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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质能开发利用带来新的曙光

 历史表明，人类能源利用方式的每次重大变革都有力地促进了人类经济社会的大发展。生物质能是重要的新能源，
直接或间接来自植物的光合作用，具有绿色、低碳、清洁、安全、低成本、广覆盖、可再生等特点。面临能源短缺与
环境保护的双重压力，世界各国高度重视生物质能的开发利用，技术迅速发展，应用成本快速下降，在缓解能源供需
矛盾、改善能源供需结构、保障能源安全、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生态环境、创造新就业、发展新经济等方面均发挥着
重要作用。

 各国高度重视能源创新、能源转型和能源安全，越来越多的工业生物技术产品正在替代传统石化产品，“生物经济
”“氢经济”被国际学界视为是接棒“石化经济”“烃经济”的新经济形态，对推动能源革命、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生物质经济”泛指利用工业生物技术和能源环境技术，通过物理、化学、生物等形式，将可再
生原料作物或农林废弃物、生活垃圾及畜禽粪便等生物质废弃物，转化为生物燃料、绿色塑料和可再生化学品等替代
性消费产品。

 2018年7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美国康奈尔大学等机构发布《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指出能源创新对全球经济增
长和防止环境危机至关重要。2018年11月，国际能源署（IEA）发布《世界能源展望》报告，强调能源转型需要加速
投资更清洁、智慧、高效的能源技术，指出可再生能源技术为能源普及提供主要路径，包括生物质能、太阳能和地热
在内的直接利用可再生能源供热和提供交通燃料发展迅猛。国际能源署推测，到2040年，世界能源需求将超出目前需
求量30%。在全球能源消费结构中，供热占比长期占据半壁江山，生物质能占可再生能源的比重呈持续上升趋势，凸
显了生物质能供热的巨大潜力。虽然对化石能源的枯竭有不同的认识，但化石能源大量使用对全球环境变化造成严峻
压力。对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的追求，使得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

 日本、美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高度重视“生物经济”“氢经济”“氢能社会”的建设，在绿色能源战略和生物经
济战略中均对生物质能的开发利用进行前瞻战略部署，以扩大生物质能源在能源系统中的占比，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和
能源挑战，创造新就业，发展新经济。日本生物质总需求量预计2025年达到2300万吨，是2017年的三倍。美国规划202
0年生物基材料取代石化基材料的25%；2030年生物质能源占运输燃料的30%。瑞典、芬兰等国规划到2040年前后生物
质燃料完全替代石油基车用燃料。2019年1月，英国皇家生物学会发布关于植物科学新机遇的报告《增长的未来》，
强调将大规模生物质能源应用与二氧化碳捕获和封存技术相结合，开发具有碳捕获和封存能力、可用于生物能源的高
级作物，以利用可再生植物的衍生替代品来解决化石燃料依赖、气候变化等问题。

 生物质能是绿色能源和战略能源的重要支撑。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绿色投资投向生物质能开发利用和转化存储，持
续推进能源创新和成本降低，随着核心技术持续进步，生物质能开发利用和转化存储的系统成本持续下降，加上数字
化能源管理服务快速发展，使得生物质能成为分布式能源的稳定来源，社区新型供热、供电、供能方式得以发展，促
进能源体系进一步转向绿色、低碳、可持续。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第七项目标为“确保人人获得负担得起的、可靠和可持续的现代能源”。2018年5月
，国际能源署与国际可再生能源署、联合国统计司、世界银行等联合发布《追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七：能源进展情况报
告》，肯定中国在清洁能源、电力普及以及改善人民生活上取得的巨大成就。认为中国对全球能耗降低作出了最大贡
献，贡献率超过35%，高于美国的13%和印度的8%。

 我国生物质资源丰富，生物质能开发利用前景广阔。在不与粮食争地的前提下，全国可作为能源利用的农作物秸秆
及农产品加工剩余物、林业剩余物和能源作物、生活垃圾与有机废弃物等生物质资源总量每年约4.6亿吨标准煤。根
据2016年12月发布的《生物质能发展“十三五”规划》，到2020年，生物质能要基本实现商业化和规模化利用，年利
用量约5800万吨标准煤，仅占年可利用量12.6%。《规划》明确，将坚持“分布式开发、用户侧替代、融入环保、梯
级利用”的原则推进生物质能加快发展，明确要求大力推动生物天然气规模化发展、积极发展生物质成型燃料供热、
稳步发展生物质发电、加快生物液体燃料示范和推广。

 从创新发展、绿色发展和能源转型的全局、长远与现实角度看，我国具有发展生物质能源技术和能源产业的迫切需
求，具备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一代能源系统的科技基础和经济条件。特别是我国北方地区，冬季常年面临严
峻的大气污染形势。开发利用分布式生物质能供热，对缓解能源紧张、调整能源结构、减少环境污染具有重要意义。
生态环境部将清洁取暖纳入蓝天保卫战重点区域强化监督，旨在确保群众温暖过冬的同时稳妥推进清洁取暖和环境保
护双赢。示范推进低成本、高能效生物质成型燃料锅炉供热，促进生物质能专业化、规模化、产业化开发利用，使广
大农村也可以平等享受到绿色能源创新的成果，形成清洁、循环、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将从根本上改善农
村地区环境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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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资源环境约束越来越严格，未来要加快调整优化能源供需结构，适度发展能源作物，加强对生物质能技术、装
备和产品创新的政策引导，鼓励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促进对生物质经济的风险投资，加快普及推广生物质能和节能
技术，加速生物质能的规模化开发和可持续利用，确保可持续发展目标顺利实现。（作者：陈鹏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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