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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
,

国家能源局就 《关于促进

生物天然气产业化发展指导意见 (征

求意见稿 ))}( 下简称 《指导意见 )}) 向

各省 (区
、

市 )发改委
、

能源局以及开

发企业等相关单位征求意见
。

由于 《指

导意见 》提出了生物质能产业化发展

的一个新方向
,

引起各方关注
。

据悉
,

生物天然气产业具有 巨大

的综合效益
,

对于促进能源结构调整
、

发展新能源产业具有重要意义
。

国家

发改委和农业部已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了规模化生物天然气工程建设试点
,

此次 《指导意见 》就是水电水利规划

设计总 院在推动内蒙古
、

黑龙江与新

疆等生物天然气示范区规划基础上编

制的
。

根据 《指导意见 》
,

到 2 020 年
,

我

国生物天然气年生产量和消费量 目标

达到 10 0 亿立方米
,

生物天然气在示范

县天然气总体消费中比重超过 30 %
。

生

物天然气将迎来发展黄金期
。

可再生 能 源分布式利用新

模式

生物天然 气是指以畜禽粪便
、

农

作物秸秆
、

城镇生活垃圾
、

工业有机废

弃物等为原料
,

经厌氧发酵和净化提

纯后与常规天然气成分
、

热值等基本

一致的绿色低碳
、

清洁环保可再生燃

气
。

通俗而言
,

就是把沼气进行发酵等

净化措施提纯后得到的高品质
、

高值

化的生物质燃气
。

沼气的 甲烷含量在

5 0 % 一 6 5%
,

经提纯和净化后可提升

到超过97 %
,

和常规的化石天然气一

样
,

可并人城市燃气管网或者作为车

用燃气
。

发展传统沼气有其 自身局限性
,

如户用 沼气 自产自销式利用局 限性

大
,

财政补贴成效差
;

大型沼气工程更

多则是为处理畜禽场粪便服务的辅助

工程
,

沼气工程面临运行困难
、

经济性

差
、

产气效率低等诸多挑战
,

不利于实

现规模化
、

商业化可持续发展
。

多位行 业人 士表示
,

生物天然

气提高了沼气的能源 品位
,

其市场更

大
,

可 以注人现有管网
,

实现清洁能

源生产
、

废物治理
、

生态农业三位一

体的 目标
。

《指导意见》明确
,

生物天然气原

料取之于当地
,

产品用于当地的生活

燃气
、

供热及交通等领域
,

是县域清洁

能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

生物天然

气的副产物沼渣沼液有机肥用于还 田

改良土壤
,

是发展循环农业的重要支

撑
。

加快发展生物天然气
,

是规模化处

理县域有机废物的主要途径
,

是治理

水
、

土壤和空气污染
,

保护县域生态环

境的重要举措
。

“

生物天然气是增加清洁能源供

应的能源工程
,

是环保工程
,

也是发展

县域经济和推动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支

撑
。 ”

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中心

副主任郭雁晰告诉笔者
, “

最值得注意

的是
,

生物天然气原料取之于当地
,

产

品用于当地的生活燃气
、

供热及交通

等领域
,

这将形成以县域为基础的可

再生能源就地消纳
、

促进本地经济清

洁能源发展的分布式利用新模式
。 ”

根据 《指导意见 》
,

到2 020 年
,

生

物天然 气年生产量和消费量将达到

10 0 亿立方米
,

其在示范县天然气总体

消费中比重超过 30 % ;

到2 0 2 5年
,

生物

天然气年产量和消费量达到 200 亿立

方米
;

到 20 3 0 年
,

年产量和消费量超

过 4 00 亿立方米
。

生物天然气将初步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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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定规模的绿色低碳新兴产业
。

大力推进产业化发展

为推动生物天然气商业化可持

续发展
,

《指导意见》提出五大发展原

则
, “

整县推进
、

建立体系
”

是其中主

要原则
。

《指导意见》明确
,

东北
、

黄淮海
、

长江中下游等重点地区 13 个粮食主产

省份以及畜禽养殖集中区种植养殖业

大县将作为生物天然气开发建设的重

点区域
,

整县推进发展生物天然气
。

未来将以示范县为基础
,

打造生

物天然气和有机肥
“

两大产 品
”

的新

型商业化运营模式
,

推动原料收集保

障
、

生物天然气消费
、

有机肥利用和环

保监管
“

四大体系
”

建立
,

完善政策扶

持措施
,

以县域有机废弃物处理和生

物天然气开发建设规划为重要抓手
,

形成
“

能源
、

农业和环保
”

的联动发展

模式
。

“

生物天然气在我国尚处起步阶

段
,

需要政策支持
`

跨坎儿
’ 。

如生物

天然气不能像其他能源一样享受国家

相关补贴
,

使得该产业 尚未形成可行

商业模式
。 ”

中国石油大学一位专家表

示
, “

此外
,

生物天然气并人天然气管

网存在市场壁垒
,

虽从需求和技术角

度看
,

生物天然气并人天然气管网已

经具备条件
,

但因有关规章制度尚未

建立
,

导致
`

并人
’

难以全面展开
。 ”

对此
,

《指导意见 》指出
,

要加快形

成专业化投资建设的管理模式
,

建立

县域生物天然气开发建设专营机制
,

合理确定适应资源条件的项 目规模和

布局
,

加快关键技术进步和工程现代

化并培育和创新商业化模式
,

并推进

生物天然气无障碍并人城市燃气管网

及配电网
。

“

总体而言
,

《指导意见》将生物天

然 气纳人 国家战略
,

提出加强规划指

导和示范建设
,

健全标准
,

建立监管体

系
。 ”

郭雁晰说
, “

另一方面
,

也提出将

研究落实扶持和补贴政策
,

完善税收

优惠
,

支持企业实现多元化经营
,

促进

产业商业化可持续发展
。

这些都是 目

前行业的关注重点
。 ”

或远期优势
,

需要的政策支持
,

特别是

补贴支持
,

力度有多大
,

都需要认真考

虑
。 ”

郭雁晰说
, “

在当前形势下
,

一个

长期需要 国家补贴的产业 不太可能

得到大规模发展
。

国家函待建立较完

善和明确的补贴机制与体系
,

提出合

理的扶持政策与措施
,

保障产业健康

发展
。 ”

补贴机制函待明确

行业人士表示
,

《指导意见 》吹响

了生物天然气产业发展的号角
,

总体

来看
,

未来随着产业政策逐步完善
、

重

点示范区与示范县规划建设
、

标准体

系不断健全
,

生物天然气产业将迎来

较好的发展前景
, “

十三五
”

期间生物

天然气产业必成为推动我国生物质能

发展的支柱战略性新兴产业
。

但与此

同时
,

仍有部分问题值得关注
,

包括补

贴机制与体系
、

示范县建设
、

产业监测

平台建立以及地方反馈等
。

据行业人士测算
,

目前我国生物

天然 气的价格约为 4一 5 元 / 立方米
,

其在全生命周期的生产过程中缺乏经

济效益
,

产业发展起步阶段需要国家

补贴扶持
。

“

技术进步之后
,

生物天然气成本

与传统天然气成本相比是否具有近期

在示范县建设方面
,

专家表示
,

推

动示范县建设将是落实 《指导意见 》

的重要工作
。

结合 《指导意见》的要求
,

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将联合推动全国生

物天然气示范县的 申报
、

评选与实施

工作
,

通过规划的编制及全过程环保

监管体系建设
,

分批建设一系列技术

先进
、

体系完善
、

政策明确的生物天然

气示范工程
,

进而打造一批生态文明
、

循环农业示范县
。

接下来
,

示范县相关

技术要求
、

评判标准及实施方案将陆

续出台
。

在产业监测平台方面
,

郭雁晰表

示
,

平台的建立将是保障农业扶持政

策
、

税收优惠政策和生物天然气
、

有机

肥等产品的终端补贴等政策落地的重

要保障
。

通过示范县工作
,

尽快依托国

家相关可再生能源平台
,

建立产业监

测体系将是未来工作重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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