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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汇得能生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汇得能进贤养猪基地大型粪污综合利用及清洁生产项目 

江西省财政厅 

一、项目概要 

1. 项目简介

位于鄱阳湖畔的江西省进贤县名气似乎并不算大，不过众多家庭餐桌上的菜

肴都与这里有关，因为进贤是个养猪大县，该地输出的生猪惠及众多地区，也成

为当地最主要的特色农业。随着养殖规模的日益扩大，猪粪处理及有效利用成为

难题。根据当地需求，运用市场手段，江西汇得能进贤养猪基地大型粪污综合利

用及清洁生产项目（以下简称“进贤池溪清洁项目”）应运而生，该项目建在进

贤县池溪乡境内。高大而现代化的厂房及设备，给县城平添了一道风景，更重要

的是，当地的自然环境得以大大改善。 

进贤池溪清洁项目占地面积 500 亩，其中工业用地 75 亩，配套果木、苗木

林地 425 亩。年处理猪场粪污 6.65 万吨，年产沼气 290 万立方米，年产沼液 16.10

万吨，年发电量 514 万 kWh，年产固体有机肥 0.90 万吨，浓缩液肥 2 万吨。从

而实现了生猪养殖场粪污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和生态利用，所发电力全部

上网，为华中电网增加部分电量，并可更有效地减少甲烷年排放，据测算，年减

排量达 3.74 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对减缓全球气候变暖，兑现《京都议定书》关

于减少本国温室气体排放的承诺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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竣工后的基地侧面图 

该项目一期工程于 2010 年 12 月动工建设，2013 年建成并投料试运行。项

目建设期间，清洁基金于 2013 年 1 月向汇得能公司提供了期限为 3 年，金额 2,000

万元的清洁发展委托贷款，支持项目的工程建设及有关设备购置。 

2.业主简介 

进贤池溪清洁项目由江西省汇得能生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得

能公司”）投资兴建。汇得能公司组建于 2008 年 10 月，注册资金 1,000 万，经

营范围包括现代农业、再生能源的利用与开发、环保技术的利用与开发、有机肥

料及微生物肥料的生产和销售。公司是“江西省农业产品经纪人协会”常务理事

单位，“江西省上海商会”副会长单位。 

该企业被省发改委授予“江西省省级循环经济试点企业”、省环保厅授予“畜

禽养殖场污染治理示范点”、省科技厅授予“江西省节能减排创新示范企业”以

及省、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江西省高新技术企业”等称号。 

                 

有机肥生产车间                        汇得能生态农业科技园苗木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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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背景及优势 

1. 项目背景 

畜牧业是江西农业的支柱产业之一。近几年来，江西省生猪产业长足发展，

规模养殖发展迅速。一是生产保持稳定发展。2008 年，全省生猪出栏 2,800 万头，

生猪存栏 1,780 万头，生猪出栏率达到 170%，生猪销外省达 1,100 万头，出口生

猪达 20 万头；二是生产方式明显转变。生猪养殖已由散养型向规模化集约化发

展，全省生猪规模养殖场（户）达 5.40 万个，其中年出栏 500 头以上的 7,300

个，年出栏 1,000 头以上的 2,700 个，年出栏 3,000 头以上的 700 个，年出栏万

头以上的 268 个，全省生猪规模养殖场年出栏 1,910 万头，比重达到 68%，有的

县高达 96%，规模化比重比 2,000 年增加了 20 个百分点。 

随着畜牧业生产规模化集约化程度迅速发展，畜禽粪污对环境污染的问题日

益突出。生猪养殖规模化程度高，养殖密度大，集中排污量大，是当前农业面源

污染的主要来源。据测算：1 头猪每年所产生的污染负荷（按 BOD5 计算）相当

于 10-13 人，一个万头猪场的污染负荷相当于 10-13 万人口的城镇。按 2008 年

江西省全猪出栏 2,800 万头计算，相当于增加了 2.80—3.64 亿人口污染负荷量。

而目前规模养殖户的粪污多数处于自然排放状态，造成了一系列生态环境恶化事

件。江西地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地区的腹地，已经成为承接沿

海地区和港澳地区畜牧产业梯度转移和保障畜产品生产的供应基地。在面临畜牧

业迅速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畜牧业粪污治理的严重挑战。能否有效解决畜牧

业污染治理问题，将直接影响生态立省战略的实施。 

2. 项目优势 

国家“十二五”规划中已将农村面源污染、水污染、村镇环境综合整治技术

列为环境科技优先领域与农业重点发展方向。江西省是个养猪大省，长期以来猪

粪对当地环境造成重大破坏，省政府对各地市、县下达的减排指标的完成好坏已

列入各地市、县政绩考察目标。畜禽养殖污染治理、水污染治理、沼气发电项目

在省内外有十分广泛的市场需求和前景。江西又是一个电力缺口大的省份，项目  

投产发电后，既能改善当地的能源结构又能补充华中电网缺口。 

目前我国自产单燃料沼气发电机组技术已十分成熟，能源短缺的现实和可再

生能源利用技术的完善，使沼气发电成为沼气工程的重要部分。农村沼气利用建



8 
 

设受到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地方党委、政府的高级重视，项目宏观投资环境十

分有利于项目建设。 

 

三、项目成果 

1. 环境效益 

近年来，随着我国能源的紧缺，规模化养殖业的发展，我国大中型沼气工程

发展迅速，沼液作为沼气工程“三沼”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发利用得当，既

可避免二次污染，实现生物质的物尽其用、良性循环，又可为沼气工程业主创造

明显的经济效益，缩短沼气工程的投资回收期，沼肥还田还能够提升土壤有机质，

改善土壤理化性质，减少土传病害，促进有机农业、绿色农业和循环农业的发展。

此外，通过沼液的利用还可大量减少或免除化肥农药的使用，从而减少化肥、农

药生产和使用过程中的温室气体排放与污染等等。项目实施后，年处理猪粪 6.65

万吨，采用 10 年的固定计入期，项目通过减少甲烷气体排放和替代华中电网的

部分电力，年均实现温室气体减排 1,658 吨二氧化碳当量，具有突出的环境治理

效果。 

项目年碳减排数据表 

年份 
预计减排量（吨二氧化碳当

量） 

实际减排量（吨二氧

化碳当量） 

2013.5—2013.12 24,924  

2014 37,386  

2015 37,386  

2014.7-2016.2  2,764 

总减排量（吨二氧化碳

当量） 

 2,764 

年平均减排量（吨二氧

化碳当量） 

 1,658 

 

2. 社会效益 

项目实施后，园区共带动农民务工 60 余人，蔬菜基地带动周边农户 130 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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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二期工程实施后将带动周边约 400 余农民工就地就业。为扶持发展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强化农业社会化服务带来了社会效益。 

3.经济效益 

以沼气工程厌氧消化液为基质，开发有机肥的成套设备以及有机肥产品具有

巨大的市场空间，国家政策对沼气工程和有机肥应用的扶持政策，更保障了此类

成套设备及有机肥产品的可观市场前景。项目自投产至 2015 年末，企业主营业

务收入呈逐年上升趋势，净利润也由 2013 年亏损转为盈利，并逐年提高。 

 

经营业绩表 

业绩指标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营业总收入（百万元） 1.67 4.56 19.59 

净利润（百万元） -2.00 1.36 2.43 

 

4. 示范效应 

项目的建设和投产将促进技术的创新和发展，以猪粪综合治理为手段，利用

粪污厌氧发酵，生产优质沼气能源进行发电，沼液及沼渣制造有机复合肥等多种

现代农业的新技术、新产品、新成果，对传统的养殖业进行一次彻底的改造。对

江西全省乃至全国的绿色低碳发展有着很好的示范作用。企业自主研发的项目关

键技术“6,000 方厌氧发酵罐加强筋”等工艺，已获 19 项实用新型技术专利。2015

年南昌市人民政府为加快都市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建设，已将该公司一期项目列入

“钟陵现代农业示范园”实施单位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