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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富

在菏泽单县国能生物质发电厂的原料场里，看着3万吨各类秸秆、树皮、锯末等农作物废料堆成高高的小山，该公司
综合部经理张文美却有些担心，“正常情况下，电厂每天要烧掉1千吨左右的原料，现在也仅够一个月的储备，万一这几
天原料收购受点影响，电厂就有停工的危险。”原料供应“有上顿没下顿”的情况，作为全国首家生物质发电厂的单县县国
能早已深有体会。事实上，这也是全省生物质电厂共同的烦恼，由于行业发展过快，布局设点过密，很多生物质电厂面面临
原料短缺、到处“抢秸秆”的尴尬。

一个县上马四家厂 争抢原材料有上顿没下顿

生物质发电贴身肉搏
本报记者 崔滨 杨传忠

单县“原料经纪”

有200多人

即便在当地农民看来都毫无
利用价值的树皮、树叶，只要送到
单县国能生物质发电厂里，就能变
成发电用的“宝贝”。“凡是能产生
热量的农作物、林业废料，都可以
用来发电。”张文美告诉记者。

的确，在单县国能生物质发电
厂里，这些杂乱的枝叶、秸秆，先被大
型切割机粉碎，再分堆成小包，通过
传送带逐一送到锅炉内燃烧发电。

在当地人看来，单县人多地少，
每家农户多少都会剩余一些农作物
秸秆、枝叶，“烧火比不上蜂窝煤、液
化气，扔了还污染环境，容易发生火
灾，又不让焚烧秸秆，不如送到电厂
来，还能卖些钱。”给单县国能送秸
秆的原料经纪们，每个人都能讲出
一套秸秆发电的好处。而且，在单县
国能生物质发电厂的带动下，周边
150公里范围内的农户，都开始将农
作物废料运往电厂。为了在“抢秸
秆”游戏中不落下风，单县国能生物
质发电厂已经将原料采购经纪人的
队伍扩大到200多人。

而作为全国首家生物质发电
厂，单县国能也在日复一日地消化
农作物废料中，创造了巨大的社会
和经济效益。单县国能生物质发电
厂提供的数据显示，这个装机容量
只有30兆瓦的小电厂，每年可消耗
农林废弃物约30万吨，而且经过收
集、加工、运输等环节，能为当地农

民增加收入达到7000万元以上，创
造1000多个就业岗位。对增加农民
收入和解决当地农村富余劳动力
就业，都具有积极意义。

一窝蜂建厂

抬高原料价

正是在单县国能生物质发电
厂良好示范作用的带动下，近几年
山东掀起了一股生物质发电热。仅
2011年，山东省物价局核准上网发
电的生物质发电厂就有7家，遍布
济宁、烟台、临沂、滨州、淄博、泰安
和枣庄。

“就拿我们电厂来说，才几年
的工夫，我们的东面、西面和南面
就纷纷上马了生物质发电厂，其中
最近的一家离我们只有50公里左
右。可以说马上就是‘四面楚歌’
了。”张文美说。

哪怕是“三面楚歌”，单县国能
生物质发电厂也感到日子一天天
难过起来。“主要是原料供应不
足。”张文美告诉记者。该电厂原料
采购人员介绍，去年农林废弃物燃
料的收购价格，已经同比每吨上涨
了50元左右。“上网销售电价就是
固定的0 . 75元/度，原料成本高一
点，电厂利润就少一点。”

据了解，现在原料采购成本已
经占到单县国能电厂的70%以上，
电厂的毛利率也从最早的10%以
上，下降到如今的7%左右。

“当初都看到生物质发电原料
便宜、电能赚钱，可大家都上马了

才发现，区域内的原料是有限的，
价格再涨下去，电厂会不会赔本都
很难说。”张文美担忧。

“贴身竞争”

背离节能初衷

“原料收购很困难，因为现在
原料成了宝贝根本不愁卖，我们不
买有的是同行要。所以买进的原料
里掺水、加砖头瓦块的，我们都只
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单县国能
生物质发电厂原料收购人员感叹。

记者在单县了解到，由于原料
供应矛盾日益加剧，部分小生物发
电厂有了平时烧煤，应付检查时才
烧秸秆的现象。菏泽供电公司人士
表示，“相比火电的上网电价，生物
质发电的电价要高出3毛左右。这
种为赚取差价不惜恶性竞争的企
业行为，不仅失去了生物质发电节
能环保的本意，还严重扰乱了市场
秩序。”

在山东电力集团人士看来，生
物质发电的电厂应该适应当地农
作物种植条件，走装机容量小、布
局分散的路子。而且，国家发改委

为避免电厂布局不合理，在生物质
发电科学规划方面也做了规定。但
事实上，受生物质发电上网电价较
高的刺激，这一规定在实施过程中
并未切实执行。

“我们国能集团内部规划生物
质发电厂，是按照国家发改委的规
定在百公里外布局；但其他发电集
团的建设规划未必考虑我们的规
划，这种没有统一规划审批的情
况，很容易造成贴身竞争的不利局
面。生物质发电行业，现在很需要
加强产业管理，规范市场准入和布
局了。”国能集团人士表示。

充电站由点聚成网
“鞍”先行打破山东电动汽车僵局

本报记者 崔滨 杨传忠

充电和加次油差不多

来往于青岛至黄岛，印着醒
目“纯电动客车”字样的隧道公交
车成为众多市民的首选，“现在再
也不用开柴油驱动，既费油又污
染环境的旧大巴了。”司机胡师傅
告诉记者，“从四方车站到薛家
岛，33公里路程耗电不到40度，比
燃油车经济多了。”

更加让胡师傅满意的是，山
东电力集团建成仅半年多的薛家
岛充电站，让充电变成了一件轻
松快捷的事情：在充电站的换电
通道中，采用高速机械视觉技术
定位的机器人自动取下车上的电
池，放到两旁的充电架上启动充
电，又从充电架上取下已经充好
的电池更换到车上。更换一辆纯
电动公交车上的6组电池，整个过
程不到10分钟。

正是如此方便迅速的充电，
让岛城的公交公司，加快了引进
纯电动公交车的速度：从最初的
首批20辆电动公交车开始，如今，
青岛隧道2路、隧道4路和黄岛公
交公司已经有38辆电动公交车投

入运营，并且有望在年内将4条隧
道公交线路全用电动公交运行，
运营数量达到120部。

同样的景象，也在临沂上
演。继2010年临沂焦庄电动汽车
充电站建成投运后，山东电力临
沂供电公司又分别建成投运义
堂、巩村、柳青等4座充换电站，
在市区形成了“四边形”的电动
汽车充换电服务网络。“鞍”的完
备直接助推临沂公交公司投入
1 0 0辆纯电动公交车加入公交
营运。

现在，山东电力集团又在沂
南县正式投入运营了全国首座县
域电动汽车充电站，将新能源汽
车的运行服务网络，从市区连接
到乡村。临沂供电公司的数据显
示，截止到2011年底，临沂电动公
交车累计充电超过4万台次，运行
总里程超过560万公里，相当于绕
地球140圈。

充电网络将遍布全省

受限于电池续航能力不足、
快速充电技术有限以及充换电站
尚未大范围普及等客观条件，虽

然新能源汽车以其节能环保备受
瞩目，但始终未能得到大规模推
广。“发展电动汽车产业，不能寄
希望于电动汽车的普及先于充电
站的建设，我们必须先把‘路’修
畅通，车才能通起来。”对于如何
破局新能源汽车，青岛供电公司
副总工程师陈钢这样理解。

如今，一条更为宽广的电动
汽车充电站之“路”正在全省范围
内铺开：在山东电力集团的构想
中，将以济南、青岛、临沂等节点
为支撑，以京沪、济青高速为基
础，在服务区、大型停车场建设电
动汽车充换电站，构建山东“一纵
一横”的充换电服务骨干网络。

仅今年，山东电力集团就将
在青岛、济南、临沂、淄博、泰安等
重点城市建设电动汽车充换电站
17座、续建6座，并辅助建设乘用
车电池配送站和充电桩。到2013
年，全省17市中将有11个接入充
换电服务网络。

也正是山东电动汽车配套服
务设施的先行，使得我省目前累
计运行纯电动公交车、电动乘用
车超过400辆，行驶里程超过700
万公里。其中像临沂、青岛等未列

入“十城千辆”新能源汽车示范运
营试点的城市，一跃成为全国推
广电动汽车的榜样。

电网助推电动汽车产业

也许对于所有新能源汽车生
产商来说，山东电力集团是最好
的电池充换电问题解决者。

山东电力集团着眼于电动汽
车充、换、储、放多种不同类型的
充电方案：建设了青岛薛家岛充
换储放一体化示范电站、薛家岛
集中充电站、济南英贤充电站、英
雄充换电站、济南西站充换电站
以及临沂焦庄、沂南充换电站。在
全省不同的城市布局不同的建设
方案，覆盖了服务电动汽车全车
型的充换电服务网络。

强大的充换电服务能力，吸
引了全国的新能源汽车生产商
瞩目山东。随着世界功能最全、
规模最大、服务能力最强的薛家
岛电动公交车充换电站落成，天
津力神投资的30亿元动力电池
项目紧跟其后在青岛市黄岛区
落户。而临沂充电站的城乡覆
盖，使得位于临沂的山东沂星电

动汽车的生产，从年初九就进入
产能饱和状态。

山东电力集团预计，若全省
形成10万辆电动汽车规模，电池
产值将达100亿元以上，电动汽车
直接产值也将达到1000亿元以
上，如果再考虑其规模与杠杆效
应所带来的产业影响，还将拉动
汽车零部件、电机、电控等相关产
业2000亿的延伸产值。

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尚处于
发展初期的新能源汽车行业来
说，缺乏统一充电标准，已成为制
约行业发展的瓶颈，电动汽车配
备电池规格不统一，型号、接口与
充电站不匹配；充电时有的电动
汽车需要直流电桩，有的则需要
交流电桩。

对此，清华大学汽车研究所
副所长卢青春表示，如果消费者
发现电动汽车尽管有价格优势，
但缺乏配套的充电设施，用起来
很不方便，也会退避三舍。这反
过来会影响汽车企业研发和生
产纯电动汽车的积极性，导致恶
性循环。“电动汽车充电国标的
出台，将会有力助推电动汽车产
业的发展。”

在青岛薛家岛充电站机器人的快捷操作下，市区与黄岛间的电动公交车往来穿梭；有了深

入县域的充电站，临沂的电动公交网络从城区辐射到乡间。节能环保的新能源汽车市场，有着光

明的前景和未来，然而是电动车生产的“马”先行，还是提供充电设施的“鞍”起手，像一场巨大的

棋局，考验着双方的耐力和实力。

单县国能生物质电厂堆满了秸秆。 记者 崔滨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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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薛家岛电动公交充电站。（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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