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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生物质能产业与技术未来
发展趋势与对策研究

廖晓东

摘　要：生物质能是最主要的可再生能源，在全球能源结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我国生物质能技术研发水平

与国外发达国家总体处于同一水平，在生物质气化及 燃 烧 利 用 技 术、生 物 质 发 电、垃 圾 发 电 等 方 面 处 于 领 先 水 平，

但还存在生物质能产业结构不均衡、生物质成型燃料缺乏核心技术、燃料乙醇关键技术有待突破等问题。因此，为

进一步促进我国生物质能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应该建立稳定的投入机制，引导多种经济主体的参与；加速生物质

能转化利用技术开发、示范和推广应用；建设和完善服务保障体系；健全促进生物质能发展的法规政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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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质能技术主要包括生物质发电、生物液体

燃料、生物质成型燃料、生物质燃气、生物制氢技术

等。目前，世界 上 技 术 较 为 成 熟、实 现 规 模 化 开 发

利用的生物质能利用方式主要包括生物质发电、生

物液体燃料、沼气和生物质成型燃料等。我国生物

质能资源丰富，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已呈现出 规

模化发展的 良 好 势 头。目 前 我 国 可 利 用 生 物 资 源

量可转换为能源的潜力约５亿吨标煤，随着造林面

积的扩大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生物质资源转换

为能源的潜力可达到１０亿吨标煤，占我国２０１２年

能源消耗总量的２８％。目前我国生物质能技术研

发水平总体上与国际处于同一水平，在生物质气化

及燃烧利用技术、生物质发电、垃圾发电等方面 居

领先水平，但是存在生物质能产业结构不均衡、生

物质成型燃料缺乏核心技术、燃料乙醇关键技术有

待突破等问题。

　　一、国外生物质能产业与技术发展现状

及趋势

　　（一）国外生物质能产业发展现状及趋势

１．生物质能是最主要的可再生能源

根据国际能 源 机 构（ＩＥＡ）的 统 计，２００８年，全

球生物质能消费总量约１８亿吨标煤，占世界 一 次

能源消费的１０％左右，是最主要的可再生能源，其

中现代化技 术 利 用 的 消 费 量 约７亿 吨 标 煤。截 止

到２０１０年底，全球生物质发电装机容量超过６０００
万千瓦。２０１０年全球生物液体燃料使用量约８０００
万吨，其中，燃 料 乙 醇６８００多 万 吨；全 世 界 生 物 质

成型燃料产量 超 过１５００万 吨，规 模 化 利 用 主 要 集

中在欧洲和北美地区。

２．美国、欧盟和巴西的生物质能产业发展处于

世界领先地位

目前，美国、欧 盟 和 巴 西 的 生 物 质 能 产 业 发 展

处于世界领先地位。２０１０年，全球燃料乙醇产量约

８６０亿升，和２００９年相比增长１７％，美国和巴西两

国产量 占 全 球 总 产 量 的８８％，其 中 仅 美 国 就 占

５７％（见表１）；同 年，全 球 生 物 柴 油 产 量 近１９０亿

升，和２００９年相比增加７．５％，生物柴油的生产相

对分散，德国、巴 西、法 国 产 量 位 居 前 列，产 量 排 名

前１０的国家总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的７５％［１－３］。

表１　２０１０年主要生产国家的生物燃料产量（单位：亿升）

序号 国家 燃料乙醇 生物柴油 合计

１ 美国 ４９０　 １２　 ５０２
２ 巴西 ２８０　 ２３　 ３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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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德国 １５　 ２９　 ４４
４ 法国 １１　 ２０　 ３１
５ 中国 ２１　 ２　 ２３
６ 阿根廷 １　 ２１　 ２３
７ 西班牙 ６　 １１　 １７
８ 加拿大 １４　 ２　 １６
９ 泰国 ４　 ６　 １０
１０ 意大利 １　 ８　 ９
１１ 印度尼西亚 １　 ７　 ８
１２ 比利时 ３　 ４　 ７
１３ 波兰 ２　 ５　 ７
１４ 英国 ３　 ４　 ７
１５ 哥伦比亚 ４　 ３　 ７

合计
全球 ８６０　 １９０　 １０５０
欧盟 ４５　 １００　 １４５

３．二代生物质液体燃料可望在未来２０年逐步

实现商业化应用

主要包括纤维素燃料乙醇、热解液化制备生物

质油、气化合成燃料等。这些技术正处于研发示范

阶段，可望在未来二十年逐步实现工业化、商业 化

应用，目前技术成本还较高，真正商业化的项目 较

少。生物质气化合成技术比较成熟，不存在技术障

碍，预期比纤维素乙醇更容易实现产业化。

４．能源藻以 及 能 源 植 物 的 规 模 化 应 用 成 为 未

来发展趋势

从长远来看，能源农业和能源林业是未来发展

生物质能源 的 基 础。能 源 植 物 通 常 包 括 速 生 薪 炭

林、能榨油或产油的植物、可供厌氧发酵用的藻 类

和其它植物等。许多能源作物是自然生长的，收集

比较困难。以科学的方法培育高产、抗逆性强的能

源植物，满足对生物质能源规模化发展的需要，是

生物质能源 发 展 和 利 用 的 根 本 保 障。目 前 从 海 藻

中提炼生物燃料的研究正处于实验室阶段，距离实

现产业化阶段还比较远。

（二）国外生物质能技术发展现状及趋势

１．生物质发电技术总体上已经成熟

当前，生物质直接燃烧发电在北美和欧洲应用

发展比较成熟，较为常用的技术是炉排炉和流化床

锅炉技术，大规模利用装置一般建设在大型农场或

农业非常集中的地区。丹麦ＢＷＥ公司率先研发秸

秆生物燃烧发电技术，迄今在这一领域仍保持着世

界最高水平，其代表性技术是水冷式振动炉排锅炉

和超临界锅炉技术。同时，生物质混合燃烧发电技

术已在欧美商业化应用，欧美各国已经建设了许多

示范工程，系 统 装 机 容 量 在５０～８５０ＭＷ 之 间，少

数系统为５～５０ＭＷ。目前固定床和流化床是较成

熟的生物质气化技术，中小型生物质气化发电技术

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研究较早，但应用很少，这 主 要

是由于气化 发 电 系 统 成 本 问 题 一 直 难 以 突 破。大

型生物质气化发电系统的技术远未成熟，主要停留

在研究和示范阶段［４］。

２．生物质气化费托合成工艺较为成熟

目 前，气 化 费 托 合 成 工 艺 较 为 成 熟，德 国

Ｃｈｏｒｅｎ公司在２００２年完成了年产１０００ｔ合成柴油

的试验示范工程的运行和考核，２００５年建成年产量

达１万吨的工业示范工程，德国鲁奇公司也拥有类

似的技术；荷兰应用技术研究院（ＴＮＯ）已建成生物

质／煤气化费托合成联合发电系统；瑞典建成１０００ｔ
燃 料 级 甲 醇／天 的 ＢＡＬ－Ｆｕｅｌｓ示 范 工 程；日 本

ＭＨＩ完 成 了 生 物 质 气 化 合 成 甲 醇 的 系 统 工 程；瑞

典的Ｂｉｏ－Ｍｅｅｔ　Ｐｒｏｊｅｃｔ集 成 生 物 质 气 化、燃 气 净

化与重整等技术联产电力、二甲醚、甲醇，其系统总

体效率达到４２％［５］。

３．沼气工程 已 成 为 国 际 生 物 质 能 源 研 究 开 发

重点

在生物燃气利用方面，目前只有沼气具有成本

优势，所以一般所说的生物燃气主要是指沼气。德

国、丹麦、奥地利等发达国家沼气工程装备已 达 到

了设计标准化、产品系列化、生产工业化，质量得到

有效控制，工程装备的组装技术也达到模块 化、规

范化。

４．木质纤维 素 为 原 料 的 第 二 代 燃 料 乙 醇 引 起

各国关注

目前用于生 产 燃 料 乙 醇 的 原 料 基 本 上 都 是 粮

食和糖料 等 淀 粉 质 原 料，如 巴 西 的 主 要 原 料 为 甘

蔗，美国９５％的原料来自玉米，欧洲以小麦、甜菜为

原料，我国燃料乙醇的原料主要是陈化粮。以木质

纤维素为原料 的 第 二 代 燃 料 乙 醇 越 来 越 引 起 世 界

各国的关注。美 国 有 世 界 上 最 大 的 纤 维 素 燃 料 乙

醇生产基地，开发利用的技术也最多［６－７］。

５．能源植物的研究尚处于实验和示范阶段

目前关于能 源 植 物 的 研 究 多 数 尚 处 于 实 验 和

示范阶段，未达到全面推广水平。美欧国家在陆生

能源植物开 发 方 面 具 有 一 定 的 基 础 和 经 验。微 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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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正成为世界生物质能开发的重点。

　　二、我国生物质能产业与技术发展现状

及趋势

　　（一）我国生物质能产业发展现状及趋势

１．生物质资源开发潜力巨大

我国生物质能资源丰富，主要有农作物秸秆及

农产品加工剩余物、林木采伐及森林抚育剩余 物、

木材加工剩余物、畜禽养殖剩余物、城市生活垃 圾

和生活污 水、工 业 有 机 废 弃 物 和 高 浓 度 有 机 废 水

等［８］。我国可作 为 能 源 利 用 的 生 物 质 资 源 总 量 每

年约４．６亿吨标准煤，目前已利用 量 约２２００万 吨

标准煤，还有约４．４亿吨可作为能源利用。随着我

国经济社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和农林业的进一步

发展，生物质能源利用潜力将进一步增大。

２．生物质产业逐步形成规模化发展

我国生物质能多元化利用取得较大进展，生物

质发电、液体燃料、燃气、成型燃料等多种利用方式

并举，技术不断进步，已呈现出规模化发展的良 好

势头。２０１０年，生物质能利用量（不含直接燃烧薪

柴等传统利用方式）约２４００万吨标准煤。

（１）生物质发电已形成一定规模

截止到２０１０年 底，我 国 生 物 质 发 电 装 机 容 量

５５０万千瓦，其中农林生物质发电１９０万千瓦，垃圾

发电１７０万千瓦。蔗渣发电１７０万千瓦，沼气等其

他生物质发电２０万千瓦。生物质发电已形成一定

规模，年发电量 超 过２００亿 千 瓦 时，年 消 耗 农 林 剩

余物约１０００万 吨，农 民 年 收 入 总 计 增 加 约３０亿

元。生物质发电技术和设备制造发展较快，已掌握

了高温高压生物质发电技术［１０］。

（２）生物液体燃料以陈化粮和木薯为主要原料

截止到２０１０年 底，以 陈 化 粮 和 木 薯 为 原 料 的

燃料乙醇年产量超过１８０万吨，以废弃动植物油脂

为原料的生物柴油年产量约５０万吨［１１］。培育了一

批抗逆性强、高产的能源作物新品种，木薯乙醇 生

产技术基本成熟，甜高粱乙醇技术取得初步突 破，

纤维素乙醇技术研发取得较大进展，建成了若干小

规模试验装置。

（３）生物质燃气集中供应项目超过１０００个

截止到２０１０年 底，农 村 户 用 沼 气 保 有 量 超 过

４０００万户，大中型沼气工程累计建成５０４２处，年产

沼气约１３０亿立方米。建成畜禽养殖场沼气工程５
万多处，年产 沼 气 约１０亿 立 方 米。农 村 沼 气 技 术

不断成熟，产业体系逐步健全，许多地方建立 了 物

业化管理沼 气 服 务 体 系。生 物 质 气 化 集 中 供 气 技

术和工艺不断改进，目前已建成使用的生物质集中

供气项目约１０００个。

（４）生物质成型燃料初步具备大规模产业化条

件

２０１０年，生物质成型燃料产 量 约３００万 吨，主

要用于农村居 民 和 城 镇 供 热 锅 炉 燃 料 及 生 物 质 木

炭原料。成型燃料设备能耗显著降低，易损件寿命

和可维护性明显提高，成型燃料已初步具备较大规

模产业化发展条件。

３．已经形成一批龙头骨干企业

（１）生物质发电领域

在生物质发电方面，国能生物发电集团和凯迪

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是我国生物质发电的领军企业。

国能生物发电 集 团 是 目 前 全 球 最 大 的 生 物 质 发 电

专业公司。

（２）生物质成型燃料领域

在生物质成型燃料方面，我国生物质成型燃料

比较著名的研 究 机 构 主 要 包 括 中 国 林 业 科 学 院 林

产化工所、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南京林业化工 研 究

所等。生物质成型设备厂家，如清华大学国能惠远

生物质发 展 有 限 公 司，北 京 盛 昌 绿 能 科 技 有 限 公

司，广州迪森热能公司、辽宁华光生态工程技 术 研

究所，江苏正昌粮机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能 源 研

究所，洛阳恒生能源设备有限公司，郑州九洲 通 用

液压设备有限公司等［１２］。

（３）生物质燃气领域

国内沼气行 业 比 较 知 名 的 研 究 机 构 主 要 有 中

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农业部沼气研究 所、农

业部规划设计研究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和东北农业

大学等。知名 领 军 企 业 主 要 包 括 杭 州 能 源 环 境 工

程有限公司、青岛天人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和北京盈

和瑞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等。

（４）生物液体燃料

我国燃料乙 醇 知 名 企 业 主 要 有 吉 林 燃 料 乙 醇

有限公司、河南天冠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等。以纤维

素类生物质为 原 料 生 产 燃 料 乙 醇 的 国 内 企 业 主 要

有山东龙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安徽丰源集 团、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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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天冠集团等。在生物柴油方面，我国主要是以小

企业居多。截至目前，全国生物柴油生产厂家超过

２００家，设计总生产能力已经超过３５０万吨／年，主

要代表企业有海南正和生物能源公司、四川古杉油

脂化工公司和福建能源发展公司等［１３］。

表２　中国生物质能产业相关企业情况表

领域 代表企业和单位 备注

生物质

发电
国能生物发电集团、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国能生 物 发 电 集 团 是 目 前 全 球 最

大的生物质发电专业公司

生物质

成型燃料

企业：清华大学国能惠远生物质发展有限 公 司、北 京 盛 昌 绿 能 科 技 有 限

公司、广州迪森热能 公 司、辽 宁 华 光 生 态 工 程 技 术 研 究 所、江 苏 正 昌 粮

机股份有限公司、河 南 省 能 源 研 究 所、洛 阳 恒 生 能 源 设 备 有 限 公 司、郑

州九洲通用液压设备有限公司等

科研机构：中国林业 科 学 院 林 产 化 工 所、西 北 农 林 科 技 大 学、南 京 林 业

化工研究所等

棒状燃 生 产 线；ＪＸ－７．５、ＪＸ－１１、

ＳＺＪ－８０Ａ三种型 号 的 秸 秆 燃 料 成

型机

生物质

燃气

企业：杭州能源环境工程有限公司、青岛天 人 环 境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和 北 京

盈和瑞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等

科研机构：中国科学 院 广 州 能 源 研 究 所、农 业 部 沼 气 研 究 所、农 业 部 规

划设计研究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和东北农业大学等

杭州能源环 境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建 有

目前国 内 畜 禽 养 殖 行 业 规 模 最 大

的沼气发电项目，也 是 国 内 农 业 领

域目前 唯 一 一 个 ＣＤＭ（清 洁 发 展

机制）项目

燃料乙醇

吉林燃料乙醇有限公司、河南天冠企业集 团 有 限 公 司、山 东 龙 力 生 物 科

技有限公司、安徽 丰 源 集 团、中 粮 生 化 能 源（肇 东）有 限 公 司、广 西 中 粮

生物质能源有限公司等

主要以玉米、小麦、木薯为原料

生物柴油
海南正和生物能源 公 司、四 川 古 杉 油 脂 化 工 公 司 和 福 建 能 源 发 展 公 司

等

全国生 物 柴 油 生 产 厂 家 超 过２００
家，以小企业居多

　　（二）我国生物质能技术发展现状及趋势

１．生物质能 技 术 研 发 水 平 总 体 与 国 外 处 于 同

一水平

我国的生物 质 能 利 用 技 术 研 发 水 平 总 体 与 国

外相差不大，部分技术处于领先水平。与国外发达

国家相比，我国有优势的核心技术包括户用沼气技

术和小型气化技术；有较大差距的核心技术包括纤

维素乙醇技术、直燃发电技术；其他技术基本处 于

同一水平。（见表３）

表３　国内技术与国外先进技术的指标比较

核心技术 指标 国外 国内 备注

直燃发电 发电效率 ３０～３５％ ２５．６％
低位热值效率，国 外 典 型 规 模５～２５ＭＷ；国 内 为２５ＭＷ
项目参数

混燃发电 发电效率 ３５～４０％ ３５．４６％ 国外典型规模１０～５０ＭＷ；国内为２５．９ＭＷ项目参数

气化发电 发电效率 ２５～３０％
１８％（１ＭＷ）

２７％（５．５ＭＷ）
国外指标为ＣＨＰ，典型规模０．２～１ＭＷ

沼气发电 发电效率 ２６～３２％ ２１．４～２８．６％
国外指标为ＣＨＰ，典型规模０．３～１０ＭＷ；国内气耗率０．
６～０．８ｍ３／ｋＷｈ

沼气生产 池容产气率１．３～２．５ｍ３／ｍ３·ｄ１～１．５ｍ３／ｍ３·ｄ
国外为德国指标，国 内 为 杭 州 能 源 环 境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指

标

气化 气化效率 ６７．８～７９％ ７０～７８％ 国外指标来自文献

生物质成型 成型能耗
４０ｋＷｈ／ｔ
３～４ｔ／ｈ

６０ｋＷｈ／ｔ
２～３ｔ／ｈ

国外 成 型 能 耗 范 围 为３０～６０ｋＷｈ／ｔ，国 内 为６０～７０
ｋＷｈ／ｔ，Ｈｉｇｈｚｏｎｅｓ成型技术为６０ｋＷｈ／ｔ

　　注：数据来自ＯＥＣＤ／ＩＥＡ，ＩＥＡ　Ｅｎｅｒｇ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ｓ，２００７．

　　２．微藻大规模养殖走在世界前列

我国海藻能 源 开 发 在 总 体 技 术 水 平 上 与 国 际

先进水平差 别 并 不 大。我 国 微 藻 基 础 研 究 力 量 较

强，拥有一大批淡水和海水微藻种质资源，在 微 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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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养殖方面走在世界前列，养殖的微藻种类包

括螺旋 藻、小 球 藻、盐 藻、栅 藻、雨 生 红 球 藻 等［１４］。

但是，我国在海藻能源开发方面的不足在于微藻封

闭式光生物反应器的低成本规模化技术有待开发、

海藻的栽培局限于近海、现有的海藻产能试验规模

不大、海藻 能 源 技 术 与 产 品 的 评 估 系 统 尚 待 完 善

等。

３．生物质发电技术与国外存在较大差距

目前我国比 较 成 熟 并 已 进 入 商 业 化 运 行 的 是

常压空气气化 装 置 与 内 燃 发 电 机 组 配 套 的 发 电 技

术，混燃项目 非 常 少。但 是，我 国 生 物 质 能 发 电 技

术与国外 相 比 起 步 较 晚，生 物 质 直 燃 发 电 技 术 规

模、容量以及占全国发电总量的比例都相对较 小。

直接燃烧发电大部分采用进口设备，国外技术及设

备占６０％以上，一 般 投 资 在１００００－１２０００元／ｋＷ
之间，我国 秸 秆 直 燃 发 电 存 在 缺 乏 核 心 技 术 和 设

备、秸秆收储运困难、发电能耗偏高和厂用电偏 高

等问题［１５］。

４．户用沼气池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我国在户用沼气池技术上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其中，有机污水厌氧消化技术和户用沼气池利用技

术较为成 熟，有 商 业 示 范 并 具 备 一 定 的 市 场 竞 争

力。大型沼气综合利用技术虽然较成熟，但尚未形

成产业。沼气 发 电 机 组 和 大 中 型 沼 气 工 程 处 于 中

试阶段或关键技术突破，沼气的纯化与压缩技术则

还处于前沿 基 础 性 研 究 探 索 阶 段。应 用 传 统 的 生

态、循环理念产生了不同类型的沼气工程模式，具

有显著的区 域 特 色。但 大 中 型 沼 气 工 程 的 工 艺 还

不成熟，工艺设备材料相对较为落后。根据我国能

源需求现状、资源潜力和技术现状，我国生物质 能

技术主要发展趋势是：

趋势一：固体生物质规模化直接利用

目前迫切需 要 利 用 农 林 废 弃 物 作 为 高 品 质 燃

料，高 效 地 替 代 燃 油、燃 煤，包 括 成 型 燃 料 高 效 燃

烧、气化燃烧、生物质工业窑炉燃用、分布式发电及

供热采 暖、热 解 液 化 及 热 解 油 的 高 效 利 用［１６］。其

中成型燃料朝规模化生产发展，探索适合国情的产

业化模式；生物燃气则由单一原料发酵技术向多元

原料共发酵技术发展，由简单粗放的工艺技术向集

成高效工艺技术发展，由直燃热利用向高品质生物

燃气产品发展，由非标工程装备向成套化标准工程

装备发展。

趋势二：生物质全成分生物化学转化利用

生物质全成 分 生 物 化 学 转 化 利 用 生 产 液 体 燃

料以替代石 油。需 要 重 点 发 展 利 用 农 林 废 弃 物 等

纤维素类生物质生产液体燃料和化工品，包括纤维

素制乙醇、气化合成燃料及化工品、催化制备 航 空

燃料及 化 工 品［１７］。纤 维 素 燃 料 乙 醇 要 实 现 高 效、

绿色的预处理，开发高效复合纤维素酶，并由 单 一

的六碳糖乙醇发酵向包含五碳糖的多糖发酵发展，

由单纯的乙醇 产 品 向 多 种 产 品 的 生 物 炼 制 方 向 发

展；合成燃料技术要由单一合成气平台向合成气平

台与糖平台技术并重发展，由传统甲醇合成向车用

动力燃料（醚、长链醇）合成技术发展。

趋势三：择优开发不依赖土地的生物质资源利

用技术

最后要择优 开 发 不 依 赖 土 地 的 生 物 质 资 源 利

用技术，包括微藻、油脂类、淀粉类、糖类、纤维类等

能源植物等 的 选 育 种 植 和 利 用。我 国 目 前 最 主 要

的生物质资源是农业废弃物，其最大的特点是资源

分散、收集和运输困难，而且季节性强，原料供应的

稳定性差。从长远来看，能源作物选育种植和利用

是未来生物质能源开发的重点。

　　三、我国生物质能产业发展的战略对策

（一）建立稳定的投入机制，引导多种经济主

体的参与

探索构建政府引导、企业带动、社会参与、多方

投入的生物质能产业建设机制，拓宽生物质能开发

利用的融资渠道。设立生物质能发展专项资金，用

于支持技术进步、人才培养、产业体系建设和 新 技

术示范项目的建设。鼓励各级地方政府按照《可再

生能源法》和有关政策的要求，结合本地区实际，安

排必要的财 政 资 金 支 持 生 物 质 能 发 展。充 分 发 挥

政府投资的引导作用，调动企业自筹资金投入生物

质能建设的主动性。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积极争

取金融部门、国际组织等的资金支持，广泛吸 引 社

会、个人和外资的投入。

（二）加速生物质能转化利用技术开发、示范

和推广应用

加大对生物质能基础性研究的支持力度，加快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能源技术开发步伐，改变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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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生物质能转换技术落后的现状，力争在未来全球

性生物质能 多 项 技 术 竞 争 中 占 领 制 高 点。重 点 是

针对秸秆固化模具磨损快、气化焦油含量高，以 及

能源作物优良品种繁育、产品储存和运输等方面的

问题，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经验，加强科技 攻

关，在农作物秸秆高能效低能耗转化、纤维素生 产

燃料乙醇、转基因技术提供生物质原料等方面开展

研究，争取在新 品 种、新 原 料、新 工 艺、新 设 备 等 方

面取得突破，逐步形成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研 发、

示范推 广 和 产 业 服 务 体 系［１８］。同 时，加 快 成 果 转

化，作好试点示范工作，争取在资源优势明显、基础

条件较好的地区，先期启动一批生物质固化成型和

气化燃料、能源作物品种选育和栽培种植、规模 化

养殖场大中型沼气工程示范基地建设项目，并在此

基础上，总结经验，稳步推进农业生物质能产业 的

健康发展。

（三）建设和完善服务保障体系

整合资源，完 善 技 术 和 产 业 服 务 体 系，全 面 提

升生物质能 技 术 创 新 能 力 和 产 业 服 务 水 平。积 极

探索沼气技术推广服务机制，争取国家资金倾 斜，

引导形成县、乡、村 三 级 服 务 网 络，在 农 户 建 设、管

理和使用过程中提供全面的服务，确保农村沼气事

业的持续健康发展。针对农作物秸秆分布广、收集

运输难等问题，建立农作物秸秆收集配送等产业服

务体系。积极引导农民发展能源作物种植、农作物

秸秆收集与预处理等专业合作组织，建立生物质原

料生产与物流体系。

（四）健全促进生物质能发展的法规政策体系

根据《可再生能源法》，研究制定支持生物质能

发展的配套法规和政策措施，出台财政补贴、投 资

政策、税收优 惠、用 户 补 助 等 经 济 激 励 政 策。加 大

对生物质能产业的补贴力度，对从事生物质能技术

研发和设备 制 造 等 企 业 给 予 所 得 税 优 惠。对 使 用

生物质气化、固化成型燃料炉具的农户给予一次性

补贴。加大对 种 植 能 源 作 物 土 地 开 发 和 整 理 的 投

入力度，对开发低质土地种植能源作物的农户给予

补贴。建立健 全 产 品 收 购 流 通 体 系 和 市 场 准 入 制

度，将以甘蔗、甜 高 粱、木 薯、甘 薯 等 为 原 料 的 燃 料

乙醇纳入现有的油品销售体系。此外，尽快完善农

业生物质能标准体系，并组织做好标准宣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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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１（０１）．
［９］　李 景 明，薛 梅．中 国 生 物 质 能 利 用 现 状 与 发 展 前 景

［Ｊ］．农业科技管理．２０１０（０２）．
［１０］　王亮，尚 会 建，郑 学 明 等．生 物 质 能 开 发 利 用 研 究 进

展［Ｊ］．河北工业科技．２００９（０５）．
［１１］　田 宜 水．中 国 生 物 质 固 体 成 型 燃 料 产 业 发 展 分 析

［Ｊ］．农业工程技术（新能源产业）．２００９（０２）．
［１２］　崔明，赵 立 欣，田 宜 水 等．中 国 主 要 农 作 物 秸 秆 资 源

能源化利用分析评价［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０８（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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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农业科技管理．２００８（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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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节能技术．２００７（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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