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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福建在发展中同样面临着能源、三农 和环境的困扰, 更因缺油少煤及矿产资源不丰和丘陵山地过多而倍感艰难。

但在生物时代本省丰富的林业产品成了价值颇高的可再生资源, 可提供制作生物柴油的原料和用于造气, 其市场广阔。因

而只要调整思路,扬长避短, 就能战胜上述困扰,把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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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ujian has also encounter ed some troubles such as ener gy issurse, agr icultur e, countryside and farmer problem, and env-i

ronment pollution during developmental process, t hese troubles have become stronger when ther e is not enough fossil fuel and too

much hilly land. But in biolog ical era, the abundant for estry products in Fujian show much more potential value, for their r eg enera-

tion featur es. They can produce biodiesel and biogas. So, if we turn these renew able resources to advantage, then we w ill achieve the

jump-over development in West- str ait ar 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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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能源牵动着国民经济的中枢神经,生物质能正破土而出

能源是当前媒体上出现频率最高的字眼之一,因为它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基础,又与人民的日常

生活密不可分, 也因为一二百年来人们已经习惯了把能源和煤炭、石油、天然气这样的矿物资源联系在一

起。然而, 按照目前的消费水平,现代工业文明的这个特点必难长久支撑,自然界亿万年来积攒下来的这

笔财富终会逐渐走向稀缺和枯竭, 人们开始把目光转向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以确保工业

化社会的持续发展。

目前我国煤炭年产量已逼近 20亿 t ,能源自给率高于 90%, 但石油的年进口量 1 4亿 t , 进口依存度

达 46% ,带来的后果是环境不堪重负,其中 SO2、CO2 排放量分别占世界第一和第二位; 还有, 为支持国民

经济保持 7% ~ 9%的年增长速度,稳定进口的石油供应, 许多政治、经济和外交的努力均围绕着发展与反

遏制这个战略核心不停地运作。我们应该尽量立足于自己、减少受制于人, 在力争能源资源国际化的同

时,不可削弱开拓新能源及其相关技术的创新,为此我国即将实施再生能源法, 多项以能源为中心的 973

计划、重大科技项目均已启动
[ 1]
。

我国的能源发展规划是多方位的, 包括增大水力和核能发电的比重,加紧燃料电池的研发,太阳能发

电、太阳能制氢的尝试也很活跃;生物质能源更是倍受关注,地质学家找煤探气,工人们采油炼油的传统格

局会逐渐过渡成生物学家引种选种,农民种植木本、草本油料作物, 再制成燃料油的新局面,也就是说, 将

来油不再是钻出来的,而是种出来的,这将吸引广大农林工人加入到替国家产油的行列, 从而为山区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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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脱贫创造条件。在这过程中生物学家利用基因工程、生物技术提高油料作物产量和含油量,引种耐旱抗

贫瘠的高产油料作物的贡献,将媲美于 20世纪地质学家找油探气时所起的关键作用。另外,我国还有 7

亿 t作物秸秆, 2亿 t林地废弃物, 25亿 t禽畜粪便和有机废弃物,共相当于 8亿 t标准煤的资源等待开发

利用,这些边角料可以发酵制燃料酒精,可气化供民用和工业用,可制液体燃料或氢气,它们都涉及广大农

林工人的参与, 是解决我国特有的 三农 问题的重要出路之一, 而且这种化废为宝的进程对保护环境也大

有好处。鉴于以上的三大优点(能源、三农 和环境) , 著名农林学家石元春院士建议国家重视发展和积极

扶持生物质产业,认为面对这样的重大战略性历史机遇,必须登高一呼,推动全局[ 2]。

2 福建具备发展生物质能的先天条件,机遇再次垂青八闽大地

福建缺油少煤, 在矿物能源为主的时代能源的自给率较低; 福建的可耕地不富裕, 人均耕地面积

0 036 hm2,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1/ 3,拿不出多余的土地种植玉米、甜高粱、油菜等作物供进一步生产燃

料乙醇或生物柴油。但福建森林覆盖率超过 60%(林地面积高达土地总面积的 74%) , 居全国之首, 这样

在全省 1 2 105 km2 的土地面积中就有 7 106 hm2 的丘陵和林区,按第一期先开发其中的 5%计, 共3 5

105 hm2的边际性土地可供利用,这是我省一项很宝贵的资源。

2 1 油料木本作物选择

海南正和能源公司在河北种植了 7 3 10
3
hm

2
黄连木,单产 3 000~ 4 500 kg hm

- 2
, 得 2~ 3万 t 果

实,出油率 40%,产出原料油 0 8~ 1 2万 t [ 1]。王涛院士提供了如下信息: 我国有1 33 105 hm2 黄连木,

单产 7 500 kg hm- 2,得果实 1 106 t,产原料油 4 105 t[ 3]。两者之差表现在单位产量上,前者产原料油

1 5 t hm- 2为实测值,后者产 3 t hm- 2可能是试验地的产量,可作为争取的目标。根据这些数据,福建的

3 5 10
5
hm

2
山地每年应可产燃料油50~ 100万 t ,它们与甲醇在碱催化剂帮助下进行酯交换后即可得到

生物柴油。光皮树、麻疯树和黄连木一样,耐旱抗贫瘠,对土地的要求低,同样可供选择。

瑞士的国土面积为我省的 1/ 3,多山地貌与福建相似,他们计划种植 1 105 hm2 油料植物,解决每年

50%的石油需求
[ 4]
。对比之下可以看出,福建若按上述的规模开发,同样是可行的。

2 2 开发 3 5 105 hm2 丘陵地生产原料油

福建的山区县市约 50个,每个县开发 6 7 103 hm2 丘陵地(相当于半个厦门岛的大小, 厦门岛 130

km2= 1 3 104 hm2) ,总共就是 3 5 105 hm2,应该做得到; 若按每人种植 0 67 hm2 计,每个县则有 1万

户农民年收入可增加 3 000元(若有王涛院士预料的那样提高产量时, 收入还可增加) ; 每个县从这 6 7

103 hm2 的丘陵地上可得到起码 1 104 t原料油, 满足年产 1 104 t 生物柴油厂对原料油的需求,这样规

模的厂的年产值约 4 000万元;加上回收甘油、副产甲酯化产品及其他深加工的精细化工品, 产值还可再

提高。

龙岩卓越新能源公司已建成以废油脂为原料年产 2 104 t的生物柴油生产线, 且联产油酸甲酯和棕

榈酸甲酯,这个成功经验对在我省推广生物柴油的生产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2 3 经济方面的思考

我国成品油价格随国际油价波动, 2005年 7月中旬广东 0号柴油的报价已接近 4 500元 t
- 1

,从而突

现了生物柴油的竞争优势。有人预言, 不久的将来过高的油价会因国际炒家目标的转移而大幅回落。不

管最终这个预言是否兑现,有远见的生物柴油技术开发商一开始就应把深加工、生物柴油系列精细化工品

的研发(诸如环保防锈金属切削液、水性聚氨酯高档家具木器漆、植物油基油墨、绿色羊毛梳理纺纱油脂

等)摆在突出位置,而且要摒弃过去只注意催化剂研制的做法,代之以综合工艺、设备、且最终实现产业化

的务实方略。可以预计, 这类可生物降解的化学品会受到市场欢迎, 因而令生产厂家立于不败。

我省沿海地区的工程机械、汽车、叉车、造船和轴承等行业都是水基金属加工液的潜在用户;环保型优

等家具漆一定能受到高端客户的欢迎, 因为当前装修污染已成投诉的重点,而且散发着挥发性有机物气味

的家具对人和衣物的长期影响更令有识之士胆战心惊;水溶性油墨具有广阔市场,它们的原料路线和对环

境的较少影响, 使之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这些是应当乐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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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学校和研究机构的缺点是不易产生有实质意义的工业化成果:国家基金要在基础研究与应用开

发之间寻找平衡,除非 863计划,一般以产业化为目标的项目很难得到资助;对于企业界,大多一听到尚要

进行研发方有工业化之可能就提不起精神,浅显的理由是如果有现成的成果, 投资的风险将大大减少, 而

且成果归属的谈判也相当棘手。所以, 前期研发投资的困惑常使高校和科研机构趋于平庸和无所作为。

现在我国决定把技术、管理和制度创新作为立国的战略原则, 推行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知识自主

创新体系,相信在这个新方针的引领下,我省的生物质能源及其精细化工系列产品的开发生产,必将在改

变山区面貌和海峡西岸经济建设中起到独特的作用。

2 4 林业边角废弃料的气化

利用原来找不到合适用途的废弃物是该方法的优点, 它的技术成分不高, 但造福于千家万户,改善千

百年来农民一直过着的能效很低、烟熏火燎的直燃式能源消费方式, 解决边远山区至今无电的状况, 同时

还可增加经济收入; 富氧气化的技术含量较高,可用于发电或其他用途,经济价值更不会低,且有利于推进

农村的工业化、城镇化和吸纳富余劳动力。

2 5 丰富森林资源的增值利用

依照福建公布的林业概况介绍,本省的林业资源及其边角料相当丰富, 怎样利用,尤其如何与能源问

题挂起钩来,仍是一个有待很好回答的课题。王涛院士最近撰文提及:许多研究单位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油

脂植物和芳香油植物资源资料(种类、含油量、油分布特性等)的收集,区域性资源的登记及植物种的介绍,

其研究的目标是为食用油和传统工业用油的开发利用服务,没有同植物燃料油的利用相结合,也没有对油

脂植物和挥发性油植物进行系统的分析和研究[ 5]。这种不足在福建同样存在。可以想象, 对于福建这样

具备林产资源优势的省份,林业发展理念和方向的调整,必将创造出可观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2 6 与传统工业的配套发展

福建三明化工厂等现有年产 4~ 5万 t甲醇的生产能力,却找不到合适的用户, 而这部分甲醇正好可

配套产出 4 105 t生物柴油,这种把传统的煤炭化工与生物质能源结合起来实现双赢的范例具有推广价

值。

3 抓住机遇,切实发展

最近在北京举行的 福建省中心城市框架规划 论证会上,中央同意了这样的定位:形成 2个经济圈

(即福州经济圈,厦漳泉经济圈)和 2条发展带(沿海经济繁荣带,山林特经济和生态旅游产业发展带)
[ 6]
。

从规划中看出, 福建的中心城市经济总量小, 影响力不超出省界;闽西闽北的工业化、城镇化、三农 问题

的较好解决,以及 2个经济带的互动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然而,历史性机遇已出现在我们面前,那是因

为人类社会在经历了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之后, 正迎来密切关系着食粮、疾病与医药、能源和环

境的生物时代, 这个时代及其生物经济的特点是资源依赖性强、市场垄断程度低[ 7] , 使得象福建这个土地

面积仅占国土 1 3%,矿产相对匮乏, 而生物资源丰富的小省, 有了迅速发展和赶上先进的可能。所以, 积

极开展生物技术的开发, 培育和扶植生物质产业(生物质能源企业是其中的主要成员) ,力创植物油基精细

化工品的品牌等等, 为海峡西岸 2条经济带的建设增色。面对难逢的机遇, 战略的决策必将推动全局, 影

响全局。

4 结论

能源问题是当今的头等大事之一, 逐渐增大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的比例, 可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

赖,于环境也有好处;当然,对福建而言更为重要的事应该是如何加快发展、扩大经济总量, 同时解决欠发

达地区的工业化、城镇化和农民的脱贫致富(即 三农 问题)。按照传统的模式发展经济必须靠矿物资源

或外界投资,而如今在即将到来的生物时代里,丘陵地和农林产品成了很宝贵的财富,所以,福建除了原来

的茶叶和竹林等特色作物外, 发展工业用油料植物,可使林业产品骤然升值,既兼顾了本省上述的重大发

展问题和能源困境, 又能扬长避短,主要靠自身的内在条件,不必太受制于人。这一举多得 (下转第 1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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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难免对古树的生境造成人为干扰,或多或少都会影响到古树的生长, 从保护上多少有点不利, 如

福州某公园曾为了便利游客在榕树王树下铺了大面积的大理石砖,造成土壤透气性恶化,使得树木长势急

剧衰弱,险些枯死,幸好抢救保护及时, 才得以康复。但是一些没有开发成景观的古树,常常被圈围在一些

违章建筑之中或者因为缺乏经费投入而处于无人管理的状况,由于树木的自然衰老和病虫害侵袭,古树却

可能因此衰弱死亡。在良好保护前提下进行景观开发,由于在建设中改良它的生长环境、复壮它的体态、

日常管护有专人有经费, 古树又焕发青春,它的自然寿命得以延长,而且景观也得到充分利用,不论在经济

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都有所收获, 就像福州的同寿园樟树、鼓岭的柳杉公园、西禅寺的宋、明荔枝以

及仓山的贝壳杉王一样。因此在开发与保护的问题上,笔者认为是以保护性开发为主, 先保护后开发、两

者兼顾,目前看来更为符合现代国情。

总之, 在古树资源的保护与开发方面,不能因噎废食, 怕破坏就绝对保护, 不准利用和开发;关键是要

科学地利用,在良好的保护基础上开发,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古树名木资源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5)古树景点解说词问题。一个良好的自然景观不仅在于它引人入胜的自然形象,还在于它脍炙人口

的故事传说。解说词的编纂尤为关键, 但是许多古树往往缺乏或者暂未挖掘到这类信息,在现阶段可组织

有关的专家、文学家、历史学家进行创作、编写,以增加景观的吸引力,我们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

如双龙戏凤、听书松和钓篓榕等。但是这些创作务必品味高雅, 切忌生搬硬套。为慎重起见, 宜多方论证。

古树景观保护与再生还有许多值得关注的事项:如过度装饰化问题、夜间灯饰问题、雌雄异株繁育问

题、自然生态化与卫生清洁矛盾问题、古树迁地保护问题等。这些问题只要我们用心都能较容易解决。只

有我们增强古树名木保护意识,就会如数家珍地去盘点、去钩沉、去保护、去策划运作,在城市中,将古树景

观发扬光大。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站高一点看, 也是未来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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