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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农村沼气后续服务体系建设现状及建议 

郑良燕    费利华    杨胜    吕旭东 

( 浙江省农业生态与能源办公室，浙江 杭州 310012) 

【摘 要】浙江省开展农村沼气后续服务工作已近 10 年，陆续在全省多地建立了沼气后续服务组织，为沼气工

程的长效运行和沼气使用率的提高发挥了积极作用。概述当前浙江省农村沼气后续服务体系建设现状，分析存在问

题及困难，并对下一步如何更好地开展后续服务提出意见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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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沼气建设属于社会公益事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具有显著的社会和生态环境效益。2003 年起，中央设立了农村沼气

国债项目，逐步加大了对农村户用沼气建设的投入。浙江省紧紧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大力发展以沼气为主的农村能源建设，不

断推进农村沼气的开发利用。2015 年底，全省累计建设各类沼气工程 1. 08 万处，池容 122 万 m3，发展沼气用户 20 万户。

沼气事业的发展对后续服务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浙江省后续服务体系建设总体上尚处在摸索阶段，后续服务能力仍然薄弱，

沼气工程效益发挥不足、沼气池废弃不用等问题日益凸显，进一步建立健全农村沼气后续服务体系已成为发展沼气事业亟待解

决的问题。 

1 现状 

1. 1 管理机构 

通过对浙江省农村能源机构和人员的调查，目前省级和 11个地市级分别设有专门的推广服务机构，并且职能逐步得到理顺。

11个市级农村能源推广机构除杭州市外，其他已归属农业部门主管;全省 90个县 ( 市、区) 中已有 71个县 ( 市、区)设有农

村能源管理机构，其中归属农业部门 64个、政府直属机构 4个、农办 2个、林业部门 1个，且均已基本实现管理与经营相分

离，职能定位更加明确，行业监管和公益性技术推广进一步强化。 

1. 2 政策 

2005 年以来，浙江省相继出台了 《浙江省沼气开发利用促进办法》《浙江省农业废弃物处理与利用促进办法》。自 2006 年

开始提出建设农村能源服务体系，多年来积极探索后续服务物业化管理的模式和机制，不断提高沼气后续服务能力。2012 年省

政府办公厅下发 《关于积极推进农村能源生态建设的意见》 ( 浙政办发 ［2012］ 115 号) ，提出加强沼气行业管理和服务，

建立以基层农业公共服务机构为主导、服务网点为支撑的后续服务体系，鼓励发展沼气专业合作社以及沼气设备经营、工程管

护和技术服务等组织，开展合作社自我服务、专业性公司物业化服务等多种服务模式，提高服务水平，保障农村能源生态工程

安全生产和持续高效运行。各地也对后续服务出台各类补助政策:如淳安县出台 《关于农村沼气后续服务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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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服务体系建设和沼气建设工作经费给予保障; 平阳县出台 《农村沼气服务体系管理办法》，规定沼气后续服务网点每个网点

补助 2万元，每年安排 20 万元作为沼气后续服务网点人员工资补贴; 嘉兴市秀洲区对沼气大出料给予每次 100 元的补助，每

年给予每户 200 元的沼气维护管理补助。 

1. 3 人才体系 

1. 3. 1 体系建设 

据统计，到 2015 年底，浙江省已建县级沼气服务站 15个，从业 63 人; 乡村服务网点 751个，从业 1 003 人 ( 表 1) ，

初步形成 “县、乡、村”三级服务网络。 

 

1. 3. 2 人才培训与鉴定 

浙江省 2001 年建立农村能源职业技能鉴定站，主要负责全省农村能源特有工种: 沼气生产工、沼气物管员、农用太阳能

设施工、农村节能员、生物质能利用工、太阳能利用工和小风电利用工等 7个工种的初、中、高、技师、高级技师等 5个等级

的培训鉴定工作。到 2015 年底，全省现有 14 名同志获得部督导员、考评员资格; 有培训指导老师 60多名; 全省已累计培训

农村能源用户、沼气生产和后续管理、太阳能、生物质能利用等各类农民技工 59 000 多人次; 共有 6 808 人次获得职业技能

证书，为提升后续服务能力提供了有力的人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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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服务模式 

经过多年探索实践，浙江省总结出 5 种后续服务的典型模式，目前除市场化运作模式维持运行较为困难外，其他几种模式

都各具特色，为农村能源事业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后续保障。 

1. 4. 1 政府购买服务模式 

该模式特点是由企业提供服务，政府付费，农村能源推广机构负责指导和监管，把农村沼气设施当作社会公共设施来管理

和维护，确保沼气工程发挥长期效益。 

如台州市沼气工程“4S”公共服务模式。“4S”是指“维护服务( service )、信息反馈( survey )、沼肥配送( supply )

和安全监管( supervision)”4 个方面。台州市从 2011 年 10 月开始构建以区级 “4S”沼气综合服务公司为核心，以各大型

养殖场或合作社自我服务型组织为网点的农村能源服务网络，服务范围覆盖市区 329 座沼气工程和 164 座生活污水净化沼气

工程。沼气服务公司完全按照市场化模式运作。但在沼肥利用方面，由于沼肥的使用尚未完全得到农户认可，目前沼液沼渣的

清理和供应均为免费服务，属于纯公益性质，市、区二级财政给予了全额保障。2012 年，台州市政府先后出台了相关政策文件，

明确了市、区二级财政要对沼气服务公司的槽罐车购置和运行费用进行补贴，在政策上保障了沼气服务公司的长效运行。台州

市沼气服务公司的有效运行，杜绝了养殖场沼液偷排现象，同时实现了资源循环利用。据台州市农村能源办公室测算，沼气服

务公司每年可将约 7 000 车 ( 4 万 t) 沼液肥输送到农业园区使用，可有效减少化肥施用量、提高农作物品质，每年增收节

支 100 万元以上。 

1. 4. 2 公助民办模式 

按照 “政府引导、企业运作” 原则开展沼气后续服务，在浙江省范围内构建县级农村能源服务体系和乡村沼气服务网点，

政府给予适当的专项补助，用于购买服务设备、维持日常运行等。浙江省大部分县级服务组织都属于该模式。 

如宁波市鄞州区采取由政府和企业共同出资的方式，建设沼液池，实施沼液物流配送，研究沼液提纯和浓缩等技术，促进

沼液资源化利用。鄞州区先后在 16 个乡镇(街道) 建造 1 万 m3 多容积的沼气池，2007 年开始探索沼液物流配送模式，由政

府和企业(长泰公司) 共同出资，在各地建起了 100 多个沼液池，每个沼液池的储存量 50 ～ 100 t;由企业将沼液从源头的奶

牛场、猪场自行抽取，经运输配送到基地，进入沼液专用储存池或直接灌溉，能基本解决全区的规模养殖场沼液出路问题。长

泰公司还建立了沼液配送调度室，配送基地面积、沼液储存数量、配送车行驶方位等都清楚显示在电子屏幕上，方便统一调度

和配送。 

1. 4. 3 建管合一模式 

建管合一服务模式就是政府扶持建立沼气服务站，由服务站负责沼气建设和全程服务。主要特点是以建带管、以管促建、

谁建谁管、建管合一。淳安县汾口镇沼气服务站由汾口镇政府于 2007 年 10 月成立。目前，汾口镇沼气服务站有服务人员 5

名、固定场所 20 m2、菌种培养池 200 m3、建池模具 12 套、不同型号的沼液运输车 3 辆。从 2008 年开始，县财政对服务

站服务人员给予每池每年 10元的工资性补贴，服务人员凭被服务农户的签字领取补贴，多服务多得，少服务少得。服务站与农

户签订协议，承诺沼气池池体保修 3 年，沼气用具及配件免费更换维修 1 年。经过多年运行，汾口镇服务站成为全县建池数

量最多、质量最好、服务最优、投诉为零的乡镇服务站，成为全省沼气服务典范，全镇户用沼气池使用率达到 95% 以上，沼渣、

沼液利用率达到 100% 。2013 年，该模式被列入全国农村沼气服务十大模式之一。 

1. 4. 4 农民专业合作社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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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模式由农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按照“入会自愿、退会自由”和“民建、民管、民受益”的原则，制订沼气合作社章

程及相关的管理制度，明确服务内容和收费标准。如松阳县 2007 年成立的家乐农村沼气合作社，由 8 人共同出资组建。沼气

合作社下设 2 个农村能源服务推广站，26 个乡级服务网点和 108 个村级服务站，共有沼气生产工和技术辅导员 100 余人，服

务网络基本覆盖全县所有的沼气项目村。松阳县利用省级农村能源示范项目专项资金为沼气合作社配置相关设施。沼气用户只

要加入沼气合作社，就能享受到免费维修服务，大大降低了使用成本，让沼气用户用得更加安心。沼气辅导员每季度开展上门

检查走访等，可以及时发现各类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沼气产气率。沼气用户遇到故障，可直接拨打村级沼气辅导员电话，

使农民不出家门就可享受到优质服务。 

1. 4. 5 市场化服务模式 

该模式是成立独立法人公司，实行 “有偿服务、自负盈亏” 的市场化运作方式。如浙江龙游雄德生态农业公司、嘉兴市

克利尔能源技术服务有限公司都属于这种模式，但因沼气后续服务具公益性，投入大，效益低，这些公司都无法做到自负盈亏，

目前不再运行。 

2 问题 

2. 1 资金扶持力度不大，服务组织运行难 

近几年，除中央投资外，省级财政专项资金中也安排了一部分用于农村沼气后续服务管理建设，为项目县 ( 市、区) 搭建

组织提供了部分资金。但对沼气服务组织运行上的补助政策少，地方政府对沼气服务组织扶持力度不大。而沼气服务组织要维

持正常运行，仅靠向用户收费获取收入，难以做到自负盈亏。据海宁市沼气服务中心测算，出料一个 25 m3的沼气池，成本在 250 

元左右，除向农户象征性收取 100 元服务费用外，其他开支都需要服务中心自己承担，结果企业服务越多，亏损越大。 

2. 2 服务网点分布不均，后续服务范围窄 

目前浙江省已建的沼气服务组织不多，有些县仅仅几个乡镇、村有，组织化、社会化程度低，且网点分布不均，不能覆盖

所有沼气用户。近年来受畜牧业转型升级及 “三改一拆” 等政策影响，部分地区养殖结构调整动作大，很多畜禽养殖户和养

殖场被列入关停、拆迁对象，所建沼气设施随之拆除，服务网点也只能取消。 

2. 3 技术队伍力量薄弱，后续服务保障难 

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沼气后续服务技术队伍流失严重，部分乡镇农村沼气技术人员十分短缺。加上一些沼气工程业主、

沼气用户缺乏维护、保养和安全知识，现有服务人员的技术水平也参差不齐，导致部分沼气工程存在失管现象，影响了沼气工

程效益的持续发挥。沼气后续服务跟不上直接导致一大批沼气工程以及户用沼气池的废弃和闲置，也带来沼液配送难、消纳利

用不充分等问题。部分沼气工程仍有较多剩余沼气向外排放，既浪费资源又污染环境，目前浙江省沼肥使用量仅占全省沼肥量

的 30% 左右，推广使用沼肥的任务很重。 

3 建议 

为确保建后的沼气池正常使用，农户长期受益，促进沼气建设的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必须加强对农村沼气后续服务能

力建设，及时总结推广各种好做法、好模式和好经验，按照 “政府引导、市场运作、企业参与” 的原则，积极探索物业化管

理模式和机制，不断提高沼气后续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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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加大政策扶持，完善服务体系 

沼气服务组织作为提供公共服务的机构，筹建组织和维持正常运作需要有一定的资金保障。浙江省农村沼气用户大部分分

布在丽水、衢州、温州等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因此，各级财政要加大对沼气服务组织的扶持，帮助他们解决沼气池出料、

沼肥运输、沼气池维修等设备购买资金; 在运行初始阶段，要给予一定工作经费补助; 在用地、信贷等方面给予政策扶持。要

将沼气服务体系建设与沼气发展协调推进，逐步建立以省级技术培训基地为依托、县级服务站为支撑、乡村服务网点为基础、

农民服务人员为骨干的沼气服务体系。 

3. 2 鼓励市场参与，确保长效运行 

各地要积极培育沼气服务企业，因地制宜地鼓励发展协会领办、个体承包、股份合作等多元化服务组织，积极扶持壮大农

民沼气服务合作社，增强农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能力。通过政府向社会购买服务方式，逐步建立以市场为导向，农工商综合

体、私人企业、合作经济等多种成分、多种形式共同参与、共同竞争、共同发展的农村沼气工程后续服务长效机制。 

3. 3 加强监督管理，规范体系建设 

要制定沼气服务网点管理办法、服务规范和服务收费标准; 与乡村服务组织领办人签订服务协议，管好用好沼气服务设备，

明确沼气建设和后续服务管理责任人; 加强对沼气服务组织的监督、检查和考评，严格奖惩措施; 同时要建立沼气服务网点的

信息档案，纳入农村沼气项目信息系统统一管理。 

3. 4 加强技术培训，提升服务能力 

各级农村能源管理部门要经常组织后续服务人员开展沼气基础知识、维修注意事项、安全管理等方面的专业培训，使其熟

练掌握沼气设施建设、安装、维护、故障排除、安全拆除等技能及综合利用技术，逐步建立一支热心沼气事业、懂技术、会操

作、善经营，农民满意的高素质沼气技术服务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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