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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回顾总结了自进入 21 世纪以来在国家大力推进农村沼气建设，开发利用生物质能源、发展生态农业

的大背景下，安徽省农村大中型沼气工程的发展状况; 在充分研究近 10 年的建设成就基础上，根据国内现行的有

关项目建设与管理办法，结合在安徽省多年的工作实践，以翔实的数据和事实，从项目需求、立项、建设、运行和监

督管理等多个方面分析指出了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同时为促进该项目在我国新形势下能够更好的健康、有
序、持久发展，进而提出了若干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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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Situation and Prospect of Large and Medium-sized Biogas Project in Anhui Province / LI Quan-lin，

ZHAN Xiao-feng / ( Ｒural energy master station of Anhui province，Hefei 230001，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ed the development of large and medium-sized rural biogas project in Anhui provin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romoting the rural biogas construction，developing ecological agriculture and utilizing biomass energy since
entering the 21 Century． Based on intensive study on construction achievements in the recent decade，according to the pres-
ent domestic measures on project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combined with the working experience and accurate data of
some cases in Anhui province，problems and existing shortcomings were pointed out in the aspects of project requirement，
programming，construction，operation and supervision． And finally suggestions were proposed for future sustainable biogas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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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长期以来政府把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

和节能减排作为缓解能源供需矛盾、减轻环境污染、
调整能源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促进新农村建

设的重要途径。2000 年以来国家农业部为促进农

村能源和生态文明建设，在全国开展了以村庄、农户

为单位建设生态家园，以农村可再生能源建设为切

入点，以改变农民传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为目标，实

施生态家园富民计划。轰轰烈烈开展了农村户用沼

气，畜禽养殖场大中型及小型沼气工程等项目建设。
特别是在“十一五”以来，在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和

支持下，全国农村沼气建设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
沼气建设宏观环境良好，投资力度逐年增大，技术创

新逐步加强，支持服务体系进一步发展壮大。据国

家农业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的统计，到 2012
年底全国户用沼气池保有量达 4083 万户，年产沼气

达 138 亿 m3 ; 约折标煤 966 万吨; 累计建设各种类

型和规模的农村畜禽养殖业沼气工程 9． 16 万处，年

产沼气达 16． 74 亿 m3，约折标煤 117． 2 万吨。安徽

省也和全国发展形势基本一样，在实施生态家园富

民计划进程中，在国家项目的大力支持下，农村沼气

建设发生了飞跃式发展，通过全省各级政府和农村

能源主管部门以及广大农村沼气工作者的共同努

力，亦取得了较好业绩和成效。到 2012 年底全省已

累计推广户用沼气池 83 万户，年产沼气达 2． 5 亿

m3 ; 折标煤 17． 5 万 t; 累计建设各种类型和规模的

农村沼气工程 1727 处，其中大中型工程 181 处，年

产沼气能力达 2650 万 m3，可折标煤 1． 86 万吨; 如

完全有效燃烧利用，每年可减排 CO2 气体 50 万吨

以上。就全国来说，目前，安徽农村沼气工程建设数

量和规模不大，仅处于中位偏上。
多年实践研究表明，农村禽畜养殖场大中型沼

气工程项目的建设和有效运行不仅能为养殖场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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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经济效益，同时还能取得较好的能源、环保、生
态等多重社会效益; 但如果在该类工程的项目安排、
实施建设和运行管理过程中任何一个环节缺乏健

康，出现问题，就会适得其反。目前，在安徽该类项

目的实施建设总体是积极健康的，但在发展中也存

在一些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在新形势下如

何更好的把该类项目安排好、建设好、作用发挥好，

使其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广大农村工作者关注的焦

点，也是广大农村能源工作者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1 安徽农村大中型沼气工程发展状况

1． 1 农村沼气工程项目发展潜力
安徽省是农业大省，地处中国华东腹地，近海邻

江，区位优势明显，农业资源丰富，农产品比重大。
粮食作物主要为小麦、稻谷、玉米、薯类和其它旱作

粮，其中小麦、水稻的产量占粮食总产的 80% 左右，

常年全省粮食总产 2500 万吨以上，商品率达 40%。

农作物秸秆资源也较丰富，年产量达 5000 万吨左

右。安徽也是中国重要的畜牧业省，畜牧业生产主

要是大牲畜、生猪、养羊、家禽。常年大牲畜年末存

栏 550 万头，生猪存栏 1800 万头、羊存栏 790 万头，

家禽存栏 2． 4 亿只; 全省禽畜粪便资源也较丰富，年

约达 7355 万吨( 折干物质 2200 万吨) 。据不完全

统计，每年仅农业生产可产生的生物质资源( 秸秆、
禽畜粪污) 约达 1． 2 亿吨以上，可用作沼气生产原

料的资源量达 9000 万吨。
2012 年底全省已建户用沼气池 83 万户，建设

各种类型的大中小型沼气工程 1727 处，其中大中型

工程 181 处，目前，全省户用沼气池和规模型沼气工

程发酵原料基本上是采用人畜粪便，农作物秸秆应

用还较少; 从沼气工程对禽畜粪便和秸秆资源消纳

量来看，总体偏少; 2012 年全省农作物秸秆及粪污

资源利用状况详见表 1。

表 1 2012 年全省农作物秸秆及粪污资源利用状况

资源种类
年产总量 还田肥料 沼气原料 废弃

万吨 数量 / 万吨 占总量 / % 数量 / 万吨 占总量 / % 数量 / 万吨 占总量 / %

秸 秆 5000 1255 24 8 0． 0016 2200 42

禽畜粪污 7355 5150 70 370 5 1800 25

从表 1 中可看到用于沼气生产的禽畜粪污仅约

370 万吨，占总量 5% ; 农作物秸秆仅 8 万吨，占可利

用量的 0． 0016% ; 而直接用于作肥料的达 1255 万

吨，占 24%。尚有 2200 万吨秸秆，占总量的 42% ;

1800 万吨粪污，占总量的 25%资源被废弃和随意排

放流失。可见用于发展沼气工程的发酵原料资源十

分丰富。
随着我国资源综合利用、节能减排和环境污染

防治工作力度不断加大，农作物秸秆的综合利用、农
村集约化禽畜养殖场的污染防治和资源开发利用越

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采用沼气工程技术处理农作

物废弃物、禽畜养殖场粪污可一举多得，这是目前国

内外公认的方法简单、社会综合效益最好的途径之

一，已广泛受到农村养殖业、种植业和能源开发企业

的关注和青睐。但由于受经济技术等因素制约，目

前发展速度还相对滞后，据 2011 年不完全统计，全

省共有规模化禽畜养殖场 1800 余处，符合当前农业

部标准可建设大中型沼气工程的占 60%，约 1100
处; 但截至 2012 年底，全省禽畜养殖场共建设各种

类型的大中型沼气工程仅有 181 处，仅占规模化大

中型养殖场的 16%，尚有 84%大中型养殖场待进行

开发利用。除此之外，随着我国以农作物秸秆为原

料的沼气发酵技术日趋成熟，国家和地方对促进秸

秆沼气项目发展政策的不断完善，秸秆沼气工程项

目建设需求也日益增大。因此，安徽农村沼气工程

发展潜力十分巨大。
1． 2 农村沼气工程项目申报与实施管理

目前，安徽农村大中型沼气工程建设基本是靠

国家和省项目扶持来实施。申请国家项目资金建设

大中型沼气工程的建设单位，必须具备相当养殖规

模或相应的可用资源量等条件; 同时还必须充分考

虑项目建成后的运行模式及运行管理费用的承受能

力，在此前提下自愿申报。建设单位根据污染物的

种类、排放量和沼气的用途，委托有相应资质的咨询

单位编制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按项目通知要求由

下而上逐级申报。项目申报以前，由县农村能源主

管部门根据企业的申请，组织有关人员对拟开展的

工程项目可行性进行调研核实，符合条件的，由县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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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改革委员会与农村能源主管部门联合行文上报市

主管部门，各市发改委与农村能源主管部门经组织

审核通过后行文报省发改委和省农业委员会; 然后，

省发改委会同省农业委员会组织专家对各地申报的

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评审，通过评审的本子存入项

目库，一般 3 年评审一次。每年度根据国家农业部

的总体投资计划安排，从项目库提取一定数量备选

项目，由省发改委与省农业委员会共同行文上报国

家发改委和农业部申请计划，经国家批准后下达投

资计划。从 2008 年起安徽省人民政府将农村大中

型沼气工程项目列入民生工程建设内容，对承担国

家的项目予以配套补助。近几年，安徽省对批准建

设的项目每处给予 150 万元左右扶持资金，约占项

目建设总投资的 40%，其中国家投资 140 万元左

右，省级财政配套 15 万元，有些县级财政也给予一

定补助。
项目计划批准下达后，扶持资金随即下拨到项

目所在县级财政局，专款专用。建设单位实施项目

在当地农村能源主管部门监督下进行，严格要求实

行“四制”，即法人制、招投标制、合同制、监理制。
多年来，安徽省对农村大中型沼气工程项目建设要

求实行专业化设计，标准化施工; 对施工企业和人员

实行准入制度，必须持有相应资质和资格证书。工

程项目的施工由所在县级招投标部门负责组织公开

招标，投标企业必须据有相应的专业施工资质。工

程竣工后，由建设单位申请，县级农村能源主管部门

会同有关部门组织专家对工程进行初验，通过初验

后，可向省级农村能源主管部门申请项目验收。省

农村能源总站负责对该项目的技术指导和管理; 每

年都组织对工程项目建设单位工程操作管理人员和

有关施工企业工人开展 1 ～ 2 次沼气工程技术培训;

特别要求建设单位工程运行操作人员必须通过技术

培训和职业技能鉴定，考核合格后持证方可上岗。
1． 3 农村沼气工程项目建设与运行管理情况

安徽省农村大中型沼气工程项目建设真正起步

是从 2004 年国家试点示范开始。据统计，2005 年

到 2012 年，全省共建设大中型沼气工程 181 处; 其

中承担国家项目 164 处。已建的大中型沼气工程，

平均单体厌氧发酵池容积 700 m3 左右，总容积达

12． 82 万 m3，其中，正常运行产气的 160 处，年产沼

气总量达 2124 万 m3，有 80% 工程所产沼气用于发

电，目前正常发电的 108 处，年发电可达 1443 万

kWh，其余 20%工程主要是供烧锅炉或集中向农户

供气等。现在每处沼气工程基本上均有 2 名经培训

持证上岗的操作管理人员。凡正常运行的工程基本

上均不同程度开展了沼肥综合利用; 多数建设企业

通过实施沼气工程项目均获得了较好的环保、生态

和综合效益。
安徽省农村能源主管部门为加强沼气工程建设

质量管理，规范行业建设市场，在国家未开展该行业

专项施工企业资质制度的情况下，曾于 1998 年开始

和省建设厅合作，开展了农村能源环境工程施工企

业资质评定工作，截止 2010 年全省共有 52 家企业

取得不同等级沼气工程施工资质; 近年又对外省施

工企业实行了备案准入制度，目前已有 18 家省外环

保工程资质企业进入安徽参加沼气工程项目建设。
1． 4 沼气工程项目效益评估

通过对全省已建成运行的 181 处大中型沼气工

程调研分析，有 160 处工程正常运行，占总数 89%，

尚有 11%工程因养殖场变故等原因运行不正常或

停用。总体上评价取得的成效较大，社会效益明显;

但因种种原因，目前多数工程的应有经济效益尚未

得到充分发挥和释放。
社会效益: 主要体现在环保、生态和废弃物资源

综合利用方面。禽畜养殖场通过沼气工程建设，可

有效改善禽畜养殖环境; 促进清洁生产、节能减排;

使粪污资源得到开发，不仅可生产大量清洁能源，提

供人们生产和生活; 同时还能生产“绿色”高效有机

肥料，提供农民用于改良土壤，发展生态农业。根据

测算，如果禽畜粪污不采取沼气工程技术处理直接

用作肥料，虽然仍可增加农田有机肥料，但资源的应

有效益没得到充分发挥，同时仍会对环境和生态造

成巨大的直接和间接危害。一方面丧失了清洁能源

( 沼气) 开发利用。按照目前技术装备水平，每 1 吨

鲜禽畜粪便约可生产 80 m3 沼气，约折合 56 kg 标煤

能量; 另一方面粪便自然存储和施用每 1 吨可产生

释放约 0． 004 t·a －1 的 CH4，相当于 0． 09 t 的 CO2

等温室气体; 秸秆无效焚烧同样不仅会排放大量

CO2，还有大量烟尘，对大气环境和农业生态都将造

成较大危害。
沼气工程的主要产品沼气可以替代化石能源，

减少常规能源消费支出，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能

源、环保效益较好; 但直接经济效益一般不很突出。
实践表明，沼肥如果深度加工成高质量商品有机肥

可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但由于生产设备及装置需

要大量投资，加之该类产品缺乏配套政策、市场尚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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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普遍存在产品销售难; 因此，目前多数建设单

位不愿做深度加工生产。
经济效益: 大中型沼气工程投产运行，具有较好

的社会效益，目前，虽然经济效益不很突出，但也有

一定的效益，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以一个运行较

好的厌氧发酵容积 1000 m3 沼气工程为例，正常运

行每天可生产沼气 800 m3 左右，可发电 1500 kWh，

按每 kWh 农业用电 0． 6 元计算，每天可节省用电开

支 900 元，一年即可节支约 30 万元左右; 每天可产

出沼肥沼渣 40 吨，通过深度开发生产成商品有机

肥，平均每吨售价 500 元，销售后去除 60% 成本，每

吨收益 200 元; 如全部销售，每年效益可达 240 万元

左右。这是直接经济效益。另外通过沼气工程运

行，改善了卫生环境，减少禽畜疾病发生，节省了饲

料，开展多层次沼气、沼肥综合利用，发展农业循环

经济，也可产生一定间接经济效益。这仅是一个比

较理想的案例。实际上全省多数已运行的沼气工程

达不到该效果。根据 2012 年在全省不同地区抽查

的 10 处工程年效益情况统计，年获直接经济效益

80 万元以上的 2 处，50 万元左右 6 处，30 万元左右

2 处。

2 存在的主要问题

2． 1 同一类项目，多部门管理
近年来，在开展农村大中型沼气工程项目方面

存在多部门负责、多部门管理、多部门组织实施的现

象，且部门间沟通、协调和配合不够密切。列举两

例: 一是该类项目，除农业主管部门外，发改委、能源

局也参与管理; 除农业主管部门组织实施禽畜养殖

场沼气工程项目外，环保部门、能源局也组织实施同

类项目; 这就导致了个别投机钻营企业想方设法重

复申报争取国家项目投资，如已争取到农业主管部

门安排的项目企业再申报环保部门的项目，或已建

成环保项目的企业再去申报农业部门的项目。由于

两部门之间没有建立有效的项目信息交流机制，各

干各的，导致个别企业一处工程两次申报，投机取

巧，钻国家投资的空子。二是项目发展规划与项目

建设投资计划不衔接。2011 年底出台的省《十二五

能源发展规划》提出发展目标是到 2015 年全省大

中型沼气工程达到 550 处，可到 2013 年底全省仅可

能建设不到 200 处，按照每年现行投资计划，近 350
处规划目标在剩下的 2 年时间里是不可能完成的，明

显存在管计划的与管规划的两部门沟通协调不到位。

2． 2 存在重项目争取，轻工程建管现象
目前，在农村沼气工程项目建设投资方面，执行

的是以建设单位自筹为主、国家专项资金补贴为辅，

地方适当配套投资政策。在每年项目申报中均有个

别建设单位为争取项目，在建设承诺上表现的淋漓

尽致; 但当项目落实、资金到手后却像旁人; 在实施

过程中，就出现拖三拉四，不守规矩，想方设法改变

建设规模和设计方案、压减投资、脱离当地农村能源

部门监督等现象。据了解原因之一是自筹资金难筹

措。按现行政策，国家投资和地方配套资金补助占

总投资 40%左右，一般一处大中型沼气工程批复的

总投资在 400 万元左右，国家和地方扶持 150 万元

左右，余下近 250 万元由建设单位自筹。由于国家

和省里目前对该类项目建设没有出台相应贷款优惠

政策和措施，建设单位贷不到款，如再遇到禽畜产品

销售行情低迷，自筹资金就可能难予兑现到位。在

项目工程建成后，也有一些企业以种种原因为借口，

存在不精心组织运行和管理，不注重工程应有效益

的发挥。甚至有个别建设单位因禽畜产品营销行情

不好或其他原因，把养殖场出租他人经营或关闭了，

致使建好的工程未发挥多大效益就被弃用闲置。对

此现象，农村能源主管部门也显得束手无策。
2． 3 工程咨询设计、施工存在瓶颈

目前，全省已建成运行和在建的沼气工程，基本

都是禽畜养殖场为建设单位。可以说已形成了一定

的规模，但通过调研仔细分析这些工程后，发现在工

程的咨询、设计、施工上均存在一定的不足。在工程

咨询和设计上，按要求可行性研究报告、施工图纸必

须有相应等级和资质的工程咨询、设计单位承担，但

由于该项技术行业标准出台滞后，相应高级别专项

技术培训跟不上，服务的对象主要是农民; 地方一些

科技咨询、建筑、环保工程设计单位虽然资质具备，

但真正掌握沼气工程专项技术人员缺乏，加之工程

咨询、工程图纸设计取费较低等因素; 因此，有些咨

询、设计部门在做可行性研究报告、工程规划设计方

面迎合委托人的意愿，在项目规划、工程结构和工艺

上缺乏必要的论证，不够严谨。业主需要什么就给

规划设计什么，采取的工艺参差不齐，甚至为了赶任

务，只要工程装置的容积相同，不论是处理牛粪还是

处理鸡粪，不讲工艺，基本按模子套。近年来，通过

开展专项技术培训，管理部门和设计部门联手狠抓

了质量管理，明显感到设计部门在工程技术方面有

了较大的进步，但总体水平还需要提高。在施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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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存在的瓶颈主要是施工企业的资质。因该类工

程赚钱少，一般有规模和资质的环保工程施工企业

不愿介入。目前承担农村大中型沼气工程的施工企

业的主要是由各地长期从事农村沼气建设骨干技术

人员组织建立的施工公司。按现行的建设主管部门

提出的环保工程资质申报条件和要求，想获取相应

等级资质难，想获得高级别资质更难。安徽省农村

能源部门为解决这一问题，根据《安徽省农村能源

建设与管理条例》，曾和省建设厅联合实施过农村

能源环境工程施工资质的评定。解决了施工资质问

题，应该说对安徽省农村沼气工程建设起到了积极

作用。但在 2010 年省政府行政许可审查中，因为国

家的上行法规被取消了，农村能源主管部门也束手

无策。目前一些企业除改行没有别路，心存疑虑和

意见。
2． 4 工程生产运行管理模式相对滞后

目前，由于专业化、市场化、物业化沼气工程服

务企业尚未建立，安徽农村大中型沼气工程的生产

运行管理基本是谁建设、谁管理，操作管理人员主要

由畜禽养殖场工作人员兼任，有些人员虽经上岗前

技术培训，却因缺乏责任心，加之有些设备提供商缺

乏后续服务支撑，在日常运行操作管理中因误操作

而造成工程故障的现象时有发生，但目前尚未发现

一例重大安全事故。另外，由于项目要求沼气工程

产出的沼气要向周边农户集中供气; 沼液需安排土

地消纳; 因为一些建设单位协调能力有限，协调不了

周边农户、农田，故普遍存有“三沼”效益不能充分

发挥，甚至出现有些企业将用不完的沼气、沼液随意

排放现象，造成二次污染。事实表明，一处沼气工程

能否正常运行，除政府给予必要协调指导外，很大程

度取决于工程业主的个人因素，如果老板重视，沼气

工程就能较好运行，应有效益就能得到充分发挥，反

之工程就会一无所获。这种运行管理模式急需改

进。
2． 5 缺乏监督与奖惩机制

一个工程项目建成后，生产运行主要是建设单

位负责，运行效果如何，缺乏必要的监督。目前，由

于我国项目投资体制和管理权限所限，前期投资一

次性到位，而工程运行期间终端产品没有补贴，也没

有相应奖惩措施，这就会导致工程运行好坏一个样，

工程运行不运行一个样，而作为主管部门的市、县级

农村能源主管部门由于缺乏奖惩机制和调控手段，

无法对沼气工程业主进行有效监督和处理。

3 几点思考和建议

3． 1 进一步加强项目发展规划与计划、建设与管理
的协调

各级政府农村能源主管部门在开展农村沼气工

程项目规划过程中，要本着因地制宜，积极创新发展

模式，优化环境、生态和能源消费为原则，根据各地

自然条件和经济状况，分类科学规划，避免急功近

利。建议省政府对安徽省规划建设的农村沼气工程

类项目，应整合资源、资金，加强管理，不论何部门组

织实施管理，统一政策，统一补助标准，统一管理措

施。力求年度发展计划与规划相衔接，制定明确可

行的项目执行程序和保障措施; 牵头主管部门应加

强协调。根据规划目标，在项目计划实施过程中，省

有关主管部门要加强指导和监督，应注意开展年中

调度，年终应组织专家对本年度项目实施成效进行

评估。在地方实施项目过程中，对因客观条件限制

不能按计划实施或确需变更的，要考虑给予地方政

府在本区域内进行适当调整的权力; 最大限度实现

年度发展计划。各市、县级业务主管部门应做好所

承担计划项目的组织实施工作，建立奖惩制度，加强

指导、监查和考核。
3． 2 进一步完善投资政策，改革现有沼气工程项目
的补贴办法

建议，进一步完善农村沼气工程建设的投资补

助政策和措施，包括政府支持下的工程建设贴息贷

款、终端产品补贴或减免税等。改变当前的项目前

期一次性投资补贴方式，由建前资金投入改为以政

府贴息贷款方式先建后补或与终端产品补助相结

合。这样一是能将有限资金用于真正想办而且能办

好大中型沼气工程的养殖企业或社会法人，项目投

资自筹部分的问题就不存在了; 二是农村大中型沼

气工程建设要积极鼓励利用农村生产生活有机垃

圾、农作物秸秆为原料开发生产沼气和有机肥料; 不

仅仅针对集约化养殖场，而且向社会企业和法人开

放，在真心想兴建沼气工程的企业群体中可形成积

极竞争的局面; 三是有利农村能源主管部门对已建

设运行的沼气工程进行有效监管。
3． 3 进一步完善农村大中型沼气工程项目管理办法

沼气工程涉及到建筑、生物、机械、化工等多种

领域，有其特殊性，同时还涉及从项目立项至项目建

成验收及运行管理全过程。建议积极呼吁从国家层

面上出台《农村大中型沼气工程项目建设与管理办

法》，进一步规范工程项目建设前期、中期、终期、运
行期等各个阶段的活动，省主管部门应结合实际制

88 中国沼气 China Biogas 2014，32( 1)



定相关实施细则。有关主管部门要加强对沼气工程

项目咨询、设计工作的指导，进一步增强项目可行性

研究报告的科学性和可行性。进一步完善项目投资

的审批制度和操作规程。
3． 4 强化沼气工程项目运行的监督与管理

建议抓紧建立完善农村沼气工程项目投产运行

监督管理办法。将各地沼气工程项目运行的监管形

成制度化。进一步完善鼓励生产、使用有机肥料的

奖补政策和措施，促进沼肥的推广使用，避免多余沼

液被无效排放，造成二次污染。最好能采取沼气工

程终端产品补贴办法，将沼气、沼肥日常有效运行监

管情况和运行产品补贴结合起来，有效激励和约束

工程业主或运营管理者把沼气工程运行管理的更

好，让农村能源主管部门有个实实在在的监管抓手。
3． 5 增加科技投入，鼓励技术创新

注重加强自我研发及创新能力，开展国际合作，

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和资金。生物质能源开发利用和

发展生态农业是当今世界的热点，要抓住当前大好

时机，继续坚持自主研发与引进、消化、吸收相结合

的技术路线，积极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增加科技

投入，鼓励支持安徽省一些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及企

业开展沼气工程技术研究，提高沼气技术及建设水

平; 有选择地引进欧洲一些先进的沼气工程技术，

如: 沼气发酵与储气一体化装置、双层柔性储气装置

及材料配件、生物法脱硫技术、沼气提纯技术、工程

自动化控制技术、进料、搅拌设备等，特别在以秸秆

为发酵原料的厌氧消化技术方面要加强合作，组织

安排开展试点示范; 积极组织相关部门开展国际技

术交流与人员培训。
3． 6 加强引导，促进沼气工程产业化发展

农村沼气工程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到建、管、
用等多环节，要让工程建设好、运行好、管理好，发挥

效益好，必须要有各个方面专业人才做支撑，必须有

强有力的产业做后盾。建议省直有关主管部门予以

高度重视，加强引导，出台相关政策措施，鼓励企业

打破部门、地区界限，实行横向联合，组织建立工程

建设、管理、经营服务一条龙的专业化生产管理模

式。省有关部门应加强对该类运营企业的培育、技
术指导，不断提高他们的服务能力和质量; 在投资、
价格和税收等方面给予支持，逐步在全省建立起有

品牌、讲诚信的农村沼气工程产业体系; 为安徽农村

沼气工程建设的健康、持续发展做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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