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2017年中国沼气产业

发展分析及投资前景预测报告

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北京迪索共研咨询有限公司
www.cction.com

http://www.cction.com


一、报告报价

《2013-2017年中国沼气产业发展分析及投资前景预测报告》信息及时，资料详实，指导性强

，具有独家，独到，独特的优势。旨在帮助客户掌握区域经济趋势，获得优质客户信息，准

确、全面、迅速了解目前行业发展动向，从而提升工作效率和效果，是把握企业战略发展定

位不可或缺的重要决策依据。

官方网站浏览地址：http://www.cction.com/report/201406/107373.html

报告价格：纸介版8000元 电子版8000元 纸介+电子8500元

北京迪索共研咨询有限公司

订购电话: 400-700-9228(免长话费)  010-69365838

海外报告销售:  010-69365838

Email: kefu@gonyn.com

联系人：李经理

特别说明：本PDF目录为计算机程序生成，格式美观性可能有欠缺；实际报告排版规则、美观。

http://www.cction.com/report/201406/107373.html


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沼气作为一种特殊的清洁能源，是节能减排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关键环节，在应对气候变化

和发展低碳经济、促进新农村建设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中国沼气产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现已成为改变农村生产生活方式的重要措施，成为新

农村建设的主要抓手，成为国家能源结构调整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国家优惠和激励政策

的吸引下，越来越多的企业投入到沼气产品生产、设备研发和工程建设中，甚至一些大型龙

头企业也加入到沼气产业发展行列，形成了&ldquo;小沼气、大产业&rdquo;的态势。

　近年来，我国沼气产业规模不断壮大。截止到2011年底，全国沼气用户（含集中供气户数

）已达4168万户，占适宜农户的34.7%，受益人口约1.6亿人。多年来的实践证明，农村沼气上

联养殖业，下促种植业，不仅有效防止了畜禽粪便排放和化肥农药过量施用造成的面源污染

，有效解决了农村脏乱差问题，改善了农民生产生活条件，而且对实现农业节本增效、循环

发展，提高农业综合竞争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ldquo;十二五&rdquo;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加大农村沼气投资力度，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提

高户用沼气补贴标准。进一步优化投资结构，在继续支持户用沼气和小型沼气建设的同时，

加大向农户集中供气的大中型沼气工程支持力度，发展&ldquo;产业沼气&rdquo;，不断提高沼

气发展的综合效益。

　本行业报告主要依据依据了国家统计局、国家发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商务部

、中国可再生能源产业协会、国内外相关刊物的基础信息以及沼气行业研究单位等公布和提

供的大量资料，结合深入的市场调查资料。

　本沼气行业报告，立足于我国的农村基建与沼气的发展，对中国生物质能行业、沼气行业

的发展情况、各地区沼气发展状况、沼气的生产及利用模式、沼气发电、沼气技术与装置、

沼气项目投资等进行了分析及预测，并对未来沼气行业发展的整体环境及发展趋势进行探讨

和研判，最后在前面大量分析、预测的基础上，研究了沼气行业今后的发展与投资策略，为

沼气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洞察先机，根据市场需求及时调整经营策略，为战略投资者选

择恰当的投资时机和公司领导层做战略规划提供了准确的市场情报信息及科学的决策依据，

同时对银行信贷部门也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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