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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地球上每年植物光合作用固定的碳达2&times;1011t，含能量达3&times;1021J，因此每年通过光

合作用贮存在植物的枝、茎、叶中的太阳能，相当于全世界每年耗能量的10倍。生物质遍布

世界各地，其蕴藏量极大，仅地球上的植物，每年生产量就像当于人类消耗矿物能的20倍，

或相当于世界现有人口食物能量的160倍。虽然不同国家单位面积生物质的产量差异很大，但

地球上每个国家都有某种形式的生物质，生物质能是热能的来源，为人类提供了基本燃料。 

生物质具有适中的热值，一般在16.748MJ/kg左右，含杂质少，挥发分高，燃烧效率高，转化

性强，只要适当选择种类并利用现代科技手段略作加工，生产出热值范围

为12.560-20.935MJ/kg，市场价为800-1000元/t的生物质燃料，便可作为优质、廉价燃料。其有

效热价低、成本低，经济性比石化燃料好，加上其来源广、量大，所以，在一般工农业应用

上，可完全替代石化燃料，经济效益十分良好。 

中国有丰富的生物质资源，大约2.61-3.51billon tce/a，其中440-640millon tce/a是可以利用的生

物质原料，其中只有1.5-2.5%的生物质原料得到了利用，生物质原料的开发潜力巨大。2020年

，全国生物质发电新增装机543万千瓦，累计装机达到2952万千瓦，同比增长22.6%；全年生

物质发电量132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9.4%，继续保持稳步增长势头。垃圾焚烧发电方面

，2020年新增装机311万千瓦，累计装机达到1533万千瓦。农林生物质发电方面，2020年年新

增装机217万千瓦，累计装机达到1330万千瓦；共新增并网项目70个，累计发电量约510亿千瓦

时。沼气发电方面，2020年新增装机14万千瓦，累计装机达到89万千瓦。新增并网项目50个，

累计发电量37.8亿千瓦时。2021年中国生物质发电新增装机为808万千瓦，同比2020年增

涨48.80%；中国生物质发电累计装机量为3798万千瓦，同比2020年增涨28.66%。截至2022年9

月底，我国生物质发电装机4060万千瓦。 

2021年8月19日，发改委、财政部、能源局联合印发《2021 年生物质发电项目建设工作方案》

。总体思路是&ldquo;以收定支、央地分摊、分类管理、平稳发展&rdquo;。2021年9月22日，

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内容极

其丰富。文件强调：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大力发展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海洋能

、地热能等，不断提高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2021年10月24日，国务院印发《2030年前碳达峰

行动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方案提出，因地制宜发展生物质发电、生物质能清洁供

暖和生物天然气。探索深化地热能以及波浪能、潮流能、温差能等海洋新能源开发利用

。2022年5月10日，国家发改委印发《&ldquo;十四五&rdquo;生物经济发展规划》，规划提出

，积极开发生物能源，有序发展生物质发电，推动向热电联产转型升级。开展新型生物质能

技术研发与培育，推动生物燃料与生物化工融合发展，建立生物质燃烧掺混标准。 

产业研究报告网发布的《2023-2029年中国生物质能利用市场前景研究与行业竞争对手分析报



告》共十四章。首先介绍了生物质能的定义、种类、特性及开发范围等，接着分析了国际和

中国生物质能的开发与利用情况，并对生物质能技术进行了细致分析，然后具体介绍了农林

生物质利用、生物柴油、燃料乙醇和生物质能发电等产业的发展。随后，报告对生物质能产

业做了投资潜力分析，最后分析了生物质能利用产业的前景趋势与发展规划。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能源局、财政部、产业研究报告网、产业研究报告

网市场调查中心、中国可再生能源协会以及国内外重点刊物等渠道，数据权威、详实、丰富

，同时通过专业的分析预测模型，对行业核心发展指标进行科学地预测。您或贵单位若想对

生物质能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生物质能相关行业，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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