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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实施“生物质扶贫”

 农作物秸秆与灌木树枝等农林生物质是农村最为常见的资源。但长期以来，由于缺乏可持续的生物质利用模式，这
些资源反而成为农民的负担和农村环境的一大污染源。实际上，对秸秆等农林生物质的开发，可以按照能源化利用为
主导方向，探索实施“生物质扶贫”模式。这不仅有助于农民增收节支、采暖炊事用能清洁化和农村环境改善三重功
效，还可以进一步深化精准扶贫。

 生物质开发优选能源化利用方向

 当前，通过农作物秸秆等农林生物质可持续利用来推进“生物质扶贫”，已经初步具备实现和推广条件。

 一是秸秆等农林生物质适度规模开发、能源化利用日益成为业内共识。秸秆生物质的质量密度低，经济运输半径有
限，大规模生产和长距离运输的利用方式因缺乏经济性而难以持续。虽然在享受上网电价补贴下，秸秆生物质发电成
为目前发展最快的生物质利用方式，但很多生物质发电厂受困于秸秆收不上来，或者不能以“经济”的价格收上来而
不得不掺烧其他燃料。并且，在该利用模式下，原料价格上涨的收益被“原料经纪人”拿走，农民增收有限。此外，
在特定区域内秸秆生物质的量是既定的，增加了用于肥料的用途，就减少了用于燃料的用途。因此，从秸秆生物质利
用价值最大化角度看，需要优选一个利用方向，作为政策鼓励的主导方向。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专家认识到，从经济价值和环境价值最大化角度看，秸秆生物质的能源化利用是最优利用方向
。因为农户的供暖炊事能源需求是一种持续性需求，同时清洁化用能已经成为政府鼓励的方向，以及农户追求更高生
活品质的刚性需求。因此，利用秸秆等农林生物质为农户供暖和炊事提供清洁能源是“一举多得”的选择。

 二是生物质开发利用实践创新，为实施“生物质扶贫”模式奠定了基础。生物质能利用项目成功推进的关键是，有
效控制生物质原料的收集成本。针对这一问题，通常建议引进大型打包机、运输车来降低成本。而为了分摊这些成本
，必须有大规模生物质能利用项目与之适应，如生物质发电、大规模生物质沼气。但这一模式在现实中遇到“水土不
服”的问题：企业必须与单个农户打交道，农户的坐地涨价行为可能最终抵消规模化收集的成本优势。为了解决这一
问题，一些生物质发电厂和大规模生物质沼气企业开始采取培育秸秆经纪人的方式，控制原料收集成本。

 增强农户的“造血”能力

 上述模式仅从消纳秸秆生物质这种单一思路来考虑问题，农民从中获益有限。“生物质扶贫”模式强调，以农户的
农作物秸秆和灌木树枝等生物质为载体，通过组织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和技术创新，增强农户的“造血”能力，培育
农民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这一模式的实施需要三个必要条件。

 一是构建农户与开发企业利益分享的短链闭环。出现部分农民出售秸秆生物质时坐地涨价行为的根本原因在于，秸
秆出售后的后端利用与其没有关系。因此，单向涨价直至价格达到企业的盈亏平衡点，是其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最佳选
择。构建利益共享的短链闭环的核心在于，农民清洁炊事和取暖用能直接来自其农作物秸秆。也就是说，农户用自己
的部分秸秆换取秸秆成型颗粒厂的颗粒，前者按照市价出售给成型颗粒厂。农户用购买的生物质成型颗粒炉具实现取
暖、热水和炊事用能的清洁化，直接改善生活品质，同时通过出售剩余秸秆增加部分收入。

 对企业来说，利益共享短链闭环的构建，可以实现农户行为成本收益内部化。近年来在多地调研发现，一些成功解
决了秸秆生物质原料收集和原料成本上涨问题的企业，大多得益于以不同方式构建了这种短链闭环。尽管这些企业从
操作简便角度考虑，多采取与村镇的“能人”或“强人”利益共享的方式，而非与农户共享，但这些实践为构建“生
物质扶贫”模式提供了有益借鉴。

 二是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秸秆生物质原料收集、运输的主体，使其成为农民发展的实体依托，增强“造血”能力
。只有使个体农户能够依托一个经济组织获得经济社会再生产能力，才是真正可持续的扶贫模式。“生物质扶贫”模
式正好提供了这样一个平等参与获得收益的机会。因为农作物秸秆和灌木树枝等生物质资源的量主要取决于土地、山
地、林地数量。我国一个自然村或者行政村的农户土地和林地面积差别不大，农户可较为平等地成为“生物质合作社
”成员，共享本村或本地生物质原料收集运输端的增值收益。为保证这一扶贫模式的实施效果，“生物质合作社”必
须覆盖一个自然村或者行政村的所有农户。

 三是中小规模生物质收集和成型颗粒加工等设备开发的成熟和应用，为“生物质扶贫”模式提供技术条件。近年来
，与早期片面追求秸秆生物质利用设备的大型化不同，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意识到分布式的中小规模开发利用，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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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中国国情的秸秆生物质利用模式。就生物质成型加工而言，清华大学在四川试点的“一村一厂”模式，北京能祺
热能公司在吉林农安尝试的“3万吨标准化成型压缩工厂+移动式秸秆粉碎机”模式，北京中天同圆太阳能公司开发
的中小型秸秆打包机，加上可以移动到田间地头现场粉碎加工成型机等新技术和新设备，为分布式、适度规模的“生
物质扶贫”模式奠定了技术基础。

 推动生物质合作社良性发展

 近年来，我国各地秸秆生物质开发利用的实践和技术创新，为实施“生物质扶贫”提供了有利条件。但在实践中，
一种开发模式通常只具备一个或两个条件，而只有将上述必要条件整合起来共同发挥作用，才能真正使“生物质扶贫
”模式落地生根、发展壮大。

 第一，引导村民成立以全体村民为股东的生物质合作社。这是实施“生物质扶贫”模式的关键。该合作社代表村民
与开发企业谈判，最终实现村民利益与开发企业合作共赢。合作社相对于农户自行出售原料（给经纪人或加工企业）
的好处是，可以逐步获得持续发展的能力。假定农户自行出售秸秆和其他生物质每年获得1500元收入，只能起到稍微
改善生活的作用。但如果是一个有50户的生物质合作社，年收入则可以达到7.5万元，就可以将其中一部分作为合作
社的发展资金，改善相关生产条件。特别是，由于分布式中小型加工设备操作更加简便，当合作社具有一定的资金实
力后，还可以从开发企业租赁设备，进一步将业务范围延伸到加工领域，而开发企业则直接从合作社购买生物质颗粒
，将更多的资金和人力用于开拓下游消费市场。

 第二，引导开发企业与生物质合作社以合同方式规范双方权利义务。实践表明，生物质开发利用的最佳理念，同时
也是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最大的模式，是首先能够让农民自己有条件清洁地“消费”这些生物质。基于这种理念和模
式基础上的商业模式，才能真正实现合作共赢，才是可持续、绿色的发展模式。将具有这些理念的企业引导到农村，
使之与生物质合作社对接，并用合同方式规范双方的权利义务，是政府在实施“生物质扶贫”模式中需要做的重要工
作。

 第三，统筹协调相关政策推动生物质合作社良性发展。调研发现，这一模式的推广不需要制定专门的扶持政策，只
需要政府主管部门统筹协调现有政策即可，包括农村生物质炉具补贴政策、农村合作社的相关鼓励支持政策等。换句
话说，当真正有竞争力的技术与这一模式相结合时，能够很好地解决现有农村生物质利用过程中的常见障碍，因而不
需要过多的和长期的补贴。因此，生物质合作社应寻找真正有技术实力，并且真正理解农村生物质分布式利用特点的
企业，进入当地开发生物质，同时合作社还应自主选择适合生物质成型颗粒使用的户用炉具。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
和不完全，生物质成型颗粒企业技术性强，农民不容易判断优劣，政府可以提供信息和适当指导。在户用炉具选择方
面，则可以更多发挥合作社的作用。（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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