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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生物质能利用市场竞争态势及发展动向预测报告》涵
盖行业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容。更辅
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定企业竞
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
据，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
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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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生物质能是地球上最普遍的一种洁净而又可再生的能源，其原料资源量大而广，可开发
潜力巨大。 目前，全球生态系统生物质能年产量约为全球总能耗量的6~10倍。据统计
，全球生物质资源潜力达100亿t干生物质，仅森林、草原、耕地的生物质产量就有50亿t干
生物质，相当于20亿t标准煤。我国的生物质能资源总量估计可达6.5亿t标煤以上。用现代技
术开发利用包括生物质能在内的可再生能源资源，对于建立持续发展的能源系统，促进社会
经济的发展和生态环境的改善具有重大意义。

生物质能的优点：一是可再生性。二是低污染性。生物质的硫含量、氮含量低，生物质
作为燃料时，燃烧过程中的硫化物和氮化物较少，由于它在生长时需要的二氧化碳相当于其
燃烧时排放的二氧化碳量，因而对大气的二氧化碳净排放量近似于零;用新技术开发利用生
物质能不仅有助于减轻温室效应，促进生态良性循环，而且可替代部分石油、煤炭等化石燃
料，成为解决能源危机与环境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三是广泛分布性。缺乏煤炭的地域可充
分利用生物质能。四是具有燃烧容易，灰分低的特点]。
1生物质能利用概述
目前各国极为重视生物质能的研发和应用。美国各种形式的生物质能源占可再生能源的45%
，占全国消耗能源的4%，装机容量达7000MW，据预测，到2010年生物质发电将达到1300
0MW装机容量。欧盟生物质能源约占总能源消耗的4%，15年后预计可达15%。丹麦主要利
用秸秆发电，使可再生能源占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24%。瑞典也非常重视生物质能的开发利
用技术，生物质能的利用已占全国总能耗的16.1%，达到55亿kWh。生物质能的研究开发已
成为世界热门课题之一，得到各国政府和科学家的普遍关注。生物质能综合利用示意 资料
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可以预计，未来二三十年内生物质能源最有可能成为21世纪主要的新能源之一。生物质
能的转换利用技术主要有两种：热化学技术和生物化学技术，此外，还有机械萃取方法。热
化学技术包括直接燃烧技术、热解气化技术和液化技术等，通过热化学技术转化成优质的气
、液和固体燃料；生物化学转换技术，通过微生物发酵和制氢转换为液体或气体燃料。

中国报告网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生物质能利用市场竞争态势及发展动向预测报告
》内容严谨、数据翔实，更辅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动向、市
场前景、正确制定企业竞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
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据，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
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它是业内企业、相关投资公司及
政府部门准确把握行业发展趋势，洞悉行业竞争格局，规避经营和投资风险，制定正确竞争
和投资战略决策的重要决策依据之一。本报告是全面了解行业以及对本行业进行投资不可或
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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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部采集数据等数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
自国家统计局及市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
易所等，价格数据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报告目录\REPORTDIRE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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