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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前言

       生物柴油行业产业链由上游的原料（原料主要包括大豆、油菜籽、棕榈油、微藻、地沟油

、麻疯树及其他等）和技术、设备供应商、中游的生物柴油生产企业；下游的加油站、发电

厂、炼油厂、运输公司、化工企业等客户组成。

      目前，我国生物柴油正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各地纷纷投资建厂。据有关资料介绍，2014年

，我国生物柴油产量约为121万吨，年产5000吨以上的厂家超过40家，并向大规模化趋势发展

。而当前国内生物柴油总产能约300-350万/吨，行业缺口达400多万吨，市场空间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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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生物柴油概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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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柴油行业产业链由上游的原料（原料主要包括大豆、油菜籽、棕榈油、微藻、地沟油、

麻疯树及其他等）和技术、设备供应商、中游的生物柴油生产企业；下游的加油站、发电厂

、炼油厂、运输公司、化工企业等客户组成。

在国外，生物柴油的主要原料一般包括菜籽油、大豆油和棕榈油等三大类，其中欧盟国家主

要是以菜籽油为原料，美国、阿根廷等美洲国家主要以大豆油为原料，马来西亚、印尼等东

南亚国家主要以棕榈油为原料。

在我国，受人口众多、人均耕地面积少、食用油需求缺口大、粮食安全问题突出等因素的影

响，不能以菜籽油、大豆油等农作物作为生物柴油原料。因此，我国只能因地制宜，大力开

展以废油脂和非农用地种植的木本油料植物油脂为原料生产生物柴油。由于我国能源植物选

育等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解决，目前生产生物柴油的原料主要为废油脂。

地沟油、潲水油、煎炸油、酸化油、陈化油等废油脂属于生活和工业废旧物，在我国其产量

非常大，由于监管政策尚不完善，大部分被作为垃圾处理或者用于生产饲料油脂、普通化工

产品，甚至回流食用领域，只有少部分被用于生物柴油的生产。废油脂价格主要受石油、大

豆油、棕榈油等价格波动的影响。

由于废油脂回流食用领域或者用于生产饲料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忧，随着国家监管制度的不

断健全，未来更多的废油脂将会用于生物柴油的生产，有利于原料供应的稳定及采购成本的

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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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酯化法6

1.4 替代性分析8

第二章 上下游分析10

2.1 上游10

2.1.1 大豆10

从近几年世界大豆供需平衡表来看，无论是产量、总供给还是压榨量、总需求，都是呈现逐

年上升的态势。

据美国农业部2014年12月发布的全球大豆供需报告，预计2014/15年全球大豆产量为3.13亿吨，

较2013/14年度继续增加2780万吨，其中增产主要来源于美豆种植面积和单产的大幅增加，以

及南美大豆的增产预期，其中美国、巴西、阿根廷大豆分别增加1633万吨、730万吨、100万吨

；预计14/15年度全球大豆国内消费量为2.86亿吨，较13/14年度增加1407万吨。由于全球大豆

供应的增加超过了需求增加，使得期末库存增加至8987万吨，库存消费比增加至22.34%，超

过了2013/14年度的17.38%，全球大豆供需呈现宽松的局面。

2、大豆主要种植国家转基因种植情况

在世界大豆主要生产国中，前四位是美国、巴西、阿根廷、中国。其中美国是最大的转基因

大豆生产国，从1996年开始时种植率的2%已经上升到2010年的29.1百万公顷，种植率达93.9%

，占世界转基因大豆种植面积的39.7%，居世界第一。但是其转基因大豆种植率低于阿根廷，

阿根廷转基因大豆的种植率从2001年开始已经接近100%，成为全球第二大转基因大豆生产国

。巴西政府2003年开始批准商业化种植转基因大豆，2010年种植率已经高达73.1%，占世界总

种植面积的24.1%，成为世界第三大转基因大豆生产国。中国目前还没有开始种植转基因大豆

，但是进口的大豆绝大部分是转基因大豆。

近几年，美国、巴西转基因大豆的种植比例进一步增加。也就是说在全球前四的大豆种植国

中，目前仅有中国还大面积的保留非转基因大豆的种植。

（二）国产大豆2014年继续减产

国内蛋白大豆的供给和整个世界大豆的供给呈现出相反的态势，国内大豆主产区的种植面积

不断缩减，产量不断下降。按照美国农业部的数据，2014年我国大豆产量下跌破1180万吨。

产量减少状况更加严重，该数据显示：2012/13年度我国大豆产量为980万吨后，2013/14年度产

量预估下降到910万吨。

（三）直补政策下国产大豆2015年种植面积或继续减少

2014年，为了更有效的保护农民种植效益，同时不扰乱市场价格，国家将国产大豆的种植补

贴方式由最低收购价格改为直接补贴农民。由于2014是首次改革，且在大豆播种期间，细则

一直未出台，面对种植收益只有700元/公顷的大豆，和种植利润3500元/公顷的玉米，农户还



是选择种植玉米。这一政策将会继续影响到2015年大豆的种植，由于直补政策市场价格尚不

明朗，农民对于大豆的种植意愿降低，而最终补贴将在5月底完成发放，届时2015年大豆播种

工作已经完成，预期种植面积和产量继续呈现下降趋势。

（四）国库库存2014年下降明显

从大豆的食用消费来看，中国是大豆的原产地，在我国具有独特的消费结构模式，而进口非

转基因大豆进口后直接进入油厂进行压榨，不构成直接消费部分，而国内的食用消费量近两

年也在小幅上升，而我国国产大豆的种植面积和产量均逐年下降，而消费量却保持了较快的

增长速度，产量和消费之间的缺口越来越大。国产大豆产量不断下降，蛋白豆消费量却在不

断增加，但是他们之间的矛盾并没有爆发，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国库中还存有一

批国家从2008年开始收储的国产大豆。这批大豆虽然为陈豆，但是由于国家拍卖价格较市场

为低，因此对于国内大豆市场的行情还是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

收储情况：我国从2008年实行收储政策，大豆总共收了四批，总量为725万吨，其中正式储备

为150万吨，另外575万吨为临时储备，但实际收储量可能在550万吨左右。2009年大豆收储改

革，据统计大豆收储量在276.3万吨左右。2010年大豆收储308万吨。2011年在350万吨左右，而

去年我国大豆的收储量为80-100万吨左右。因此总体来看，我国大豆收储在1600-1750万吨左

右。

抛储情况：按照我们的统计，抛储2008年大豆在100万吨左右，抛储2009年大豆在291.7万吨左

右，抛储2010年大豆在230.4万吨左右。此外，在2009年底，总量为195万吨的2008年临时收储

的大豆销售给大豆加工企业转地储，2010年底，国家定向给九三和汇福45万吨大豆，国家定

向销售221万吨大豆给大型油厂。所以国家对企业和地方的抛储总量在461万吨，大多是2008年

的临储。

所以按此计算，截止到2013年底我国国产大豆国储库存在530万吨左右。2014年，从5月13日

到9月30日共计19周，大豆累计抛储量为248万吨，截止到2014年底，国储大豆在280万吨左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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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柴油是指以植物果实、种子、动物脂肪油及其他生物质资源等作原料，通过一系列物理

、化学方法生成的柴油，其环保可再生的特性使其拥有对传统柴油革命性的替代潜力，国外

应用生物柴油虽仍处初期阶段，但已非常普遍，而且推动力度仍在不断加强。

随着国际原油价格的持续走高和二氧化碳减排压力的增加，许多国家都在积极发展可再生能

源。生物柴油是以油脂为原料，通过一定的物理和化学方法将油脂加工为可替代石化柴油的

燃料，具有环境友好和可再生等优点。20 世纪90 年代以来，生物柴油作为可再生能源的一个

重要发展方向得到了广泛的发展。目前，全球生物柴油产量达到了2 000&times;104～3

000&times;104t/a，中国生物柴油产量约为100&times;104t/a。发展生物柴油对于保障能源安全、

促进农业发展和提高农民收入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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