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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分析了发达国家林业生物质成型燃料产业发展的经验，指出国内目前阶段该产业的发展依赖于完
整的产业链构建。 我国可能源化利用的林业生物质资源丰富，具有充分的比较优势。 分析我国供热市场现
状和问题后指出，林业生物质成型燃料的市场应该锁定在分布式供热上，并提出促进该产业发展的具体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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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我国政

府承 诺 到 ２０２０ 年 森 林 面 积 比 ２００５ 年 增 加
４ ０００ 万 ｈｍ２，森林蓄积量增加 １３ 亿 ｍ３，单位 ＧＤＰ
能耗降低 ４０ ％［ １］ 。 林业具有完成以上目标的责
任，同时也面临完成任务的巨大压力和挑战。 要实
现森林面积和蓄积量“双增长”的目标，清林抚育是
关键。 目前清林抚育工作由于没有经济收益，仅采
用传统的行政手段分配任务，难以确保工作的顺利
进行。 大量的清林剩余物被丢弃于林间，不但造成
资源浪费，而且也为森林火灾和病虫害的发生埋下
隐患。 此外，林区转产种植木耳后，丢弃的木耳菌袋
无法处理也已经成为制约该产业发展的瓶颈。 近年
来，北方林区的棚户区改造任务占全国的 ９０ ％以
上

［２］ ，改造后的棚户区楼房，大部分为林业局自行
购买燃煤统一供暖 （保守估算，北方林区要烧掉燃
煤 １１０ 万 ｔ，花费资金约 ５ 亿元）。 由于用能问题没
有很好解决，部分改造后的棚户区居民又转向使用
原来的烧柴取暖，影响了棚户区的改造实效。 因此
在北方林区推广使用林区剩余物生产的木质颗粒燃

料，引导企业以市场化手段参与清林抚育，对提高森
林质量，培育林区转型后接续替代产业以及解决棚

户区改造后居民生活用能问题、全面高质量地完成
林区棚户区改造任务等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文章对林业生物质成型燃料是否能与林业生态

建设有效衔接，成长为有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
能力的产业做了深入探讨。
2　发达国家林业生物质成型燃料产业的
发展经验

2．1　林业生物质能源在生物质能源利用中占较大
比例

　　全球一次能源供应中，可再生能源占 １３ ％，其
中生物质能源占可再生能源的 ７７ ％。 在生物质能
源消费中，林业生物质能占绝对优势，达 ８７ ％（见
图 １）。 ２００３ 年欧盟所有成员国林业生物质能的利
用量达 ６ １４３ 万 ｔｃｅ，其中法国最多，达１ ３２６ 万 ｔｃｅ，
瑞典和芬兰次之。 ２０１０ 年欧盟林业生物质利用量
将达到 １．４３ 亿 ｔｃｅ［３］ 。 由此可见，林业生物质能源
在生物质能源总量以及可再生能源中起着非常重要

的作用。 开发利用好林业生物质能源资源是生物质
能利用的重中之重。
2．2　发达国家经验表明生物质能源主要市场导向

是供热市场

　　能源终端消费市场分为 ３ 类：发电、供热、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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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生物质能源占全球一次能源的比例
Fig．1　Proportion of bioenergy in

global primary energy supply
注： 数据来源 ＩＥＡ（２００８）和 ＩＰＣＣ（２００７）

燃料；任何能源类型最终都需要进入这 ３ 类市场，对
于新能源的利用，首先需分析其进入这 ３ 类市场的
条件和可能性，以及进入目标市场与原有能源品种
的比较优势。 ２００７ 年全球生物质能消费总量为
４８ ＥＪ（ ±１０），其中商业生物质能 １０ ＥＪ（ ±１）， 消费
总量的 ４２ ％用于供热市场（见图 ２）。 欧洲是全球
生物质产业发展最快的地域，２００６ 年欧洲生物质资
源转化为能源的总量为 ８ ９００ ｔｏｅ，其 ３ 类市场份额
分别为发电 ３６ ％、液体燃料 ６ ％、供热 ５８ ％，其中
木质生物质能源有 ８３．４ ％用于供热，仅有 １６．６ ％
用于发电（２００３ 年数据） ［３］ 。 生物质成型燃料已经
成为欧洲家庭常规燃料，在超市中作为普通商品销
售，大部分国家已经统计人均颗粒使用量，欧洲各国
都建立了生物质成型燃料相应的行业标准、技术规
范和产品标准，产业发展已经进入了成熟商业化的
快速发展阶段。 例如瑞典，其森林覆盖率为 ５７ ％，
林木总蓄积量达 ２７ 亿 ｍ３ ，林业生物质资源丰富，是
世界工业化国家中生物质能源使用比例较高的国家

之一。 截至 ２００７ 年底，可再生能源消费占瑞典全国
能源消费总量的 ５３．６ ％，其中供热的 ６０ ％以上来
自生物质能源，主要是木屑压缩制成的林业生物质
颗粒燃料。 目前瑞典木质颗粒燃料年产量超过
２００ 万 ｔ，１７ ％以上的家庭都使用木质颗粒燃料取
暖供热，在瑞典全国各地的加油站均有袋装的木质
颗粒燃料销售

［ ３］ 。 从欧洲的经验看，固体燃料用于
供热市场是目前生物质资源能源化的主要技术路线

和市场途径。
2．3　林业生物质成型燃料产业分析

分析林业生物质成型燃料产业在发达国家的推

广应用，得出以下 ４ 方面的固有优势，有力地促进了
该产业的发展。

１）适用性广。 林业生物质成型燃料，特别是颗
粒状燃料，具有密度高、形状单一、便于运输和自动

图 2　2008年全球用于生物质能源的
生物质总量及结构

Fig．2　Total amount and structure of biomass
used for global bioenergy in 2008

注：数据来源于 ＩＥＡ２００９。 引自 ＩＰＣＣ，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ｏｕｒｃｅｓ

化控制等优点，可广泛用于中小企业生产、家庭取暖
和区域供热，实现对燃煤、燃油、燃气的替代。 在充
当燃料直接燃烧供热的同时，成型燃料还可以作为
生物质发电、裂解气化以及生物基产品等的原料，更
加扩大了它的适用范围。

２）经济性强。 与同等热值的化石能源相比，林
业生物质颗粒燃料具有明显的价格优势，价格相当
于燃油的 ５０ ％ ～６０ ％，燃气的 ７０ ％（２００９ 年油气
价格），综合成本与煤基本持平（见表 １）。
表 1　生物质颗粒燃料与常规燃料热值及费用比较

Table 1　 Between biomass pellet fuel and conventional
fuel comparison of heat value and the cost

品 种
燃烧热值

（净含） 单位价格

每生产 １ ＧＪ
所需燃

料费用之比

管道天

然气

３６ ００６．４８
ｋＪ· ｍ －３

１．９５ 元
· ｍ －３

５４．１６ 元
· ＧＪ －１ １．０

燃料油

１８０ＣＳＴ
４８ １４８．２０
ｋＪ· ｋｇ －１

３ ０００ 元
· ｔ －１

６２．３１ 元
· ＧＪ －１ １．２

燃料

油 Ｍ１００
４１ ８６８．００
ｋＪ· ｋｇ －１

３ ３００ 元
· ｔ －１

７８．８２ 元
· ＧＪ －１ １．５

柴油 ０＃ ５０ ２４１．６０
ｋＪ· ｋｇ －１

５ ７８０ 元
· ｔ －１

１１５．０４ 元
· ＧＪ －１ ２．２

煤
２４ ２８３．４４
ｋＪ· ｋｇ －１

１ ３５０ 元
· ｔ －１

５５．５９ 元
· ＧＪ －１ １．０

商业用电

３ ６００．６５
ｋＪ· ｋＷ －１
· ｈ －１

０．６ 元·
ｋＷ －１ · ｈ －１

１６６．６４ 元
· ＧＪ －１ ３．１

木质颗粒
１８ ８４０．６０
ｋＪ· ｋｇ －１

１ ０００ 元
· ｔ －１

５３．０８ 元
· ＧＪ －１ １．０

３）加工技术适应资源特点。 林业生物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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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资源密度低、能量密度低、分布广泛等特点。 在
生物质能产业中，原料购买及收集费用通常超过总
成本的 ５０ ％以上。 生物质液体燃料的经济生产规
模一般在 ５ 万 ｔ 以上，生物质发电的资源需求量在
２０ 万 ｔ以上。 如此巨大的资源使用量，使得收集半
径急剧增加，收集成本迅速增加。 与之相对照，林业
生物质成型燃料加工企业的资源需求约为 １．００ 万
～１．５０ 万 ｔ，适应林业生物质资源分散分布的特点，
收集成本得以有效降低。 且成型后的燃料体积大幅
变小，约为最初资源的 １／１５ ～１／７，堆积密度提高至
６００ ｋｇ／ｍ３

左右，便于中远距离运输，从而既可灵活
供应城市能源市场，又可兼顾农村能源市场的需求。

４）能源转化效率高。 能量投入产出比是衡量
能源产品开发的重要经济指标。 就目前的技术水平
而言，生物质成型燃料的能量投入产出比大约是
１∶２０，生物质液体燃料大约是 １∶５，生物质发电大约
是 １∶３ ［４］ 。 可以看出，发展生物质成型燃料，是投入
少、产出多的发展模式，符合生物质资源的特性和经
济规律。
3　我国林业生物质成型燃料产业发展的
资源条件

3．1　我国林业生物质资源条件
我国森林覆盖率达 ２０．３９ ％，林业生物质资源

丰富。 林业“三剩物” （采伐剩余物、清林抚育剩余
物、木材加工剩余物）资源丰富，每年可获得量达
９．０３ 亿 ｔ。 其中，可利用作为能源的生物量约为 ３
亿 ｔ，折合近 ２ 亿 ｔｃｅ。 其中，全国采伐剩余物量约为
５．５４ 亿 ｔ，主要分布在内蒙古、黑龙江、吉林等省（自
治区），若加上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需采伐更新面
积的 采 伐 剩 余 物 量 ２．０６ 亿 ｔ， 该 数 量 将 达
７．７ 亿 ｔ ［ ４］ 。 清林抚育是增加森林生产力，促进林
业生态建设的重要环节。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在吉林省辉
南县召开的全国林业生物质成型燃料现场学习交流

会上，国家林业局造林司司长指出，“十二五”期间
全国共有 １５．６ 亿亩（１ 亩≈０．０６７ ｈｍ２ ）林地要进行
清林抚育，按照每亩林地至少产生 ５００ ｋｇ 清林抚育
剩余物计算，全国将产生 ７．８ 亿 ｔ 林业剩余物。 这
部分剩余物如果不加以利用，丢弃在林间不仅造成
资源浪费，还是森林火灾隐患和滋生林业病虫害的
温床，最佳的利用方式就是加工林业生物质成型燃
料。 我国每年的林产加工业也生产出大量废弃物。
２００９ 年全国生产木材 ７ ０６８．２９ 万 ｍ３ ，木材加工剩

余物数量达１ ２１５．７ 万 ｔ。 同时，东北林区大量种植
地栽木耳，以黑龙江省东宁县为例，２０１０ 年该县种
植地 栽木 耳 ８４ ８１４ 万袋， 在 为当 地 农民 创 造
１５８ ６５１ 万元产值的同时，也生产出 ２１．２ 万余吨废
弃木耳菌袋。 如果没有合适的利用方式，这些废弃
菌袋随意堆放腐烂将严重污染水资源，并且其塑料
包装形成白色污染。 而加工生物质成型燃料是资源
化利用废弃木耳菌袋的有效方式，不仅解决了污染
问题，还能为农民增加收入。
3．2　我国林业生物质资源的比较优势

我国林业生物质资源具有的比较优势，一是与
常规化石能源资源比较，二是与其他可再生能源资
源比较，三是与农业生物质能资源比较。

林业生物质能源相比化石能源的优势为化石能

源是“点”上的资源，而林业生物质资源是“面”上的
资源。 化石能源虽然储量相对集中，能量密度较高，
价格相对较低，但其资源本质上不可再生，可利用的
资源量越来越少，开采成本越来越高，经济性逐渐降
低，并且其废弃物环境污染异常严重。 相对而言，虽
然林业生物质资源在地理上分散，能量密度较小，大
范围大规模收集成本较高，开发与利用受收集半径
的制约，但其资源本质上可以再生，只要利用得当和
重视发展林业，其资源就可以持续利用，并且存量还
会增加，同时可改善自然环境。 林业生物质能资源
的空间分散性在较小地理上集中的小规模优势，正
好适应林区、农区村庄和城镇居民及单位的分布式
分散需求。

林业生物质能资源与其他可再生能源资源相

比，在资源类型丰富性、能量易储性、生产经济性和
环境生态性方面具有较明显优势。 林业生物质成型
燃料易于储存和运输，减排作用显著。

与农业生物质资源相比，林业生物质资源的优
势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林业生物质资源收
集成本低于农业秸秆资源。 林业采伐剩余物和加工
剩余物的产生相对集中，而农作物秸秆资源较为分
散，故林业生物质资源较易收集。 其次，林业生物质
资源交易成本低。 农作物秸秆资源分散在数量众多
的农户手中，产权分散，交易成本较高。 在欧美国
家，几个农场主拥有的农作物秸秆就可满足一个
２ ＭＷ发电厂的需求，而在中国，收集同样数量的秸
秆将涉及上千农户，面临较高的交易成本。 相比之
下，林业产权大部分集中在国有林场和森林工业企
业，产权集中程度优于农作物秸秆，因而交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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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同时林业产权集中也有利于资源的稳定持续供
给。 再次，林业生物质资源品质优于农作物秸秆。
农作物秸秆资源热值普遍较低，约 １５．２２ ＭＪ／ｋｇ，灰
分含量高，灰熔点低，易结焦；而林业生物质资源热
值达 １６．６８ ＭＪ／ｋｇ，灰分含量低于 ２ ％，灰熔点高，
火力强，相当于中质烟煤，燃烧性能优于秸秆。 综合
来讲，相比农业废弃物，林业生物质资源发展成型燃
料产业具有较大的比较优势。
4　我国林业生物质成型燃料产业发展的
市场定位

4．1　我国能源市场结构和特点
我国能源消费总量目前居全球第二，但增速已

列第一，高于全球能源消耗增速 ４ 倍。 我国能源市
场结构不同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能源结构高品位
的油气占 ７０ ％，我国低品位的煤占比达 ７０ ％左
右

［５］ ，因此我国正处在低品味能源向高品位能源的
过渡期，除了对外掌控更多的油气资源，能源结构调
整预示着生物质能的巨大机遇。 我国非商品能源的
传统生物质（主要是秸秆和薪柴）支撑了农村人口
一半的生活用能需求；同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差异，
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中城乡差别悬殊，农村能源消费
增长潜力巨大。 我国农村商品能源消耗相当于城镇
人均的 １／４。 随着农民收入的增加，新农村建设的
开展，一方面，农村人均能耗将逐步增加；另外，在没
有其他因素影响的情况下，传统生物质能消耗将逐
步向商品能源转化。 据测算到 ２０２０ 年，农村地区人
均商品能耗将由 ０．６２ ｔｃｅ 增加到 １．９９ ｔｃｅ，新增商品
能源消耗近 １０ 亿 ｔｃｅ，相当于 ２００９ 年我国能源消费
总量的 １／３。 如果城市可以通过产业结构调整、节
能降耗等手段使能源需求呈现一定弹性，那么农村
能源的需求增长则呈现相对刚性，这部分能源需求
也为生物质能源的发展带来原动力。
4．2　我国供热市场分析

供热是重要的公用产品，也是公共基础实施的
组成部分，我国供热市场的热源主要有发电厂余热
和供热锅炉两种；燃料有煤、油、气、电等；供热方式
分为热水和蒸汽两种；供热用户大致可分商业、民用
和工业 ３ 类；供热市场收费方式，对于一般建筑供暖
按供热面积计费，工业蒸汽则按流量计费。

供热市场是能源终端消费市场中增长最快的市

场，每年增速超过 １０ ％，同时供热市场又是资源浪
费和环境污染严重的领域。 目前城市供热方式实际

情况中主要有以下 ４ 个问题。
１）集中供热并非占绝大多数。 例如，吉林省会

长春市，总供热面积 １ 亿 ｍ２，热电联产的集中供热
只占 ３ ５００ 万 ｍ２ ，中等规模锅炉区域供热达 ４ ０００
万 ｍ２ ，小锅炉供热 ２ ５００ 万 ｍ２ 。

２）集中供热存在结构问题。 集中供热无法解
决特殊建筑的能源需求，比如酒店、医院、洗浴中心
等。 另外，由于管线尾端 ２０ ％左右的用户供热状况
始终不佳，工业用能管道尾端用户甚至影响正常生
产。 长春高新区和经济开发区均存在类似问题，济
南高新区情况更加严重。

３）污染严重。 全国中小供热锅炉总数 ５７ 万多
台

［ ６］ ，每年能源消耗量达 ６ 亿 ｔｃｅ，占能源消耗总量
的 １／７。 中小锅炉多以燃煤为主，缺乏高效的脱硫、
除尘装置，其二氧化硫排放占比超过 ５０ ％，是国家
整治的主要对象。

４）供热效率损失严重，尤其是集中供热方式。
用户采暖量的多少不受经济利益约束，用户的室温
低了产生投诉，室温高后开窗放热，大约浪费了全部
热量的 ７ ％；这种浪费在公共建筑中更明显，办公
楼、教室等公共建筑在下班、放学以后照常供热，例
如华北地区，供热期 １２５ 天，其中节假日就有 ４０ 天，
占采暖期的 ３０ ％，造成大量的能源浪费。 据测算，
集中供热效率损失为 １０ ％ ～３０ ％［７，８］ 。
4．3　锁定分布式供热市场

分布式能源是贴近能源消费市场需求，提高能
源利用效率的高效系统，代表着能源利用的发展方
向。 在供热市场上，分布式能源主要涵盖三个方面：
一是具有特殊供热要求的公共建筑，如酒店、医院、
洗浴中心等；二是集中供热无法覆盖的城市周边和
农村新城镇；三是需要特殊热源指标（如温度、压力
等）的工业企业。 目前这三类分布式能源需求主要
由中小锅炉提供用热服务，其中绝大多数是燃煤锅
炉，不仅由于效率低导致成本高，同时造成严重污
染，特别是二氧化硫排放问题。 但由于燃煤是目前
分布式能源最经济的解决方案，因此要在分布式能
源市场上取代燃煤，首先要在经济上与燃煤有可比
性。 生物质固化成型燃料取代燃煤的经济性主要表
现在热效率方面，由于生物制成型燃料专用锅炉的
热效率超过同等功率燃煤锅炉 １５ ％ ～２０ ％，因此，
通过减少燃料量而获得同样热值来达到成本降低的

优势。 效率的提高也就意味着减少污染。
我国分布式能源消费市场总量达 ６ 亿 ｔｃｅ，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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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速度近 １０ ％，分布式的能源消费市场与生物质
资源的空间分散性恰好吻合。 分布式能源市场为生
物质成型燃料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如
果发展生物质成型燃料全部取代我国近 ５７ 万台中
小锅炉中小化石能源锅炉燃料，可提高清洁能源比
率 ２０ ％，总体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最少 ２．５ ％，极大
改善能源结构，同时极大缓解减排压力。
5　吉林林业生物质成型燃料产业发展的
成功案例

　　位于吉林省的辉南宏日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在
林业生物质成型燃料产业发展中创立了成功的商业

模式。 该公司通过打通生物质成型燃料产业发展的
完整产业链，即资源收集、加工成型、燃烧产能、市场
消费 ４ 个环节，为林业生物质成型燃料找到了出路，
并能有效保障能源产品的稳定、持续供给（见图 ３）。

宏日新能源建立的 ３ 座工厂分别以采伐剩余
物、清林抚育剩余物和木耳菌袋作原料，通过拥有自
主知识产权，可以实现连续稳定生产木质生物质颗
粒燃料的生产工艺加工颗粒燃料，然后运送到生物
质成型燃料供热站，用生物质颗粒燃料专用锅炉燃
烧供热。 宏日的实践证明，只有建立起完整的生物
质成型燃料供热产业链，才能为生物质成型燃料找

图 3　宏日新能源林业生物质成型燃料供热产业链
Fig．3　The industry chain of Great Resource’s woody biomass briquette heating

到稳定的出路，才能为用热客户提供有保障的供热
服务。 生物质成型燃料产业发展了，才会使植树造
林、清林抚育产生经济效益，从而有效调动林区居民
育林的积极性，确保林业“双增长”目标实现。
6　我国林业生物质成型燃料产业发展的
综合效益分析

6．1　经济效益
我国现有可生产林木生物质成型燃料的资源折

合 ６ ３００ 万 ｔｃｅ，直接增加经济价值 ６００ 亿元，如果加
上未来 １０ ～２０ 年，可望新增 ２４ ７７８ 万 ｔｃｅ 的林业生
物质资源发展潜力，届时将形成一个 ３１ ０７８ 万 ｔｃｅ、
市场价值超过 ３ ０００ 亿元的生物质能源产业。 如果
考虑到对关联产业的带动作用，清林抚育和采伐剩
余物收集带动了林业活立木蓄积量生长、病虫鼠害
和火灾减少而增加的林业收益，为成型燃料生产和
使用而投资研发并制造的加工设备、收集设备、运输
设备、存储装备、燃烧设备等装备工业和能源管理服
务业，整个产业链的增加值将超过１．２ 万亿元，形成
一个产值超万亿的产业群。

6．2　社会效益
一是能够促进林区富余劳力就业，缓解林业改

革转型期间形成的社会就业压力。 林业生物质能资
源的收集、运输、加工、使用等诸多环节，从林区到城
市，都需要人力。 根据目前的实践经验，仅推动北方
林区林业剩余物全部转化为木质颗粒燃料，就可创
造 １２３ 万余个就业岗位。 二是可以改善林区棚户区
改造后居民的生活和取暖用能，改善他们的生活环
境，提高生活质量。 三是能够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做出贡献，缓解我国能源短缺状况，促进能源结构改
善，为 ２０２０ 年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消费 １５ ％比例的
实现提供有力保障。 如果 ３．１ 亿 ｔ 林业生物质资源
转化成为成型燃料，仅此就可占到 ２０２０ 年能源消费
的 ６ ％ ～１０ ％。
6．3　生态环境效益

一是可以有效地清理回收林区防火清障和采伐

及清林的剩余物，防止森林火灾和林业病虫鼠害的
发生，目前林业病虫鼠害防治率只有 ７０ ％；二是可
以替代煤炭，减少二氧化碳和硫化物的排放。 仅北
方林区林木剩余物生产成型燃料就可节约 ３ ０００ 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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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 ０．７５ 亿 ｔ；三是能源林均
为幼龄林，固碳释氧效果最好，可以充分发挥中幼林
地固碳释氧能力，改善空气质量，美化环境；四是清
林可以大幅度促进森林生长，增强蓄水功能，有利于
防洪抗旱减灾，减少地质灾害，提高生态效益。 在江
河源头，大量过熟林对水土保持作用显著。
7　结语

综上所述可以有以下几点启示：基于林业资源
特点和比较优势，我国发展林业生物质成型燃料产
业具有极大的发展空间；林业生物质成型燃料产业
可以和清林等林业生态建设进行衔接，实现林业生
态建设的产业化运营模式；林业生物质成型燃料产
业的目标市场要兼顾城市和林区（农村），城市特殊
供热市场拉动产业发展，林区棚户区改造和农村新
城镇建设等将为产业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

鉴于木质颗粒燃料产业显著的经济、社会、环境
效益和广阔的发展前景，建议参考南方沼气推广的
成功经验，结合北方开展的森林经营和棚户区改造
工作，推进林业木质颗粒燃料产业发展。 具体建议
如下：

１）对林业木质颗粒燃料产业给予高度重视，尽
快出台配套的扶持政策。 新兴产业发展初期需要强
力政策扶持，目前林业木质颗粒燃料产业已完成了
从资源到市场的产业链构建，但相应的配套政策尚
待完善。 比如，农业秸秆颗粒的扶持政策并未涵盖
林业颗粒燃料；对在林区新建木质颗粒燃料加工企
业，应给予土地、税收等方面的优惠，制定企业参与
清林工作的具体办法，鼓励企业发展能源林基地，合
理利用资源，增强产业发展后劲。 创造条件，引导产
业发展与清林抚育和林业棚户区改造相衔接，以此
为契机，吸引社会资金投入林业生态建设，推动林业
转变发展方式，深化改革，促进林业可持续发展。

２）参考农村沼气工程推广的政策和经验对北
方林业木物质颗粒燃料的生产和使用予以扶持。 鼓

励林区职工使用颗粒燃料取代传统的木柈和燃煤，
对改造后集中居住的棚户区使用颗粒燃料锅炉予以

一次性补贴；对分散居住的林业职工更换颗粒燃料
炉具同样给予补贴，对使用木质颗粒燃料予以适当
补助；对城市周边中小燃煤锅炉改造为木质颗粒燃
料锅炉也给予一次性补贴，为产业发展创造更为广
阔的市场空间。

３）进一步扩大示范规模，合理布局，引导产业
健康有序发展。 林业木质颗粒燃料和配套的专用炉
具在分布式能源需求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已经显现，
其成功经验和做法亟待推广，是否可以考虑以地区
或省为区域，开展木质颗粒燃料的推广工作。 同时，
为了避免无序竞争，林业主管部门应积极对木质颗
粒燃料生产进行引导和指导，合理布局，使林业木质
颗粒燃料产业健康有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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