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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燃料乙醇的发展现状、问题与政策建议
李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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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物燃料乙醇是可再生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在替代能源、改善环境 ,促进农业产业化 ,实现农

业增效、农民增收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本文指出 ,目前我国生物燃料乙醇产业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 ,其

发展尚面临诸多困难和问题 ;并据此提出如下发展战略 :坚持非粮为主 ,鼓励原料多元化 ;坚持市场化运

作 ,敞开收购生物燃料乙醇 ;利用好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最后 ,本文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 :制定

并实施生物燃料乙醇发展规划 ;加强生物燃料技术研发和产业体系建设 ;加强部门之间配合 ,创造良好的

市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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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发展现状及有关政策

我国从 2002 年开始生物燃料乙醇试点工作 ,虽

然时间不长 ,但发展速度很快。《车用乙醇汽油“十

五”发展专项规划》提出短期内以陈化粮为主开展

燃料乙醇的试点项目 ,在推广时考虑使用商品粮作

为变性燃料乙醇生产的原料。2004 年 2 月 ,经国务

院同意 ,国家发改委等 8 大部委联合颁布了《车用乙

醇汽油扩大试点方案》和《车用乙醇汽油扩大试点工

作实施细则》,把推广使用车用乙醇汽油作为国家一

项战略性举措。

目前 ,我国生物燃料乙醇生产技术已经成熟 ,黑

龙江、吉林、辽宁、河南、安徽 5 省及湖北、河北、山

东、江苏部分地区已基本实现车用乙醇汽油替代普

通无铅汽油。我国已成为世界上继巴西、美国之后

第三大生物燃料乙醇生产国和应用国。

“十五”期间 ,我国已在黑龙江、吉林、河南、安徽

4 省建成 4 个生物燃料乙醇生产试点项目 ,年产量

102 万吨左右 ,使用的主要是储备粮中时间比较久

的陈化粮 (其中 80 多万吨是用玉米生产的、20 万吨

是用其他粮食和薯类植物生产) ,可以混配 1020 万

吨生物燃料乙醇汽油 ,乙醇汽油的消费量已占全国

汽油消费量的 20 %(见表 1) 。

表 1 　4 家生物燃料乙醇企业概况

公司
吉林生物燃料乙醇

有限责任公司

黑龙江华润酒精公司

(独家)
河南天冠集团 安徽丰原燃料酒精有限公司

厂址 吉林 肇东 南阳 蚌埠

股东
中石油、吉林粮食集团、

中国华润总公司
香港华润集团

河南天冠集团、中石化、

河南省建设投资总公司

安徽丰原生物化学股份有限

公司、中石化安徽石油总公司

年产量 30 万吨 10 万吨 30 万吨 12 万吨

加工工艺 玉米湿法 玉米干法 小麦湿法 玉米湿法

在建产量 30 万吨/ 年 32 万吨/ 年

供应区域 吉林 10 万吨 ,辽宁 20 万吨 黑龙江
河南 13 万吨 ,湖北、

河北 13 个地市 17 万吨

安徽 10 万吨 ,山东、江苏、河北

14 个地市 27 万吨

　　目前 ,我国生物燃料乙醇生产正朝着多元化原 料方向发展 ,如薯类、纤维素。在新疆、内蒙古等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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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行培育的具高抗逆性和可以在全国种植的甜

高粱 ,每公顷能产生物燃料乙醇 6 吨 ,比甘蔗高

30 % ,比玉米高 3 倍。我国积极应用转基因技术选

育和开发能源作物原料 ,已开发出利用甜高粱茎秆

汁液等生物质制取乙醇的技术工艺 ,已建设年产

5000 吨乙醇的甜高粱茎秆制取生物燃料乙醇工业

示范工程 ;纤维素废弃物制取乙醇燃料技术已进入

年产 600 吨规模的中试阶段。此外 ,我国还开展了

研究生物质原料的高压蒸汽爆破预处理技术、纤维

素酶制备技术、大规模酶降解技术、戊糖己糖同步乙

醇发酵技术、微生物细胞固定化技术、在线杂菌防治

技术以及副产品木质素的深度加工利用技术等。但

这些研究目前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 ,水解技术与

国外相比仍有相当差距 ,而且经济性较差。

近年来 ,各地建设生物燃料乙醇项目的热情空

前高涨 ,一些地区出现了过热倾向和盲目发展势头。

2006 年 9 月 30 日财政部等 5 部委发布《关于发展

生物能源和生物化工财税扶持政策的实施意见》,明

确提出对发展生物质能源产业和生物化工实施风险

基金制度与弹性亏损补贴机制 ,对生物质能源及生

物化工生产的原料基地龙头企业和产业化技术示范

企业予以适当补助。2006 年 12 月 8 日 ,国家发展

改革委员会发布《关于加强玉米加工项目建设管理

的紧急通知》;2006 年 12 月 14 日 ,国家发改委、财

政部发布了《关于加强生物燃料乙醇项目建设管理 ,

促进产业健康发展的通知》,对一些地方盲目发展玉

米加工乙醇燃料能力不予支持 ,明确提出坚持非粮

为主 ,积极稳妥推动生物燃料乙醇产业发展。生物

燃料乙醇项目实行核准制 ,其建设项目必须经国家

投资主管部门商财政部门核准。在国务院批准实施

《生物燃料乙醇及车用乙醇汽油“十一五”发展专项

规划》前 ,除按规定程序核准启动广西木薯乙醇一期

工程试点外 ,任何地区无论是非粮原料还是其他原

料的燃料乙醇项目核准和建设一律要报国家审定。

国家对生物燃料乙醇生产和使用给予了强有力

的政策支持 ,主要包括 :

1)制定标准和政府投资。我国从 2002 年开始

生物燃料乙醇试点工作 ,由国家发改委联合 7 部委

制订的关于生物燃料乙醇推广使用规划已编制完

成 ;《变性生物燃料乙醇》和《车用乙醇汽油》两项产

品国家标准已经于 2001 年 4 月 2 日正式出台。

2003 年起 ,采用“定点生产、定向流通、封闭运行”的

推广方式 ,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南、安徽、河北、山

东、江苏、湖北 9 省开始全面停用普通无铅汽油 ,改

用添加 10 %酒精的乙醇汽油。

2)成本补贴。随着我国生物燃料乙醇企业产

量的逐年上升 ,起初要消化的陈化粮已基本用完。

2001 年 ,国内生产乙醇原料中玉米原料占总量的比

重为 59 % ,到 2005 年已经上升到 76 %。玉米用量

在生物燃料乙醇生产中大幅度上升导致玉米价格持

续上涨。由于目前生物燃料乙醇的生产成本过高 ,

几乎所有的生物燃料乙醇企业都处于亏损状态 ,国

家定点生产的几家企业之所以能维持 ,是国家出台

了补贴扶持政策。按目前的加工成本和生物燃料乙

醇的价格来计算 ,生产一吨生物燃料乙醇要亏损

1000 元左右 ,国家给予的补贴是 1600 元左右。国

家每年要拿出 20 多亿元来补贴这 4 家生物燃料乙

醇生产企业。

3)财税支持。《可再生资源专项资金管理暂行

办法》中明确了专项资金重点扶持的生物燃料乙醇

是指用甘蔗、木薯、甜高粱等制取的生物燃料乙醇。

经向地方及国务院申请并获得审批的企业或个人可

获得该专项资金的扶持 ,其使用方式包括 :无偿资助

和贷款贴息。这些专项资金可以用于人工费、设备

费、能源材料费、租赁费、鉴定验收费、项目实施过程

中其他必要的费用支出。

4)严格项目建设管理与核准。国家实行生物燃

料乙醇“定点生产、定向流通、市场开放、公平竞争”

相关政策。生物燃料乙醇项目建设需经国家投资主

管部门核准 ,任何地区无论是非粮原料还是其他原

料的生物燃料乙醇项目核准和建设一律要报国家审

定。

2 　面临的主要问题

我国生物燃料乙醇产业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 ,

其发展尚面临诸多困难和问题 :原料不足 ,技术产业

化基础薄弱 ,产品市场竞争力不强 ,政策和市场环境

不完善。

1)原料问题。我国生物燃料乙醇发展初期主要

以陈化粮为原料 ,随着乙醇汽油在全国 9 省市的推

广 ,市场需求猛增导致陈化粮库存骤减。以玉米为

原料 ,必然引发玉米价格猛涨 ,生物燃料乙醇发展遇

到了与民争粮的难题。而非粮作物原料的种植问题

还没有落实。

2)成本较高 ,缺乏市场竞争力。在现有技术水

平和政策环境条件下 ,开发利用生物燃料乙醇成本

较高 ,加上资源分散、规模小、生产不连续等特点 ,在

现行市场规则下生物燃料乙醇缺乏市场竞争力 ,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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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政策扶持和激励。原料占生产成本的 70 %～

80 % 。中国农业水平较为落后 ,原料价格较高以致

乙醇成本也随之升高。按国家政策规定 ,所生产生

物燃料乙醇目前按 4782 元/ 吨卖给中石油 (国家 90

号汽油出厂价乘以 019111 的系数计算所得) ,而生

物燃料乙醇加工成本在 5000 元/ 吨以上。没有国家

补贴 ,生物燃料乙醇生产企业将亏损。在培育出乙

醇汽油市场之后 ,能否对抗来自巴西、美国的进口冲

击 ,也关系到这些生物燃料生产企业的存亡。

3)资源评价、技术标准、产品检测和认证等体系

不完善。我国于 2001 年颁布了《变性生物燃料乙

醇》( GB18350 - 2001)和《车用乙醇汽油》( GB18351

- 2001)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 ,在技术内容上等采用

了美国试验与材料协会标准 (ASTM) 。由于制备生

物燃料乙醇的原料的多样性 ,生产工艺也不尽相同 ,

这就造成所得生物燃料乙醇在某些技术指标上会有

所差异 ,目前制订的生物燃料乙醇标准仅是从食用

性淀粉基原料考虑。为适应生物燃料乙醇原料的多

元化和大规模生产 ,加强生物燃料乙醇的生产和使

用管理 ,在现有标准的基础上及时制订不同生物质

原料来源的生物燃料乙醇相关基础标准 ,生产过程、

工艺控制等标准就显得极为迫切。

4)市场环境和保障机制不够完善。我国生物燃

料乙醇发展缺乏明确的发展目标 ,没有形成连续稳

定的市场需求 ,目前还处在“以产定销、计划供应”阶

段 ,与市场化竞争和运作尚存在较大的距离 ,相关企

业尚缺乏相应的市场操作经验和思想准备 ,市场推

广也面临诸多瓶颈。目前 ,国内生物燃料乙醇从生

产到销售的各个环节都受到了政府部门严格的控

制 ,是政策性的封闭运行 ,尚未形成真正意义的市场

化。

3 　发展战略

1)生产和推广使用生物燃料乙醇是一项长期战

略。

生物燃料乙醇作为石油的替代品和可再生能

源 ,不仅对于解决阶段性和结构性粮食深加工转化、

稳定粮价和农民收入、减少环境污染、保持生态平衡

等诸多方面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而且还能创造新的

就业机会。因此 ,生产和推广应用生物燃料乙醇对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 ,随着国

际原油价格的持续攀升和资源的日渐趋紧 ,石油供

给压力空前增大 ,生物燃料乙醇的经济性和环保意

义日渐显现 ,产业发展的内在动力不断增强 ,积极稳

步全面推进和发展生物能源产业的条件和时机日趋

成熟。推广使用生物燃料乙醇将成为替代能源选择

与可持续发展的大势所趋 ,是我国的一项长期战略

性举措。

2)坚持非粮为主 ,鼓励原料多元化。

坚持“非粮为主、不与民争粮、不与粮争地”是我

国发展生物燃料乙醇产业的基本原则。

我国人多地少 ,粮食安全至关重要。发展生物

燃料乙醇产业一定要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基础上稳

步推进。要鼓励利用秸秆、树枝等农林废弃物 ,利用

薯类、甜高粱等非粮农作物和小桐子、黄连木等木本

油料树种为原料加工生产生物能源 ,鼓励开发冬闲

田、盐碱地、荒山、荒地等未利用的土地建设生物燃

料乙醇原料基地 ,从而确保生物燃料乙醇有稳定原

料供应来源 ,确保发展生物燃料乙醇“不与粮争地”。

但是 ,坚持“非粮为主”,并不否认可以适当利用

粮食为原料生产生物燃料乙醇。当粮食出现阶段性

供过于求时 ,国家有计划地拿出一部分粮食加工生

产生物燃料乙醇 ,将有助于丰富粮食转化渠道 ,平衡

粮食供求 ,有效保护粮价 ,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近

年来 ,我国农业生产连年丰收 ,玉米等生物燃料乙醇

原料生产能力不断提高 ,然而玉米等深加工问题未

能得到很好解决 ,出现了阶段性和结构性过剩。适

当利用玉米等为原料生产生物燃料乙醇 ,可有效解

决粮食等农作物的转化 ,形成一个长期、稳定、可控

的粮食消费市场 ,有助于增加农民收入。

3)坚持市场化运作 ,敞开收购生物燃料乙醇。

要积极发挥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 ,建

立健全生物燃料乙醇收购流通体系。政府需要明确

生物燃料乙醇生产和销售的有关政策 ,制定产品质

量标准 ,以技术指标作为行业门槛 ,由中石油和中石

化公司敞开收购 ,鼓励各种不同所有制的企业进入

该领域 ,向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开放生物燃料乙醇

市场。

按照中国入世的承诺 ,国内石油零售市场在

2004 年对外开放 ,国内石油批发市场在 2007 年对

外开放。实际上 ,从 1999 年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经

贸委等 8 部门的“38 号文”已明确规定 :国内各炼油

厂生产的成品油要全部交由石油集团、石化集团的

批发企业经营 ,其他企业、单位不得批发经营 ,各炼

油厂一律不得自销。2001 年 ,国务院办公厅重申两

大集团的成品油批发专营权 ,并进一步赋予其零售

专营权。而 2007 年 1 月出台的《成品油市场管理办

法》和 3 月出台的《成品油经营企业指导手册》,则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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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民企门槛再次提高 ,《成品油经营企业指导手

册》规定申请人要提交的材料包括 :全资或 50 %以

上 (不含 50 %) 控股拥有 1 万立方米以上成品油油

库的法律证明文件。这样的数字要求 ,对于许多正

在发展中的民营石油企业无疑是过分苛求了。显

然 ,在改革开放的 30 多年中 ,一度风光不已的石油

民企不是输在没能力 ,而是市场的垄断行为把该行

业的民企活路封堵了。实际上 ,失去生存空间的民

营石油企业已经相当实际 ,纷纷把企业打包出售给

在中国市场攻城掠地的跨国外资企业 ,这种被垄断

击垮的企业割肉奔逃 ,使得外资大鳄能够以低廉的

价格从容在市场布局。今后中国石油垄断巨头将会

发现应对好一群中小型民营企业后 ,又将直接面对

后台很硬的外资企业的挑战。

4)利用好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一是从巴西进口生物燃料乙醇 ,二是采取中海

油模式 ,去海外种植甘蔗作物 ,在国内生产乙醇 ,既

保障了资源供应 ,又支援了发展中国家。

特别是 ,从巴西适量进口乙醇具有可行性。巴

西是世界上最大的乙醇出口国 ,巴西农业部的最新

统计显示 ,2007 年上半年共出口乙醇 15146 亿升 ,

平均价格为 014515 美元/ 升 (折合人民币 425818 元/

吨) ,巴西到中国的船运运费为 30～50 美元/ 吨 ,进口

巴西乙醇的到岸价预计为 448717～464013 元/ 吨 ,

相当于原油价格 51～53 美元/ 桶时的汽油价 ,即使

不考虑环保效益 ,经济性也优于国内的玉米乙醇。

同时 ,进口乙醇比进口原油的国际压力小得多 ,不会

产生与民争粮、与粮争地问题。

4 　政策建议

1)制定并实施生物燃料乙醇发展规划。

要从国家战略出发 ,根据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认

真分析各地区的基础和优势 ,找准产业定位。开展

可利用土地资源调查评估和能源作物种植规划。结

合土地资源状况 ,研究分析原料供需总量和区域分

布 ,围绕产业经济性和目标市场 ,因地制宜确定产业

发展的指导思想、发展目标、项目布局原则和乙醇汽

油的混配、储运、销售和使用实施方案 ,以及配套政

策、法规工作等。发展生物燃料乙醇必须充分考虑

资源、技术、环保、能耗等多方面因素 ,稳步发展。

当前 ,各地拟建燃料乙醇项目积极性很高 ,产业

发展面临着开发非粮原料、提高产业发展水平、完善

政策环境等诸多挑战 ,必须从宏观上统一规划和正

确引导生物燃料乙醇产业有序、健康发展 ,规范市场

秩序和投资行为 ,防止盲目建设和投资浪费。

2)加强生物燃料技术研发和产业体系建设。

整合现有生物燃料乙醇技术资源 ,完善技术和

产业服务体系 ,加快人才培养的进程 ,全面提高生物

燃料乙醇技术创新能力和服务水平 ,促进生物燃料

乙醇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将生物燃料乙醇的科学

研究、技术开发及产业化纳入国家各类科技发展规

划 ,在高技术产业化和重大装备扶持项目中安排有

关专项 ,支持国内研究机构和企业在生物燃料乙醇

核心技术方面提高创新能力 ;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

基础上 ,加强消化吸收和再创造 ,尽快形成自主创新

能力。建立生物质行业标准。同时 ,汽车和摩托车

行业应尽快针对燃料结构的变化着手研发新能源汽

车或摩托车 ,这不但是保证乙醇汽油大范围成功推

广的重要因素 ,也是汽车产业发展的重大机遇。

在生物燃料乙醇开发利用过程中要重点突破若

干关键技术 :陈化粮或农作物秸秆等制酒精的发酵、

提炼技术研究 ;生物质能源的液化技术研究 ;生物技

术和转基因技术在能源农业上的应用研究 ;开发高

浓度乙醇发动机或纯乙醇发动机等相关研究 ;利用

纤维素生产生物燃料乙醇的技术等。同时 ,需要提

高转化率 ,包括水解转化率和单糖发酵成乙醇的转

化率 ;能量综合利用以降低过程能耗 ;通过开发副产

品在提高经济性的同时也降低废水处理费用 ;开发

能够连续高效、低成本的产酶工艺 ;开发先进的乙醇

发酵与精馏工艺和设备 ,选育出高转化、能发酵多种

单糖、耐乙酸抑制、耐乙醇反馈抑制的超级乙醇发酵

菌 ;开发高效纤维素原料连续水解工艺与设备。

近期重点发展以木薯、甘薯、甜高粱等为原料的

生物燃料乙醇技术。从长远考虑 ,要积极发展以纤

维素生物质为原料的生物燃料乙醇技术。

3)加强部门之间配合 ,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发展生物燃料乙醇作为国家的一项战略性举

措 ,政策性强、难度大 ,与市场发育关系紧密 ,涉及原

料供应、乙醇生产、乙醇与组分油混配、储运和流通

及相关配套政策、标准、法规的制定等各个方面 ,业

务跨多个部门。因此这是一项系统工程 ,需要多个

部门的协同配合。中石油、中石化等成品油销售企

业要按有关法律规定 ,全额收购生物燃料乙醇产品 ,

并积极建设混配中心 ,为发展生物燃料乙醇创造良

好的市场环境。农业、林业部门要做好资源评价 ,做

好育种等基础工作 ,并引导做好生物燃料乙醇基地

建设。 (下转第 8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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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基金绩效评估的核心是对其所面临的风险进行

准确的计算和测量。本文通过对 2003 年 7 月到

2007 年 6 月间封闭式基金的净值数据的统计分析 ,

衡量基金风险调整后的收益 ,研究基金绩效以及基

金绩效的持续性 ,得出如下结论 :

1)我国的投资基金收益率并不服从正态分布 ,

具有正的偏度和不足的峰度 ;采用传统的参数法评

价在我国的基金市场上存在局限性。

2)绝大多数封闭式基金分散非系统风险的能力

差别较小 ,这与我国基金投资组合的一致性较高的

结论相一致。

3)评估期内封闭式基金的收益率高于无风险利

率 ,基金取得了一定的风险收益。

4)利用绩效二分法 ,分别以一年、两年为等长持

有期和评估期对样本基金进行持续性检验 ,基金绩

效均表现出一定的持续性 ,基金投资者可通过基金

的选择提高收益或降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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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Study on Performance of Close2ended Funds in China

Xia Enjun ,Wang Sujuan
(School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 Using t he modified Sharp ratio ,t his paper researches t he data of 29 closed2end funds in China’s securities market in t he period f rom

J uly 2003 to J une 2007 , and analyzes t he levels of cont rolling risk and return of different funds and t he performance endurance of funds select2
ed1 It draws t he conclusion t hat t he abilities to diversify unsystematic risk of t he 29 closed2end funds are almost same ,and fund performance is

better t han t hat of t he benchmark index ,and t he ranking result of endurance is better1

Key words : closed2end fun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return ;risk

(上接第 53 页)

Development of Biofuel Ethanol Industry :Present Situation ,

Problems and Policy Suggestions

Li Zhijun
( The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 he State Council ,Beijing 100010 ,China)

Abstract :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renewable energy ,biofuel et hanol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enriching energy portfolio ,improving environ2
ment ,accelerating agricultural indust rialization process ,enhancing agricultural efficiency and increasing farmers’income1 This paper point s out

t hat China’s biofuel et hanol indust ry is still on it s start2up stage and is faced wit h many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according to which ,it proposes

development st rategies for biofuel et hanol indust ry1 Finally ,it put s forward policy suggestions , such as st rengt hening technology R &D and in2
dust rial system on biofuel ,reinforcing t he coordination among different branches ,creating favorable market environment and so on1

Key words : biofuel et hanol ;development sit uation ;problem ;policy sugg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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