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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荐

《“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首次在顶层设
计层面，把生物质能纳入国家生物经济发展战
略，进行统筹考虑，首次把“生物质能生产和消
费体系”列为“生物质替代应用”重点发展领域
的重要内容，把“推动生物能源与环保产业发
展”列为生物经济七大工程之一，这将有力推
动生物质能产业的发展。

近日，欧盟推动对俄罗斯石油的禁

运，企图以此进一步“惩罚”并制裁俄罗

斯。然而，无论对欧盟还是对俄罗斯，

石油禁运都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在

对俄能源依赖度较高的背景下，欧盟内

部难以形成统一意见；另一方面，面对

西方石油禁运压力，俄罗斯开始探索开

拓新市场以应对全球能源格局的加速

调整，但障碍重重。

能源动态

能源时评

□ 吴 昊

5月10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

的《“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以

下简称《规划》）提出，培育壮大生物经

济支柱产业，推动生物能源产业发展，

有序发展生物质发电；同时要求因地制

宜开展生物能源基地建设，建设以生物

质热电联产、生物质成型燃料及其他可

再生能源为主要能源的产业园区。

作为生物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生物质能产业的发展正受到越来

越多的关注。“生物经济涉及面广，覆

盖较多产业领域。”据国家发展改革

委高技术司副司长王翔介绍，未来，

我国将加快生物制造技术赋能生物

能源和生物环保产业，开展新型生物

质能技术研发与培育，推动化石能源

向绿色低碳可再生能源转型。

顶层设计明确
推动融合发展

王翔指出，我国是全球生物资源

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具备加快发展生

物经济的有利条件，但生物经济发展

的顶层设计和统筹谋划尚属空白。

为此，《规划》坚持系统观念，坚持顶

层设计，坚持前瞻布局，坚持整体实

施，系统推进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向

国民经济的医药、健康、农业、能源、

环保等领域广泛渗透。

在业内看来，对于生物资源在能

源领域的应用，《规划》的出台具有里

程碑的意义。中节能咨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袁宝荣接受采访时表示，

《规划》首次在顶层设计层面，把生物

质能纳入国家生物经济发展战略，进

行统筹考虑，首次把“生物质能生产

和消费体系”列为“生物质替代应用”

重点发展领域的重要内容，把“推动

生物能源与环保产业发展”列为生物

经济七大工程之一，这将有力推动生

物质能产业的发展。

在袁宝荣看来，《规划》明确由国

家发展改革委牵头强化对生物经济

发展的统筹，这将有助于破解生物质

能产业发展一直面临的“九龙治水”

的局面；而《规划》提出的“开展全国

生物资源普查工作”，将使多年来生

物质能产业没能做到的“摸清家底”

工作得以完成，对合理有效地开发利

用生物质能产业发挥重要作用。她

同时强调，生物能源作为生物经济的

一部分，需要与生物化工、生物农业

等其他生物产业融合发展，走高附加

值综合利用路径，以提高生物资源的

综合利用效率。

对于生物质能将更多地与生物

经济中其他产业融合发展，中国产业

发展促进会副秘书长兼生物质能产

业分会秘书长张大勇介绍，比如用玉

米芯生产糠醛，产生的糠醛渣可进行

能源化利用，用来发电或供热，电和

热再返过来供给生物化工企业所需

生产用能，形成了闭合循环，从而提

升了生物质资源的利用效率、附加值

和市场竞争力。

“生物能源的发展不能再单打独

斗。”张大勇强调，在新阶段，生物能

源与绿色低碳、生态环保产业融合将

更加紧密深入，助力减污降碳动能持

续增强，生物能源的生态环境价值将

会有更多实现途径；生物质能的发展

将逐步向热电联产、生物天然气和生

物液体燃料等高附加值利用方向发

展，在提升自身市场竞争力的同时，

将会拓展出更多的应用领域和场景。

多重价值显现
助力乡村振兴

作为一种清洁、可再生，且有助

于解决废弃物处理问题的能源，生物

质能的发展有着多重意义。张大勇

认为，在整个生物经济产业中，生物

质能将发挥基础性、保底性的作用。

他表示，生物资源中可以高附加值利

用的，首先要进行更高附加值利用；

而剩余的不能用于资源化利用的有

机废弃物，也可以进行能源化利用。

同时，发展生物质能更大的意义在于

可有效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优化县域

能源结构，促进农村生产生活方式向

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模式转型。

对此，袁宝荣也指出，生物质能

发挥着把生物资源转化成可再生能

源的重要作用，处在整个生物经济产

业链的底层，扮演着“兜底”的角色。

她表示，生物质能作为唯一具有零碳

属性，并且可转化成多种能源产品的

可再生能源，是我国优化能源结构、

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途径；生物质

能主要利用的是废弃生物资源，其中

大部分资源分布在广大农村地区，因

此生物质能的开发利用将在改善生

态环境、发展循环经济、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推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方面

发挥重要作用。

其中，在助力乡村振兴战略方

面，发展生物质能产业的作用尤为明

显。袁宝荣表示，在广大农村地区发

展生物质能产业，可以有效控制面源

污染，解决人居环境问题；改善农村

用能结构，构建清洁能源生产和消费

体系。而依托“沼气、生物天然气工

程”，还将有助于在县域范围内，构建

良好高效的现代“农业—能源—生态

环保”循环经济模式。

张大勇表示，在乡村振兴过程

中，生物能源可以推动农村能源结构

转型，比如散煤替代，由于生物质能

是目前成本最接近散煤的一种替代

能源，未来在农村散煤治理中能够发

挥更大的作用。同时，生物能源还有

利于推动美丽乡村建设。他指出，生

物质能通过将秸秆、畜禽粪污、农村

生活垃圾等废弃物进行资源化利用，

可以促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此外，在张大勇看来，通过在农

村发展生物质能源，还可以促进农村

走出一条“既是能源生产者，也是能源

消费者”的发展道路，使农村能源不仅

可以自给，多余能源还可以卖给城镇，

形成一个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产业。

“通过这种方式，还可以吸引就业，促

进乡村走向共同富裕。”张大勇说。

完善政策措施
县域应成重点

虽然发展正迎来重大利好，但现

阶段，生物质能产业仍存在诸多瓶

颈。在宏观政策层面，袁宝荣指出，

生物质能产业发展仍然缺乏顶层设

计，虽然《规划》中把生物质能列为四

大优先发展领域和七大生物经济工

程的重要内容，但目前仍缺乏细化的

配套政策和实施方案，需要逐步完善

落实。生物质能作为具有典型环保

属性的绿色低碳清洁的可再生能源，

目前在国家相关政策中，没有真正体

现生物质能的生态环境价值，缺乏实

现生态环境价值的有效途径。

对此，张大勇认为，需要处理好

政府与市场间的关系。生物质能产

业在前端处理畜禽粪污、生活垃圾、

秸秆等有机废弃物，需要政府支付合

理处理费给予一定补偿，以充分体现

其生态环境价值；而后端的能源化利

用，则可以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

中的决定性作用，所生产的能源商品

充分参与市场竞争。

张大勇表示，在新阶段，地方政府

应该承担起有机废弃物处理的政治责

任和主体责任。“要想建设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的美丽村镇，城乡各类废弃物

的科学妥善处置是刚需，而废弃物的能

源化利用是最为有效的处理方式之

一。”他建议，将有机废弃物处理费纳入

地方财政一般性公共预算支出，促进

我国生物能源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此外，袁宝荣从市场的角度分析

认为，目前，由生物质能产业生产的

热力、生物天然气、生物柴油等各种

能源产品，普遍存在市场壁垒。同

时，在生物质能领域，民营企业比较

多，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等能力

明显不足，需要不断加强。

基于上述问题，袁宝荣建议，一

方面，要细化生物资源普查工作的政

策措施，完善生物资源统计和评价、

监管体系；另一方面，各级政府要把

城乡各类有机废物处理设施纳入城

镇环境基础设施统一规划建设；同时

还需要构建良好的市场环境，消除市

场壁垒，为生物质能产业发展营造公

平竞争氛围。

□ 董秀成

2022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国

务院发布了《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

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

在油气领域，上述文件聚焦两个方

面：一是在油气领域管网领域，指出

要推动油气管网设施互联互通并向

各类市场主体公平开放；二是在天然

气改革领域，指出要稳妥推进天然气

市场化改革，加快建立统一的天然气

能量计量计价体系。

在全国油气管网深化改革的过

程中，建立统一的计量计价体系是

重点改革任务之一。下一步，国家

层面应该如何统筹这项重要而又十

分具体的工作？落实到各区域如何

实施？

其实，天然气计量计价改革这

一问题，并不是一个全新的问题，而

是一个长期存在和争议的老话题，

更是一个存在利益之争的复杂问

题。客观地讲，油气计量计价改革

本来不应该成为油气体制改革的阻

力和障碍，因为这个利益问题本来

不大，也不存在技术问题，只要平衡

好利益和成本的关系，就可以迎刃

而解。

然而，这个小问题在国家油气体

制改革实施过程中，逐渐演化成“重

要问题”或“难点”之一，直到如今都

没有得到圆满解决，实在出乎许多人

的意料。

对于这一问题，国家早在多年前

就已经提出了解决意见，并制定了具

体时间表，但是进展确实十分缓慢。

天然气计量计价改革是天然气市场

化改革的基础条件，事关改革成败，

必须加以尽快解决。问题关键是政

府要下定决心，下大力气，解决和平

衡好改革中涉及的诸多利益和大量

成本问题。

长期以来，以体积计量是我国天

然气的计量和计价方式，比如“元/立

方米”为计价单位，无论是企业交易

还是居民买卖，燃气计量和计价均是

如此。

由于不同来源的天然气存在质

量差异，因此一旦进入管网，也就无

法区分气源，如果用体积计量和计

价，那么必然存在交易方之间的分

歧，客观上抑制了管道互联互通建设

的动力，不利于管网改革和建设。因

此，国家才提出要改革计量和计价方

式，以热值计量和计价便可以消除上

述不利于改革的障碍。

建立能量计量计价体系涉及设

备改造或更换问题，这些只是成本问

题，不涉及技术问题。只要中央政府

强力政策引导，地方政府认真落实推

动，企业严格贯彻执行，如此问题便

可以解决。

建立能量计量计价体系，国家

可以实行分步走措施。比如，首先

在主干管道开始，其次逐步延伸到

支线管道，最后到城市管网乃至千

家万户，使这项改革任务得以顺利

完成。

（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

经贸学院教授）

本报讯 记者焦红霞报道 国家统

计局5月 16日披露的能源数据显示，

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主要能源产品原

煤、原油、天然气生产保持增长，电力生

产同比下降。前4月,中国原煤、原油、

天然气生产保持增长。

原煤方面，生产较快增长，进口由降

转增。国家统计局称，煤炭增产增供政

策持续推进，原煤生产保持较快增长。

4月份，生产原煤 3.6 亿吨，同比增长

10.7%，增速比上月放缓4.1个百分点，

日均产量1209万吨。进口煤炭2355万

吨 ，同 比 增 长 8.4% ，上 月 为 下 降

39.6%。前4月，生产原煤14.5亿吨，同

比增长10.5%。进口煤炭7541万吨，同

比下降16.2%。

原油方面，生产稳定增长，进口由降

转增。4月份，生产原油1700万吨，同

比增长4.0%，增速比上月加快0.1个百

分点，日均产量56.7 万吨。进口原油

4303万吨，同比增长6.6%，上月为下降

14.0%。前4月，生产原油6819万吨，同

比增长4.3%。进口原油17,089万吨，

同比下降4.8%。

天然气方面，生产保持平稳，进口降

幅扩大。4月份，生产天然气177亿立

方米，同比增长4.7%，增速比上月放缓

1.6个百分点，日均产量5.9亿立方米。

进口天然气809万吨，同比下降20.3%，

降幅比上月扩大12.5个百分点。前四

月，生产天然气74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6.2%。进口天然气3587万吨，同比下

降8.9%。

分品种看，4月份，火电降幅扩大，

水电、核电、风电增速不同程度放缓，太

阳能发电增速加快。

煤炭产量持续高位稳定运行
全国统调电厂存煤1.5亿吨以上

本报讯 记者刘政报道 今年以

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煤电油气运保

障工作部际协调机制各成员单位，加强

统筹协调，强化调度平衡，确保全国能源

供应平稳有序。

一是大力推动煤炭增产增供。督促

主要产煤省和重点煤炭企业在确保安全

的前提下稳产高产。完善煤炭中长期交

易价格机制，指导供需双方签实签足

2022年煤炭中长期合同，组织开展签订

履约专项核查，推动实现发电供热用煤

全覆盖并严格履约。持续加强储煤能力

建设，尽快形成适当规模的政府可调度

煤炭储备能力。开展主要产煤省区煤炭

企业存煤能力核查，督促企业将储煤能

力提升到合理水平。

二是高质量做好电力保供工作。坚

持日调度周平衡，全力提升电力生产供

应能力，多措并举纾解煤电企业生产经

营困难。加强煤电机组运行管理，发挥

大电网资源优化配置平台作用，利用全

网资源和统一调度优势调剂余缺，消除

局部地区电力供应缺口，全力保障民生

和重点领域用电需求。

目前，全国煤炭产量持续高位稳定

运行，煤炭价格稳步回落；全国统调电厂

存煤1.5亿吨以上，处于较高水平；电力

供应平稳有序；主要油气企业成品油库

存保持高位运行，天然气管存、罐存均处

在高位水平，经济发展和民生用能得到

良好保障。

天 然 气 计 量 计 价 改 革 需 加 快 推 进

生物质能产业向高附加值融合发展
在业内看来，对于生物资源在能源领域的应用，《“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的

出台具有里程碑意义

大唐邓州生物质能2*15MW热电机组 （大唐邓州生物质能热电有限责任公司提供）

主要能源产品生产保持增长
前4月我国原煤产量同比增长1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