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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世界低碳与生态经济大会暨技术博览会于今日在
南昌召开。这是继两年前南昌成功举办首届大会之后的又一
盛会。

本届低碳大会由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工业和信息化部、
科技部、环保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务院国资委和江西省
政府联合主办，将围绕“扩大低碳合作、发展生态经济、共建绿
色家园”主题，开展一系列活动，包括低碳与生态经济发展高
峰论坛和低碳与生态技术及产品博览会。

第二届世界低碳与生态
经济大会今日召开

江丞华 高云苹

生物柴油生产原料主要来自南昌市环保局下属单位的地沟油、废油以及大型植物油加
工皂角的下脚料，这些原材料仅够支撑 30%至 40%的产能。

生物柴油企业半停产

在南昌众多的加油站当中，几乎没有一家加油站愿销售生物柴油。此外，不少车主
也因对生物柴油不了解而采取观望态度。

原料、渠道双重压力

与其大费周折与“两桶油”协商，不如直接申请建
立专门销售生物柴油的加油站点。

发展生物柴油大方向不动摇

油荒语境下生物柴油停产阴云

11月 10日，在江西都昌县蔡
岭示范园内，曾经轰动一时的新时
代油脂公司厂房静静伫立，往日生
产车间繁忙的情景已不复见。

作为江西最大的生物柴油生
产企业，该公司建有日产 60 吨的
生物柴油生产线，曾率先让公交车
“喝”上了生物柴油，但是现在却处
于半停产状态，每天仅完成 1/3产
能。

一边是全国“柴油荒”频现，一
边却是江西生物柴油企业半停产。
冷热不均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何种
深层原因？

据《中国企业报》调查，生产原
料的供应不足、销售渠道的受阻，
直接导致江西省生物柴油企业处
境尴尬，生物柴油的前景更加扑朔
迷离。
“政府要在生物柴油产业发展

中起到积极作用，不仅需要制定相
关标准，监管市场，更要促进企业与
科研院所的合作，扶持相关企业发
展。”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徐
永祥说。

全球能源日趋紧张，各国都在积极
寻找适合的新型能源。在中国，一种以
植物油及地沟油（加工处理后的餐饮业
废油）为原料的替代能源———生物柴
油，曾掀起一股不小的投资热潮。

据统计，江西生物柴油生产企业曾
达 10余家，可时至今日，江西市场上生
物柴油仍是踪迹难寻，早已投产的生物
柴油到底销向何方？

新时代油脂公司一喻姓负责人告
诉《中国企业报》，目前江西省内大部分
生物柴油生产企业已经关门停产或半
停产，受原料供给的限制，眼下厂里日
生产量也由原先的日产 60吨下降至 20
吨左右。

该工作人员表示，除去原料问题，
销路也存在问题，“中石油、中石化等终

端销售网点并不接收生物柴油，目前市
场并没有完全打开。眼下，公司已经放
弃寻找销售市场。”

早在 2007 年，新时代油脂公司生
产的生物柴油通过江西省科技厅专家
组的鉴定，其技术在燃烧值、有害物排
放量等 10 项性能上优于石化柴油，达
到车用标准，该公司生产的生物柴油率
先在九江市区的 19辆公交车上使用。

实验证明，公交车用上此柴油后，
原先排放超标的尾气黑烟得到明显改
善，九江公交也因此成了全国首例“喝”
上生物柴油的机动车。

然而，公交车“喝”生物柴油却突然
被叫停，一些生物柴油生产企业也相继
停产或转行，江西省内生物柴油企业的
现状之惨淡可见一斑。

据介绍，虽然新时代公司准备建设年
生产力 10万吨的项目，可是生产原料主
要来自南昌市环保局下属单位的地沟油、
废油以及大型植物油加工皂角的下脚料，
这些原材料仅够支撑 30%至 40%的产能，
厂里的机器根本无法开足马力生产。
“生物柴油，单就其环保前景看，的确

很环保，国家也确实给了不少的鼓励政
策。”新时代工作人员话锋一转，“不过，在
具体实施过程中缺少细则条例规定，使得
企业在日常经营中还是会遇到困难。”

数据显示，使用生物柴油后，二氧
化硫和硫化物的排放量可减少约 30%。
生物柴油中不含污染环境的芳香族烷
烃，与普通柴油相比，使用生物柴油可
降低 90%的空气毒性。由于生物柴油含
氧量高，燃烧时排烟少，一氧化碳的排

放比普通柴油减少约 10%。
基于上述原因，世界很多国家把生

物柴油产业列为本国生物质能源的投
资目标。

中国是石油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
目前我国主要面临进口石油比例急速
增加、国际原油价格大幅波动、石油供
应单一化与国际油源竞争日趋激烈等
方面的石油能源问题。

上世纪 80年代，我国开始研究生
物柴油，2005年前后，我国开始产业化
发展生物柴油以来，发展速度不断加
快，企业技术水平越来越高。

让人疑惑的是，作为石化柴油的替
代品，那么优于石化柴油的生物柴油为
何经过几年的产业化发展，反而出现了
“原料不足、销售无门”的怪现象？

原料不足、市场受限已成为江西省
内生物柴油企业的绊脚石。

在我国，生物柴油原料的 90%是废
弃油脂和地沟油。这些废弃油脂和地沟
油主要来自餐饮行业。

据了解，目前市场上正规渠道收购
地沟油的价格是每吨 4500 元左右，而
非法生产商去餐馆收购地沟油的价格
则达到 5000元以上。

对此，业内人士粗算了一笔账：生
物柴油企业的加工成本是每吨 1000元
左右，而非法生产商为 300 元至 400
元。售价方面，生物柴油的售价一定要

比普通柴油低，否则更没有竞争力，如
果普通柴油的平均价格是每吨 7000元
左右，生物柴油就只能卖 6500元。除去
加工成本和其他成本，利润只有 500元
至 600元。
“收购价低，就拿不到原料；加工成

本高、售价低，利润就少。这是生物柴油
企业面临的窘境。”一名业内人士如是
说。

业内相关人士表示，原料不足，尚
可想办法；销售无门，才真正让生物柴
油生产企业束手无策。

据新时代油脂公司相关负责人透

露，按照其预先的计划，该公司发展目
标是年生产生物柴油 10 万吨，而现在
只能年产几千吨。目前，成品油销售市
场被几家石油巨头控制，民营企业成
品油市场销售额非常少，生物柴油几
乎没有市场。

事实上，在南昌众多的加油站当
中，几乎没有一家加油站愿销售生物柴
油。此外，不少车主也因对生物柴油不
了解而采取观望态度。
“车主不采用生物柴油，不仅仅是

因为对新生事物的不了解。”一位张姓
司机对《中国企业报》表示，更多的是司

机根本找不到生物柴油的加油点。
截至目前，江西还没有一家生物柴

油生产企业就生物柴油进入销售市场
问题与商务厅联系。

专家提醒，生物柴油自身也存在着
一些先天缺陷，如其硫含量很难达到标
准，比石化柴油热值低以及密度大于石
化柴油，体积上不占优势，再加上目前
消费者对生物柴油的认知度不够等，这
一系列原因都阻碍了生物柴油产业的
发展。

那么，如何解决当前困难，使生物
柴油产业走上健康发展轨道？

“当然要继续发展下去，虽然目前的生物柴油仍存在技术
缺陷，但是其发展的大方向还是不可动摇的。”徐永祥说。

据统计，国内涉足生物柴油企业数量一度曾达到 300多
家，而目前，这一统计数据已缩水了 1/3。

根据 201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的有
关规定，政府部门有责任监管中石油和中石化两大油企将生物
制燃料纳入销售体系。

同时，国家也已出台生物柴油调和燃料（B5）标准，即要求
生物柴油在调和燃料中占比为 2%—5%。

由于上述相关规定都不是强制性措施，因此两大油企仍有
理由不接纳生物柴油，企业方面对此虽然颇有怨言，但也无计
可施。

徐永祥告诉《中国企业报》，与其大费周折与“两桶油”协商
生物柴油销售合作事项，不如转转观念，走走捷径，例如可以报
批发改委，直接申请建立专门销售生物柴油的加油站点。
“除了科研技术的扶持，生物柴油更需要在普通民众之中

大力推广，以助于生物柴油更好地进入大众生活当中。”徐永祥
表示。

据了解，目前江西省内生物柴油的年产量虽然还不到 10
万吨，但在全国范围内还是属于走在前列的。谈到发展，新时
代油脂公司工作人员表示出对生物柴油产业前景的乐观。他
说，到目前为止，我国生物柴油企业的技术与国际同步，不存
在技术落后的问题。但要持续健康发展，还要依靠政府的大力
扶持。

据了解，目前国际上已有不少国家立法，规定在石化柴油
中必须添加生物柴油，添加后的混合柴油有几个优势，能量效
益不变，尾气排放也有明显改善。

张永棠

采访手记

不该被边缘化的
新能源角色

除了外界所熟知的江西赛维，业界很难关注到江西对生物
能源的领跑优势。而正因为陌生，这不该被遗忘的能源角色是否
应成为经济发展的另一引擎？

纵观全球光伏产品价格下跌凶猛，先后遭遇欧债、美企反倾
销反补贴的“双反”诉讼的打击，使得近九成产品销往海外的中
国光伏企业处境更加艰难。光伏多晶硅、风电设备等产业正出现
产能过剩的局面，让人感到新能源产业竞争的白热化。

然而，在新能源产业的“高烧”中，城市生物再生资源系统尚
未引起足够关注，生物能源生产企业处境尴尬，对于能源紧缺的
中国而言，生物能源究竟能扮演怎样的角色？

提起新能源，几乎所有人都会把目光锁定于光伏和风电两
大产业。得益于“太阳能屋顶计划”和“金太阳工程”的先后出台，
我国光伏产业一路高歌猛进，仅光伏电池的产量就达 250万千
瓦，居世界首位。据不完全统计，截至今年上半年，全国多晶硅产
能已超过 22万吨/年，而 2012年的世界预计需求不到 10万吨。
这些热得发烫的数字，拼出了一幅令人激荡的画面，同时也为
“产能过剩”埋下了种子……

在寻找新能源突破口时，生物资源与能源领域并未引起足
够的重视。

生物能源广泛存在于人、植物、动物及其排泄物、垃圾及有机
废水中。由于世界上生物数量巨大，其所蕴含的能量亦相当惊人。

一方面，和太阳能、风能一样，生物资源是可再生的，“取之
不尽，用之不竭”。开发生物再生能源，将为缓解我国能源紧张起
到显著作用，并与其他新能源产业形成良好的互补格局；另一方
面，生物能源的使用过程，不但不会破坏生态环境，还能有效改
善环境污染严重的现状。

专家指出，在城市之中，也蕴藏着大量的可以转化为生物能
源和资源的废弃物。餐厨废弃油脂经过脱水除杂后，纯度很高，
是生物柴油的最佳原料。

与传统柴油相比，生物柴油可削减 90%的一氧化碳、80%的
总悬浮颗粒物、78%二氧化碳排放，同时无硫化物排放。10万吨
生物柴油可节煤 128600吨、节电 10.46亿度，替代石油 9万吨，
能源化效率非常惊人。对于人口密集的大城市而言，这样的转化
规模是庞大的。

遗憾的是，有统计数字表明，随着城市化的加快，城市有机
废弃物数量激增，处理率却连年“走下坡路”。

数据显示，2007年，全国生物柴油的年产量为 300万吨，到
2011年三季度，这一数字下滑至 30万吨。这其中，技术不成熟、
利益驱动的影响和人们受到传统观念限制，感到废物再生转化
难以启齿等问题，都是需要解决的瓶颈问题。

面对生物能源困境，政府必须敢于自己举起手术刀，循环经
济、可持续发展才不会走入“死胡同”。

与光伏、风电产业相同，生物能源尚未达到市场规模化扩
容阶段。在政策驱动方面，也落在其他新能源产业之后，扩张之
路并不平坦。然而，相对于热捧的风电、太阳能等行业一哄而上
而形成的激烈竞争态势，生物再生资源转化项目犹如一片蓝海。

在新能源技术提升方面，同样需要全国“一盘棋”的考量。国
家应强化新能源基础理论研发，加大对新能源开发利用的科研
经费的投入，建立“国家级”的战略技术储备库，逐步降低对国外
新能源技术的依赖程度。当然，这条道路是否能够越走越宽，还
要看人们生态理念的提升和对于废弃物再生的认识水平。

相关新闻

收购价低，就拿不到原料；加工成本高、售价低，利润就少。这是生物柴油企业面临的窘境。 本报记者 林瑞泉/摄

江西最大生物柴油企业 2/3产能停产 原料不足、渠道不畅两大难题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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