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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需求和消费情况

 农村能源的概念

 不是一个能源品种的概念，而是一个管理的范畴。包
括农村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与利用，常规能源的高效利
用等。

 农村能源的管理体制

 涉及到农村地区能源开发与利用的管理部门有许多，
包括农业、林业、水利、建设，以及发改、能源、科
技、环保、财政、扶贫等……

 农村能源的建设方针

 因地制宜、多能互补、综合利用、讲求效益。



能源需求和消费情况

 过去几年中，我国经济保持了平均每年10%左右的高速
发展速度，对能源的需求和消耗也处在一个高增长的状
态下。

 2014年全国能源消费总量全年能源消费总量42.6亿吨标
准煤，增长2.2%。煤炭下降2.9%，原油增长5.9%，天
然气增长8.6%（增速放缓），电力增长3.8%。煤炭消
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66.0%，水电、风电、核电、天
然气等清洁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的16.9%（非化石能源
10.7%）。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4.8%。

 当年全国进口原油3.1亿吨，同比增长9.5%，对外依存
度59.6%；进口天然气580亿立方米，对外依存度32.2%，
但消费比例仅5.6%。



能源需求和消费情况

中国 美国 欧盟 日本 印度

GDP 万亿美元 4.99 14.80 18.61 5.07 1.60

总能耗 亿吨标煤 30.66 31.17 23.18 6.63 6.7

单位能耗 吨标煤/万美元 0.913 0.308 0.182 0.191 0.613

增幅 % -3.60 -7.35 -4.06 -12.75 -17.65

2009年全球能源消费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能源网））

2013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为37.5亿TCE，生产总值高达
56.9万亿RMB（约9.3万亿美元），虽然单位能耗降低了3.7%，
但仍是美国的3倍，日本的4倍多，也就是说用约占世界22.4%

的能源仅贡献了12.3%的GDP。



能源需求和消费情况

十一五 十二五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 20 16

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减少（%） 10 8

氨氮和氮氧化物排放总量下降（%） 10

城市污水处理率（%） 10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13

十二五节能减排目标增多，且都分解到各省。尽管节能
指标减缓，但是压力仍很大。前四年全国单位GDP能耗累计下
降13.4%，完成了五年目标进度的82.5%，赶上了时间进度；氮
氧化物排放量指标前三年只完成了要求的20%。秸秆综合利用
率要达到2015年80%的目标，任务艰巨。



2014年世界一次能源消费结构

Data Source：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15， unit：%

国家或地区 原油 天然气 原煤 核能 水电 再生能源 总计/Mtoe

美国 36.4 30.2 19.7 8.3 2.6 2.8 2298.7

巴西 48.1 12.1 5.2 1.2 28.2 5.2 296.0

法国 32.4 13.6 3.8 41.5 6.0 2.7 237.5

德国 35.9 20.5 24.9 7.1 1.5 10.2 311.0

欧盟 36.8 21.6 16.7 12.3 5.2 7.4 1611.4

俄罗斯 21.7 54.0 12.5 56.0 5.8 - 681.9

沙特阿拉伯 59.3 47.0 - - - - 239.5

南非 23.0 2.9 70.6 2.8 0.2 0.5 126.7

日本 43.1 22.2 27.7 - 4.3 2.5 456.1

韩国 39.5 15.7 31.0 13.0 0.3 0.4 273.2

印度 28.3 7.1 56.5 1.2 4.6 2.2 637.3

中国 17.5 5.6 66.0 1.0 8.1 1.8 2972.1

世界总计 32.6 23.7 30.0 4.4 6.8 2.5 12928.4



能源需求和消费情况



能源需求和消费情况

根据中国能源研究会发布的《2012中国能源发展报
告》，2012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已经超过美国，达
到世界第一，但人均能源消费量为2.59吨标准煤，
仅仅达到了世界平均水平。

单位：万吨标准煤



能源需求和消费情况

 主要用能形式为生
物质能和煤炭；

 室内空气污染很严
重；

 环境和生态恶化趋
于未能得到根本抑
制。



能源需求和消费情况

 燃料的收集仍然是农村生活的首要问题；

 燃料来源的不确定性使得农民家的厨房像个厨具
“展示厅”；

 解决城镇化过程中，农民生活和农业生产用能问
题，应该成为我们今后关注的重点。



 许多城市出现严重的雾霾天气，造成
很大的社会影响，使用传统化石能源、
汽车尾气排放和秸秆焚烧是最大元凶；

 规模集中养殖造成对周边土壤、水域
及地下饮用水的污染越发严重，其化
学需氧量、总氮和总磷分别占农业源
的96%、38%和56%；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水污
染防治行动计划》和《畜禽养殖污染
防治条例》为行业发展提供了机遇。

能源需求和消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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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对农村能源的投入持续增加

– 建国以来得到各届中央领导的关心和支持；

– 2003年开始实施农村沼气建设国债项目；

– 近10多年间，中央政府投入近390亿元；

– 连续9年中央一号文件和相关法律明确支持；

– 10个省（区）出台了地方法规；

– 有关部委出台了相关的激励和支持政策。



确定了阶段性发展目标

–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

– 《全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

– 《全国农村沼气工程建设规划纲要(2011-2015)》

– 《农业生物质能产业发展规划(2007-2015年)》

– 《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2006-2020年）》

– 《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

– 《生物质能发展“十二五”规划》

–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

– 《全国沼气“十三五”发展规划》



管理和推广体系日益完善

– 全国已经形成从中央到地方的管理与推广、研究
与开发、培训与质检体系，从业人员4万人；

– 已有省级实训基地18个205人；地（市）级服务
站57个321人；县级服务站1140个6002人；乡村
服务网点11.08万个18.4万人，服务农户3258万户；

– 培养了一支39.3万人的农民技术员队伍。其中：
沼气生产工37.2万人、农村节能员7523人、太阳
能利用工6570人、生物质能利用工3325人、其他
农村能源利用人员3709人。



标准体系已经基本形成

– 通过加强基础研究，不断开展技术创新，农村能
源标准不断完善，标准体系已经形成；

– 已经颁布实施的农村能源标准为152项；

– 但是标准宣贯工作不到位；

– 成立了全国沼气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SAC/TC515），

承担了国际标准化
组织沼气技术委员
会（ISO/TC255）
秘书处的工作。



国家对农村能源建设持续投入

（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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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柴节煤炉灶炕

 开展研发、评比和创新；

 制定产品和技术标准；

 灶：增加烟囱和篦子，减少散热，10%30%                                                 

炉：改变炉膛和燃料，增加功能，20%40%                                                

炕：改善烟道，改变传统落地炕，30%60%



• 省柴节煤灶 1.19亿户

• 节能炉3092万个

• 节能炕1887万铺

• 中国炉灶联盟和全球清洁炉灶联盟



农村户用沼气

 传统砖混和水泥现浇水压式；

 各地开发适合当地习惯的各种池形；

 研发出玻璃钢、塑料等新材料商品化产品；

 由单一的粪便原料向秸秆等多原料转变；

 由单一解决能源向综合利用和综合效益转变；

 成立了全国/国际沼气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农村户用沼气池4180万户，年产沼气
132.5亿立米，年户均产气量373立方米
（同比连续两三年均有所下降）



沼气工程

 原料趋于多样性

 发酵工艺多样性

 工程模式多样性

 生产制造多样性

 应用领域多样性

http://as.58.com/huishou/6002524x.shtml
http://as.58.com/huishou/6002524x.shtml


各类沼气工程103036处，其中大型6713处，中
型10087处，小型86236处，年产沼气22.58亿立
方米，供气户192万户，年发电4.67亿千瓦时。



农作物秸秆气化

 结合秸秆焚烧和综合利用；

 有氧化热解和高温干馏裂解
气化方式；

 有固定床和流化床、上吸式
和下吸式；

 高焦油、低热值和CO超标尚

未得到突破性解决方案，关
键是经济性问题；

 户用秸秆气化炉慎用！



村级农作物秸秆集中供气工程821处
（其中运行401处，使16.14万农户受益）



生物质成型燃料

 燃料有颗粒、棒状和块状；

 生产方式有环模、平模、螺旋
挤压和活塞冲压形成；

 能耗高、寿命短、产量低；

 可民用、商业和工业用；

 农业部开展设备技术测评；

 财政曾提供能源化利用补贴。



秸秆固化成型1147处，
595.8万吨；秸秆炭化
103处，27.7万吨



太阳能热利用

 太阳能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
竭的清洁可再生能源；

 热水器分闷晒、平板和真空管
式，承压式和电辅助加热；

 太阳房分被动式和主动式、直
接受益式和集热蓄热式；

 太阳灶有箱式和聚光型、手动
和自动跟踪型；

 新材料和技术的广泛应用，与
建筑节能相结合。



• 太阳能热水器： 7783万平方米

• 被动式太阳房：2528万平方米

• 太阳灶：230万台



小型可再生能源发电

 一般应用于偏远贫困且资源
较丰富地区；

 由于成本大幅度降低，小型
光伏系统被越来越广泛地应
用；

 小型风力发电发展缓慢，微
水电逐年萎缩；

 国家正在推行分布式发电系
统和微电网技术。



小风电装机：11.1
万台，34.7兆瓦

太阳户用光伏系统：
约33.5万处，28.0兆
瓦

微水电：3.02万台，
93.9兆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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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和汪洋副

总理分别在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农村沼气工
程如何能建得好、用得好？》给予批示。

 2015年3月李克强总理、汪洋副总理分别在国家

发改委、农业部《关于农村沼气建设和管理有关
情况的报告》给予批示：“能否就转型升级工作，
先抓试点，用成功的典型来统一认识，争取政策，
推动工作”。

 2015年，国家将投入20亿元支持开展农村沼气转
型升级试点工作。

转型升级背景



根据2015年初对各地

超大型工程摸底统计，全
国已建31个、在建328个，
拟建435个。需求旺盛，
对终端补贴呼声不断。

工程规模（m
3） 

已建数量

（个） 

在建数量

（个） 

拟建数量

（个） 
小计 

5000~10000 19 33 214 266 

10000~20000 11 22 76 109 

20000 以上 1 21 38 60 

合计 31 76 328 435 

 

转型升级背景



转型升级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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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量，亿立米 460 556 673 778 875 1100 1307 1471 1676

必须提升沼气在天然气
发展中的战略地位！



农村人居
环境改善

农村能源
升级换代

农业面源
污染治理

全球气候
变化履约

农产品
质量提高

大气污染
防控治理

农村
沼气

配合农业部中心工作“一控二减三基本”

转型升级背景



 按照“政府抓两头、市场主运作”的工作思路，开展
试点示范，调整中央投资补助结构，转变农村沼气
发展方式，推动农村沼气工程转型升级；

 针对农业生产、农村居住、农民用能方式的新变化，
统筹考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资源环境承载力
和市场容量，把规模化大型沼气工程和规模化生物
天然气工程建设试点作为重要内容；

 通过畜禽粪便、秸秆和农产品加工废弃物等农业有
机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提高沼气产业的规模化、
标准化和商品化水平，提供高品质清洁能源产品和
高效有机肥，进一步发挥农村沼气的作用。

总体思路



基本原则

 坚持发展农村清洁能源与改善农村环境相结合；

 坚持统筹兼顾与转型升级相结合；

 坚持沼气工程规模化发展与科学规划布局相结合；

 坚持完善政府扶持政策与推进市场化相结合；

 坚持推广先进工艺技术与强化建设管理相结合。



2015年项目支持重点

规模化大型
沼气工程

日产沼气大于500立
方米，小于1.67万
立方米；集中供气
工程可打捆审报，
要求同一业主申报，
单体池容不小于
100立方米，相对集
中一个地区。

规模化生物
天然气工程

日产生物天然气1万
立方米以上规模项
目，厌氧消化器不
低于1.67万方，提
纯后甲烷含量大约
95%。

试点项目

一般项目



开展工程建设和运
行机制创新试点

终端产品补贴试点
及补贴机制探索

破除行业壁垒和体
制机制障碍试点

规模化生
物天然气
工程试点

省级项目
试点方案

鼓励试点开展创新与探索



沼气
发电

规模化生物
天然气工程

车用
燃气

沼气
供热

集中
供气

工业
用气

管道
燃气

每m3生产

能力补助
2500元

按甲烷折算

按沼气折算

规模化大型
沼气工程

每m3生产

能力补助
1500元

推行资金管理报账制，根据项目实施进度拨付资金。企业自筹资金30%
到位的项目，方可申请中央投资拨付；工程竣工验收后申请最终20%中央投
资。

补助标准



生物燃气经脱硫后用于发电，
电能可供生产，富余电力可并
入国家电网，余热用于工业生
产、沼肥生产等

生物燃气利用与村镇能源改善
相结合，利用生产生活废弃物，
可通过村内管线输送到户，也
可纯化压缩后送至村镇气柜

低值利用转化为高值利用的粗沼
气，经净化加压提纯处理生产高
品质生物燃气直接并入城镇天然
气管网

低值利用转化为高值利用，粗沼
气经纯化压缩处理，生产符合车
用要求压缩天然气，利用槽车或
管线送至车用加气站

不同模式对应不同建设规模
和内容，需因地制宜、因区施策
的选择相应内容

车用燃气

沼气利用
系统

管道燃气集中供气

热电联产

建设内容

原料预处
理系统

厌氧消化
系统

沼肥利用
系统

职能监控
系统



项目建设内容要与工艺技术路线相匹配，其他建设内容与工艺设计和
项目要求相匹配，设备方案详细、合理。

建设内容（发电上网模式）



项目建设内容要与工艺技术路线相匹配，其他建设内容与工艺设计和
项目要求相匹配，设备方案详细、合理。

建设内容（提纯供户模式）



国家项目审核

省级技术审查

县级实地核准

定期检查与通报

项目总结与评估

技术与政策建议

试点遴选批复 追踪监督与指导

资金分解与下达

项目资金申请

2015年项目工作程序



审查
内容

工艺技术

国内成功经验和典型案例；

容积产气率、消化器规模；

物料、水和能量平衡表；

发酵工艺、流程和配套技术

项目单位

经营范围、主营业务；

企业机构和经营能力；

经济实力和资信等级；

工程机构、人员配置；

产品市场

沼气的使用方式和途径

沼渣的加工和利用

沼液贮存利用模式和对象

产品销售规模和协议

原料保障

原料来源和资源分布；

收贮运模式和技术方案；

供需模式及替代方案；

试点项目审批前由省级农村能源主管部门出具行业审查意见，国
家发改委会同农业部对各省报送的建议计划和项目试点方案进行审核。

行业技术审查要点



实行科学决策

推行信息公开

增强行业支撑
• 咨询资质

• 设计资质

• 施工资质

• 监理资质

加强资质管理 推行档案管理 开展项目储备 实施动态监管

• 申报信息

• 审批内容

• 管理过程

• 效果评价

• 区域资源

• 市场容量

• 环境承载

• 社会条件

• 资金报告

• 设计图纸

• 竣工验收

• 智能监控

强化事前事中前后全过程监管



农业部成立专家委员会为项

目提供技术支持，协助各地

建立并完善试点项目储备库，

常态化遴选项目并进行审查

和贮备。

建立沼气在线监控平台，进

行试点统计、分析、检测试

点项目运营管理状况，实现

可测量、可识别、可核查、

可追溯，为沼气项目实施提

供数据支撑。

强化事前事中前后全过程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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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农村能源发展

 农村能源正面临着“单打独斗”的局面；

 农业部门正在夹缝中求发展；

 节能与开发出现严重失衡；

 农村能源的定位出现“偏差”和“误导”；

 ……

应坚决执行“因地制宜、多能互补、
综合利用、讲求效益”和“开发与节约
并举”的农村能源建设方针。



关于管理机制问题

 事权下放后管理部门的职能逐渐被弱化；

 如何用市场来配置资源成为需要解决的重点；

 过多关注前端的项目申报和建设组织；

 项目建成后的运行效果和效益被忽视；

 政策缺乏稳定和系统性；

 ……

农村能源管理部门为什么不能从繁
杂的项目执行中全身而退，而以行业管
理者的身份加强监管呢？



 原料的收储运体系尚未完善，造成收集、运输和
储存成本较高；

 原料市场的交易价格不可控，坐地涨价现象极为
普遍，导致不少企业亏损倒闭；

 部分地区的业主对有机废弃物的收益并不感兴趣，
依然随地焚烧和排放。

为什么不能借鉴城市污水和垃圾处
理模式，处理费用由排污者和市政支
付呢？

原料市场的不可控



 沼气生产和运行的成本还比较高，许多用户还难
以接受；

 沼气工程提供的燃气的稳定性和适用性尚有待进
一步提高，用户持观望态度；

 财政补贴政策既不明确也不持久，使企业和投资
者看不到盈利点。

为什么不能建立一套鼓励终端用户
的机制呢？包括沼气使用、沼肥利用
的普惠制补贴政策

终端市场的不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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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点结论

 农村能源建设经过30多年的努力，成绩斐然，
来之不易的成果应当珍惜和发扬光大；

 农村生活和生产节能是一个涉及千家万户的工
程，投资少、见效快，应该得到更大的关注；

 应坚持走“多能互补”、“统筹协调”发展的
道路，不能在沼气这一棵树上“吊死”；

 技术已经不是障碍，关键是管理水平的提升和
思想观念的转变，出台拉动终端市场和用户需
求长期稳定的政策；

 必须依法治国，依法建业。



谢 谢

电话： 010-59196395
传真： 010-59196394

电子邮件：lijingm@agri.gov.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