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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国作为一个能源消费大国，如何实现低碳发展、在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同时有效应对能源短缺和环境问
题，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问题。众所周知，中国有丰富的煤炭能源储备，煤炭能源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确实发挥
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其造成的环境污染也是显而易见的。摘掉二氧化碳排放大国的帽子，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面
临的一大挑战。生物质能源产业是传统经济向循环经济转变的标志，也是一个巨大的循环经济发展契机。生物质能源
产业的发展将是21世纪中国国民经济稳步推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技术支撑。中国的生物质能源产业发展至今，
已经有比较明晰的发展方向和发展规划。基于此，重点对中国生物质能源产业的发展现状、发展趋势、发展前景、发
展的不足进行分析研究。

 一、生物质和生物质能源产业及其产业

 1.生物质和生物质能源。生物质是一个反应过程，是指通过光合作用将太阳能储存在生物体内中。在生物体中，可
以利用并转化为能源的能量称为生物质能源。生物质能源是一种兼具可再生和可循环利用价值的能源。与传统能源相
比，生物质能源通过生物化学、热化学等手段进行技术转化，可以产生科技含量高、环保效益好的能源，为人类提供
电能、燃料等生活必须能源。作为一种可再生能源，生物质能源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生物质能源的研究和发展，对
进行生态保护、平衡人类社会活动和资源利用之间的关系、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生物质能源产业。生物质能源产业是将可产业化发展的生物质能源集合在一起，实现统一规划、统一生产的大型
化生产模式，其带来的效益也是非常突出的，在农林生物质发电、垃圾焚烧发电、沼气发电领域中，生物质能源应用
广泛，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更是表现突出。以生物质能源发电技术为例，该技术已经成为中国电源建设的主流，在中国
能源转型的发展道路上发挥重要作用。

 二、中国生物质能源产业发展现状

 1.生物质发电稳步增长，产业发展全面加速。通过分析2012—2019年的生物质能源发电运行情况可知，在此阶段，
中国生物质发电新增装机容量逐渐增长，在累积发电装机容量上翻了4.5倍左右。以中国生物质发电量为例进行分析
，2012年中国生物质能源发电量为337亿千瓦时，而2018年的发电量就达到了906亿千瓦时，仅2019年第一季度，发电
量就达到245亿千瓦时，大致为2012年3个季度的发电量。在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引导下，中国生物质发电的发展前景将
会更加优越，并且在可再生能源中的应用占比将会处于稳步增长的态势。

 2.生物质能源研究起步较晚，各方支持行业发展迅速。中国生物质发电的研究历程比较短，但是发展速度也是非常
惊人的，根据《2018年中国生物质发电产业排名报告》，中国生物质能源发电项目共计744个，累计装机容量超过147
0万千瓦。生物质能源发电的发展趋势迅速，与国家政策支撑、社会各界的关注息息相关，关于生物质能源发电的投
资规模也在不断增加，2013年，中国生物质能源发电的发展趋势最快，涨幅达到了27.3%，并且每年投资额都在增长
。国家对生物质能源发电的重视程度也非常高，以河南省为例，仅2019年就增加了13个农林生物质发电项目。

 三、中国发展生物质能源产业的前景分析

 在中国发展生物质能源产业具有很不错的发展前景，也是一个不错的发展方向。中国目前也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入
生物质能源产业的发展竞争中，具体来说还是因为政策、环境、技术等的多重作用，激发了生物质能源发展的内生动
力。

 1.能源紧缺现状不乐观，发展生物质能源产业是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纵观世界经济发展，整个世界经
济都是建立在消耗化石燃料基础之上的。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导致消耗了大量的不可再生能源，研究表明，在21世纪上
半叶，世界经济的能源支柱将几乎耗尽，这意味着化石经济工业文明即将画下句点。因此，在未来几十年，要想持续
发展，就要建立生态文明社会，贯彻可持续发展原则，人们将开始使用各种类型的可再生能源，如生物质能、风能、
太阳能等，并逐渐取代工业文明社会的不可再生资源。

 2.巨大的能源优势为背景，庞大的劳动力资源为依托。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拥有670万平方公里的农业用地、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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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这给了中国发展生物质能源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潜力，生物质能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替代化石燃料，实现不可再生
资源的有效保护。而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劳动力资源丰富。在西方国家，城市化的比例通常超过80%。而在中
国城市化比例仅达到50%，这其中有2.2亿农民在城市工作。中国共有7亿多农民，那就说明还有4.8亿劳动力尚且可以
发挥利用，因为发展生物质能源产业成本低廉，且没有很强的技术性和很高的危险系数，操作起来也比较简单，这就
意味着中国发展生物质能源具有得天独厚的能源优势和人力优势。

 3.拥有优越的社会条件，产业发展具有良好的政策引导。生物质能源行业的发展具有良好的政策引导，目前中国政
府出台了完整的政策框架，例如：建设低碳社会、循环经济、生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中国市场经济最明显的优
势是，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推动力。由于政府高效率的政府决策，西方国家需要3—5年才能完成的事情，中国可以在
一年内完成。例如，中国在5—6年内已经发展出了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光伏制造业。发达国家花了近20年的时间也没
完成。基于中国生物质能源具有“中国化特色”，中国生物质能源发展由政府牵头、企业参与，社会各界对该产业的
重视程度也非常高，产生了广泛的投资热情，目前已经有中国光大国际、中国环境保护集团、安能热点集团等大型企
业进军，因此发展生物质能源的技术发展也有比较良好的社会条件。

 4.自动化技术逐渐成熟，经济效益逐渐凸显。尽管中国的生物质能源行业依然处于稳步发展的阶段，但是现如今在
人工智能、机械自动化等技术的借力下，中国生物质能源的技术逐渐成熟，我国生物质能源发电设备已经逐渐更迭完
毕，从第一代75吨中温中压或次高温次高压机组发展到第二代高温高压机组，目前已经完善成为高温超高压中间再热
和双超再热参数机组，技术不断进步，经济效益也逐渐凸显出来。以生物质固化燃料为例，该固化能源的生产模式已
经发展成熟，并形成了热压成型、碳化成型、常温压缩成型三种成型工艺，在市场上应用的广泛性也是非常高，秸秆
直燃发电是其中典型代表。目前秸秆直燃发电技术已经实现全自动化，并有效实现了农作废物的再利用，大大减少了
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在未来，生物质能源产业的经济效益将会越发凸显，是实现人类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
。

 四、中国新能源企业开展生物质能源开发利用的不足之处

 尽管中国生物质能源发展前景非常不错，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是在实际的产业发展过程中，相关企业也应当不
断投入资金、技术和人才，不断推动行业的持续稳定发展。总而言之，中国生物质能源发展尚未成熟，在进行生物质
能源的开发利用，并发展成一大产业的过程中，也要正确认识到，目前本行业的发展还是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的。

 1.我国生物质能源行业的大多数企业都是以单纯发电为业务核心。这种业务形式单一，效率低下，附加值低，且完
全依赖国家补贴，这样的能源供应模式和企业发展模式显然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的需要。

 2.中国生物质能源产业中仍然有部分企业使用着第一代机组，设备的故障率高、经济效益差，但是更换设备的话资
金条件也不允许，这是影响生物质能源发展的一大桎梏。

 3.就是产业的技术人员优势了，目前行业发展仍然面临着很大的技术人员缺口。只有正确认识行业发展，以客观真
实的观点评价行业发展，才能全面推进行业发展。实现生物质能源的热电联产，是大幅提升产业效益的需要，在国内
够用的基础上，逐渐实现全球化发展，这就需要在生物质能源加工机组的改造和拓展上进行大力研究，充分实现产业
的高附加值发展。同时，基于产业发展前景优越的现状，实现中国生物质能源产业高素质人员的培养也应当提上日程
，在高等院校、职业院校中加大生物质能源产业专业人才培养力度，才能推动中国生物质能源发展得更好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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