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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生物质是指通过光合作用而形成的各种有机体，包括所有的动植物和微生物。而所谓生物质

能就是太阳能以化学能形式贮存在生物质中的能量形式，即以生物质为载体的能量。它直接

或间接地来源于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可转化为常规的固态、液态和气态燃料，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是一种可再生能源，同时也是唯一一种可再生的碳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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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9月16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完善生物质发电项目建设

运行的实施方案》，提出坚持&ldquo;以收定补、新老划段、有序建设、平稳发展&rdquo;，进

一步完善生物质发电建设运行管理，促进生物质发电行业持续健康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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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计算机技术、先进制造技术、高分子材料等领域取得的重大

科学突破，&ldquo;互联网+&rdquo;&ldquo;大数据&rdquo;和&ldquo;人工智能&rdquo;将为生物

质能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多学科深度融合将成为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生物质能开发利用将

呈现多元化、智能化和网络化的发展态势。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4-2030年中国生物质能利用行业发展态势与市场供需预测报告》共十



章，依托庞大的调研体系，结合科学的研究方法，通过对生物质能利用行业的发展现状、细

分行业、区域市场、政策法规、发展规划、发展前景等方面进行细致深入的分析，帮助客户

全面把握生物质能利用产业的总体发展状况。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能源局、工信部、财政部、中企顾问网、中企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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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报告是您跟踪生

物质能利用产业最新发展动态、编写产业规划、编制产业政策、制定招商策略的重要参考工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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