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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每年处理 20 万吨地沟油、16 万吨生
物柴油的能力，之前每月大约有 14000 吨—15000
吨，也就是一两艘船的生物柴油出口。但现在，
工厂基本停产，也没有签订新的贸易订单，欧盟
的调查对企业影响不小。”唐山金利海生物柴油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艾军近日向《中国能源
报》记者道出公司的出口现状。

“以前我们生产的生物柴油，九成会出口到欧
洲。但自从去年反规避调查以来，买家采购意向
开始减弱，去年底宣布反倾销调查后，公司业务
再次受到冲击，工厂开工负荷率一直徘徊在低
位，目前基本处于停产状态。”一位生物柴油头部
企业负责人同样表示出无奈。

目前，距2023年12月20日欧盟发布对中国进
口的生物柴油展开反倾销调查的声明已 1 月有
余，在此前的反规避和目前的反倾销调查联合夹
击下，国内生物柴油出口影响正在凸显。

“这是准备非常完备的对中国生物产业的围
攻，对国内生物柴油行业和企业带来非常大的影
响，我们要积极面对。”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
会特种油品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冀星说，“这给行
业敲响了警钟，鞭策我们加快建立更完善的国际
通用监管规则、评定体系和更开放合理的国际
贸易环境，这是生物柴油行业未来健康发展的
重点，也是真正发挥其绿色低碳价值的关键。”

■■接连调查影响出口

我国生物柴油以餐饮废弃油脂为主要原料，
是杜绝地沟油回流餐桌和减少柴油车尾气排放
污染的有效途径。“每千克生物柴油替代石化柴
油可减少3000克二氧化碳当量排放，兼具环保价
值和社会价值。”冀星说。

生物柴油脱碳价值的高低，取决于原材料来
源。受限于原材料及碳排放标准，欧洲需要增大
生物柴油进口量。而为了鼓励更可持续的燃料生
产方式，欧盟也给餐饮废弃油脂等原料生产的生
物柴油贴上“绿色先进”标签，并提供大量补贴和
推广机会。

冀星告诉《中国能源报》记者，目前我国生物
柴油不论从生产技术、产品质量还是技术指标等
方面都遥遥领先，是世界上最主要的生物柴油生
产和出口国之一，河北、福建及浙江等地企业生产
的生物柴油每年都会出口至欧洲。“自我国生物柴
油获得欧洲市场准入资格后，出口量逐年上涨。”

“中国企业有能力供应，欧盟则是全球第一大
生物柴油消费市场，这本是互惠互利的双赢贸
易。但是自2023年以来，中国生物柴油屡次被‘盯
上’，欧盟多次启动对进口生物柴油的审查，打击
了行业发展以及企业生产的积极性。”冀星坦言。

2023 年 4 月，ISCC（国际可持续发展与碳认
证）启 动 对 中 国 生 物 柴 油 认 证 企 业 的 审 查 。
2023 年 8 月 17 日，欧盟开始调查来自印度尼西

亚的生物柴油是否通过中国和英国规避欧盟关
税。最近的调查是由欧盟生产商组织 EBB（欧
洲生物柴油委员会）投诉发起，将涵盖从 2022 年
10 月 1 日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的交易。据了解，
此项调查将持续 14 个月，有可能在 8 个月内征
收临时关税。

“欧盟对中国生物柴油产业反倾销调查是在
其对中国生物柴油产业发起的反规避调查正在进
行中发起的，也就是说，在反规避调查还未终结
的情况下，又发起了反倾销调查。反规避调查可
以说是一次火力侦察，反倾销调查是一次实际的
火力攻击。自从欧盟开始进行反规避调查，中国
生物柴油产业受到了影响。”冀星指出，“这也反
映出欧盟相关产品竞争力不足，在产业利益集
团的推动下，欧盟只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措
施。但是，这一做法无法从根本上提升相关产
业的竞争力，只会影响全球产业链的稳定。”

“2022年，我们公司出口生物柴油20多万吨，
2023年仅有10万吨多点，很大一部分是当年8月
之前出口的。”上述生物柴油头部企业负责人说，

“说实话，虽然我对生物柴油行业的发展有信心，
但眼下还是有些迷茫。不过，我们也会成立专项
工作组，聘请专业律师团队，积极应对本次调查。”

■■保持理性积极应诉

据《中国能源报》记者了解，在欧盟反倾销的
调查令中列明了多个税则号列，从1518一直列到
3826。其中，1518主要是生物柴油原料方面的税
号，3826主要是生物柴油产品方面的税号。“但真
正调查的时候只调查了3826，没有调查1518。”有
业内人士透露。

多位受访企业人士也直言，欧盟的意图就是
打压中国先进的民营生物柴油生产企业，且更青
睐有“性价比”的原料。这个原料，就是欧盟鼓励
中国出口的废弃油脂，以此作为“先进燃料”的原
料，因为使用其生产生物柴油可以获得“双倍计
算减碳量”。

我国生物柴油生产主要以餐饮废弃油脂为主
的“地沟油”和油脂工业的油脚等废弃油脂为原
料，综合考虑消费方式、资源集中度、可收集范围
等因素，实际可供收集原料约为 800 万吨—1000
万吨。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餐饮废弃油脂收
集利用量约为440万吨，其中约180万吨用于生产
生物柴油，约 158 万吨出口，加氢动植物油、洗涤
剂、农药等方面也有应用。但由于点多面散，国家
层面集中收集较困难，当前只有部分大中城市建
立了较完善的废弃油脂收集体系。

目前，废弃油脂可以先作为工业级混合油，享
受《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增值税优惠目录》规
定 的 增 值 税 70％ 即 征 即 退 ，又 以 税 则 号 列
15180000报关出口，享受13％的出口退税，而生物
柴油出口退税税率为零。

在此“红利”下，不少贸易企业给地沟油先戴
上“工业级混合油”的帽子，继而享受“工业级混合
油”的增值税70%即征即退，再戴上“以税则号列
15180000 报关出口”的帽子，享受 13%出口退税，
从而达到享受双重税收优惠政策。

“利用‘假帽子’享受双重税收优惠政策，这
些退税红利都补给了境外企业，利空国内企业，并
不利于行业发展。”冀星指出，“这也给各级税务
管理部门戴上了‘紧箍咒’，未来要彻查将地沟
油冒名工业级混合油骗取即征即退增值税，也
要防止餐厨垃圾处理厂给生物柴油处理厂虚开
工业级混合油发票，骗取增值税退税。同时，需
要注意地沟油以税则号列 15180000 报关出口，
享受 13％的出口退税。很多企业在这方面呼声
很高，经过我们调查，情况属实，需要有关部门依
法依规据实纠正。”

金联创生物燃料研究组在分析欧盟相关文
件的措辞和意图后认为，欧盟借题发挥将中国
生物柴油完全摒弃在欧洲市场之外的概率较
低，中国废弃油脂供应在全球产业中具备得天
独厚的条件，契合欧盟的能源战略发展路线，
中国生物柴油产业链企业应保持理性并积极
应诉，与自己的出口代理商或国际贸易团队积
极交流磋商，有条件的需尽快按照欧盟文件指
引整理相关资料提请欧盟豁免，同时寻求政府
机构帮助。

■■打破“墙内开花墙外香”局面

基于我国生物柴油行业和生产企业面临的
现状，国家能源局曾于2023年9月组织召开生物
柴油推广应用试点工作现场会议，并于同年 11
月发布《关于组织开展生物柴油推广应用试点
示范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以拓展国内生
物柴油的应用场景，探索建立可复制、可推广的
政策体系、发展路径。

商务部也于2023年12月21日首次就欧盟调
查中国生物柴油产业作出回应。商务部发言人
束珏婷表示，中方一贯主张合理审慎使用贸易救
济措施，坚决反对滥用贸易救济措施的保护主义
行径。

“国家能源局的推广《通知》对行业来说是好事，
商务部能够支持产业发展，给生物柴油正名，也给我
们增添了信心。不过在未来的实际推广运用中，还
有不少难点。”李艾军告诉《中国能源报》记者。

此外，我国根据自身产业实际，制定并颁布了
《生物柴油调合燃料（B5）》（GB/T25199-2017）标
准，明确 B5 生物柴油可直接作为车用燃料。“汽
柴油这些成品油有消费税，但加油站调配 B5 后
有 5%生物柴油，其中 95%交过消费税，调和完后
这 5%应当明确免征消费税，但没有明文支持。”
上述生物柴油头部企业负责人说，“在缴税不明
确的情况下，是否应用生物柴油变得‘悬而不
决’，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使用积极性。”

受访者均表示，后续亟需制定并出台更详细
完善的配套细则，让推广应用真正落地。

生物柴油绿色价值也亟待推广。《通知》明确，
将对符合条件的试点示范项目优先纳入制造业
中长期贷款项目予以支持，并积极推进建立生物
柴油碳减排方法学，推动将生物柴油纳入国家核
证自愿减排量（CCER）机制，加快实现生物柴油
的绿色价值。

冀星建议，未来，国家层面需进一步建立更加
科学完善的废弃油脂收集政策，并修改财税和出
口管理政策，给予生物柴油企业公平的竞争环境，
改变生物柴油长期以来其产品“墙内开花墙外香”
的局面。“难的不是技术，而是政策和管理。”

在多家生物柴油企业负责人看来，我国生物
柴油产业完全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成长，已掌握较
先进成熟且主流的相关技术，是为数不多的在没
有补贴政策扶持下成长起来的产业，韧性十足。
对于生物柴油的发展前景，受访者纷纷表示，“欧
盟阻挡不了中国生物柴油的发展之路”。

欧盟阻挡不了中国生物柴油发展之路
■本报记者 渠沛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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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一部手机永不充电，让只能飞行15分钟的
无人机一直飞行……原子能电池“飞速”进入民用
市场的消息，近日引起锂电行业、核能行业以及公
众的关注。

北京贝塔伏特新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贝塔伏特”）日前宣布，成功研制出微型原子
能（核能）电池，称其可以实现50 年稳定自发电，
无需充电和维护。并且，该电池已进入中试阶
段，即将量产投入市场，未来可满足航空航天、
AI 设备、医疗器械、MEMS 系统、高级传感器、小
型无人机和微型机器人等长续航、多场景下的
电力供应。

原子能电池又称为核电池或放射性同位素电
池，其工作原理是利用核同位素衰变释放能量。
当放射性物质衰变时，能够释放出带电粒子，通
过半导体转换器吸收转化为电能。

事实上，原子能电池是上世纪 60 年代国际
重点研究的高科技领域，目前仅有用于航空航
天的温差核电池，但这种电池体积和重量大、价
格昂贵、难以民用。近年来，原子能电池小型化、
模块化和民用化，成为各国科学家攻关的目标和
方向。

就具体技术，贝塔伏特称，其研发的原子能电
池采用新的技术路径，通过放射源镍-63发射的β
粒子（电子）的半导体跃迁产生电流，并研发金刚

石半导体模块，将放射源的衰变能量转化为电流，
形成一个独立的单元，实现原子能电池的微型
化、模块化，开启民用化的进程。该公司还表示，
原子能电池是物理电池，并非电化学电池，能量
密度是三元锂电池的10倍以上，在1克电池中可
存储3300毫瓦时，针对针刺和枪击不起火、不爆
炸。而且，因为 50 年自发电，不存在电化学电池
循环次数（2000 次充放电）的概念，原子能电池
的发电功率稳定，不会因恶劣环境和负载而变
化，可在零上 120 摄氏度和零下60摄氏度范围内
正常工作，并且没有自放电。

针对公众关注的安全问题，贝塔伏特称，原
子能电池选择的放射源镍-63 是安全和理想材
料，没有其他同位素伴随发生的中子或伽马射
线，没有核泄漏和污染相关问题。该公司负责
人表示，将推出的第一款产品是世界上首块即
将量产的核电池，功率 100 微瓦，电压 3 伏，体积
比一枚硬币还小。电池每分每秒都在发电，每天
8.64 焦耳，每年 3153 焦耳，多块这样的电池可串
并联使用。该公司计划 2025 年推出功率为 1 瓦
的电池，在政策允许情况下，原子能电池可以让
一部手机永不充电，让现在只能飞行15分钟的无
人机可一直飞行。

“技术上取得突破，但其释放能量很低，难以
规模推广。”核能行业专家告诉《中国能源报》记

者，贝塔伏特研发的原子能电池功率为微瓦级，
而日常手机在使用状态下的功率为瓦级，要达到
这一条件，需要将上百万片电池串并连，但这种
功率输出是非线性的，即使努力达到使用水平，
价格也难以承受。

“天然镍-63极其稀少，主要靠实验室制备。1
克镍-63价格高达几十万美元，十分昂贵。”该专家
进一步指出，镍-63为五类放射源，活度低、穿透力
弱，几张纸就能阻挡射线。“不过，应用在民用领
域，积少成多，存在一定隐患。”

民用原子能电池成功研制的消息也引发部
分网友质疑：“贝塔伏特没有透露任何实验室和
研发人员的情况，更没有原子能电池实物照片，
很难相信消息的真实性”“公司地址是北京市朝
阳区来广营镇北苑高尔夫俱乐部，不像搞科研
的，恐怕就是个噱头”。

公开信息显示，贝塔伏特成立于2021年4月，
注册资本 10 亿元，法人代表穆索夫·扎乌尔
（MUSOV ZAUR），主营产品有原子能电池、第
四代金刚石半导体和材料、超长碳纳米管以及超
级电容器等。

“贝塔伏特为中国企业，法人为俄罗斯人。产
品还处于试验阶段，目前还没有工厂。”《中国能源
报》记者致电贝塔伏特，相关人士称，因公司负责
人目前不在中国，暂不接受媒体参观采访。

5050年不充电的核电池靠谱吗年不充电的核电池靠谱吗？？
■本报记者 卢奇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