秆基生物天
然气经济成本约 2.7 元/立方米 。

“即使发酵后残余的沼渣沼液能起
到很好的改良土壤作用， 但处理其中
所含抗生素的成本问题还没得到有
效解决，农民不愿意用。 在固废处理
要求日渐严格的当下，这也成为生物
天然气使用端亟需解决的问题之
一。 ”洪浩指出。

基于现行成本价格和市场条件，生
物天然气还不具备与石化天然气进行
价格竞争的能力， 必须依靠政府补贴、
税费减免，本行业以及其他关联行业等
多方面的扶持。 但补贴不可能是常态，
持续通过市场和技术路线优化降低生
产运营成本是生物天然气产业发展的
关键所在。 ”洪浩说。

生物天然气涉及原料收集、加工转

化、能源产品消费、伴生品处理等诸多
环节，目前相关政策分散，难以形成合
力。 另外，尚未建立生物质产品优先利
用机制，缺乏对生物天然气和成型燃料
的终端补贴政策支持。

另有业内人士对记者表示 ， 《可
再生能源法》对生物天然气等非电领
域的保障未能充分体现，生物质能的
优先开发利用没有得到应有重视，受
特许经营限制，生物天然气等生物质
能非电领域产品难以公平进入市场，
甚至受到品质、价格歧视。 《可再生能
源法》未出台相关细则，开放准入市
场、 保障生物质能产品的优先应用。
对于违法情况，也缺乏有效监管和处
罚措施。

生物天然气以农作物秸秆、 畜禽粪污、
餐厨垃圾、农副产品加工废水等各类城乡有
机废弃物为原料，经发酵和净化提纯产生绿
色低碳清洁的可再生天然气，发酵过程中产
生的沼渣沼液可生产有机肥，兼具促进农村
经济发展、减少化石能源消耗、改善生态环
境等多重优势。

吉林省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处
原调研员佟继良表示，我国生物天然气资源
丰富，技术基本成熟，具备产业化发展条件。

“一方面， 我国可用于生产生物天然气
的农作物秸秆、畜禽粪污、餐厨垃圾、农副产
品加工废水等各类城乡有机废弃物资源较
为丰富；另一方面，我国生物天然气技术虽
然与德国等国家相比尚有差距，但核心设备
国产化进程稳步推进，原料预处理、发酵系
统、沼液回流等技术已加快国产化，基本能
够满足产业发展需要。 近年来一批试点项目
陆续投入运行，积累了工业化开发与商业化
运营经验，为生物天然气的产业化发展奠定
了一定基础。 ” 佟继良说。

2018 年，国家能源局曾发布一组调研统
计数据：2018-2020 年期间， 我国预计投产
150 个生物天然气项目， 建成后年处理秸秆

量约 721 万吨，年处理粪便量约 1457 万吨，
生物天然气生产规模可达 13.5 亿立方米。

“目前生物天然气市场规模化发展具备
一定条件，上述项目规模也可达到，但市场
立足点仍较为模糊， 消费规模还远远不够，
‘重建设轻运营’现象普遍存在，预计很难达
到《指导意见》中的目标产量。 ”国际生物质
能协会副主席洪浩说。

“生物天然气生产工厂要与原料供应地
‘绑’在一起，多在农村。 在并网困难的当下，
如果农民仍然选择其他的供热供电方式，那
么产出的生物天然气用在哪里、卖给谁都还
没有完善的配套细则和规划支持。 即使农民
选择使用，是否用得起、农村消费量又能否
拉动整个市场需求还不得而知。 ”洪浩补充
说，“如果市场需求很小甚至不存在，那么发
展规模将十分有限。 不能只顾生产端，不顾
消费端。 ”

“目前的技术能够支撑产业快速发展，
因此要完成 2025 年 100 亿立方米、2030 年
200 亿立方米的产量目标也不是没可能。 但
前提是要优先解决生物天然气并网难、产业
链条不健全、消费规模小等问题。 ” 佟继良
指出。

市场竞争力仍欠“火候”

因地制宜深挖潜力

探路燃气下乡(四)

燃燃气气下下乡乡，，生生物物天天然然气气如如何何““借借东东风风””？？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渠渠沛沛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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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能否“达标”有待观察

本报讯 3 月 31 日，国资委官网发布消息，经国务院批准，中
国中化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中化集团”））与中国化工集团有限公
司（下称“中国化工”）实施联合重组。

据了解，联合重组后的新公司将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代表国务院履行出资人职责，中化集团和中国化工整体划
入新公司，新公司员工将达 22 万余人。

值得注意的是，两家世界 500 强的央企重组之后，将形成一
家资产过万亿的巨无霸公司。

据中化集团和中国化工目前官网资料，中化集团设有能源、化
工、农业、地产和金融五大事业部，是领先的石油和化工产业综合
运营商、农业投入品（种子、农药、化肥）和现代农业服务一体化运营
企业，并在城市开发运营和非银行金融领域具有较强影响力。

而中国化工集团是一家专业的化工公司，有化工新材料及特
种化学品、农用化学品、石油加工及炼化产品、橡胶轮胎、化工装
备和科研设计 6 个业务板块。

组建后的新公司业务范围覆盖生命科学、材料科学、基础化工、
环境科学、轮胎橡胶、机械装备、城市运营、产业金融等八大领域。

化学工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和支柱性行业，是现代经济体
系的重要部门。 世界化学工业具有产业集中度高、规模效应突出、
大企业主导等特点。 近年来，国际化工巨头纷纷推动重组整合，如
拜耳和孟山都合并，陶氏和杜邦合并，世界发达经济体均拥有大
型综合性化工企业，在化学基础研发、新产品创制、产业链价值创
造等方面发挥重要龙头作用。 我国是世界化工大国，但市场主体
较分散，行业聚集效应较弱。

专家表示，作为以化工为核心主业的中央企业，中化集团综合
实力强，在化工领域具有研产销一体化优势；中国化工具有较好的
化工产业基础和研发基础。 此次联合重组并组建新公司，将有助于
打造一家行业领先的综合性化工集团， 加速化学工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和行业转型升级；有助于进一步优化企业资源配置，形成产
业链的有机协同互补，增强科技研发和创新能力，释放企业活力。

专家表示，通过两化重组打造一家世界一流的综合性化工企
业，不仅有利于引领我国化学工业高质量发展，而且可以为市场
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 比如，在建筑、交通、新一代信息产业等
应用领域，突破关键材料瓶颈，提供化工材料综合解决方案；在农
业领域，提供高水平的农资与农业综合服务，推动我国农业转型
升级；在化工环保业务领域，大力推进节能减排，为我国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实现贡献化工行业力量。

此外，两化重组带来的“1+1＞2”协同效应也不容忽视。两化在
化工新材料、农化、石油化工等业务领域的整合也有利于优化资
源配置，形成产业链的有机协同互补，整合科研资源、供应链、市
场渠道，充分发挥产业、研发和运营的综合协同价值，降低整体经
营成本、提高经营质量和效率。 （林可）

生物天然气，不乏专家呼吁，不缺政策支
持，但发展却始终不如人意。 距 2019 年 12 月
发布的《关于促进生物天然气产业化发展的指
导意见》已过去近一年半，与指导意见中“声势
浩大”的十部委“联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生
物天然气产业仍是一派出奇的“寂静”。

生物天然气也曾得到国家“真金白银”的扶
持。从 2015 年开始，中央每年拿出 20 亿元的财
政资金，利用 3 年时间在全国共支持了 1400 多
个大型沼气和 64 个生物天然气工程，一时间吸
引了不少大型央企、民企积极布局。但据农业农
村部 2018 年的追踪调研， 这 64 个试点项目运
行得并不理想，当时仅 1/3 建成在运。不仅是生

物天然气， 与其紧密相连的沼气发展也屡屡受
挫，在完成五年规划上常掉链子。

阻碍生物天然气发展的因素很多，如行业
管理部门“九龙治水”协作不畅，难以通过天然
气管网运输等。 但究其根本，问题在于经济性
偏低。 从企业角度来说，因为生物质资源分布
较为分散，所以收集、运输环节的成本居高不
下。同时，加工环节还需提纯等技术。但因为使
用生物天然气的场景有限，销量受限，生物天
然气企业很难盈利。盈利难便很难吸引资本进
入，产业难以做大做强。

可以说，当前是生物天然气发展“最好的
时代”。 碳达峰、碳中和愿景的提出，给唯一成

熟的“负碳 ” 能源生物天然气提供了绝佳机
遇； 今年中央一号文力推乡村基础设施建设
和燃气下乡， 此前因缺乏基础设施导致生物
燃气发展受阻的问题应该借此东风而被扫
除。 此时，生物天然气产业需要自己争气，尽
快找到合适的商业模式， 如探索在相邻村镇
建设统一生产、 供气的分布式生物天然气体
系，同时继续加强技术创新，进一步降低成本
等。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生物天然气
如果再不奋起作为，恐怕再难有此机遇了。

中化集团与中国化工联合重组

万亿级石油石化“巨无霸”诞生

生物天然气当自强
■■别凡

江江苏苏泰泰州州：：““花花园园式式””油油田田春春景景美美

近日， 位于江
苏泰州的中国石化
华东石油局泰州采
油厂各生产区域的
油菜花、桃花、梨花
等相继盛开， 与绿
色麦田组成了 “花
园式” 油田的春天
美景。 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