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物质供热和生物质发电相关设备制造行业发展前景分析 

近期，生态环境部、发改委等部门先后联合发布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2019-2020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长三角地区 2019-2020 年秋冬季大气污

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和《汾渭平原 2019-2020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

动方案》，三个方案对生物质锅炉提出了有所差别的政策要求。 

 

京津冀、长三角、汾渭平原三地在生物质利用方面政策倾向明显不同：生物质能一方

面作为可再生的清洁能源在汾渭平原受到鼓励推广，另一方面生物质锅炉在京津冀和长三

角成为大气污染治理攻坚的对象。 

这种现象早年就已经出现过：2014 年 8 月 4 日，北京市政府出印发了《北京市高污

染燃料禁燃区划定方案（试行）》的通知，将各种可燃废弃物和直接燃用的生物质燃料，

以及除生物气化利用外其他加工成型的生物燃料划归为高污染燃料。一个多月好的 9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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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环境保护部发文《关于界定生物质成型燃料类型有关意见的复函》，却未将“生物质

成型燃料”划分为高污染燃料。 

近几年各地在生物质利用上政策差异，虽然都是着眼于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平衡，

但也反映了生物质利用当前面临的既推广又治理的复杂局面。面对行业现状，生物质设备

制造相关企业应该如何把握行情变动及发展机遇以获得更大的市场空间呢？本文将从生物

质供热和生物质发电两个方面进行解析。 

生物质利用技术，是将农林废弃物（如秸秆）、生活垃圾、其他废弃物等转换为固

态、液态和气态燃料加以高效利用。LTU N 

 

◆生物质供热 

生物质供热分类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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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生物质供热，我国近年来先后制定了多部专门性法规和发展规划： 

 

近年来生物质供热发展规模及规划： 

2016 年，我国北方地区生物质能清洁供暖面积约 2 亿立方米； 

规划到 2020 年，全国生物质成型燃料利用量 3000 万吨，替代煤炭消费量 1500 万

吨标准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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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到 2020 年，生物质能供热合计折合供暖面积约 10 亿立方米，年直接替代燃煤

约 3000 万吨； 

规划到 2035 年，生物质能供热合计折合供暖面积约 20 亿立方米，年直接替代燃煤

约 6000 万吨； 

生物质供热行业面临的发展障碍： 

1、生物质原料收集困难 

目前我国农业基本都是分田到户，没有大农场的经营模式，生物质的收获模式基本都

是机械作业、半人工作业等。但是，小块地的人工收获，秸秆机械收集或人工收集等方式

的成本都很高，导致了生物质采集难度大、成本高。 

2、生物质原料采购成本提高 

生物质原料利用项目多，原料多流入生物油、生物纤维乙醇等高附加值行业，导致生

物质原料价格居高不下，生物质供热发电行业的原料采购成本也随之提高，压缩了生物质

供热发电行业的盈利空间。 

3、生物质原料运输费用较高 

生物质物料自身密度低、自然形态较松散、堆放存储面积较大，从而造成生物质存

储、装卸、运输费用升高。生物质原料在收集、存储、运输方面面临整体性的难度大、成

本高的状况。 

4、缺乏成熟可复制的商业模式 



北京化工大学生物质能中心副教授薛春瑜采收《中国环境报》采访谈到，从燃料收

集、压块、运输再到*终端用户使用，涉及政府、农户、企业（粉碎压块设备商、锅炉炉具

厂商、打包运营方等）各方，生物质能产业链条长、环环相扣，任何一方面出问题都可能

造成系统性影响。薛春瑜指出，需要制定合理的政策补贴标准，建立有效的监管体系、运

行保障机制以及产业相关标准的规范等。 

5、政策支持上存在分歧 

针对生物质供热行业，一方面国家颁布专门发展规划，给予政策和财政补贴，另一方

面部分地区却将生物质锅炉列入高污染限制使用目录中。例如近日的长三角和京津冀针对

生物质锅炉的严格监管要求，以及汾渭平原的鼓励发展政策。 

6、生物质锅炉达标排放 

“生物质用不好是个害，用得好是块宝。”生物质供热只有在使用专门的生物质锅炉

以及配套旋风+布袋等高效除尘设施，而且不掺烧煤炭、垃圾、工业固体废物等其他物料

的情况下，才能够实现低排放。否则，就会成为大气新的污染源。这也是众多对空气质量

高度敏感的地区对生物质锅炉实行严格监管的原因所在。 

生物质供热设备制造企业如何在行业竞争中取得先机，获取经济效益呢？ 

1、原料问题始终是限制生物质供热向前发展的巨大障碍，生物质原料成本居高不下

会直接压缩企业盈利空间，降低经营积极性。《关于促进生物质能供热发展的指导意见》

鼓励企业建立生物质原料收集体系，推进收储运一体化、专业化、专门化发展，提高原料



保障程度。生物质供热设备制造企业可以关注行业进展，提供原料收集过程中所需要的专

业设备，扩宽营利空间； 

2、随着各地对生物质供热的支持力度越来越大，生物质锅炉设备制造企业在获取更

大的市场份额方面可以尝试建立生物质成型颗粒制造机、生物质锅炉、锅炉除尘设施一体

化供应方式，向企业、小城镇、城市小范围区域提供一体化生物质供热解决方案。 

3、生物质供热面临政策困境原因在于部分供热企业未按照要求配备除尘设施或配备

的除尘设备效果不理想，然而，这却给了生物质锅炉除尘设施供应商增加销量的机会。生

物质锅炉排放执行锅炉超低排放标准，需要制造企业提高除尘设备除尘效率，针对生物质

锅炉排放特性进行技术攻坚，生产生物质锅炉专门化除尘设备，以技术优势获取更大的市

场空间。 

4、《生物质能十三五规划》中在生物质供热上强调了发展生物质热电联产模式，生

物质发电厂预留供热模块、生物质供热企业推进发电业务是大势所趋。如何适应这一发展

趋势，调整现有的生物质成型颗粒制造设备、生物质锅炉、气化炉、除尘设施，需要企业

认真对待。 

◆生物质发电 

生物质发电分类简介： 



 

2015 年到 2018 年生物质发电总装机容量及 2020 年发展规划： 

 

来源：国家统计局、国家能源局 

可以发现，近年来，我国生物质发电并网装机容量呈逐年稳步上升态势。根据 2017

年 7 月 28 日国家能源局《生物质发电“十三五”规划布局方案》，到 2020 年我国 31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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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区、市)符合国家可再生能源基金支持政策的生物质发电规模总计将达 2334 万千瓦，其

中农林生物质发电 1312 万千瓦，垃圾焚烧发电 1022 万千瓦。 

生物质发电领域近年主要政策： 

 

分析近年来重要的生物质发电领域的规划文件，可知，生物质热电联产和生物质清洁

供热发电是政策方面的重点要求。 

生物质发电与生物质供热共同面临着原料收储运困难等问题，具体可参见上文。下文

将重点关注生物质发电行业的清洁发电方面： 

1、当下，生物质发电行业内部分企业掺烧非生物质燃料，在入炉原料中添加煤炭或

家装、建材垃圾等非生物质燃料以应对原料采购压力。然而，企业使用的按照生物质燃料

设计的治污设施，难以满足掺烧其他非生物质燃料后的治污要求，势必造成污染气体的排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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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随着排放标准要求日趋严格，现有生物质发电行业内很多企业配备的单一治污设

备已经难以适应。有的企业仅建设了废气脱硝设备，有的企业仅有除尘设施，污染物排放

量无法达标。排放超标，正是部分地区整治生物质发电企业的主要原因。 

3、根据新标准和生物质发电企业实际排放情况，现有企业均应建设脱硝设施。对即

将实行更严格地方标准或超低排放标准的地区，如京津冀和长三角地区，企业还应配套建

设脱硫设备。 

本文开头在对比长三角、京津冀、汾渭平原三地的政策后发现，长三角和京津冀都提

到了：生物质锅炉应采用专用锅炉，禁止掺烧煤炭、垃圾、工业固体废物等其他物料，配

套旋风+布袋等高效除尘设施，积极推进城市建成区生物质锅炉超低排放改造。 

长三角和京津冀地区采取的措施正是针对生物质发电行业问题的针对性措施，生物质

发电企业建设治污设施，实现除尘脱硫脱硝，满足新的排放标准已经是大势所趋了。生物

质发电治污设备企业也迎来了发展机遇期。 

生物质治污设施建设与维护市场空间预测： 

根据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生物质能产业分会在 2018 年 11 月 12 日发布的《生物质电

价政策研究报告》，生物质发电企业在排放改造方面的环保设备设施建设与运行维护等投

入，以一台 30MW（3 万千瓦）机组为例，限值排放设施建设投入在 1000 万元以上，每

年需要的设备维护费用在 800 万元以上。 

根据 2017 年 7 月 28 日，国家能源局发布的《生物质发电“十三五”规划布局方

案》，到 2020 年我国生物质发电装机容量将达到 2334 万千瓦。 



经计算，2020 年在生物质发电治污设施建设上的市场空间为： 

1000 万元÷3万千瓦×2334万千瓦＝77.8 亿元。 

每年的设备运行维护上的市场空间为： 

800 万元÷3万千瓦×2334 万千瓦＝62.2 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