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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2017 年我国生物质能产业规模稳步增长，生物质发电装机容量较上年增长 20.5%，其中垃圾

焚烧发电装机容量达 725.1 万千瓦，较上年增长 32.1%;农林生物质发电装机容量达 700.77 万千

瓦，较上年增长 8.4%;沼气发电装机容量达 49.9 万千瓦，较上年增长 42.9%。   会上并公布了

全国各省农林生物质发电十强排名、垃圾焚烧发电十强排名、农林生物质发电各省项目数量

排名等榜单。据农林生物质发电各省项目数量排行榜显示，山东、黑龙江和江苏农林生物质

发电项目数位列前三。其中，山东省以43个项目位列全国第.一。2019年全国各省农林生物质

发电项目数量   江浙地区的垃圾焚烧发电做得比较好。据垃圾焚烧发电各省上网电量排行榜显

示，浙江、江苏和广东省位列前三。其中，浙江省以上网电量53.1亿千瓦时位列榜首。此外，

浙江省在垃圾焚烧发电各省项目数量排名、垃圾焚烧发电各省装机容量排名排名均列第.一

。2019年中国各省垃圾焚烧发电各省上网电量排名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0-2026年中国生物质发电行业发展趋势与市场供需预测报告》共十

五章。首先介绍了中国生物质发电行业市场发展环境、生物质发电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

析了中国生物质发电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生物质发电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

告对生物质发电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生物质发电行业发展趋势与投

资预测。您若想对生物质发电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中国生物质发电行业，本报告

是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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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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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燃烧发电是将生物质在锅炉中直接燃烧，生产蒸汽带动蒸汽轮机及发电机发电。生物质

直接燃烧发电的关键技术包括生物质原料预处理、锅炉防腐、锅炉的原料适用性及燃料效率

、蒸汽轮机效率等技术。       混合发电   

生物质还可以与煤混合作为燃料发电，称为生物质混合燃烧发电技术。混合燃烧方式主要有

两种。一种是生物质直接与煤混合后投入燃烧，该方式对于燃料处理和燃烧设备要求较高，

不是所有燃煤发电厂都能采用；一种是生物质气化产生的燃气与煤混合燃烧，这种混合燃烧

系统中燃烧，产生的蒸汽一同送入汽轮机发电机组。       气化发电   

生物质气化发电技术是指生物质在气化炉中转化为气体燃料，经净化后直接进入燃气机中燃

烧发电或者直接进入燃料电池发电。气化发电的关键技术之一是燃气净化，气化出来的燃气

都含有一定的杂质，包括灰分、焦炭和焦油等，需经过净化系统把杂质除去，以保证发电设

备的正常运行。       沼气发电   

沼气发电是随着沼气综合利用技术的不断发展而出现的一项沼气利用技术，其主要原理是利

用工农业或城镇生活中的大量有机废弃物经厌氧发酵处理产生的沼气驱动发电机组发电。用

于沼气发电的设备主要为内燃机，一般由柴油机组或者天然气机组改造而成。       垃圾发电   

垃圾发电包括垃圾焚烧发电和垃圾气化发电，其不仅可以解决垃圾处理的问题，同时还可以

回收利用垃圾中的能量，节约资源，垃圾焚烧发电是利用垃圾在焚烧锅炉中燃烧放出的热量

将水加热获得过热蒸汽，推动汽轮机带动发电机发电。垃圾焚烧技术主要有层状燃烧技术、

流化床燃烧技术、旋转燃烧技术等。发展起来的气化熔融焚烧技术，包括垃圾

在450&deg;~640&deg;温度下的气化和含碳灰渣在1300℃以上的熔融燃烧两个过程，垃圾处理

彻底，过程洁净，并可以回收部分资源，被认为是最具有前景的垃圾发电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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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竞争力分析

10.5.1 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10.5.2 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10.5.3 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第十一章中国生物质发电行业经典案例分析

11.1 中型生物质气化发电CDM项目案例分析

11.1.1 基本信息分析

11.1.2 经营情况分析

11.1.3 产品/服务分析

11.1.4 商业模式分析

11.1.5 点评

11.2 畜禽粪便生物质发电项目典型案例分析

11.2.1 基本信息分析

11.2.2 经营情况分析

11.2.3 产品/服务分析

11.2.4 商业模式分析

11.2.5 点评

11.3 寒冷地区畜禽粪便沼气发电工程典型案例分析

11.3.1 基本信息分析

11.3.2 经营情况分析



11.3.3 产品/服务分析

11.3.4 商业模式分析

11.3.5 点评

 

第十二章 2020-2026年中国生物质发电行业趋势预测及趋势预测

12.1 2020-2026年中国生物质发电市场趋势预测

12.1.1 2020-2026年生物质发电市场发展潜力

12.1.2 2020-2026年生物质发电市场趋势预测展望

12.1.3 2020-2026年生物质发电细分行业趋势预测分析

12.2 2020-2026年中国生物质发电市场发展趋势预测

12.2.1 2020-2026年生物质发电行业发展趋势

12.2.2 2020-2026年生物质发电行业应用趋势预测

12.2.3 2020-2026年细分市场发展趋势预测

12.3 2020-2026年中国生物质发电市场影响因素分析

12.3.1 2020-2026年生物质发电行业发展有利因素

12.3.2 2020-2026年生物质发电行业发展不利因素

12.3.3 2020-2026年生物质发电行业进入壁垒分析

 

第十三章 2020-2026年中国生物质发电行业投资机会分析

13.1 生物质发电行业投资现状分析

13.1.1 生物质发电行业投资规模分析

13.1.2 生物质发电行业投资资金来源构成

13.1.3 生物质发电行业投资项目建设分析

13.1.4 生物质发电行业投资资金用途分析

13.1.5 生物质发电行业投资主体构成分析

13.2 生物质发电行业投资机会分析

13.2.1 生物质发电行业产业链投资机会

13.2.2 生物质发电行业细分市场投资机会

13.2.3 生物质发电行业重点区域投资机会

13.2.4 生物质发电行业产业发展的空白点分析

 

第十四章 2020-2026年中国生物质发电行业投资前景预警



14.1 生物质发电行业风险识别方法分析

14.1.1 调查法

14.1.2 故障树分析法

14.1.3 敏感性分析法

14.1.4 情景分析法

14.1.5 核对表法

14.1.6 主要依据

14.2 生物质发电行业风险评估方法分析

14.2.1 敏感性分析法

14.2.2 项目风险概率估算方法

14.2.3 决策树

14.2.4 决策法

14.2.5 层次分析法

14.2.6 对比及选择

14.3 生物质发电行业投资前景预警

14.3.1 2020-2026年生物质发电行业市场风险预测

14.3.2 2020-2026年生物质发电行业政策风险预测

14.3.3 2020-2026年生物质发电行业经营风险预测

14.3.4 2020-2026年生物质发电行业技术风险预测

14.3.5 2020-2026年生物质发电行业竞争风险预测

14.3.6 2020-2026年生物质发电行业其他风险预测

 

第十五章2020-2026年中国生物质发电行业投资前景研究建议()

15.1 提高生物质发电企业竞争力的策略

15.1.1 提高中国生物质发电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对策

15.1.2 生物质发电企业提升竞争力的主要方向

15.1.3 影响生物质发电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因素及提升途径

15.1.4 提高生物质发电企业竞争力的策略

15.2 对我国生物质发电品牌的战略思考

15.2.1 生物质发电品牌的重要性

15.2.2 生物质发电实施品牌战略的意义

15.2.3 生物质发电企业品牌的现状分析



15.2.4 我国生物质发电企业的品牌战略

15.2.5 生物质发电品牌战略管理的策略

15.3 生物质发电行业建议

15.3.1 行业投资策略建议

15.3.2 行业投资方向建议

15.3.3 行业投资方式建议()

  详细请访问：http://www.cction.com/report/202007/174621.html

http://www.cction.com/report/202007/17462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