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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生物质发电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共十五章。

报告介绍了生物质发电行业相关概述、中国生物质发电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生物质发

电行业的现状、中国生物质发电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生物质发电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

况分析及中国生物质发电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生物质发电产业有个系统的了

解或者想投资生物质发电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第一章 生物质发电行业报告摘要    1

1.1 生物质发电行业报告研究范围    1

1.1.1 生物质发电行业专业名词解释    1

    生物质发电是利用生物质所具有的生物质能进行的发电，是可再生能源发电的一种。生物

质能（biomassenergy），就是太阳能以化学能形式贮存在生物质中的能量形式，即以生物质

为载体的能量。它直接或间接地来源于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可转化为常规的固态、液态和

气态燃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一种可再生能源，同时也是唯一一种可再生的碳源。

    物质发电是直接燃烧的一种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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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直接燃烧或者气化成可燃气体燃烧，燃烧产生的热量使水蒸汽带动汽

轮机发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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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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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是生物质能发电行业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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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资料整理

    2015年全球生物质及垃圾发电累计装机容量与2014年相比增加了11.8%。其中欧洲、中国、

巴西是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欧洲仍是全球最大的生物质及垃圾发电市场，2015年累计装机容

量达34.7GW，巴西和美国2015年生物质和垃圾发电累计装机容量分别为15.3GW及15GW，分

列二、三位。2007-2015年全球生物质及垃圾发电累计装机容量情况：GW

 资料来源：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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