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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提高我国农村沼气工程的综合效益，加快废弃物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文章在借鉴发达国家相关沼气

工程终端产品补贴政策以及 CDM 沼气项目补贴机制的基础上，提出了沼气工程终端产品补贴方案构想，包括终端产品补

贴的目的、终端产品补贴基本原则、终端产品补贴工作程序等方面，为我国实施沼气工程终端产品补贴提供参考。
关键词: 沼气工程; 终端产品; 补贴方案

中图分类号: S216． 4 文献标志码: B 文章编号: 1000 － 1166( 2013) 04 － 0046 － 03

近年来，为了适应畜禽养殖业规模化、集约化快
速发展的新形势，我国加强了沼气工程建设，截至
2011 年底，全国共有沼气工程 80558 处，其中，小型
沼气工程 66882 处，中型沼气工程 9016 处，大型沼
气工程 4651 处、特大型沼气工程 9 处，年产沼气
17． 1 亿立方米。沼气发电装机 113． 7 MW，年发电
43166 kWh。尽管我国畜禽养殖场沼气工程发展取
得了较大进步，建设数量远远多于德国、瑞典、丹麦
等欧洲国家但其产生的效益远远不如这些欧洲国

家［1］。到 2011 年底，德国沼气工程总数达到 7215
座，发电装机 2904 MW，发电量 19． 4 TWh，占全国用

电量的 3%［2］。目前我国沼气工程的沼气产量只有

德国的 10%，主要原因是我国沼气工程沼气、沼渣
沼液产品售价太低或者不能获得产品销售收入，沼
气工程营运困难，影响了沼气工程的正常运行，使得
沼气工程没有达到应有的运行效果。与沼气工程发
达国家相比，我国沼气工程的沼气利用相对粗放、低
值。2011 年 底，我 国 沼 气 发 电 装 机 只 有 德 国 的
3. 9%，发电量只有德国的 0． 22%。根据全国 19 个
省区部 分 沼 气 工 程 的 调 查，沼 气 用 于 发 电 的 占
23. 1%，用于集中供气和发电联合利用的占 7． 7%，

没有利用的占 21． 2%［3］。这些数据说明，目前我国

沼气工程所生产沼气，利用领域窄、工业化利用水平
低，相当部分沼气没有得到有效利用。另外，受种植
业与养殖业发展缺乏配套规划、农户嫌沼渣沼液取

用不便以及运输成本高等因素的影响［4］，目前沼渣

沼液利用率偏低，一些地方“二次污染”严重。据对
全国 19 个省的部分沼气工程运行情况的调查，沼渣
沼液部分还田利用的占 46． 3%，完全还田利用的仅

占 10%左右［3］。由此可见，沼气、沼渣沼液有效利

用已经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
国际上沼气产业发展的经验教训表明，沼气工

程的发展很大程度取决国家政策与激励机制，包括
上网电价、沼渣沼液利用以及税收优惠［5 ～ 6］。德国

农场沼气工程生产的沼气中，98． 5% 用于发电，每
度电补贴 20 多欧分。而瑞典的沼气主要用作车用
燃料，在交通工具的气体燃料中，沼气占 54%，购买
使用沼气燃料的汽车，可以获得很大的税收减免。
德国、瑞典等欧洲国家沼气工程“售电或售气赢利”
的激励机制推动了整个沼气工程运行效益与沼气技
术的提升，使得这些国家的沼气生产与利用走在了

世界前列［7］。
为了提高我国农村沼气工程的综合效益，加快

废弃物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实现产气、积肥同
步，种植、养殖并举，促进农村新型能源和循环农业
发展，有必要实行沼气工程终端产品补贴。

1 沼气工程终端产品补贴方案构想

1． 1 终端产品补贴的目的
以提高沼气工程综合效益，促进畜禽、秸秆等废

弃物无害处理、能源回收、资源利用，改善农村环境
面貌、推进循环农业发展为目标，按照“试点探索、
总结经验、稳步实施、企业参与、农民受益”的思路，

通过终端补贴，增加沼气工程盈利能力，提高沼气工
程运行管理积极性，进而提升沼气、沼渣沼液综合利
用效率，为农民提供优质廉价清洁燃气和有机肥，推
动我国农村和农业的节能减排工作。
1． 2 终端产品补贴基本原则

自愿申请、择优选择。各地农村能源管理部门

在充分尊重业主或农民意愿基础上，根据当地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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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积极引导沼气工程业主、经营者和农户进行沼
气、沼渣沼液综合利用。在自愿的基础上，沼气工程
业主或经营者申请沼气工程终端产品补贴，管理部
门可以根据沼气、沼渣沼液利用情况择优选择试点。

真实可靠、公开透明。申请沼气工程终端产品
补贴项目必须真实可靠并且产品得到充分利用，能
够带来真实的、稳定、长期的沼气产品综合利用效
果。整个申报、审核、批准过程必须作到客观、公正、
公平，通过公众媒体公开向社会发布，接受公众检验
和质询。

方法可行、易于核查。利用的沼气可计量、可核
查和可报告。沼气产品利用的计量必须科学合理，

并通过有能力独立可靠地评估沼气产品利用量的第
三方检测机构核查确认，使之具有公平性、可操作性
和高效性，而不能成为新的纠缠点，变成新的阻碍。

注重实效、多方受益。以提高集中供气率为基
本目标，坚持综合利用沼渣沼液，充分发挥沼气的多
功能性和综合效益。要强化监督管理，通过项目的
实施，使沼气工程业主或经营者、沼气用户、沼渣沼
液用户都能从中受益，提高沼气工程经济效益、环境
效益和社会效益。
1． 3 终端产品补贴工作程序
1． 3． 1 制定管理办法

首先制定《沼气工程终端产品补贴试点方案》，

主要内容包括终端补贴的必要性、指导思想、目标任
务、基本原则、补贴标准、区域布局、实施程序、工作
要求等。同时制定《沼气工程终端产品补贴核查办
法》，主要内容包括核查对象、核查机构、核查内容、
核查程序及相关表格。
1． 3． 2 终端产品补贴实施程序
1． 3． 2． 1 项目立项

沼气工程业主或经营者向当地农村能源主管部
门提出终端产品补贴申请，当地农村能源主管部门
根据项目实际情况予以备案。鼓励沼气工程经营者
将一定区域所有项目打包成一个项目进行申请。
1． 3． 2． 2 项目核证

项目获得备案后，沼气工程业主或经营者委托
具有资质的第三方沼气产品检测机构核证，评估项
目的真实性，读取流量底数，并制定监测计划。核证
完成后，向国家农村能源主管部门提交核证报告。
1． 3． 2． 3 项目批准

国家农村能源主管部门成立沼气工程终端产品
补贴审查专家委员会，并组织审核专家委员会对申
请项目的核证报告进行评审，并将项目在公众媒体
( 如网络) 上公示项目，接受公众质询与监督。评审
合格并且没有质疑的项目予以批注项目获得终端产

品补贴资格。
1． 3． 2． 4 项目运行与监测

项目获得终端产品补贴资格后，项目业主或经
营者在运行中需按核证报告中的监测计划，测量、记
录各个参数以便得出项目在某段时期内所产生、利
用终端产品量。项目业主或经营者需保留好所有记
录文档，供后续阶段核查之用。
1． 3． 2． 5 项目核查

项目运行一段时间后，项目业主或经营者可请
具有资质的第三方沼气产品检测机构进行核查。主
要工作是检查监测计划执行是否到位，测量仪表是
否准确、记录是否完整无误，同时读取测量仪表，计
算终端产品产生和使用量，并出具一份核查报告。
1． 3． 2． 6 补贴资金发放

审核专家委员会审查第三方检测机构核查报
告，核定沼气工程终端产品使用量，并根据补贴标准
计算补贴金额。必要时，抽取一定比例项目进行现
场审查。国家农村能源主管部门会同财政部根据审
查委员会意见批准核定的补贴金额，向沼气工程业
主或经营者下拨补贴经费。
1． 3． 3 终端产品补贴核查、核查办法

通过对正常运行沼气工程项目的发酵原料、沼
气工程建设规模、运行管理情况、沼气使用情况进行
现场核查，量化核定沼气工程沼气产量与沼气使用
量。沼气工程终端产品补贴核查包括确认和核实两
个阶段。
1． 3． 3． 1 核证

主要工作是审阅沼气工程项目业主或经营者提
供的相关资料以及现场考察确定是否具有获得沼气
工程终端产品补贴资格。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 1) 是否符合《沼气工程终端产品补贴试点方
案》的要求;

( 2) 是否符合国家强制性安全规范;
( 3) 沼气发酵原料是否充足;
( 4) 沼气产量和使用量的计量、记录，沼气计量

装置及精度，校准措施;
( 5) 沼气利用途径，沼气集中供气设施的安装

及供气户数;
( 6) 沼渣沼液是否完全利用或者达到相关排放

标准;
( 7) 记录、拍照沼气计量装置的核查周期期初

读数;
( 8) 制定监测计划;
( 9) 形成核证报告，提交给农业部。核证报告

应包含沼气工程项目的发酵原料来源、数量、沼气发
酵工艺、沼气工程建设规模、沼气用途、沼气计量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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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等内容。
1． 3． 3． 2 核查

检查的监测计划执行是否到位，审阅项目业主
或经营者提供的相关资料以及现场核实沼气工程终
端产品实际产生量和使用量。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 1) 检查沼气计量装置的法定校正情况，包括
校正周期、校正记录与资料。

( 2) 记录、拍照沼气计量装置的核查周期期末读
数，减去周期期初读数即为核查周期的沼气产生量。

( 3) 根据养殖规模或沼气发酵原料数量、沼气
用户数量、出售沼气收费凭证、以及专业知识交叉校
核确定沼气产生量与使用量。

( 4) 形成核查报告，提交给农业部。核定报告
应包含沼气工程项目的发酵原料来源、数量、沼气发
酵工艺、沼气工程建设规模、沼气用途、沼气计量方
法、核查周期期初、期末读数，沼气产生量及使用量
等内容。

2 结论

沼气工程终端产品补贴是一项新生事物，需要

前期精心论证，做好顶层设计。首先开展沼气补贴

试点，发现问题，不断总结积累经验，探索规律，完善

沼气补贴实施方案和核查办法，实行沼气工程终端

产品补贴，以提高我国农村沼气工程的综合效益、加
快畜禽、秸秆等废弃物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实

现产气、积肥同步，种植、养殖并举和促进农村新型

能源和循环农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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