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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大省吉林生态环境

良好，拥有丰富的生物质、风

能资源。在吉林“贫煤少油缺

气”、一次能源主要依赖输入

的背景下，开发生物质资源、

风能资源这些可再生能源，对

于优化能源结构、增加能源供

给、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促进

节能减排具有重要意义。

近日，记者跟随中华环保

世纪行采访组来到了吉林，考

察这里的可再生能源开发、利

用情况，探寻其成功经验和存

在的问题，为全国人大进一步

贯彻落实《可再生能源法》提

供参考。

绿色聚焦

吉林“探路”可再生能源
本报记者 杜 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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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能公主岭生物发电有限公司，
燃料场里堆得像小山高的不是煤炭，而
是玉米秸秆、玉米芯、稻壳、稻草和农村
废弃物。这些过去散落在田间地头、烧
了怕污染环境的农业“下脚料”，如今却
成为可以用来发电的生物质燃料。所谓
生物质，就是植物通过光合作用生成的
有机物，主要包括农林废弃物、动物粪
便、能源作物和生活垃圾等。

吉林省公主岭市委副书记、市长杨
洪波介绍，公主岭项目是国能生物发电
集团有限公司旗下第 26个投产的生物质
发电项目，每年可消耗燃料约 30 万吨，
替代 10 万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约 15
万吨。

由于生物质能源来源分散，需要经
过收集、加工、运输等环节，当地出现了
一支专门到农村地头从事收购的“经纪

人 ”队 伍 ，这 也 解 决 了 1200 多 人 的 就
业，并为当地农民增加收入 8000 万元
以 上 。 利 用 生 物 质 发 电 ，既 保 护 了 环
境、节约了能源，又繁荣了农村经济，可
谓一举多得。

吉林虽然一次能源短缺，却拥有丰
富的生物质资源。2012 年，吉林可收
集秸秆资源量约为 3600 万吨，能源化
利用总量每年约为 1200 万吨，相当于
600 万吨标煤。如何打开大自然赐予
的资源宝库，使之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清
洁能源，成为当地政府和企业研究的重
要课题。

在长春市吉隆坡大酒店，这里的生物
质颗粒锅炉已经提供了 5 个供暖期的优
质供热服务，减排 1万余吨二氧化碳的同
时，每月还能节约供热支出约 30余万元，
全年节约供热费用近50%。全国工商联新

能源商会副会长、长春宏日新能源有限公
司董事长洪浩告诉记者，这种生物质颗粒
来自木材加工的剩余物，能够将体积缩小
到八分之一至十分之一，更加便于运输。
现在该公司已成功建立起以林业生物质
资源为主的原料加工、配送、供热运营的
能源合同化管理完整产业链，并将业务拓
展到了北京、山东等地。

“实际上，在国外，生物质能源在可
再生能源中占 60％，而其他太阳能、风
能 、地 热 等 可 再 生 资 源 加 在 一 起 才 占
40％不到。瑞典生物质能源的使用已经
超过了化石能源，占到了能源结构比重
的 70%。”洪浩介绍，生物质能源因其可
再生、低碳、绿色环保等特点，在世界范
围内快速发展，已经成为继煤炭、石油、
天然气三大传统化石能源后的第四大能
源库。

地处吉林省西北部、邻近内蒙古的
白城市，是东北地区风能资源最具开发
潜力的地区。据专家测算，白城市可开
发风电面积 6865 平方公里，可开发装机
容量 2280 万千瓦，年可发电 460 亿千瓦
时，有人把这里叫做“陆上风电三峡”。

然而，对于华能、大唐等风力发电企
业而言，“吃螃蟹”的滋味并非当初想象
的那么美妙。从 2010 年开始，随着热电
联产机组的增加和风电装机的增加，弃

风问题开始出现。2012 年，白城市风电
利用小时数仅为 1407 小时，与设计的年
发电 2100 小时相比，白城市风电场全年
弃风率在 30%以上；特别是冬季供热期，
受热电联产机组“保热调峰”的影响，风
电场弃风率在 50%以上，严重影响了白
城风电产业的发展。

大唐向阳风电有限公司书记张学政
坦言，电厂亏损，他们不要政府的政策和
补贴，而是希望电网能够全额收购他们

发的电。风电虽然清洁无污染，但也有
不稳定的弱点，通常需要“风火匹配”，即
风电不能超过电网容量的 20%，以避免
对电网造成冲击。

吉林省能源局副局长郑建林说，弃
风限电归根到底是因为吉林电力消纳能
力不足、外送通道不畅等。2013年，吉林
全省发电装机容量 2200 万千瓦，而全省
用电负荷只有 550 万千瓦到 700 万千
瓦。不仅吉林用不了，甚至邻近省份辽
宁、黑龙江、内蒙古的电力也富余。所
以，尽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
源法》第十四条要求，电网企业应当全额
收购可再生能源并网发电项目的上网电
量，但这一规定很难真正落实。

这种尴尬局面其实并非吉林独有。
全国很多可再生能源丰富的地方，大多
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当地无法消纳的电
力只有送出去，资源才能变成财富。此
外，风电装机容量的快速发展，远远地超
过了实际需求和电力外送通道的建设，
也暴露了企业之间恶性竞争、一味争着
上项目的问题，造成了投资浪费。

为了把电送出去，吉林启动建设了
通榆 500 千伏超高压输变电工程，洮南
500 千伏超高压输变电工程也完成了选
址，预计 2014 年开工建设。国家电网公
司拟在“十三五”期间，规划在白城与营
口之间建设一条特高压输电线路。

除了增加送出能力之外，吉林也在
增强本地消纳能力上下功夫。2013 年
4 月，白城市被列为全国惟一的风电本
地消纳综合示范区。大唐集团新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在白城地区开展风电消
纳暨清洁供暖示范工程试点。2012 年
至 2013 年冬季，洮南风电清洁供暖项
目预计消纳电量 2700 万千瓦时，节约
标煤 2838 吨。此外，白城也试图利用
气温低、土地资源丰富的优势，争取建
成北方云计算基地，将能源优势转化为
经济优势。

不 过 ，一 些 深 层 次 的 问 题 依 然 阻
碍着可再生能源的进一步发展。洪浩
认为，在我国，煤炭的大量使用主要因
为 其 具 有 价 格 优 势 ，但 无 论 是 燃 煤 取
暖 还 是 发 电 ，都 没 有 将 使 用 煤 炭 带 来
的环境成本计算在内。“所有人不得不
在 雾 霾 中 艰 难 呼 吸 ，很 大 程 度 上 是 使
用煤炭付出的代价。”

洪浩举例说，瑞典并没有给生物质
能源额外的补贴，而是采取了对化石能
源征税的办法。通过提高碳税，使得生
物质能源的优势凸显出来，从而在能源
市场的竞争中占据了主要份额。“我觉得
现在是对煤征税的最好时候，因为现在
煤价下来了。”

除了价格信号之外，国家对使用可
再生能源的扶持政策也应落到实处。国
能公主岭生物发电有限公司就希望能够

优先调度生物质发电厂发的电，及时结
算补贴电费，对生物质发电企业增值税
也应及时即征即退。

此外，也有人对当地准备发展“高载
能产业”表示担心，如果不对项目加以甄
别，引进了一些高耗能、高污染的项目，
即使能够“达标”排放，也并不意味着没
有污染，不见得对当地生态环境没有影
响。为了消化富余的清洁能源而引进污
染项目的情况并非没有先例，这明显有
悖于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初衷。

看来，如何在确保产粮大省吉林土
壤、水资源环境安全的前提下，使丰富的
可再生能源得到科学合理的开发利用，
成为拉动当地发展的有力推手，不仅要
靠当地的努力，还需要各方力量共同谋
划、协调、推动。惟有如此，可再生能源
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建设美丽中国。

在吉林白城一望无际的草原上，

看着无数巨大的“风车”在蓝天白云下

缓缓转动，似乎是一幅赏心悦目的惟

美画卷。然而，当了解到庞大的投资

出现亏损、宝贵的风力资源被白白地

丢弃、甚至还需要从外省买煤发电之

后，所有人都不禁为可再生能源的困

境“纠结”万分。

如果把传统能源比作中年的“成

功人士”，那么可再生能源更像是襁褓

中嗷嗷待哺的新生婴儿。在成年人统

治世界的游戏规则下，这个婴儿走得

跌跌撞撞、步履维艰。

传统能源从生产到消费已经形成

了一整套非常完备的体系，可再生能

源想要突出重围，会遇到很多有形和

无形的“门槛”，比如能源价格机制、电

网的调度、政策的扶持力度等，甚至包

括各方利益的平衡，其难度可想而

知。可再生能源要摆脱尴尬，与其要

“政策”，不如要“改革”，调整束缚可再

生能源发展的体制机制，形成有利于

清洁能源参与市场竞争的格局。

发展可再生能源，也意味着全社

会都要在生产和生活方式上作出改

变，并为之付出代价。虽然人们已经

习惯使用化石能源，但是也日益深刻

地认识到其带来的环境代价。应该让

更多人认识到，与传统能源相比，可再

生能源珍贵的清洁性。应该从制度安

排上体现出使用非可再生能源的“隐

性”成本，从而给双方一个公平竞争的

起点。

能源是一盘大棋，牵一发而动全

身。可再生能源如何布局落子，需要

高超智慧和前瞻眼光。

生物质能源显身手

发电企业为何喊亏

出路仍需不断探索

可再生能源

为何如此“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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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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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能源发电

领域的开创

性 工 作 ，被

评 为“ 中 国

能源绿色企

业 50佳”。

通过生产清洁能源沼气，来消纳处理畜禽粪污和植物
秸秆，称不上高科技；但在山东省莱西市，大型沼气项目建
设以其高效率、大处理等优势，将农村大量废弃物变“废”为

“宝”，解决的是农村大气、土壤、地表水、地下水和人居环境
污染的大问题，开拓出的是一条发展生态循环农业、建设

“美丽乡村”的新途径。
日前，一处大型沼气项目在山东省莱西市沽河街道办

事处竣工投产。这个由青岛中清能生物能源有限公司投资
兴建的沼气工程项目，是目前山东省厌氧反应器单体容积
最大的沼气工程项目，规划总投资 19018万元，设计能力为
日产沼气 2万立方米、年产沼气 730万立方米。

青岛中清能生物能源有限公司综合办主任张丹给记者
算了一笔账，这一大型沼气工程项目若全部达产，可消纳方
圆 20 公里范围内的牛粪、鸡粪、农产品加工废弃物以及植
物秸秆等，每年可替代标煤 4416 吨，减排二氧化碳 11764
吨，减排二氧化硫 98.9 吨，实现有机废弃物的无害化、减量
化、资源化处理。同时，工程产生的沼渣、沼液作为优质有
机肥，可施用于农田，具有改良土壤作用，既减少了化肥和
农药的使用量，又能增产增收，形成“养殖（种植）—沼气
—沼肥—种植”的良性循环。

张丹告诉记者，公司目前的客户主要有九联集团、凤凰
印染等企业。沼气既可压缩后装进车辆外运，也可通过管
道直接向外输送。昌广食品厂是九联的熟食品加工厂，每
天产生很多污水，以前要经过多道工序处理后才可达标排
放，现在上层富含有机物的污水被用来生产沼气，既大大减
少了处理难度，又可为九联置换一定量的沼气。

实际上，这种大型沼气项目在莱西市并非惟一。莱西
市经济开发区三里庄村 2006 年投资 380 万元建成沼气项
目。原料来源除周边养殖场的牛粪及居民生活垃圾外，还
包括附近一个苹果加工厂的苹果渣。所产沼气除供应三里
庄居民使用外，还提供给附近的莱西一中，解决了新型农村
社区居民用气难问题。

该项目经理李术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以前村里
养牛户产生的牛粪扔得满大街都是，当时帮养殖户把牛粪
清理好、拉出来，他们就很满意了；现在只是拉出来不行了，
得给养殖户钱。这相当于不但给村庄改善了环境、满足了
居民用气，还增加了养殖户的收入。

与一个沼气项目解决整个小区的居民用气问题不同，
莱西市李权庄镇大河头村采用的是另一种模式。大河头村
是青岛市级农村“一池三改”户用沼气建设示范点之一，全
村共有 650 户、2100 人。多年之前，在国家农村沼气资金
扶持下，该村建成沼气池 160 个，同时也带动了村民改厕、
改圈、改厨。此举既方便了村民，又基本解决了农村“三大
堆”问题，并且促进了村民良好生活习惯养成。据介绍，每
户农民建一个 8 立方米的沼气池，可将人、畜粪尿和生活污
水全部入池发酵，可使用 20 年以上，年产气 400 立方米左
右，每年可节约生活用能费用 400元左右。

“大型沼气建设前景广阔。”莱西市农业局能源办公室
主任李方玉认为，一家一户式的小型沼气项目受季节和技
术条件限制较多，大型沼气工程项目更符合实际，是未来的
发展趋势。

据了解，莱西市发展沼气有着丰富的资源条件。首先，
畜牧养殖业是莱西市的优势产业，目前存栏奶牛 9.35 万
头、蛋鸡 760 万只，2012 年出栏肉鸡 1.3 亿只、生猪 94 万
头，每年畜禽养殖业粪尿排放量估计约 500万吨，若全部建
设沼气工程，每年可产生沼气 1 亿立方米，可替代煤炭 12
万吨或可转换电力 2 亿千瓦时。其次，莱西市农作物秸秆
资源丰富。据测算，2012 年全市农作物秸秆资源总量约
120 万吨，秸秆利用总量 100 万吨。每年约有 20 万吨秸秆
没有被有效利用，开发利用潜力很大。

“下一步，莱西市将加大财政补贴和政策扶持力度，积
极支持大型沼气项目建设，为新型农村社区集中供气、供
热，沼肥则作为有机肥用于农业园区进行无公害或绿色农
业生产。”李方玉说。据悉，莱西市计划 3 年内新建畜禽养
殖场大型沼气项目 5处。

本报讯 记者鲍晓倩报道：环保部近日公布了 5 月
“12369”环保举报热线群众举报案件处理情况。环境保护
部“010-12369”环保举报热线 5 月受理群众举报 163 件，
其中，河北（39 件）、山东（25 件）、江苏（18 件）三省的举报
数量位于全国前列，所有举报件已转交各地方环保部门调
查处理。

从各地环保部门调查处理的情况看，存在环境违法
问题的有 131 件，占受理总数的 80%，有 32 件未发现群众
反映的问题。存在污染问题的案件中，涉及大气的 84 件、
涉及水的 29 件、涉及噪声的 15 件、涉及固体废弃物的 9
件、涉及项目审批的 51 件。从群众反映的问题来看，对大
气污染问题的反映较为突出，存在大气污染问题的案件
占存在问题案件的 64%。各地环保部门已对这些环境违
法行为依法进行了处理，其中责令停产治理 37 件、限期整
改 35 件、取缔关闭 24 件、经济处罚 24 件、补办环评 16 件、
搬迁 10 件、移交相关部门处理 8 件。目前，这些处理措施
已得到较好的落实。

莱西建设美丽乡村有了新途径

“大沼气”带来大效益
本报记者 刘 成 通讯员 吕文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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