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印尼只用了 20 多年就转变为全球煤
炭生产和消费的“主力军”，甚至在大多数
经济体都开始加速能源转型的当下， 该国
仍然通过立法为煤炭行业提供更多支撑和
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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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油行业
产能优化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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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涉煤项目
又踩环保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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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过高拖累生物质供热
■■本报记者 卢彬

炼油行业新建与整合产能持续释放。
同时，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石油中长
期需求增长乏力， 成品油需求或进入峰值
前的最后增长阶段。 炼油行业供过于求隐
忧浮现，亟待提速产能优化。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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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质供热改造与“煤改电”“煤改
气”等清洁取暖方案一样，都面临着如
何同时保证清洁、安全、可持续、可承受
的问题。 对于农村地区取暖用户，生物
质供热就地取材、 使用灵活的特性，是
其占领市场、 争取用户资源的优势，但
生物质供热必须精准匹配用户需求和
解决方案。 “眉毛胡子一把抓”的粗糙思
维，正是生物质供热多年来发展缓慢的
重要原因。

现代生物质供热应用由来已久 。
从世界范围来看 ， 自上世纪 70 年代
起， 业内就开始进行生物质颗粒燃料
的研究和探索 ，欧盟更提出到 2040 年
主要依靠生物质在供热领域率先实现
碳中和。 我国从本世纪初开始发展生
物质能产业， 将生物质能应用于农村
供热领域。 生物质供热，就地取材、替
代燃煤，在处理农业废弃物的同时，还
能带动相关基础设施和装备制造产业

的建设投资， 对于实现北方地区清洁
取暖、乡村振兴等都意义重大。

虽然我国生物质供热行业经过十
余年的发展历程，技术不断进步 ，成本
不断降低， 污染物控制水平不断提高，
但生物质供热市场规模却迟迟没能发
展壮大。 究其原因，是生物质供热推广
工作中长期缺乏“定制化”的实施细则，
仅有原则性的鼓励与支持。

生物质作为目前唯一的 “零碳 ”
化石燃料 ，被国家明确列入可再生能
源并鼓励发展 ， 但仍有部分 地 方 政
府认为 ， 生物质燃料的使用会造成
严重污染 ，不综合考量本地资源 、环
境的特性 ， 一味追求过高的排放标
准 ，压制生物质供热项目 。 另外 ，不
同作物种类产生的生物质原料成分
各异 ， 需要不同的加工方式和燃烧
技术 ，但地方在招标生物质锅炉时 ，
往往缺乏对这些细节情况的把握 ，指

望简单粗暴地依靠一套方案解决所
有问题 ，引发 “用不起 ” “不好用 ”等
问题 。 可以看出 ，这些问题本质上是
供需不匹配 ，但最终却往往被理解为
生物质供热技术不成熟 。生物质供热
技术因此背上了各种 “黑锅 ”，产业发
展举步维艰 。

宜电则电、宜气则气、宜煤则煤……
对于生物质资源丰富地区，完全也可以
“宜生则生”。 但一个地方到底 “宜”什
么，需要实地考察供需情况，综合考量
用户承受水平、环境承载能力、供热品
质要求、 配套投资规模等多种因素，才
能做出判断。 同样是使用生物质，对于
分散的农户来说，直接燃烧田间地头的
农作物既环保又省钱；对于成本承受能
力更强的城镇企事业单位，污染排放更
低的生物质成型燃料就是更好的选择，
因为虽然燃料成本有所增加，但更好地
满足了其达到排放标准、保证供热稳定

的需求。
清洁取暖的主要目的就是减少散

煤使用，而要想让用户不 “返煤 ”，就必
须满足用户需求，用户才会愿意用。 指
望用单一技术解决多样化 的 取 暖 需
求，必然会出现资源错配。 “因地制宜”
绝不是一句空话 ， 在生物质供热领域
就更是如此 ， 好的技术要放在对的地
方才能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 。 地方政
府的规划是否切合实际 、 实施细则能
否精准到位，决定着生物质供热推广应
用的成败。

生物质供热行业一头是农村地区
温暖过冬与环境改善需求，一头是众多
民营生物质收、储、运、加工与锅炉制造
企业，是连接民生、环境、装备制造等多
个领域的重要节点。 因此，生物质供热
的问题马虎不得，需要用“手术刀”细细
剖开，精准治疗，绝不能盲目地生搬硬
套，搞“一刀切”。

供热改造要真因地制宜
■■本报评论员

碳减排当前，
印尼仍难舍煤炭

4 月下旬，黑龙江省 2020-2021 供暖
季结束。 对于家住黑龙江省海伦市前进镇
的刘女士一家， 刚刚过去的冬天是温暖
的。 “2000 多块钱的炉子，政府给补 1800
块，能烧水做饭、烧炕取暖。 关键是烧的都
是自己家地里出的秸秆、苞米瓤子（玉米
芯），一分钱不用花。 ”

去年刘女士家装上了政府部门推广
的秸秆直接燃烧供暖的专用炉具，购买炉
子有补贴、秸秆就地取材，不用花钱买散
煤来烧了，既经济又干净。

2020 年 12 月， 国家能源局在关于清
洁取暖大力推进“煤改生”建议的答复中
提出：“生物质能供暖绿色低碳、 经济环
保，是重要的清洁供暖方式。 我国农作物
秸秆及农产品加工剩余物、林业剩余物等
资源较为丰富，因地制宜发展生物质能供
暖，可以为具备条件的县城、人口集中的
建制镇，以及大气污染防治非重点地区的
农村提供清洁供暖，具备良好的环境效益
和综合效益。 ”

作为我国的“粮仓”，黑龙江每年产
生秸秆 1.3 亿吨，秸秆综合利用近年来成
为地方政府工作的重点领域。 秸秆等
生物质供热替代燃煤， 能在不带来额
外碳排放的同时减少污染物排放 、遏
制秸秆露天焚烧。 不仅如此，生物质作
为唯一的 “零碳 ”化石燃料 ，在 “碳达
峰 、碳中和 ”目标提出后 ，其意义更加
凸显。

然而，生物质供热这条“一举多得”的
综合利用路径，具体落实起来却并非易事。

技术路径应契合用户实际

生物质供热整体分为两种技术路
线， 即收储打包后直接燃烧的直燃路线
和将生物质材料加工处理后再进行燃烧
的成型燃料路线。 其中，成型燃料路线由
于碳排放水平更低， 一直是政策推动的
主要方向。 据了解，使用生物质成型燃料
锅炉代替旧有燃煤锅炉， 在哈尔滨等中
心城市推广较为顺利， 但在农村地区却
犯了难。

“原先推生物质压块燃料， 发现有的
老百姓环保检查时烧生物质，检查人员一
走又用这个炉子接着烧煤。 ”黑龙江某生
物质锅炉企业负责人透露，“后来又研发

了颗粒燃料， 小型的颗粒配套专用的炉
具，散煤块放不进去，地方上对这种不能
烧散煤的锅炉十分鼓励。 但由于很多农户
反映这种炉子不好用、不愿用，地方政府
就认为这种技术路线还不成熟。 ”

“颗粒燃料在农村地区推广难 ，主
要的问题在于使用成本。 ”该负责人告
诉记者，“如果用秸秆制作颗粒燃料，需
要将秸秆粉碎，能耗高的同时大量增加
成本，经济性较差。 目前制作颗粒燃料
的原料以木质素为主，一旦本地原料无
法满足需求，需要从外地采购，成本同
样会增加。 ”

不仅如此， 这些高价颗粒燃料的原
材料， 正是农户田间地头生长出来的，
经过道道储运、层层加工，附加值越来
越高，价格也一路飞升。 低价卖出的“废
料” 现在却要用数倍的价格买回来，农
户自然难以接受，因此生物质颗粒燃料
锅炉一度呈现出“买得起、用不起”的尴
尬局面。

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专家直言：“无
论是颗粒燃料、压块燃料还是打捆直燃，
都有其最适宜的应用场景， 技术本身并
没有绝对的优劣， 关键是要把好的技术
用在对的地方。 因地制宜不能成为一句
空话。 ”

环保与取暖要寻求平衡

从全生命周期的角度看，生物质燃料
的利用不产生额外的二氧化碳，但却不可
避免地生成氮氧化物和烟尘。 排放问题也
成为发展生物质供热锅炉的争议点。

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协会炉具专委会
清洁取暖专家委员会郝芳洲指出：“田
间地头的生物质燃料直接燃烧，污染物
排放必然比成型燃料要高，这是不争的
事实，但农村供热应该在控制污染物排
放和满足温暖过冬两个问题之间找到
平衡点。 根据不同用户群体在供热稳定
性、环境承载力、经济可承受程度等方
面的不同需求，差异化地制定切合实际
的标准，不能简单地把城市供热的思路
硬搬到农村、把企事业单位供热的思路
硬搬到农户。 ”

农业农村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
站相关测算显示，虽然与“煤改电” “煤改
气”相比，污染物排放还偏高，但从辽宁、
黑龙江、山东等地试点情况来看，“煤改生
物质”的污染物排放水平优于《锅炉大气
污染物排放标准》，与使用燃煤相比，可减
排颗粒物 5%、 二氧化硫 86%、 氮氧化物
50%，污染物排放明显降低。

南京林业大学教授周建斌直言，生物
质供暖从解决秸秆利用的角度看，就已经
为环保做出了贡献。 “从碳排放的角度来
说，秸秆腐烂本身产生的甲烷，温室效应
是二氧化碳的数十倍，达标的生物质锅炉
燃烧的排放对环境的影响相比之下是九
牛一毛、微不足道。 现在有些地方强制要
求生物质锅炉达到超低排放标准，我认为
并不合理。 ”

对此，郝芳洲建议，农村分散采暖地
区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应根据经济
承受能力等因素进行分级、制定相应的
标准，精准施策，切忌脱离实际、搞“一
刀切”。

“一些省份在制定清洁取暖政策时，
提出暂不具备煤改气、 煤改电条件的，
可使用洁净煤、生物质等，生物质供热
的优先级明显较低。 而地方在具体执行
时也对自己究竟具不具备煤改气、煤改
电条件感到困惑，生物质供热也因此受
限。 ”上述业内专家指出，“过去五年为
了空气污染治理，鼓励煤改气、煤改电。
‘十四五’期间要面向低碳，希望国家能
够针对农村清洁取暖出台更多生物质
供暖的实施细则，毕竟分散的农村取暖
问题才是北方清洁取暖真正的难点和
痛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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