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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木本油料植物生产生物柴油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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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木本油料植物生产生物柴油是适合中国国情的生物柴油发展策略之一。我国虽有丰富的木本油料植物资

源, 但是实施其开发和产业化都面临许多问题。分析了我国此项产业的现状, 阐述了在资源调查、产学研结合、

企业管理和政策法规等方面的问题和对策, 总结了当前全球注重发展 环保能源 的大背景下我国利用木本油

料植物生产生物柴油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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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ody oil - plants derived biodiesel production is suitable for China s bio - diesel develop

ment strategy Although China is rich in woody oil - plant resourc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its develop

ment and industrialization is facing many problem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current status of

the industry, described the issue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resource survey, production management, poli

cies and regulations, summarized the trend of biodiesel production in China by using woody oil plants un

der the current background of global focus on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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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化石燃料的替代能源是一个急迫的全球性

课题,世界各主要国家都投入巨资开展研发。生物柴

油( Biodiesel)因其与石化能源相比环境污染少,比核

能使用安全,比风能、地热能使用范围广以及可进行

生物降解,成为保护地球环境系列技术的重要组成部

分和当今国际新能源开发的热点。基于糖、淀粉和油

料作物的生物燃料的第一个浪潮对世界能源市场产生

了很大影响。然而,生物燃料对世界粮食价格可能产

生间接影响,出现 人车争粮 的尴尬局面
[ 1 -2]
。因此,

利用野生木本油料植物生产更为 绿色 的生物燃料更

显其发展潜力,因为这种方式不与粮食生产争土地。

1 我国发展木本油料植物生产生物柴油的背景

目前,我国的生物柴油生产原料以各种废油、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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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油脂为主。各种废油主要是指废弃的食用油,包

括 2种:一种是从剩余饭菜中经过油水分离得到的

油脂; 另一种是地沟油,主要指在餐具洗涤过程中流

入下水道中的油品。植物油脂,需要从各种植物中

提炼, 包括草本植物、木本植物和水生油料植物,分

别指草本油料果实, 如大豆、油菜籽、葵花籽、蓖麻

籽、棉籽等; 木本油料果实, 如油桐、麻疯树、黄连木

等的种子;还有工程微藻等水生油料植物
[ 3]
。从长

远角度考虑,各种废油、草本油料植物、木本油料植

物和水生油料植物究竟哪一种才是最适合我国国情

的呢?

1 1 利用废弃油脂生产柴油可以实现废物再利用

但存在一定局限性

利用废弃的食用油脂和地沟油的确是一条 变

废为宝 、再利用 的便捷途径,但是我国的各种废

油来源复杂,成份极不固定,纯化难度大。如进行单

一成分生产就达不到综合利用的目的, 相对高昂的

收集成本一项就会令很多投资者却步。另外, 此类

油脂的总量有限,不能满足生物柴油产业迅速发展

对原料的要求。

1 2 利用草本植物生产柴油造成 人车争粮 利用

水生油料生产柴油的技术尚待开发

利用草本油料制造柴油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

无论是大豆、菜籽还是棉籽均是世界市场上重要的

油料作物,而我国的此类油料本来就需要进口,自给

不足,很难以此为原料发展生物柴油。我国也不能

像欧盟和美国那样, 靠政府大量财政补贴来生产此

类生物柴油。在水生油料植物方面, 藻类的生物潜

力巨大,一旦高产工程微藻开发成功并实现产业化,

依托我国可开垦的333hm
2
( 5 000万亩)海岸滩涂和

大连内陆水域, 前途广阔
[ 4]
。然而此项技术目前仍

处在实验阶段,距工业化生产还有很长的路。

1 3 利用木本油料植物生产柴油在我国具有现实

可行性和环保优势

我国山地、丘陵和高原占国土面积的近 70% ,

林业生物质能品种丰富, 大力发展富含油脂的木本

林地, 以其种子作为原料生产生物柴油具有多重优

势。如充分利用荒山、荒坡, 有利于绿化, 促进林业

发展; 增加农民收入; 原料采用不可食用的天然果

油, 不与人类争食; 且随着林木生长,种子产量上升,

原料供应稳定,利于企业生产。

生物柴油还具有明显环保优势。实验证明木本

生物柴油的推广有利于 低碳 生活, 且不会对已有

的发动机等设备造成影响。同济大学的研究表明,

随着麻疯树生物柴油掺混入柴油的比例的升高, 醛

类、SO2、CO2 等主要非常规排放下降,总排放也有所

下降
[ 5]
,即麻疯树生物柴油可降低柴油的环境污

染。来自清华大学的研究证实, 随着掺混比例的增

大, 最大燃烧压力、放热率峰值有所下降,即麻疯树

生物柴油的掺入对发动机也较为有利
[ 6 ]
。因此, 从

中长期目标看,木本油料植物适合于作为我国发展

生物柴油的原料。

2 我国木本油料植物生产生物柴油的发展现状

我国油料植物分布于151 科, 697 属, 共有1 554

种,种子含油量在40%以上的植物就有 154 种。其

中, 分布广、适应性强、可用作建立规模化生物质燃

料油原料基地的乔灌木树种有30 多种。然而,分布

集中成片可建作原料基地,并能利用荒山、沙地等宜

林地进行造林,建立起规模化的良种供应基地的生

物柴油木本植物仅少数几种。科技部已经把重点攻

关项目集中在黄连木( Pistacia chinensis )、文冠果

( Xanthoceras sorbifolia)、麻疯树( Jatropha curcas) 和

光皮树( Cornus wilsoniana)等4 种树木。

2 1 木本油料植物生产柴油的产业化已取得显著

成就

早在 十五 期间,我国就提出要发展各种石油

替代品,制订了以生物柴油和乙醇汽油等为替代燃

油的推动计划。 十一五 期间,国家林业局重点在

云南、四川、贵州等省发展麻疯树 40hm
2
( 600 万

亩) ; 在河北、陕西、安徽、河南等省发展黄连木

25hm
2
( 375万亩) ;在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发展光皮

树5hm
2
( 75万亩) ; 在内蒙、辽宁、新疆等省发展文

冠果 13hm
2
( 200 万亩) , 并推动在这些地区合理布

局生物柴油产业化项目。国家粮油信息中心统计数

据显示, 2005 年底我国生物柴油生产企业 8 家, 年

生产能力超过 20万 t。到2006年底有 25家年生产

能力达到 120万 t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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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当前产业化进程遇到瓶颈 需要综合考察各地

实际制定发展规划

2010年有报道指出自 2006 年开始进行麻疯树

大规模产业基地建设的攀枝花地区的生产状况与早

期的规划存在较大差距。目前,该地区仅停留在生

物柴油原料林的培育阶段,在产业化方面,如生物柴

油的冶炼、副产品加工等方面的建设几乎毫无进展,

更没有形成专门的销售市场
[ 8]
。中石油、中海油、

中国石化集团等企业 2006年前后所规划的产业化

项目均以流产告终, 美国贝克生物燃料公司和英国

阳光科技集团亦黯然退出, 当地政府也暂停了该项

目的实施。这种 鸡肋 的状态是由多种原因造成

的,如在进行可行性分析时, 对当地的自然条件、劳

动力成本等了解不够; 对麻疯树种子的采集、脱毒,

及其产油量的估计与实际不符;对相关技术的研发

与推广、设备的建设、产业化程度、资金的跟进等过

于乐观。这些风险在建设之初没有得到足够重视,

导致了现在的困境。

3 我国木本油料植物生产生物柴油存在的问题分

析

我国木本油料植物生产生物柴油虽然正在迅速

成长, 但仍处在起步阶段, 目前已经暴露出一系列不

容忽视的问题。

3 1 我国的木本油料植物资源的情况尚待进一步

发掘 技术研发薄弱

要发展某区域的木本油料植物, 就应对此类资

源在该区域的种类、分布、生长状况、蕴藏量等情况

有清晰的把握,探讨该区域的环境人文条件是否适

合发展木本油料植物, 是扩大原有资源的面积还是

引入新的品种,以及对当地其他资源环境及生物多

样性造成的影响等。这些问题都需要在制定产业计

划前详细调研评估。

特别需要注意是相关技术研发目前还十分薄

弱。相对于其他经济作物而言,木本油料植物生产

技术科研起步晚、空白点多、发展慢, 需要在各方面

加强相关研究。原料品质和栽培方面, 需要提高种

子含油量、单株产果率和单位面积产量,改善种植合

理性和病虫害防治水平;生产工艺方面,需要提高原

料使用率和所生产生物柴油质量,降低能耗和成本,

简化生产工艺, 发展多元化生产, 解决二次污染问

题。另外, 培养专业技术人才,进行应用机械改造,

创造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新工艺等都是亟

待解决的问题。

3 2 企业的投资策略和相关政策对产业可持续发

展还存在制约因素

一些企业对项目盲目乐观,对该产业了解不足

就纷纷投资,一些地区盲目增加种植面积,甚至造成

一定程度的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木本油料植物的

生长周期较长, 在投资的前两年几乎不会有收益。

一些地区虽然已种植了一定数量的油料植物, 但不

足以支撑生物柴油的规模化生产。同时生物柴油的

价格受制于油价,如果油价下降, 其成本优势会受到

威胁,将形成生物柴油市场原料成本的倒挂。

另外,相关产业政策、技术标准、销售模式和环

境评估等方面还不配套。比如,生物柴油出口时,海

关不知道其应属哪类产品。再如, 生物柴油的生产

和销售环节没有明确的监督管理部门,以非粮食作

物为原料的生物柴油的定价机制还没有体现出环境

效益的因素。相关政策之间也存在着协调性差, 政

策难以落实等问题,没有形成支持生物柴油产业持

续发展的长效机制。

4 我国木本油料植物生产生物柴油的发展趋势

4 1 国家政策法规以及行业发展规划为我国生物

柴油产业高速增长创造了有利条件

为了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缓解过度依赖进口石

油, 同时有效降低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我国正大力推

动生物柴油的发展。目前制定的相关规划显示, 我

国生物柴油在 十一五 是工业示范阶段, 十二五

是工业推广阶段, 十三五 则进入大发展阶段
[ 9 ]
。

国家政策应以积极扶持和有效引导为主,主要体现

在科研投入、投资补贴和减免税费等方面,而且国家

对燃料乙醇定点生产企业的扶持政策可以作为很好

的借鉴。

2010年, 《生物柴油调合燃料( B5) 国家标准》

(以下称《B5 标准》) 出台, 这意味着生物柴油获准

正式进入成品油零售系统。生物柴油在过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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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由于标准没有完全确立,进入市场受到了一定的

限制, 虽然2007年我国出台了针对生物柴油生产的

《柴油机燃料调和用生物柴油( BD100)国家标准》,

但并没有进一步明确生物柴油和石化柴油的相关掺

混比标准,这就限制了我国很多生物柴油企业正常

进入流通领域。《B5 标准》的颁布实施, 为生物柴

油在市场上的健康有序发展将提供有力的保障
[ 10 ]
。

4 2 因地制宜合理规划产业化发展更趋科学理性

利用木本油料树种是我国发展生物柴油的特色

和优势,而野生木本油料植物主要生长在山地和丘

陵地区,收集和运输较困难,且能源密度低。针对此

类情况,各地一方面结合退耕还林, 并在荒山、沙地

等宜林地区有计划地种植各种高产、经济性好的油

料林木,为今后的密集化采集生产提供原料,这一点

十一五 计划中已经有了明确规划, 并已经实施完

成,取得了初步的成果, 十二五 时期仍将继续得

到发展和实施。另一方面,开发移动式生产设备,利

用现有的野生林进行生产。

产学研结合在政府和科研部门都得到支持。我

国木本油料植物生产生物柴油产业与科研结合不紧

密的情况近年来得到了国务院领导和国家计委、国

家经贸委、科技部等政府部门的重视,并已列入有关

国家计划。加强政府部门、科研单位和企业合作的

同时, 还应重视高校对专门人才的培养,对专业知识

的教学,而且完善技术、服务体系, 建立销售渠道及

市场也是势在必行的。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同

时,也应注意自主知识产权的建立健全。

4 3 在生产技术和产业政策等多方面借鉴国外先

进经验 助推生物柴油产业快速发展

作为新兴产业,在政策推广方面,政府有关部门

正充分研究借鉴国外的经验,推动我国生物柴油产

业的迅速发展。国外有些成功案例可供借鉴, 例如,

欧盟发布了两项促进生物柴油市场销售的指令,要

求欧盟各国降低生物柴油税率; 并从 2009 年开始,

强制性地将生物燃料调配入车用燃料中, 掺入量至

少为1%; 美国对生物柴油的销售商给予 0 5 ~ 1美

元 /加仑的补贴。国外的优惠政策主要有三方面:对

原料生产、加工企业、技术开发的补贴措施, 包括贷

款保证、贴息贷款、补助金等
[ 11]

;对生物柴油推广的

税收减免政策,如降低消费税等; 强制性要求出售的

燃油中掺入一定比例的生物柴油, 就像我国已推行

的乙醇汽油一样。相信更加具体的政策法规的出

台, 必将更进一步推动生物柴油产业的发展。

作为一种可再生的能源, 生物能源受到全世界

的关注,并得到了大力发展。欧盟、美国、巴西等利

用草本油料作物发展生物柴油, 而我国的国情与之

相去甚远,我国不能照搬他们的模式,选择木本油料

植物生产生物柴油无疑是符合国情的选择, 虽然不

能看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对我国调整能源结构、

保护生态环境、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农林收入都有重

要意义。我国利用木本油料植物生产生物柴油有着

巨大的发展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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