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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九五”期间农村能源消费 

● 鄂佐星 用曙光 潘丽娜 朱 伟 吴艳丽 

农 业的持续稳定发展 ，取 决于 

资繇的不断供给和合理利用。农村 

新能 源和可再生能 源台理 、有效地 

利用 ．将是改善农业生态环境 、影响 

农 村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所以 ．农 

村 能源问题既关 系到农村经济持续 

和髂定发展，又关系刊能源供给、分 

配、平衡及改善生态环境。为更好地 

解决农村能源短缺和用能方式落后 

以及 由此造成 的生态环境恶化等一 

系列问题，促进我省优质高技农业、 

绿 色食品 产业和 畜牧业健康 发展 ； 

也为了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拓 

宽农 民增收领域 ，本文通过分析我 

省 农 村能 潦 消费 特点 和存 在 的 问 

题，提 出了探索解决以上问题 的发 

展对策。 

一

、 黑龙 江省农村能潭消 费现 

婚 固 
状 

经过 “九五 期间农村能潭建 

设 ，我省广大农村的生活 、生产用能 

状况有较大 的改善 ，人均用能 占有 

量有所增加 ．据调查统计 ，2000年全 

省农村消费的生产和生活用能 (农 

民生 活 用 能 、农 业 生产 和 多镇 企 业 

生产用能 )约 为 3542万吨标准煤 

(台生物质能)，占全省总能耗 (舍生 

物质能)的 35％。2000年农村生括 

用能 为 2275 3万吨标准煤 (其 中 

398万 吨 为商 品能 源)．生产 用能 

1266．7万吨标准煤。生括用能 以薪 

柴、秸秆和柴草等生物质能源为主， 

高达 1 877万吨标准煤 ，占生话耗能 

的 82．5％ 。 

二 、黑龙江省农村能源消费特 

点分析 

从我省 九五”基期和终期农村 

能源捎费数量 和相对评价指标表 中 

可以看 出．我省农村能源消费有 以 

下几个特点 ： 

1、生活用能占的比例较太。经 

过 “九五 期 间建设 ，该 比饲降低了 

8 1个百分点 ．但仍 占 64．2％ ，和全 

国 平均 比例 48％ 相 比 ，仍 高 了很 

多 。反映出能源用于生 产的比饲较 

少 ，也说 明了我省农村生产发展滞 

后 ．乡镇企业和农畜产品精髹加工 

发展较慢 ，农村经济不发达。 

2、甚匏耗 中，生轴质能的比重 

太。该 比例虽然经 过“九五”期间建 

设 已降低 9．3个 百 分点 ，但 仍 达 

53 4％ ，占总能耗的一半以上。而且 

生 物 质 中 秸 秆 占 的 比 例 达 到 

66．7％ ，秸秆燃用的比饲在 58．6％ ， 

“九五”基期和终期全省农村能源消费数量和相对评价指标 

项 目 单 位 l995年 2000妊 平均年增长率 

农村年耗能总量 万吨标煤 2901．6 3542 0 4．07 

其 中：商品能源数量 万吨标煤 l082．3 “ 2 8．83 

商品能源比饲 ％ 37．3 46．6 

生 物质能源数 量 万吨标煤 l8l9．3 l890 0．77 

生物质能源比例 ％ 62 7 53．4 

生话用能数量 万吨标煤 2097 9 2275．3 1．64 

生话用能源 比例 ％ 72．3 64．2 

生 话用能中生物质能 比例 ％ 86．0 82．5 —0．83 

生物质能源 中秸 秆比例 ％ 69．3 66．7 —0．77 

农村人均生活能耗 吨标煤／人 一年 0．88 0．9l 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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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有机 生物质 的太部分仍被燃烧 

掉。农 民住宅面积 日益扩大 ，炊事 、 

采暖燃料量增加要求 大 ，若们然以 

增加生暂质燃辩 量来 满足需求 ，搏 

会加重饲料 、肥料 、燃料争嘴的矛 

盾．不但影响农业生态的改 善，而且 

在较 大程度上影响农村发展和农 民 

生活环境的改善。 

3、燃料的利用效率较低 ，总体平 

均约在 25％ 左右。从生活能源看 ，考 

虑炕的热利用 ，在 1995年农村平均 

炊事一采暖热效率 23 6％ ，经过 ”九 

五”期间建设 目前达 25％ ，“九五”各 

农 村 能 源 综 合 建 设 县 可 达 30— 

32％。热利用效率的提高 ，在达到同 

样效果的情况下可以节省太量燃料 、 

在这里节省的是大量生 物质，其 意义 

就更加重大 。因此在我省优先鹪决 

好农村节能问题意义十分重大。 

4、农村这种粗放的生物质 用能 

方式和农村 经济发展 极不适应 。农 

村每家每户都有柴禾垛 ，传统 的炊 

事方法，经常产生烟熏火燎 ，这是造 

成农村妇女眼病 、风湿病、心鞋病较 

多的重 要原 因，另外在防火安全方 

面也存在隐患 因此 ，随着经济发 

展 ，优质能源、清洁能源应该以较快 

速度在农村发展。 

5、牲畜粪便资源没有得到合理 

利用。随着我省畜牧业 的发展 ，相继 

建成了一批 大规模养殖场 ，每年产 

粪便总量已超过 7300万吨 。由于在 

设计中未考 虑粪便和污水的处 理致 

使许多大中型养殖场周 围面临严重 

的环境污染、水污染等问题 。而众所 

周知，膏禽粪便是很好的有机肥料， 

也是 发展 绿 色食 品 的主要 肥料 资 

源 ，若能形成工厂化有 机肥生产企 

业，不但可以消除污染 、变废为宝， 

还可增加宝贵的有机肥料 ，所有这 

个问题必须在农业生产发展中给予 

高度重视 ，加快实施能源环境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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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的步伐 ，为 发展颦色食品产业 

增加农民收^服务。 

三、农村能 源消费结构 中存在 

的问题 

我省农村地 区能源供需矛盾仍 

然比较突 出，主要表现在 以下几个 

方 而 ： 

1、若 农村住 宅 冬 天室 温 度全 

部到 12'：C．政府计算人均生活用能 

将需 1 29吨标煤 ，2000年 仅能达 

0 91吨标媒，欠缺 950万吨标煤 说 

明 2000年农 民住 宅仍 仅能 有 1／3 

左右住房达到 12'：C。 

2、随着经济改革 的深化 ，农 、 

畜 、副产品的精深加工扩大 ，农业战 

线 的二次创业 ，生产能源在未来的 

l0年中将会出现较太幅度的 增长， 

其 中，油 、电两项尤为突出，若不注 

意能源管理和节能拄术推广 ，则生 

产耗 能 的缺 口会加 大 ，缺 口将 达 

2000年 耗能量的 1／4 即 300余万 

吨标媒。 

3、农 民对优质生活燃料需求 日 

益增高．其中尤以气体燃料为首 ，若 

以 2％农户每年用 6罐液化气计算， 

液化需求将达 11．25万吨。从运输、 

供应 、管理方面考虑将尝是一个不小 

的投人 ，但也是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4、大量生物 质燃料 的直接燃 

烧 ，将严重制约农业生 态环境改善 

和农村经薪发展。我省秸秆直接燃 

用量之大 《占秸秆总量的 60％ )，居 

全国之首 ，这必须予 以关 注和设法 

逐步解决 ，最终达到 20％的秸秆能 

得到综音利用 ，以发挥其 “资源”的 

作用。 

5、我 省且前存栏大牲畜 《牛、 

猪 )1500万头，年产粪便 7300万吨， 

若利 用厌氧发酵技术 ，则可年产高 

效有机肥 l3o0万吨，液肥 16000万 

吨，同时还可以生产稆气 39亿立方 

米 ，相 当于 等热 值 的煤 炭 390万 

吨。粪便资源若得不到利用 ，则既浪 

费资源，而且还污染环境。所 以我省 

对这项资源应予充分考虑 ，在农村 

能源 的建设 中重新视 “能源～一环 

境工程”。 

四、思考和对策 ． 

I、在生活用能领域中应着重解 

决采暖能耗过高 的问题 。具体应着 

力推广太 阳能节能建筑 ，省柴节煤 

灶和节煤 炉、灶具 ，作为长期推广的 

节媒措旄是非常必要的。 

2、在经济书件好的地方，推广 

吼村 为单住的 生态家固富民工程。 

该工 程包括 ：节能工程，如省柴炕连 

灶 、节能煤炉等 ；太 阳能利用工程 ， 

如太阳能保 温房 、太阳能热水器等 ； 

风电、光 电、搬水电 晟生物质能等 

新能酥利 用方式 。通过两项工程减 

烧 ，节省的秸秆由两种途径修理 ：一 

是加工生化饲料 ；二是直接还 田，提 

高土壤有机质。 

3、大力推广生物质气化一供 气 

工程。 村为单位 ，农作物秸秆集 中 

管理 ，秸秆燃气集 中供气 ，达到省柴 

和采用高品位能源 ，改善环境和农 

户生活环境的 目的。 

4、大力发展 薪炭林 ，利用沼泽、 

洼地、江河堤 沿、闲弃地等大力营造 

薪炭林，采用速生高产品种 ，采 用合 

理的栽培和 管理工艺。此项措施不 

但可 以提供较 大数量的薪柴以替代 

秸秆燃用量 ，而且还可 以改善农业 

生 态条件 ，在增 加农 民收入方面也 

是一项有明显效果的措旄 。 

5、对农业生产或 乡镇企业 中的 

耗能工艺或耗 能产品应进行节能技 

术改造 ，使其耗 能指标或单耗指标 

接近先进指标 ，太力推广 已成熟的 

能源技术。 

《作者工作单位 ：黑龙江省农村 

能 源 办 ) 

责任编辑 ：车为民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