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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生物质发电主要是利用农业、林业和工业废弃物为原料，也可以将城市垃圾为原料，采取直

接燃烧或气化的发电方式。近年来中国能源、电力供求趋紧，国内外发电行业对资源丰富、

可再生性强、有利于改善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生物质资源的开发利用给予了极大的关注，生

物质能发电行业应运而生。

世界生物质发电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世界性的石油危机爆发后，丹麦开始积极开发

清洁的可再生能源，大力推行秸秆等生物质发电。自1990年以来，生物质发电在欧美许多国

家开始大发展。从全球来看，生物质发电已经成为化石燃料的有效补充，是可再生电能的重

要组成部分。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生物质资源十分丰富。中国拥有充足的可发展能源作物，同时还包括

各种荒地、荒草地、盐碱地、沼泽地等。如加以有效利用，开发潜力将十分巨大。为推动生

物质发电技术的发展，我国实施了生物质发电优惠上网电价等有关配套政策，从而使生物质

发电，特别是秸秆发电迅速发展。  

从装机规模看，2022年全年，生物质发电新增装机容量334万千瓦，累计装机达4132万千瓦。

其中，生活垃圾焚烧发电新增装机257万千瓦，累计装机达到2386万千瓦；农林生物质发电新

增装机65万千瓦，累计装机达到1623万千瓦；沼气发电新增装机12万千瓦，累计装机达到122

万千瓦。从发电情况看，2022年全国生物质发电量达18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1%。年发电量

排名前五的省份是广东、山东、浙江、江苏、安徽，分别是217亿千瓦时、185亿千瓦时、145

亿千瓦时、136亿千瓦时、124亿千瓦时。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4-2030年中国生物质能发电市场评估与市场供需预测报告》共十章。

首先分析了国内外生物质能的开发利用情况，接着对国内外生物质能发电行业的现状进行了

重点介绍。然后具体介绍了生物质能发电技术及中国生物质能发电项目的建设运行情况，并

对垃圾焚烧发电、秸秆发电、沼气发电、生物质气化发电及其他类型生物质发电做了细致的

分析，随后分析了重点生物质能发电企业的运营状况，最后报告重点分析了生物质能发电产

业的投资状况，并对其未来发展趋势做出了科学的预测。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国家能源局、财政部、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中企

顾问网、中企顾问网市场调查中心、中国可再生能源行业协会以及国内外重点刊物等渠道，

数据权威、详实、丰富，同时通过专业的分析预测模型，对行业核心发展指标进行科学地预

测。您或贵单位若想对生物质能发电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生物质能发电相关行业

，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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