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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11月 6日，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国家碳达峰试点建设方案》指出，到

2025年，试点城市和园区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取得积极进展，试点范围内有利于

绿色低碳发展的政策机制基本构建，一批可操作、可复制、可推广的创新举措

和改革经验初步形成，不同资源禀赋、不同发展基础、不同产业结构的城市和

园区碳达峰路径基本清晰，试点对全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示范引领作用逐步

显现。（查看更多）

2023年 10月 30日，国家知产局公布《关于开展知识产权金融服务助力新能源

汽车产业“知惠行”专项活动的通知》。专项活动计划利用一年时间，地方各级

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和中国银行分支机构组织新能源汽车“知惠行”相关活动 100
场以上，在产业链供应链融资获客、风险评估及押品处置等方面涌现出一批创

新模式，发挥专利链对产业链上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的融资促进作用，计划以知

识产权质押融资惠及重点产业链链主及链企不少于 1000家。中国银行为本次活

动提供 100亿元专项额度支持。（查看更多）

2023年 10月 27日，国家能源局网站公布《关于开展跨省跨区电力交易与市场
秩序专项监管工作的通知》。《通知》明确，将围绕近两年电力市场监管发现
的突出问题，重点对以下情况进行监管。（一）交易组织情况。重点对跨省跨
区直接交易、发电权交易、合同转让交易、省间电力现货交易等各类跨省跨区
交易的合理性、合规性和公平性进行监管。（二）合同签订和执行情况。重点
对合同完整性，合同执行和调整规范性、公平性进行监管。（三）电费结算情
况。重点对电费结算的合规性、公平性进行监管。（四）信息披露情况。（五）
市场运营机构履职尽责情况。（查看更多）

http://www.cnenergynews.cn/hangye/2023/11/06/detail_20231106138908.html
https://www.cnipa.gov.cn/art/2023/11/1/art_75_188373.html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title=&bid=&collection=legislation&language=&showType=&aid=MTAwMTYyNzcyMDU=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title=&bid=&collection=legislation&language=&showType=&aid=MTAwMTYyNzcyMDU=
http://zfxxgk.nea.gov.cn/2023-10/27/c_131074817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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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10月 20日，贵州发布《关于加快建设贵州新能源电池及材料研发生产
基地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意见反馈截至 2023年 11月 20日。《征求
意见稿》提出五方面 20点举措，明确目标为到 2030年，我省新能源电池及材
料产业高质量发展取得积极成效，以动力及储能电池制造为核心，以上游材料
和下游应用为支撑的全产业链协同发展，产业集聚效应不断凸显，创新能力大
幅提升，为全省新型工业化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查看更多）

2023年 10月 12日 ，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印发《加快“以竹代塑”发展三年行动

计划》，其中提出，将“以竹代塑”产品开发、生产与应用作为鼓励类项目列

入《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按规定统筹现有资金渠道，支持“以竹代塑”

应用推广基地建设。地方可将符合条件的竹林培育，纳入中央财政造林和森林

质量提升政策支持范围。完善金融服务机制，引导金融机构开发符合“以竹代

塑”产业特色的金融产品。将“以竹代塑”产品纳入政府采购支持范围，加大

政府采购力度。鼓励公共机构等积极采购相关“以竹代塑”产品。（查看更多）

2023年 10月 10日 ，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发布了《关于加强新形势下电力系统稳

定工作的指导意见》，该文件指出，新建煤电机组全部实现灵活性制造，现役

机组灵活性改造应改尽改，支持退役火电机组转应急备用和调相功能改造，不

断提高机组涉网性能；积极推进主要流域水电扩机、流域梯级规划调整等，依

法合规开展水电机组改造增容，新建水电机组按需配置调相功能；积极安全有

序发展核电，加强核电基地自供电能力建设；在落实气源的前提下适度布局调

峰气电；稳步发展生物质发电。（查看更多）

https://gxt.guizhou.gov.cn/gxdt/tzgg/202310/t20231020_82820930.html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311/t20231102_1361715.html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310/t20231025_1361500_ex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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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11月 3日，黄河上游大型水电站——李家峡水电站单机容量 40万千瓦

的 5号机组继 10月 10日正式投产发电后，于 10月 27日 2时正式并网归调，

标志着我国首次采用双排机布置、世界最大双排机布置的水电站实现 200万千

瓦全容量并网。（查看更多）

2023年 11月 2日，全国最大电网侧共享储能电站——三峡能源山东庆云储能电

站全面投入商业运行。电站全面投运后，将有效提高区域电网调峰能力，实现

新能源“错峰收储”和“移峰填谷”，有效提升新能源资源综合利用率和电网

安全稳定运行水平，对于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具有重要意义。

（查看更多）

2023年 10月 30日，国家能源局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了 2023年三季度能源形

势、可再生能源发展情况。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副司长王大鹏在

发布会上表示，2023 年前三季度，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不断实现新突破。

“2023年前三季度，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 1.72亿千瓦，同比增长 93%，占

新增装机的 76%。”王大鹏说，截至 2023年 9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约

13.84亿千瓦，同比增长 20%，约占我国总装机的 49.6%，已超过火电装机。同

时，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稳步提升。王大鹏介绍，2023年前三季度，全国可再生

能源发电量达 2.07万亿千瓦时，约占全部发电量的 31.3%。其中，风电光伏发

电量达 1.07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2.3%，超过了同期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查看更多）

2023年 10月 30日，国家管网集团发布消息，我国首套自主设计研发的天然气

气质分析装备日前完成全部工业性试验正式发布，填补了该类产品国产化空白，

标志着我国天然气检测关键技术获突破。天然气气质分析仪是保障长输天然气

http://www.cnenergynews.cn/guonei/2023/11/03/detail_20231103138788.html
http://www.cnenergynews.cn/chuneng/2023/11/03/detail_20231103138782.html
http://www.cnenergynews.cn/huanbao/2023/10/31/detail_202310311385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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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安全高效运行的关键设备。本次发布的国产化天然气气质分析仪装备，包

括在线气相色谱分析仪、冷镜面法水烃露点仪、激光法热值仪、水露点仪、硫

含量测定仪等 5类 6种成套仪器及相关配套设备。（查看更多）

2023年 10月 27日，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夏应显在生态环境部新闻

发布会上表示，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运行两年多来，市场总体运行平稳，价

格发现机制作用初步显现，企业减排意识和能力明显增强，为推动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发挥了积极作用，达到了预期目标。在发布会上，生态环境部表示，

全国统一 CCER（中国核证自愿减排量）交易系统将于近期上线运行。为了提

升应对气候变化能力，生态环境部将持续推进应对气候变化立法进程；深化气

候投融资、低碳城市试点；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控制，推动印发《甲

烷排放控制行动方案》，强化企业温室气体排放信息披露工作。（查看更多）

2023年 10月 24日，我国最大“沙戈荒”风光基地项目——国家能源集团宁夏

腾格里沙漠风光基地，二期 200万千瓦光伏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此次开工的二

期项目位于腾格里沙漠东南边缘，为典型的风积沙地，建设规模 200万千瓦，

占地面积约 6万亩，相当于 5600个足球场大小，配套建设 2座升压站、1座储

能电站。宁夏腾格里沙漠风光基地以建设大型风电、光伏为主，总装机 1700万
千瓦，是国家千万千瓦级“沙戈荒”基地中首个备案、开工、投产的基地项目。

（查看更多）

2023年 10月 16日至 19日，以“构筑全球稳定供应链 共建能源转型新未来”

为主题的 2023 北京国际风能大会暨展览会（CWP 2023）如期举行。今年的

CWP吸引了来自 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1000多家参展企业，其中外资企业超过

250家。会上，100多家中外风电企业作为代表，与多个行业组织共同签署并发

布了《全球风电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宣言》，致力于构筑安全稳定、畅通高效、

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全球风电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推动全球风电高质量发展，

为各国应对气候变化、实现能源转型、增进人民福祉作出贡献。（查看更多）

http://www.cnenergynews.cn/kejizhuangbei/2023/10/30/detail_20231030138499.html
http://www.cnenergynews.cn/huanbao/2023/10/30/detail_20231030138472.html
http://www.cnenergynews.cn/guangfu/2023/10/25/detail_20231025138321.html
http://www.cnenergynews.cn/fengdian/2023/10/17/detail_202310171380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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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10月 15日，在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简称“中钢协”）、中国宝武钢铁

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宝武集团”）联合主办的第十二届中国国际钢铁大会暨

2023年全球低碳冶金创新论坛上，与会专家介绍，钢铁产业不断迈向高端化、

智能化、绿色化。钢铁企业积极推动以氢冶金为代表的世界前沿低碳共性技术

攻关，实行大规模技术改造。（查看更多）

2023年 10月 11日，氢燃料电池动力示范船“三峡氢舟 1”号在湖北宜昌三峡

游客中心完成首航，这标志着氢燃料电池技术在内河船舶应用实现零的突破。

据测算，“三峡氢舟 1”号相比传统燃油动力船舶，预计每年可替代燃油

103.16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343.67吨。（查看更多）

http://www.cnenergynews.cn/huanbao/2023/10/16/detail_20231016137951.html
http://www.cnenergynews.cn/huagong/2023/10/11/detail_202310111378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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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自己，照亮冬夜——探秘生物质能

作者：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 钟凯文、廖奕霖

引言

立冬之后，气温骤降。在寒冷夜晚里，人们需要烤火暖身，静听岁月的步
履，回忆流年的光影。穿越回到千年前，没有先进的取暖设施，我们的祖先是
如何取暖的呢？燧人取火的故事告诉我们，祖先们通过“钻木取火”取得火种，
通过燃烧木材、干叶来获得光明与温暖。这些蕴藏在木材、干叶等生物质中的
能量，就是我们要谈论的生物质能。

时过境迁，当下的生物质能已然成为现代可再生能源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作为一种可再生能源，生物质能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和环境优势，但并不为大
众所熟知。在该背景之下，本文旨在介绍生物质能的定义、应用、发展概况以
及我国有关生物质能的政策规定，以期使更多人认识了解生物质能、更好地发
展利用生物质能。

一、生物质能的定义及应用

（一）生物质能的定义

顾名思义，生物质能（Biomass）是来自植物和动物的可再生能源，即以生
物质为载体的能量。最常见的生物质能源材料是植物（木材），它们通过光合
作用吸收太阳的能量，并通过燃烧直接转化为热能。除此之外，甚至纸张、废
物及生活垃圾，都可以作为生物质燃料。与其他能源相比，生物质燃料的一个
明显优势是可再生，这些资源可以减少我们对化石燃料和核能的依赖，同时也
减少了垃圾填埋对生态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

下图是一张关于可再生能源的信息图表，列出了五种主要的可再生能源：
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地热能和水能，生物质能在全球电力生成中占比
2.3%。图片还直观地显示了每种能源的生成过程，不难看出，对于生物质能而
言，第一步是生物质在锅炉中燃烧产生蒸汽，第二步是蒸汽推动涡轮机，第三
步是可以转化为其它形式的能源如液体或气体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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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物质能的应用

生物质能除了表现为燃烧产生电能，还存在转化为液体或气体燃料等应用
形式。事实上，生物质能的应用已经十分广泛，根据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生物
质能产业分会在《2023中国生物质能产业发展年鉴》中的总结，生物质能产业
上下游各环节包括运营、建设、装备制造和全套方案解决服务等多个维度，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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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企业一类而言，就包括了下图的细分产业：

由此可见，垃圾焚烧发电、生物天然气、生物质热解气化、农林生物质发
电、沼气发电、生物质清洁供热及生物液体燃料等细分产业成为当下生物质能
的主要应用场景。

二、生物质能的发展概况

（一）国际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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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的电力结构来看，2022年，全球 2.4%（672TWh）的电力来自生物
质能。中国是最大的生物质能发电国，发电量为 172TWh（占其电力结构的
1.9%），其次是巴西（57TWh，占其电力结构的 8.5%）。最依赖生物质能发电
的国家是芬兰（占总发电量的 19%，14TWh）和英国（11%，35TWh）。

为缓解对外能源依赖、减少环境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量，自 20世纪 70年
代全球石油危机爆发以来，欧美发达国家均加大了对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政
策扶持力度，加快了各类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其中，生物质能的表现尤为突出，
成为可再生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过去 20年里，生物质能发电量从 2000年
的 148TWh增加到 2022年的 672TWh，增长了 4.5倍。生物质能发电在全球电
力结构中的占比从 2000年的低于 1%增至 2022年的 2.4%。

（二）国内发展现状

在我国，生物质能的利用方式主要为生物质发电，除此之外，还包括生物
天然气、生物质清洁供热、生物液体燃料、热解气化等。到 2022年底，我国生
物质发电装机容量累计达到 4132万千瓦，已连续第四年位列世界第一；规模化
生物天然气产量不断扩大，目前年产约 3亿立方米；生物质清洁供热规模显著
提高，供暖面积超过 3亿平方米。生物质成型燃料年利用量约 2000万吨；生物
液体燃料增长快速，2021年生物液体燃料产量 440万吨/年，预计 2022年产量
将超过 520万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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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物质发电这一细分行业之中，又以农林生物质发电、生活垃圾焚烧发
电、沼气发电为主。截至 2022年底，生物质发电全国并网装机容量为 4132万
千瓦，年发电量 1824亿千瓦时，年上网电量 1531亿千瓦时。

三、生物质能的政策规定及发展历程

（一）发展历程

“十三五”以来，国家对于生物质能产业的支持政策层出不穷。例如，
《“十四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2022年）、《“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
规划》（2022年）、《“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2022年）、《2030年
前碳达峰行动方案》（2021年）等，该等综合性规划的颁布明确了“十四五”
期间我国生物质能产业重点发展方向与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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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地，在生物质发电方面，《关于完善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体制机制和政
策措施的意见》（2022年）指出：在农村地区优先支持沼气发电等生物质能发
电接入电网；《2021年生物质发电项目建设工作方案》（2021年），提出完善
垃圾处理收费制度，逐步推动形成垃圾焚烧发电市场化运营模式，安排垃圾焚
发电竞争配置项目补贴资金 2亿元。

（二）政策规定

整体来看，由于生物质能产业发展的不平衡，各领域分支标准化水平参差
不齐，各领域分支标准尚待进一步完善。2020年以来，生物质能发电领域的政
策较多，重点包括推动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建设，推进农林生物质热电联产，加
快生物质能发电的应用等。截至目前，国家层面关于生物质能的主要政策规定
如下：

发布时间 发布部门 政策名称 重点内容解读

2023年 7月 工信部、
发改委等

《轻工业稳增长工
作 方 案 （ 2023-
2024年）》

提高热电联产比例和效率，扩大生物
质能源应用，组织实施一批节能降碳
技术改造项目，开展节能降碳技术示
范应用，提高行业节能降碳水平。

2023年 2月 发改委
《长江中游城市群
发展“十四五”实
施方案》

加快推进垃圾分类，扎实开展白色污
染治理，有序实施生活垃圾填埋场封
场维护，加强恶臭污染防治，统筹布
局建设垃圾荧烧设施，推进“无废城

市”建设。

2022 年 12
月

国务院
《扩大内需战略规
划 纲 要 （ 2022-
2035年）》

加大生态环保设施建设力度。全面提
升生态环境基础设施水平，构建集污
水、垃圾、固废、危废、医废处理处
置设施和监测监管能力于一体的环境
基础设施体系，形成由城市向建制镇
和乡村延伸覆盖的环境基础设施网
络。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

大工程。推动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制
度。全面推进资源高效利用，建设促
进提高清洁能源利用水平、降低二氧
化碳排放的生态环保设施。

2022 年 12
月

发改委、
住建部

《关于加快补齐县
级地区生活垃圾焚
烧处理设施短板弱
项的实施方案的通
知》

根据垃圾焚烧设施的规模、周边用热
条件合理确定生活垃圾焚烧余热利用
方式，具备发电上网条件的优先发电
上网，不具备发电上网条件的，加强
与已布局的工业园区供热、市政供
暖、农业用热等衔接联动，丰富余热
利用途径，降低设施运营成本，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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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地区优先利用生活垃圾和农林废
弃物替代化石能源供热供暖。

2022 年 11
月

发改委、
住建部、
生态环境
部

《关于加强县级地
区生活垃圾焚烧处
理设施建设的指导
意见》

新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优先纳入
绿电交易。指导各地建立健全生活垃
圾收费制度，依法开征生活垃圾处理
费，鼓励结合垃圾分类探索推进差别
化收费政策，创新收缴方式，有效提
升收缴率。

2022 年 11
月

科技部、
生态环境
部等

《“十四五”生态
环境领城科技创新
专项规划》

加强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技术装备研发
和集成示范应用，推动解决小型焚烧
处理。焚烧飞灰处置等问题：探索适
合我国厨余垃圾特性的处理技术路
线，提高厨余垃圾资源化利用水平。

2022年 8月
发改委、
国家统计
局等

《关于进一步做好
新增可再生能源消
费不纳入能源消费
总量控制有关工作
的通知》

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的可再生能源，
现阶段主要包括风电、太阳能发电、
水电、生物质发电、地热能发电等可
再生能源。以各地区 2020年可再生

能源电力消费量为基数，“十四五”
期间每年较上一年新增的可再生能源
电力消费量，在全国和地方能源消费
总量考核时予以扣除。

2022年 7月 住建部、
发改委

《“十四五”全国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规划》

“十四五”期间，全国城市新增生
活垃圾分类收运能力 20万吨/日、焚
烧处理能力 20万吨/日、资源化处理
能力 3000万吨/年，改造存量生活垃

圾处理设施 500个；新增建筑垃圾消
纳能力 4亿吨/年，建筑垃圾资源化
利用能力 2.5亿吨/年。到 2025年，
城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 35%，
焚烧处理能力占比（从 2020 年的
58.9%）升至 65%（其中西部地区
≥40%）、资源化利用率（从 2019年
的 51.2%）升至 60%，城市建筑垃圾
综合利用率达到 50%。

2022年 6月 发改委
《“十四五”可再
生能源发展规划》

稳步发展生物质发电。优化生物质发
电开发布局，稳步发展城镇生活垃圾
焚烧发电，有序发展农林生物质发电
和沼气发电，探索生物质发电与碳捕
集、利用与封存相结合的发展潜力和
示范研究。有序发展生物质热电联
产，因地制宜加快生物质发电向热电
联产转型升级，为具备资源条件的县
城、人口集中的乡村提供民用供暖，
为中小工业园区集中供热。开展生物
质发电市场化示范，完善区域垃圾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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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处理收费制度，还原生物质发电环
境价值。

2022年 3月 发改委
《“十四五”推进
农业农村现代化规
划》

因地制宜推动农村地区光伏、风电发
展，推进农村生物质能源多元化利
用，加快构建以可再生能源为基础的
农村清洁能源利用体系。

2022年 2月
发改委、
生态环境
部等

《关于加快推进域
镇环境基础设施建
设的指导意见》

到 2025年，新增污水处理能力 2000
万立方米/日：生活垃圾分类收运能
力达到 70万吨/日左右，城镇生活垃
圾焚烧处理能力达到 80 万吨 /日左
右；新增大宗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达
到 60%；县级以上城市建成区医疗废
物全部实现无害化处置。

2022年 1月 工信部等

《环保装备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行动计
划 （ 2022-2025
年）》

围绕中小型污水治理装备、组装式大
气污染治理装备、智能好氧发酵一体
化装备、滤料制造装备、小型垃圾类
烧装备、撬装式土壤修复装备，探索

和推广模块化、数字化生产方式，加
快智能化升级。

结语

通过本文，我们对生物质能的定义应用、发展概况以及政策规定有了基本
的认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存在的诸多问题。例如，垃圾焚烧发电产
业存在的区域发展不平衡、垃圾处理费偏低等；农林生物质发电产业存在的原
料供给保障难、部分项目转型热电联产难度大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都亟需我们
在实践中重视与解决。

国际脱碳需求、双碳目标、乡村振兴战略、生态文明建设等关键词，丰富
了生物质能在新时代的意义。燃烧自己，照亮冬夜。探索和利用生物质能是祖
先交到我们手里的接力棒，我们被赋予的使命是，珍惜来之不易的光明与温暖，
并将这些正能量更好地传递与延续。

注释

[1]《2023中国生物质能产业发展年鉴》，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生物质能产业分
会，2023年 4月发布。
[2]《能源前沿丨生物质能：自然界赐予的未来能源答案》，诺奖双碳研究中心，
2023年 11月发布。
[3]《重磅！2023年中国及 31省市生物质能发电行业政策汇总及解读（全）》，
前瞻产业研究院，2023年 8月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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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23年全球电力评论》（《Global Electricity Review》），Ember，2023
年 4月发布。
[5]《What Are the Five Major Types of Renewable Energy》，Elements，2022年 7
月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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