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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生物柴油是一种可再生的清洁能源，是生物能源产业的战略性产品之一。综述了国外生物柴油的生产规模、
地区分布以及相关国家发展生物柴油的优惠政策，包括支持生物柴油生产企业、促进生物柴油的消费优惠政策等，概
括了国外生物柴油的发展趋势。

 生物柴油最早诞生于1988年，由德国聂尔公司发明。生物柴油以其突出的“环保性”和“可再生性”，已引起了世
界发达国家，尤其是资源贫乏国家的高度重视。目前，它围绕着几种主要油脂原料的盛产区，已经形成三大生物柴油
生产基地，并逐步向世界普及和扩展。在人类向低消耗、低排放和低污染的/低碳经济0迈进的时代，大力开拓和发展
生物柴油产业是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

 1国外生产生物柴油的原料来源

 世界上生产生物柴油的原料主要包括菜籽油、大豆油、棕榈油、葵花籽油等植物油脂，以及民用和工业废弃油脂等
。2007年，用于生产生物柴油的主要植物油构成为：菜籽油占53%，大豆油占18%，棕榈油占14%，葵花籽油占8%，
其他占7%。目前，欧盟是世界上开发和利用生物柴油的主要地区。除了欧盟，美国、阿根廷也是生物柴油的主产国
。他们主要以菜籽油、大豆油等为原料。此外，其他国家还采用别的原料生产生物柴油，主要包括：动物脂肪；其他
植物油如棕榈油(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椰子油(菲律宾)、蓖麻籽油(巴西)、麻疯树籽油(泰国)、棉籽油(印度)；工
程微藻；废食用油(地沟油等)。

 2欧盟是世界最大的生物柴油产销区

 2.1欧盟是世界生物柴油最大产区

 迄今，欧盟的生物能源产业主要包括生物柴油、生物燃料乙醇和沼气三大领域。其中，生物柴油高居首位。2006年
、2007年和2008年，欧盟运输燃料消费总量依次相当于原油29309万、29789万t和30278万。其中，这3个年度的生物运
输燃料消费量分别相当于原油603万t(内含生物柴油417万t和生物乙醇95万t)、743万t(内含生物柴油546万t和生物乙醇13
5万t)和812万t(内含生物柴油600万t和生物乙醇170万t)，生物燃料分别占欧盟运输燃料总消费量的2.06%、2.49%和2.68
%。分品种看，生物柴油、生物燃料乙醇和纯植物油分别约占欧盟生物运输燃料消费量的75%、20%和5%。

 2.2欧盟是生物柴油的主要消费区

 按照“京都议定书”规定，欧盟2008~2012年间要减少CO2排放量8%。生物柴油的CO2排放量比矿物柴油大约少50
%。为此，欧盟把生物燃料作为主要替代能源，并制定了《欧盟生物燃料战略》，规划生物燃料占全部燃料的比重将
从2005年的2%增长到2010年的5.75%；到2030年，生物燃料在交通运输业燃料中占的比重将达到25%。与扩大生物柴油
的生产相适应，欧盟发布了两项新的促进其市场销售的指令，要求欧盟各国降低生物柴油税率；从2009年开始，强制
性地将生物燃料调配入车用燃料中，掺入量至少为1%，计划到2020年使生物柴油的市场占有率达到12%。这些措施有
力地促进了生物柴油的商业化进程。

 强劲的市场需求拉动了欧盟各成员国积极投资发展生物柴油。据欧盟最新资料，现有153家生物柴油生产厂，另有5
8座加工厂正在建设中。2006年、2007年和2008年，欧盟的生物柴油生产能力依次达到625万、1158万t和1530万t2009年
和2010年预计分别增长到1790万t和1950万t。同年度，欧盟生物柴油实际生产量依次为452万、535万t和570万t2009年和
2010年预计分别增长到730万t和860万。同年度，欧盟生物柴油消费量分别为466万、610万t和670万t2009年和2010年预
计分别增长到850万t和1000万。同年度，欧盟生物柴油的进口量依次为14万、75万t和100万t2009年和2010年预计分别为
120万t和140万。

 2.3欧盟主要成员国生物柴油的发展状况

 德国是欧洲最大的生物柴油生产国，其生产原料主要是菜籽油。目前，德国种植生产生物柴油的专用油菜籽面积已
达100多万hm2。同时，德国拥有8个生物柴油生产企业，生物柴油已占德国再生能源市场的60%以上。德国政府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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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生产和应用生物柴油，对农民种植油菜籽给予一定的补贴。

 同时，德国拥有1500多个生物柴油加油站。并且从2004年1月起对生物柴油实行免税政策，免征生物柴油或与普通
石化柴油混用的柴油消费税，混用油免税额度根据生物柴油所占比例而定。这项措施进一步推动了生物柴油在德国的
生产和使用。目前，生物柴油在德国已替代普通柴油作为公交车、出租车以及建筑和农业机械等使用的燃料。

 法国政府从2003年开始，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促进生物能源的开发，鼓励生物能源的利用。例如，降低税收或
免税；汽车发动机的设计以生物柴油发动机为主，约占法国汽车保有量的63%。这一系列鼓励措施有可能使法国超过
德国，成为欧洲生物柴油生产第一大国。

 意大利是大量进口能源的国家，进口数量大约是全部能源需求量的80%。目前，意大利的生物柴油年生产总能力为
35万t生产原料主要是来自从法国、德国进口的油菜籽，1/5的原料来自大豆。意大利政府虽然大力支持生产生物柴油
，但是政府在2005年预算法案中把每年享受减免税收的生物柴油额度由30万t减少到20万。其原因为：一方面受生物柴
油原料的制约；另一方面为了保护意大利农民的利益。

 3美洲地区生物柴油生产的发展状况

 3.1美国

 美国是世界最大的大豆生产国，其大豆油除自用和出口外尚有剩余，而且大豆生产尚有进一步发展的余地，因此美
国生产生物柴油的主要原料是大豆油。根据美国能源部的统计数据，美国2004年生物柴油产量达到9.4万t2005年生物
柴油产量约为28.4万t2006年生物柴油产量达到94万。截至2006年9月，美国全国共计有81家生物柴油生产厂，另外还有
82个项目正在投建或扩建当中。除了丰富的大豆油资源外，美国还成功培育出高油含量的“工程微藻”，开辟了新的
生物柴油生产原料。

 丰富的原料资源，为美国生物柴油产业迅速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另外，美国政府在税收、资金补贴等方面为生物
柴油产业提供了大力扶持，从而使美国生物柴油产业发展异常迅猛，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生物柴油生产国，而且有
大量出口，已经对欧盟的生物柴油产业产生了强烈冲击。

 3.2巴西

 巴西是世界第二位的大豆生产国。从2004年开始，巴西政府实施“国家生物柴油生产计划”，该计划允许利用多种
技术生产生物柴油，而且提供多项免税优惠。2005年，巴西颁布实施国内第一个生物柴油销售法令，要求从2008年开
始，所有柴油必须添加2%的生物柴油，到2013年生物柴油添加量必须达到5%。同时，巴西政府又决定：从2008年7月
1日起把柴油中生物柴油的添加量从目前的2%提高到3%。巴西矿业和能源部表示，有望在2010年提前实现添加生物柴
油5%的目标。据统计，2007年巴西总计进口柴油29亿L，本国生物柴油年生产能力为25亿L。目前巴西每年消费柴油约
400亿L。

 3.3阿根廷

 与巴西接壤的阿根廷，是世界第三位大豆生产国。由于大豆油资源十分丰富，所以生物柴油产业发展也十分迅速。
2008年，阿根廷已成为世界第三大生物柴油生产国，生物柴油的总产量超过了世界总产量的10%，销售额超过了15亿
美元。同年，阿根廷生物柴油生产设备的总生产能力比2007年增长150%。2008年，全国新增生物柴油生产能力高达84
万t18套商业化生物柴油装置总产能高达140万。预计到2009年底，阿根廷的生物柴油装置数量将增加到34套。2008年
初，UnitecBio美国集团公司子公司宣布，投资6000万美元用于阿根廷圣达菲省的第一个生物柴油生产厂的建设，初期
年产量达22万，t同时计划继续扩建再建3个工厂，使生物柴油年产量增加到100万。阿根廷政府规定，将在2010年开始
执行掺入5%生物柴油(B5)的指令，预计届时生物柴油国内市场消费量将达62.5万。

 3.4加拿大

 位于北美的加拿大，计划到2012年国内柴油燃料和取暖用油中的可再生生物柴油添加量不得低于2%。这项计划是
加拿大投资3.45亿加元(约3.1亿美元)促进生物质能源研发项目的一部分。加拿大是世界上第一个作出类似强制性规定
的国家。预计这一计划将使加拿大每年减少400万t温室气体的排放量。

 4东南亚地区生物柴油生产的发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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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南亚地区生物柴油的生产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较快。盛产棕榈油的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是东南亚地区生物柴
油发展最快的国家，两国粗棕榈油总产量约占全球产量的85%。

 马来西亚目前大约有20家生物柴油工厂，总产量在100万~150万t加工成本约为100美元/t有望减少50%。2006年，马
来西亚生物柴油出口总量为4.8万，t2007年增长到9.5万。2008年第一季度，马来西亚出口量同比增长34%。

 泰国生产生物柴油的主要原料是棕榈油和椰子油。泰国政府计划从2011年起，在柴油中掺入5%的生物柴油，使生
物柴油的日消耗量增至300万L。

 计划在2012~2016年期间，把在柴油中掺入的生物柴油增至10%，成为B10生物柴油，该计划将有助于提高生物柴油
的日需求量至450万L。

 新加坡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为柴油动力汽车提供的生物柴油燃料，是从大量餐馆收集的废弃食用油加工制成的。
虽然美国和欧洲目前已经大量使用生物柴油，但是通常都要与普通柴油混合使用，而新加坡开发的生物柴油完全不含
硫，无需与任何矿物柴油混合就可使用。

 5国外发展生物柴油的优惠政策

 世界上发展生物柴油的国家，基于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原料的丰贫，都在行业规范和政策方面采取了不同的、积
极的措施，用以促进生物柴油生产和鼓励消费。可主要概括为补贴措施、税收措施、金融措施、边境措施和配额政策
等多个方面。

 5.1补贴措施

 由于当前生物燃料的生产成本普遍高于普通燃油，各国政府纷纷向生物燃料产业提供大量补贴。包括补贴加工企业
、技术研发和原料生产等。发达国家每年在这方面的支持力度约为130亿~150亿美元。例如，德国农民种植生物柴油
原料油菜籽可获得1000马克/hm2

补贴，并对制造生物柴油予以免税。除了直接对燃料作物的种植和加工等生产环节进行补贴外，一些国家还对购买可
使用生物燃料的交通工具进行补贴，以期鼓励生物燃料的使用。

 5.2税收措施

 税收减免政策也是各国广泛采用的支持措施之一。例如，虽然巴西生物燃料产业的竞争力很强，无需直接补贴，但
为了推动该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巴西政府在税收上给予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如免征生物燃料消费税、降低加工商的收
入税等。2006年这方面免征税款共计10多亿美元。德国对每升汽油的矿物油税高达65.4欧分，每升柴油的矿物油税为4
7欧分，但对生物燃料却免征矿物油税，该优惠措施持续至2009年，从而鼓励人们使用生物燃料。

 5.3金融措施

 各国还采取非经常补助金、贷款保证、贴息贷款等金融措施，在政策上向生物燃料产业倾斜。2007年5月，美国国
会共批准20亿美元，以贷款保证金的形式，指定援建其国内的生物炼油项目。加拿大政府于2007年初划拨了1.9亿美元
贷款，支持可再生能源的项目建设。

 5.4鼓励消费措施

 许多国家实行鼓励生物燃料的消费政策。例如，欧盟允许各成员国降低对生物燃料的消费税。尤其是德国，率先在
欧盟利用减税措施促进生物燃料消费。从2006年6月开始，德国对部分生物燃料实施免税。

 5.5外贸支持措施

 一些国家对进口的生物燃料实施关税、进口配额等限制性措施，以保护国内相关产业。例如，阿根廷等主要出口国
对生物燃料的原料农产品，如大豆、菜籽油的出口征收出口税(阿根廷对大豆油出口征收32%的出口税)，而对生物柴
油的出口税率仅有5%，且还能享受2.5%左右的出口退税。

 5.6配额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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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鼓励生物燃料的应用，许多国家纷纷引入强制性混合比例，要求出售的燃油中必须掺入一定比例的生物燃料。
例如，2008年1月1日起，巴西政府规定全国所有加油站停止供应普通柴油，所有出售的柴油中均添加2%的生物柴油
。随后，巴西政府又宣布，自2008年7月1日起将柴油中生物柴油的添加量从当前的2%提高到3%，并将继续加大生物
柴油的推广力度，计划在2013年将柴油中生物柴油的比例提高至5%。

 2006年8月，德国政府批准了一项立法，要求从2007年1月起，生物燃料必须占到柴油销售的4.4%以及汽油销售的2%
，从2010年开始，生物燃料在汽油中的添加比例将增至3%，2009年生物燃料的添加比例达到5.7%，到2010年至少达到
6%。阿根廷于2007年通过一项法令，规定至2010年所有在本地销售的汽油和柴油均必须分别混合5%的乙醇和生物柴
油。此外，为增加生物柴油在燃料消费市场的需求量，2008年1月，欧盟提出相应的新议案：至2010年要求欧盟国家
的燃料消费市场消耗10%生物柴油，而至2012年要求欧盟国家的生物柴油消费量必须占燃料总消耗量的6.5%。

 5.7实行改革措施

 欧盟继52000：新纪元6纲领性改革之后，于2003年又采取了新的农业改革方案：向种植能源作物的农民提供名为“
碳信用”的补贴，其标准为45欧分/hm2

。2005年，欧盟能源作物的种植面积达到280万hm2

，约占欧盟耕地总面积的3%。2007年，欧盟享受/碳信用0补贴的总面积达到200万hm2。

 6国外生物柴油的发展趋势

 6.1生物柴油作为长期的能源战略重点，发展呈现持续化

 与传统柴油相比，生物柴油具有润滑性能好，储存、运输、使用安全，抗爆性好，燃烧充分等优势。近年来，随着
国际原油价格的持续攀升和资源的日渐趋紧，石油供给压力空前增大，生物柴油的经济性和环保意义日渐显现，大力
发展并推广使用生物柴油将是一项长期的能源战略重点。欧盟、美国、阿根廷等生物柴油产业的主产国，以及马来西
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巴西等制定了本国的生物柴油发展规划，并且已经开始商业化生产或者修建生产设施。随着
转化技术的改进，用于生物柴油生产的生物质原料种类会越来越多。因此，作物单产高，土地和劳动力成本低的国家
将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6.2作为生物柴油产业发展的关键，科技注重创新化

 科学技术因素是制约生物柴油发展的核心因素，未来生物柴油的发展方向，即加大对生物质能转化的技术研发力度
，完善生物柴油生产的技术标准，从而实现成本降低和质量提升。生产国通过加大科研资金投入，建立专业研究机构
，密切开展国际技术交流合作等措施，不断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加强核心技术的研发，促进世界生物柴油的快速发展
。目前，世界许多国家集中力量主攻的关键课题是围绕第二代生物燃料而展开的，包括高效转化纤维素的酶制剂，生
产纤维素燃料乙醇的关键技术设备，以及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的问题。

 6.3作为生物柴油产业的基础，原料转向多元化

 当前，世界上生产生物燃油的原料主要是大豆、油菜籽等。这需要利用广阔的土地面积扩大种植，与粮争地。即使
如此，生物柴油仍然受资源数量的限制，原材料压力加大，导致成本加大，企业的利润空间逐步缩小，部分企业发生
亏损，甚至破产。因此，走原料多元化之路，是长远之策。一方面，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充分利用和开发各种可能
的原料；另一方面，开垦荒山荒地以及盐碱地、沙地、矿山、油田复垦地等“边际性土地”，既改善利用国土资源，
又培育和开发各种能源作物，从而降低生产成本，促进生物柴油的全面推广使用。

 6.4作为生物柴油产业发展的条件，扶持举措长效化

 各国政府不仅通过出台一系列财政补贴、投资政策、税收优惠、用户补助等经济激励政策，为生物质能产业的发展
提供更好的支持，而且通过规划和政府指令，确保生物能源的长期持续发展。例如，美国早在1999年8月就发布“发
展生物基产品和生物能源”的总统令，确定出美国到2010年和2020年生物基产品和生物能源增长的目标，以及生物能
源取代燃料油消费量的指标。巴西启动《生物能源计划》和《全国实施发展燃料乙醇生产计划》，以法律形式强制推
行使用生物乙醇的“爱国汽油”。各国通过建立政策落实机制，促使生物燃料长期发展和推广使用。

 6.5生物燃料的生产和消费纳入法律轨道，实现保障法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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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迄今，世界各主要生物能源生产国，为促进其生产、销售和使用量，都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通过立法确定了可
再生生物能源战略地位的不可动摇性；保障了新兴的生物能源产业发展的稳定性；加强了生物能源销售和消费渠道的
畅通性。美国政府从2005年以来先后颁布了多项法律，包括《能源政策法案》、《能源独立与安全法案》、《可再生
燃料标准》等。日本也制定了《新能源利用促进特别措施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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