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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与能源  

 

背 景 

1. 矿物燃料（石油、天然气和煤）满足 80%以上的全球能源需要。尽管石油

价格上涨，但在今后几十年石油产品预计仍然占世界能源的最大部分。然而，上

涨的石油价格对许多国家经济产生消极影响。例如在亚洲，石油价格每桶上涨 10

美元会使国内总产值增长率下降 0.8%，在贫穷重债国甚至达 1.6%（国际原子能机

构，2004 年）。矿物燃料的燃烧还导致温室气体释放，特别是二氧化碳，从而导

致气候变化。 

2. 以木质燃料取代矿物燃料用于供暖和发电，不仅使能源供应多样化从而加

强能源安全，而且还减少温室气体释放，在当地和区域一级可持续供应木质能源

可以支持努力实现能源自给自足 , 通过就业和创收改进农村当地社区的生计，从而

有助于减贫。然而，完全依赖木质能源的农村经济可能发现其发展机会有限；如

果不有效进行可持续森林管理, 利用木材作为燃料可能导致砍伐森林或森林退化。 

3. 因此由于矿物燃料高价、需要安全的能源供应和对气候变化的关注，重新

对可再生能源，特别是生物能源产生了兴趣。这种新的兴趣从多个方面影响森

林。一方面，森林提供木质燃料（薪柴和木碳）。另一方面，森林占用土地，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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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土地可用于种植生产液体生物燃料的作物。此外，由于所谓的“第二代”技

术比较经济，对可用于直接生产液体生物燃料的森林和森林残留物的需求增加；

一些专家预测，将来木材将成为生物燃料的主要来源，取代农作物及残茬。 

生物能源和木质燃料的作用 

4. 生物能源系指生物燃料所产生的能源。这些燃料包括木质燃料（薪柴、木

炭、黑液），农业燃料（来自农业残茬和作物－包括用于生产液体生物燃料的那

些残茬和作物），城市废物和固体废物，渔业产品。用于生产生物能源的生物质

可成为颗粒状，增加材料密度，减少运输费用，同时改进原料的处理特点。2004

年全球消耗了生物燃料产生的大约 4 400 万太拉焦耳能源，其中 3 800 万在发展中

国家。目前生物能源对于主要在发展中国家的一次能源供应总量极为重要。然

而，正如芬兰（占一次能源供应总量的 19%）和瑞典（占一次能源供应总量的

15%）的例子所表明的，生物能源在发达国家也日益重要。 

5. 木材是最重要的生物燃料。自石器时代以来木材一直用于烹饪和供暖。现

在每年大约有 18 亿立方米即年圆木采伐量的一半用于能源。发展中国家整体占世

界薪柴产量的近 90%, 木质燃料占能源利用总量的 15%。在某些国家, 特别是撒哈

拉以南非洲，薪柴和木炭提供国家能源需求的 70%以上。特别是在高度依赖木质

燃料的贫穷发展中国家, 不可持续的木材采伐和利用可能产生不利环境影响。 

6. 木材用于家庭和小型工业的能源生产，在某些情况下也用于大型工业例如

巴西的钢铁生产。在北半球，美国和墨西哥是最主要的薪柴生产国和消费国（分

别为 4 400 万和 3 500 万立方米），其次是北欧和中欧国家（每年 300 万至 500 万

立方米）。 

7. 常用木质能源生产技术包括动力锅炉，在动力锅炉中燃烧生物质以产生热

能和蒸汽，热能和蒸汽然后可用于驱动涡轮及产生电力。在此类设施中，生物质

可用作唯一原料或者与煤等矿物燃料‘共烧’。热电联产设施产电并且获得工艺

热能，从而提高能源效率。特别是锯木厂及纸浆和纸张加工厂由于成为能源生产

者而受益。许多农业工业可以获得类似利益，导致增加生产力和利润，同时改进

其“生态足迹”。 

液体生物燃料 

8. 全球石油价格迅速上涨以及有关运输燃料价格上涨导致对液体生物燃料的

兴趣增加，即用农作物生产乙醇或柴油。在温带地区，玉米或其它谷物用作生物

乙醇的生产原料。在热带地区利用甘蔗，少量利用大豆和木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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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在欧洲主要用油菜籽生产生物柴油，在东南亚用棕榈油生产生物柴油。还

开始用其它产油植物生产柴油，但数量较少。麻疯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然而

到 2006 年，液体生物燃料在国家运输燃料消耗中仅占很小一部分：美国－占 190

亿升乙醇产量的 2.6%；德国－占 20 亿升柴油产量的 3.75%；瑞典－占 2.2%及法

国－占 1.2%。早在 1975 年第一次“石油危机”时，巴西发起了国家乙醇计划，

用国内食糖供应量生产乙醇。2006 年该国的乙醇产量预计增至 170 亿升。国家乙

醇计划不仅涉及乙醇生产者，而且还涉及运输行业。最近的一项发展是“多能”

汽车，这种汽车的发动机可用乙醇、汽油或混合燃料发动。现在巴西生产和销售

的所有汽车中有 90%为“多能”汽车。 

鼓励生物能源生产的措施 

10. 为了保证可承受的能源供应及减少气候变化，热带和温带地区许多国家认

识到迫切需要制定政策以增加生物能源生产。这些新的政策和鼓励措施正在促进

对用于电力生产的生物质、热能（木屑和木质颗粒）及用于运输的燃料（生物乙

醇和生物柴油）的需求。这些鼓励措施可能针对生产者、销售者和/或消费者。在

某些国家，对促进生物能源的鼓励措施有争议；一些经济学家批评鼓励措施扭曲

市场，一些环境保护主义者声称液体生物燃料要比其它形式的可再生能源产生更

大环境影响。 

11. 今天采用的鼓励措施包括基础设施拨款，贷款担保和旨在建立生物能源能

力的公私伙伴关系等措施以及免税或定价机制等更广泛措施。美国带头为发展试

点和示范设施提供资金，主要在生物燃料领域。通常采用的税收鼓励措施包括减

免货物税、燃料税或销售税，可在经合发组织成员之间见到。定价机制确定直接

支付给能源生产者或销售者的在一般能源费率之外的酬金；丹麦和西班牙采用此

类机制。 

12. 一些不同政策可促进可再生能源的生产和利用。例如强制入网电价确定电

力公司必须支付给国内绿色电力生产者的一个具体价格。这些计划的额外费用由

电力公司支付并传递到电力消费者。另一个备选方案是可再生能源义务，该项义

务确定必须在能源总方案范围内使用的可再生能源量指标，要么作为能源总利用

量的一个百分比，要么作为各个用户群体购买的能源的一个百分比。可再生能源

标准或义务可以类似形式用于生物燃料。这些政策手段往往同可用于可再生能源

部分的税收鼓励措施相联系。 

13. 目前在五个发达国家颁发“绿色”证书，而其他一些国家正在考虑采用这

种机制。根据该项计划，可再生电力以协定价格销售；为了支付生产‘绿色’电

力的额外费用，所有消费者必须向可再生电力生产者购买一定数量的绿色证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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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其电力总消费的一个限额或百分比。这主要是一项以市场为基础的任务，可

再生电力生产者可相互竞争以便向供电商或消费者出售绿色证书。 

将来发展情况 

14. 上涨的矿物燃料价格、对能源安全的要求以及对气候变化的关注，促使提

高能源效率，增加采用热电联产系统。它们还促进研究“第二代技术”。这些技

术预见利用纤维素能源作物，包括芒草和柳枝稷等多年生作物及柳树和杨树等快

速生长的木本品种，纤维物质转变成液体燃料和其它产品（生物炼制）。这些能

源作物的最理想特点是能以最低农业或林业干预和投入生产生物质。目前正在积

极研究这些能源作物以作为生物能源燃料的一个选择，例如在美国和瑞典。 

15. 一旦纤维物质的转变经济可行，对用于能源生产的木材和木废料的需求将

大量增加。木废料和人工林将不再仅为纸浆和纸张及木基复合板厂提供原料，或

者提供薪柴和木炭，而是直接转变成液体生物燃料。将来对土地使用的影响可能

巨大。将来可能不是清理森林以便种植作物, 而是越来越多地清理作物以便造林。 

16. 目前液体生物燃料仅占运输燃料的 1%。国际原子能机构预计，到 2030 年

液体生物燃料占运输燃料的比例将增至 4%到 7%。 

问 题 

17. 木质生物能源（木质能源）为所有国家改进能源安全提供机遇。木质能源

的利用有助于减少温室气体释放，从而有助于减少气候变化。木材工业可利用木

废料生产能源，从而提高其产品的能源效率和其活动的成本效益。如作适当计划

并且采用适当政策，木质能源还可能有助于减贫。 

18. 因此木质燃料将继续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发挥重要的能源生产作用。然而，

木材往往以不可持续、低效和不健康的方式采伐及加工。其中很大一部分由国内

非正式部门采伐和使用，没有在国家统计数字中出现。特别是在城市周围地区木

材使用的增加导致森林采伐和森林退化。森林采伐和森林退化占全球二氧化碳释

放量的 18%，因此导致气候变化。 

19. 对种植用于乙醇生产的作物（甘蔗、大豆、木薯、谷物）或用于柴油生产

的作物（棕榈油、麻疯树、油菜籽等）的兴趣增加。液体生物燃料为至少部分取

代矿物燃料提供了重大机遇。然而，某些作物只有在高油价和/或提供补贴的情况

下才能经济地转变成液体生物燃料。生物燃料产量增长还可能引起能源、粮食、

饲料和森林各部门之间对土地的竞争。保证国内能源供应，帮助减轻气候变化，

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保护森林生物多样性和保持国内工业圆木供应等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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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相互竞争。 

20. 因此，人口和经济因素及迅速变化的全球能源形势所带动的能源消费增

长，给森林带来机遇和威胁。不同国家根据条件可能作出不同反应： 
• 现有森林的能源产量可能增长； 
• 不可持续的木质燃料采伐和利用可能增加； 
• 人工林可能增加以满足对木质能源的增长需求； 
• 由于木质能源需求增加，其它用途的木材供应可能减少，导致所有用户

的木材价格上涨； 
• 以前用于粮食作物的土地可能转向生物燃料作物。这可能使农民收入增

加，但对当地粮食生产可能产生消极影响； 
• 农业燃料作物可能扩大到林区，引起土地使用冲突及增加森林砍伐，对

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和水产生影响。 

建 议 

21. 为了应对这些发展情况，需要： 
• 按可持续森林管理概念发展木质能源部门； 
• 将木质能源政策纳入减贫政策和战略； 
• 在采用可持续、有效和健康木质能源系统方面转让技术和能力建设； 
• 在采用其它可再生能源系统（小型水轮机、风力和太阳能、沼气）方面

转让技术和能力建设； 
• 加强对有关森林能源和木质能源信息，特别是木质燃料采伐和消费信

息，进行评估、监测和报告的能力； 
• 制定和执行政策以利用森林为能源生产提供的机遇, 避免过度市场扭曲; 
• 采用液体生物燃料生产保护措施以免对环境（土壤、水）和当地人口产

生消极影响； 
• 在采用生物燃料生产鼓励措施时认真考虑对其它部门可能产生的影响； 
• 当着手大规模生物燃料生产时考虑不同土地使用方案之间的利弊； 
• 整合能源、农业、森林和土地使用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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