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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低碳城市建设大势，地沟油“变废为宝”获力挺
专家呼吁各地加强顶层设计，建立闭环监管机制与生物柴油产业体系，从源头根治地沟油回流餐桌“顽疾”

■■本报记者 张金梦

餐桌上人人深恶痛绝的地沟油 ，
经回收与资源化利用后 ， 却是节能减
碳的利器 。 “将地沟油回收再利用 ，每
制成 1 吨生物柴油 ， 就可代替传统化
石燃料减少 2 . 06 吨二氧化碳排放 。 ”
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协会有机废弃物
处理和资源回收利用专业委员会主任
宋建国表示 。

然而，这样一条既杜绝地沟油回流
餐桌、 又能将其变废为宝的双赢路径，
推广普及却并不易 。 相关数据显示 ，
2020 年 ， 我国生物柴油产量为 132 万
吨，即便在生物柴油产量全部源于地沟
油的情况下，也仅能消耗全国四分之一
的地沟油产量。 地沟油变废为宝制生物
柴油，亟待提上城市治理重要日程。

地沟油能源化
促食品安全和低碳发展“双赢”

上海中器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地
沟油制生物柴油工厂样品间内 ， 摆放
了各种各样的油样本 。 记者随意打开
一个器壁上挂满残渣污渍 、 盛有深褐
色浓稠液体的玻璃容器时 ， 一股刺鼻
恶臭味迎面袭来。 工作人员介绍，这是
已经粗炼过的地沟油 。 当脑海里浮现
出如此污浊 、 劣质的地沟油竟被摆上
餐桌 、进入人们口中的情景时 ，记者胃
里不禁一阵翻腾。

相关材料显示 ，目前 ，我国每年食
用油消耗量约 3100 万吨 ， 若按食用油
使用量的 15%为废弃油脂计算，全年至
少产生 465 万吨地沟油，除少量得到资
源化利用外，其余多去向不明。

宋建国坦言 ，被 “捞回 ”的地沟油
通常经过仅一夜的过滤 、加热 、沉淀 、
分离等简单工序 ，即回流到食品 、餐饮
行业 ， 因其中含多种致癌物而成为国
民健康一大杀手。 虽然近年来，伴随着
政府管控手段加强 、 老百姓健康理念

与生活水平提升 ， 部分城
市地沟油重返餐桌现象得
到一定程度遏制 ， 但在不
少地区 ，这一 “顽疾 ”仍对
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出严峻
考验。

据全国生物柴油行业
协作组秘书长孙善林介绍，
事实上 ， 地沟油经去除杂
质 、 化学反应 、 蒸馏等工
序，可生产出精制脂肪酸甲
酯 ，即生物柴油 ，可替代传
统化石柴油用于柴油公交
车、 船舶、 柴油货运车，此
举不仅能有效解决地沟油
回流餐桌的安全隐患，还能
助力绿色低碳发展。

“1 吨地沟油可炼出 0.9
吨生物柴油。按 1 吨生物柴油
替代传统化石燃料可减少
2.06 吨二氧化碳排放计算，每
利用 1 吨地沟油就可减少超
1.8 吨二氧化碳排放。 ”孙善林说。

亟待建立闭环管控体系
从源头强化地沟油流向监管

但预期与现实的差距在于，让地沟油
从“餐桌”转移到“车里”，走生物柴油规模
化推广之路仍面临诸多瓶颈。

专家指出 ，地沟油分煎炸油 、隔离
油 、潲水油以及废弃动物油脂等 ，要实
现资源化利用 ， 首先在源头治理方面
需 由 具 备 资 质 的 专 业 化 机 构 统 一 收
购。 但目前来看，全国具备这种资质的
企业并不多 ， 从而增加了生物柴油生
产原料，即地沟油收集的难度。

当谈及收集到的地沟油如何处置时，
宋建国表示，在一些城市，地沟油可以直接
进行属地消纳， 比如上海就在本地的生物
柴油厂直接对地沟油进行加工处理； 但在

很多城市，如北京，因不具备化工生产加工
条件， 就无法对收集的地沟油进行末端处
理，只能跨城、跨省消纳。

据记者了解，固体废物跨省消纳，分为
处置与利用两种情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处置固体废
物需要运输地和接收地共同批准； 而要利
用固体废物， 将固体废物作为下游产品原
料，则需要上网备案登记。

“严控固体废物末端处理是好事，但
问题在于当前各地缺乏严格的监管审
查，整个产业链的监管尚没有形成闭环。
即便已进行过备案， 但地沟油最终流向
何方仍无从追踪，也缺乏有力证据证明
确实都运输到了生物柴油厂，以致地沟
油的末端处理存在隐忧。 ”有知情人士

坦言。
除此之外，目前，国内

除上海在官方层面积极推
动地沟油制生物柴油产业
发展外，其余城市生物柴油
的应用场景少之又少，需求
量也微乎其微。 “全国生物
柴油生产厂家很多，但生产
的生物柴油大多都出口欧
洲，一是因为欧洲对于生物
柴油的需求较大；二是由于
国内多地政府对生物柴油

支持力度不够，以
致生物柴油的应
用场景非常有限，
市场需求量并不
足以支撑产量。 ”
上述人士称。

“也正因为生
物柴油大量出口
欧洲，从而抬高了
国内地沟油的销
售价格，以致生物
柴油价格攀升，使
用经济性大打折

扣； 又因国内主营加油站缺乏推广应用生
物柴油的积极性， 导致其一直难以进入油
品销售系统， 这一制约生物柴油应用推广
的‘梗阻’顽疾一直多年悬而未决。 ”中国石
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
高级工程师蔺建民补充说 。

地沟油利用上海模式获认可
建议长三角区域率先发力协同治理

事实上， 在上海， 通过建立地沟油
收、运、处、用等全产业链一体化闭环模
式，实现生物柴油的推广应用，这一工作
已经成功开展多年， 或可为国内其他城
市的地沟油资源化、 能源化应用提供成
熟经验借鉴。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安全协
调处处长朱梓明介绍，上海现有约 4 万家
餐饮、食品加工等企业，每天产出的废弃
油脂， 经 18 家收运公司约 300 多收运车
辆定点、定时收集，通过初加工形成含油
率在 95%以上的地沟油后， 被运到指定
的处置企业。

据统计，2011 年，上海每天收集 20 余
吨地沟油收纳入监管；截至 2019 年，这一
数字攀升为 180 余吨；2020 年， 受疫情影
响，上海每天收集 160 余吨地沟油收纳入
监管，实现了应收尽收的目标。

“从 2017 年到 2020 年 ， 上海加注
B5 生物柴油的社会车辆已累计达到
1543 万辆 （次 ），供应 B5 生物柴油的加
油站已达 301 座， 试点加油站注 B5 生
物柴油销售量已占柴油总销售量的 1/3
以上。 ”朱梓明说。

“目前， 地沟油重返餐桌现象在上
海已基本不存在。 ”上海市市场监管管
理局、食品安全协调处副处长魏红勇补
充说。

“生物柴油是降低交通运输领域碳
排放直接、有效的手段之一。 除社会车
辆外 ，未来 ，航空领域也将为生物柴油
提供更多机遇。 上海在地沟油制生物柴
油方面走在全国前列 ， 应发挥带头作
用，推动长三角区域地沟油治理协同发
展，实现地沟油制生物柴油的市场化运
作。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中国能
源研究会副理事长吴吟强调。

宋建国同时建议， 地沟油制生物柴油
的产业化发展首先要加强政府宏观管理和
与市场机制结合；其次，要完善市场和体制
环境，建立从地沟油收集、储存、预处理，到
生物柴油生产、 配送和应用的全产业链一
体化闭环产业体系和监管机制， 将地沟油
回收处理与生物柴油产业形成有机结合；
下一步，以上海模式为典型，京津冀地区也
将进一步加强地沟油制生物柴油的产业化
发展。

■吴起龙 王清波 刘芳

7 月初的烟台，海风拂面，清爽宜人。
临海的海阳核能供热二期项目施工现
场，各项工作正紧锣密鼓有序推进。 项目
预计 9 月进行试压运行， 今年供暖季前
建成投运，届时，海阳市将率先实现城区
450 万平方米核能供暖全覆盖，成为全国
首个“零碳”供暖城市。

近年来，烟台市依托超过 1000 公里的
海岸线资源， 大力围绕核能推进山东省清
洁能源基地建设， 并在全国率先发力推进
核能综合利用，海阳项目正是其中典型。其
致力于实现从传统煤炭发电、 燃煤锅炉蒸
汽、 燃煤供暖向零碳综合供能的跨越式发
展，从供能源头解决碳排放问题。

记者了解到，未来，烟台市将在海阳成
功经验基础上，采用清华大学“长距离水热
同产同送”技术，实现“零碳”供暖全覆盖，
为我国低碳城市建设提供“山东模式、烟台
方案”。

以“核”为基 探索零碳供能

烟台地处山东半岛东北部，南邻黄海，

北濒渤海，海岸线长 1038 公里、海域面积
2.6 万平方公里， 为陆域面积的两倍之多。
优质的海岸线资源为烟台大力发展核能提
供了便利条件。

作为环渤海经济圈、 胶东经济圈内重
要节点城市，烟台已于 2017 年入选国家第
三批低碳城市试点，成为全国 87 个试点城
市之一。

“烟台市高度重视核能产业发展，确定
了围绕核电项目建设发展核能产业的思
路，致力于以‘核能’为基石，积极探索零碳
供暖、零碳供汽、零碳供水、碳中和城市等
系列方案， 实现零碳综合供能的跨越式发
展。 ”烟台市新兴产业发展推进中心主任张
洁非说。

张洁非进一步介绍 ，目前 ，烟台已
集聚了核电相关企业 40 余家， 并建成
海阳和莱山两个省级核电产业园区 。
“近期， 我们根据烟台市区域战略规划
和产业发展需求绘制了烟台市核电产业
招商地图， 形成了双碳创新区和两个特
色产业园区为主的核电产业发展战略
布局 ，推动核电产业链条式培育 、集群
化发展。 ”

“清洁能源主导”路径渐明

在大力发展核电基础上， 目前烟台正
推进“核、风、光、储、氢”五位一体的山东省
清洁能源基地建设，立足冬季供暖、工业蒸
汽、工业用电等能源消费大市实际，统筹推
进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与清洁能源规模
化发展，优化调整能源结构，加快能源生产
方式转变，促进生态文明
建设，实现能源开发利用
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

相关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底， 全市电力装
机容量 1870.7 万千瓦 ，
包括核电、风电、光伏、生
物质等在内的清洁能源
装机容量占比达到 46%、
发电量占比 37%，均居山
东省第一。

2020 年， 烟台全社
会用电量 564 亿度，其中
可再生能源和核电消费
量 280 亿度， 占比达到
49.6%。 “烟台市能源结构

正进入以清洁能源为主导的发展路径。 ”张
洁非说。

为促进清洁能源产业发展、 积极争取
清洁能源示范市， 近期， 烟台重磅举措频
出———出台“十四五”能源发展规划纲要、
加快发展核电产业意见、 战略性新兴产业
链培育指南等一系列政策文件； 成立清洁
能源发展领导小组； 设立总规模 100 亿元

的动能转换白鹭新能源产业基金， 并成立
山东省唯一一个区域性产业金融服务中
心———环渤海产业金融服务中心， 强化资
金支持力度， 引导社会资金参与重点项目
投资建设。

核能助力打造“零碳”烟台
推动工业领域、居民用电、用暖等民生领域摆脱对传统化石能源的依赖，实现碳减排与经济增长双赢

近年来，伴随全国多地“地沟油事件”屡遭曝光，散发着恶臭的废弃劣质油经过仅一夜“提炼”变为“食用油”重返餐桌的黑幕被一一揭开。 地沟
油，这一被称为“城市下水道中流淌的垃圾”，竟在高额利益驱使下摇身一变成为餐桌上的“美味”，也成为老百姓美好生活的破坏者与城市现代文明
治理的“顽疾”。 通过建立全产业链一体化闭环产业体系，既可变废为宝实现地沟油资源化利用，又能为低碳城市建设添砖加瓦。 这一模式
在近日举办的“京沪地沟油治理和产业发展座谈会”上再次得到力挺。

海海阳阳核核电电站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