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质量发展□ 主编：别凡  □ 版式：侯进雪

□ 电话：010-65369477 □ 2024 年 8 月 26 日18

北京推动生物质清洁供热是否可行北京推动生物质清洁供热是否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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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已入秋，北京依旧树木苍翠。数据
显示，截至 2023 年底，北京市森林覆盖率
已达 44.9%，在扮靓城市的同时，也助力空
气质量不断改善。

随着森林覆盖率的持续提升，北京市
园林绿化废弃物产量也不断增长。作为生
物质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这些园林绿化
废弃物主要通过粉碎还田方式处理。在

“双碳”目标背景下，兼具绿色和零碳双重
属性的生物质资源，能否提升能源化利用
率、发展生物质清洁供热、助力北京散煤清
零成为近期业内人士热议的话题。

■■ 政策明确支持

据北京市农业局农村能源办公室原主
任史殿林介绍，自 2013 年推行散煤治理以
来，北京农村地区散煤用量已由约 420 万
吨降至 30 万吨左右，目前主要存在于 300
多个山区农村中。这些农村因冬季气温更
低，电取暖无法满足需求；同时，又因位置
过于分散，管道燃气无法到达，不能使用天
然气采暖。在煤改电和煤改气都“走不通”
的前提下，“煤改生物质”进入人们的视野。

近年来，北京市接连出台多项支持生
物质清洁供热政策。例如，北京市碳达峰
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于 2023 年 6
月发布的《北京市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方
案（2023—2025 年）》提出，加快生态涵养
区可再生能源多元化发展，研究推进生态
涵养区生物质能资源能源化综合利用方
案；同年 11 月，北京市发改委等 10 部门联
合印发《关于全面推进新能源供热高质量
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推动生物质能供
热发展，在生态涵养区利用农村地区生物
质资源，稳妥有序采用低污染、高能效的
生物质能供热技术，依法建设农林生物质
供热项目。

瞄准北京散煤清零目标，出台更加细
化的生物质供热支持政策，成为不少业内
人士的心声。

“建议研究出台北京市生物质代煤行
动方案。”国家能源局原副局长吴吟认为，
北京能否率先在全国做到散煤清零，不仅
对北京自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对其他
地区具有重要示范意义。

“生物质能是一种特殊的可再生能
源。用好了是个宝，如果不加以利用，反而

会造成污染。所以，充分利用生物质应引
起行业和地方政府的足够重视。北京有条
件在全国率先全面实现散煤替代，应该坚
持做下去。”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司原副司长
史立山表达了类似观点。

■■ 技术全面进步

推动生物质供热，北京是否有足够的
原料？据北京市园林绿化局提供的数据，
北京仅园林固废资源量就达 520 万吨，并
以每年 3 万—5 万吨的数量逐年增长，且
目前能源化利用率仅为 19%，产业发展空
间较大。

资源有保障，技术同样有支撑。中国
农村能源行业协会民用清洁炉具专委会秘
书长任彦波告诉《中国能源报》记者，目前，
生物质炉具的最高热效率可达 83%。在污
染物排放方面，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
物排放均符合行业标准。同时，炉具的智
能化水平也大幅提升，可自动进料、点火，
甚至遥控操作。此外，行业标准体系逐步

完善，目前已形成一批覆盖生物质燃料、生
物质成型设备、生物质炉具和生物质锅炉
的标准。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生物质供热的排
放标准，部分专家呼吁仍需进一步优化。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董仁杰认为，目前，
生物质炉具的氮氧化物排放标准偏高，对
生物质供热产业发展产生一定束缚。“据测
算，即使将目前我国所有的生物质都燃烧
掉，也不足以增加我国氮氧化物排放量的
1%。不应过分关注氮氧化物而忽视了生物
质能的环境效益。”

北京大学研究员沈国锋持类似观点。
他表示，对于细颗粒物和臭氧等污染的控
制，不仅需要考虑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化
合物也很重要。生物质清洁供热新技术和
燃料在多种污染物上具有减排优势。而
且，随着燃烧效率和热效率的提高，生物质
消耗量也将下降，从而减少污染物的总排
放量。因此，生物质炉具的氮氧化物排放
标准值得讨论。

记者注意到，为推动行业可持续发展，

在日前召开的北京市农林固废能源化利用
座谈会上，30 余位业内专家共同发起《推
动能源低碳转型 助力农村绿色发展——
生物质清洁取暖与供热产业高质量发展行
动倡议》，为生物质清洁供热健康发展再添
新思路。

■■ 仍需试点探路

政策支持下，产业发展环境更加友好，
吸引企业投资建设，目前已有企业在北京
布局生物质供热产业。例如，2023 年，龙
基能源在北京市延庆区投建了年产生物质
颗粒燃料 10 万吨、消纳农林废弃物 13 万吨
的生物质燃料厂，探索生物质资源高质化
利用。

不过，收集困难、价格偏高等生物质产
业“通病”仍待克服。

对此，吴吟建议，农林废弃物的处理应
由政府主导、系统谋划。同时，采用市场机
制，推动生物质燃料价格市场化。通过降
低能耗、余热利用、生产系统集成化等方

式，降低生物质供热整体成本。此外，还可
尝试引入绿色金融，支撑产业发展壮大。

“试点示范的作用非常重要。建议通
过试点示范，探索生物质供热商业模式。”
史立山表示，生物质作为绿色能源的低碳
价值需要进一步被挖掘与体现，要真正实
现这一目标，或许需 3—5 年时间，现在就
应开始统筹设计。

农业农村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
原首席专家李景明对《中国能源报》记者坦
言，北京的散煤清零高投入模式或许并不
适用于其他地方，但从引导政策方面看，北
京的作用无可替代。“可利用现有技术及工
程设施设备，在北京建设生物质清洁供热
试点，成熟后向全国推广。”

基于生物质的可再生能源属性，北京
节能环保中心新能源部副部长孙干认为，
目前北京新能源热泵和生物质供热尚没有
明确的价格，财政部门无法确定生物质供
热价格补贴标准。因此，尽快明确生物质
供热价格对于拓展生物质供热市场需求、
推动产业发展同样重要。

山 东 省 东 营 市
地热资源丰富，开发
条件成熟，发展潜力
较大。近年来，东营
市加快推动地热项
目实施，计划到 2025
年全市地热能供暖
(制冷)面积达到 2170
万平方米以上。

图为 8 月 20 日，
东营市吾悦广场片区
地热项目正在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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