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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柴油规模化推广难在哪？
■本报记者 李玲

日前，国家能源局在上海组织召开生物
柴油推广应用试点工作现场会， 交流分析
我国生物柴油产业发展情况， 研究部署下
一步工作。 会议强调，发展生物柴油产业、
推进生物柴油推广应用试点工作， 既有利
于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 助力实现碳达
峰碳中和目标，又有利于防止“地沟油”回
流餐桌，保障食品安全。

国家能源局表示，将适时组织“地沟油”
收储运体系比较完善、具有推广意愿、有生
物柴油生产企业布局的区域， 有序开展生
物柴油推广应用试点， 逐步形成示范效应
和规模效应。 会议要求， 有关地方要加强
组织领导， 多方协同形成合力， 将生物柴
油推广应用纳入本地区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及保障食品安全工作中统筹谋划。

多位与会者向《中国能源报》记者表示，
我国自“十五”时期开始发展生物柴油，并在
多地开展推广试点工作，但因在原料供应、
市场机制、推广使用等方面仍存在短板，大
多数地区最终并未推广起来，目前仅上海形
成较完善的产业链。此次国家能源局调研上
海经验做法，强调有序开展生物柴油推广应
用，意义重大。

■■■■ 最主要的可再生交通替代燃料

生物柴油是指以动植物油脂为主要原
料生产的液体可再生燃料， 具有高十六烷
值、低硫等特点，一般与传统石化柴油以一
定比例混合后使用，对于改善传统柴油车尾

气中烃类、一氧化碳和黑烟排放效果明显。
据了解，目前生物柴油作为最主要的可

再生交通替代燃料，已在全世界得到广泛重
视和发展。 数据显示，全球生物柴油产能从
2015 年的 3900 万吨增至 2021 年的 5300 万
吨，产量从 2015 年的 2800 万吨增至 2021 年
的约 4000 万吨， 新增部分主要来自北美、南
美和东南亚。

我国生物柴油生产主要以餐厨废弃油
脂为主的“地沟油”和油脂工业的油脚为原
料，与传统石化柴油相比，可减少温室气体
排放约 80%。

“发展生物柴油可谓‘一石多鸟’。 首先，
生物柴油是绿色可循环再生的低碳燃料，
对于推动交通运输领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次，从能源安
全角度看， 生物柴油一定程度上可降低我
国原油对外依存度， 尤其在高油价时期，
可作为部分替代能源；另外，作为餐厨废
弃油脂的消纳途径，生物柴油可有效杜绝
餐厨废弃油脂回流餐桌的问题。 ”中国石
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产业发展部能源处
高级工程师李顶杰在接受《中国能源报》记
者采访时指出。

■■■■ 推广应用难题多

事实上，我国试点推广生物柴油已有近
20 年。

“生物柴油试点推广很早就启动了，大概
在 2005 年左右，当时的主要逻辑是旨在保障
能源安全，多方面替代补充燃油。 但截至目
前，除上海形成较为完善的‘收、运、处、调、
用’产业体系外，其他地方都没推广起来。 ”
江苏省石油流通行业协会专家丁彦告诉《中
国能源报》记者。

谈及原因，丁彦指出，餐厨废弃油脂源
头多、分布广，整个收集难度大，对管理能
力要求很高， 很多地方未能建立起完善的
回收体系，导致无法形成稳定的原料供应。

李顶杰也指出， 由于原料建设不及预
期， 间接导致生物柴油产业没能发展起来。
“当时还在云南种植小桐子，试图发展油桐、
油棕等非食用油脂制生物柴油，但并没有形
成规模。 ”

此外，经济性也是制约我国生物柴油发
展的主要原因。

李顶杰提供的一组数据显示，根据国家
发改委及国家海关总署公布的统计数据，
2022 年，供国家储备用 0# 柴油均价为 8525
元/吨， 生物柴油出口均价为 9606 元/吨，柴
油出口均价为 6400 元/吨。

“如果没有补贴， 石油销售企业销售生
物柴油就面临亏损。 ”李顶杰表示，“全世界
生物柴油生产成本较传统石化柴油均普遍
偏高，因此各国推广生物柴油均需给予一定
政策支持。 比如强制消费比例或数量、财政
补贴、全产业链管控等。 ”

■■■■ 上海模式值得借鉴

在多位受访者看来，上海之所以能推广
成功，与其政策大力支持以及较强的管理能
力息息相关。

据《中国能源报》记者了解，近年来，上
海市持续探索餐厨废弃油脂制生物柴油的
推广应用。 自 2018 年起，陆续发布一系列支
持餐厨废弃油脂制生物柴油推广应用的相
关管理办法， 对全市餐厨废弃油脂从收运、
处置以及在加油站推广应用等各个环节，形
成了全产业链闭环管理、价格联动、托底保
障、 产品顺畅应用的体系。 数据显示，2018
年至 2023 年初，通过政策引导，上海市累计
销售 B5 生物柴油 190 万吨。

在丁彦看来， 上海整个产业体量较大，
地方推动能力较强，并有较先进的城市管理
理念和较强的财政支持政策，打通了餐厨废
弃油脂制生物柴油的全产业链，建立了较为
完善的管理体系。

“在现有资源条件下，只有餐饮废弃油
脂有条件形成一定规模， 也是最现实可行
的资源选择。 可在上海模式基础上， 在有
条件、有意愿的地区进行试点推广。 ”李顶
杰表示。

针对如何高质量推进生物柴油试点推
广工作，李顶杰建议：“一是对餐厨废弃油脂
建立起健全的收储加工链条， 抓住源头，把
餐厨废弃油脂作为重要的内容管理起来，保
证原料来源；二是要有合格的能够生产生物
柴油的企业； 三是保证生物柴油的销售渠
道，建立起一个和成品油销售企业相关联的
机制， 鼓励成品油销售企业销售生物柴油；
四是引导消费者使用生物柴油， 通过宣传，
提高绿色发展意识。 ”

本报讯 南方电网公
司 10 月 9 日发布的《南方
电网新型电力系统发展报
告（2021—2023）》（以下简
称《报告》）显示，今年 1-9
月，广东、广西、云南、贵
州、 海南等南方五省区新
增非化石能源装机 2394
万千瓦， 占新增总装机的
81.5%，高于我国平均水平
近 10 个百分点，南方五省
区清洁电源供给格局基本
形成。

作为能源电力央企，
南方电网公司认真贯彻
落实党中央关于加快建
设新型电力系统和新型
能源体系的决策部署，坚
持将构建新型电力系统
作为重大政治责任和重
要战略任务， 迅速行动，
积极作为，创新提出将数
字电网打造成为承载新
型电力系统的关键载体，
以数字化绿色化协同（两
化协同）促进新型电力系
统和新型能源体系建设
（两型建设）的实施路径，
科学构建新型电力系统
的“南网方案”。

推动非化石能源加
快开发是建设新型能源
体系和新型电力系统的
重要任务。 《报告》显示，
截至今年 9 月底，南方五
省区新能源装机已突破 1
亿千瓦，非化石能源装机
占 电 源 总 装 机 比 重 达
59%，年底将突破 60%。

“南方五省区今年新
增电源中非化石能源占比
超八成， 处于全国领先水
平，表明南方区域在水电、
风光资源优化配置上有了
长足发展和进步。”电力规
划设计总院院长杜忠明表
示，随着新型电力系统加
快构建，我国非化石能源
占比将逐渐提升，南方区
域的高占比代表了我国
电力发展的大趋势。

清洁电源供给格局基本形成的
同时，南方电网有力保障了电力的平
稳供应、需求的快速增长和系统的安

全运行。 今年迎峰度夏期
间， 南方电网主网和南方
五省区电力统调负荷 1 个
月内 20 次创新高，1-8 月
南方五省区全社会用电量
同比增长 6.4%。

历时两年多的理论
研究和实践探索，南方电
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取
得一系列阶段性成效 ：
打 造 数 字 电 网 关 键 载
体， 支撑破解能源电力
安全 、绿色 、经济 “不可
能三角”问题；充电桩实
现乡镇全覆盖， 电能占
终 端 能 源 消 费 比 重 达
33% ， 能源绿色消费生
态成效显著； 搭建区域
级虚拟电厂， 整合散落
的电力负荷进行灵活的
削峰填谷； 积极推进南
方区域电力市场建设 ，
利用市场机制引导源网
荷储协同发展、 挖掘灵
活资源调节潜力； 因地
制宜布局 35 项新型电力
系统示范区，打造先行先
试标杆典范……

“构建新型电力系统，
清洁低碳是目标，安全充
裕是前提，经济高效是关
键。 它呈现多能协同互
补、源网荷储互动、多网
融合互联三大系统形态，
同时也面临电力可靠供
应、电网安全运行、电能
经济供应三大挑战。 ”南
方电网公司董事长、党组
书记孟振平表示，下一步，
南方电网将加快打造数字
电网关键载体， 深入推进
“两化协同” 促 “两型建
设”， 到 2025 年全面完成
电网数字化转型，服务支
撑新增 1 亿千瓦以上新能
源的接入和消纳， 推动南
方五省区非化石能源发电
量占比达到 55%，电能占
终端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35%。 适应新型电力系统

建设的体制机制更加健全， 初步具
备新型电力系统“清洁低碳、安全充
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
的基本特征。（彭文蕊 帅泉 杨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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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十五”时期开始发
展生物柴油，并在多地开展推
广试点工作 ， 但因在原料供
应 、市场机制 、推广使用等方
面存在短板，大多数地区最终
并未推广起来，目前仅上海形
成较完善的产业链。 此次国家
能源局调研上海经验做法，强
调有序开展生物柴油推广应
用，意义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