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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光伏逆变器出货量62GW。在 2016 年分布式市场已变得炙手可热，在

地面市场上&ldquo;傲视群雄&rdquo;的逆变器寡头们也开始布局分布式市场，纷纷推出小机逆

变器。2016 年，集中逆变器的市场比重为 62%，组串逆变器的市场比重为 32%，预计未来组

串逆变器的比重将继续增加，到 2020 年组串逆变器的市场比重或增至45%。       2014-2017年中

国光伏逆变器行业产量          资料来源：中企顾问网整理     2014-2017年中国光伏逆变器行业产

值规模          资料来源：中企顾问网整理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0-2026年中国微电网行业分析与市场前景预测报告》共十五章。首

先介绍了中国微电网行业市场发展环境、中国微电网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中国微电

网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中国微电网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中国微电网做

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微电网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微电

网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微电网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微电

网。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场

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微电网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主

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微电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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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可再生能源利用的一种形式，生物质发电是利用生物质所具有的生物质能进行的发电。

主要的发电形式有以下几种：直接燃烧发电、气化发电、垃圾发电（包括垃圾焚烧发电和垃

圾气化发电）、沼气发电以及与煤混合燃烧发电等技术。作为新型能源利用方式，生物质能

发电技术日趋成熟，这一技术主要通过生物质转化为可燃气体燃烧后产生能量，进行发电。

目前，生物质能发电已经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普及，并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供电方式。垃圾

填埋气发电是生物质发电的主要形式，其主要利用垃圾产生的复含甲烷的填埋气体燃烧进行

发电，这一能源利用形式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美国。

填埋气发电的原料为可以产生电能和热能的垃圾填埋气。将城市生活垃圾填埋堆放在垃圾场

（坑）内，垃圾中的有机物质就会分解而产生富含甲烷的生物气，其中大约含甲烷（55%）

，二氧化碳（40%）和少量氧、氮、一氧化碳、硫化氢等。垃圾填埋场可以是废矿井、废采

石场、山沟和洼地等。当今的垃圾填埋场在倾倒垃圾之前，在坑的内部用不渗漏的材料做一

层防渗内衬，填满垃圾后封盖，上边再覆盖一层黄土，防止填埋气跑掉，经过一年左右的时

间即可钻井采气。填埋气经除尘、除湿并加压，然后通过管道送入发电机发电。填埋场外观

还可以绿化、种植季节性作物等。

我国现阶段垃圾处理的主要方式为垃圾卫生填埋，2003年至2012年填埋占我国垃圾处理的比

重平均高达81%。其原因在于：一方面，从我国的现实情出发卫生填埋场的选址、建设周期

较短，总投资和运行费用相对低；另一方面，相比发达国家，我国生活垃圾具有含水量高、

热值低的特点而且绝大部分城市垃圾均以混合收集为主，转运到处理场的基本上是原生并未



做垃圾的有效分类和预处理，无法给其他处置方式提供支持。因此直接填埋方式作为生活垃

圾处理的主要方式是由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特性共同决定的。

生物质发电行业具有&ldquo;上游原料易获得，行业竞争不算激烈，进入壁垒较高&rdquo;的特

点。生物质能发电行业的上下游结构较为简单，产业链短。随着《可再生能源法》和相关可

再生能源电价补贴政策的出台和实施，我国生物质发电投资热情迅速高涨，启动建设了各类

农林废弃物发电项目。生物质能发电行业的产业链由生物质能发电生产行业加上上游的资源

行业和设备行业以及下游的电网行业构成。产业链上游形式为业务公司与上游产生甲烷气的

企业签订采气权，并划分项目收益，或者直接从上游企业按量收购垃圾进行利用，供应商议

价能力与生物质电厂所在地的资源禀赋有关系，在资源丰富且周边无大的工业用户情况下，

电厂具备定价权；在资源相对紧张且存在其它大用量的工业用户时，会出现供应商哄抬燃料

价格的现象。

生物质能发电行业和其他新能源行业面临的唯一下游客户就是电网，电网购电以后再销售给

各个不同的用户，由于国家优先上网的政策，使得生物质发电行业销售不是问题。同时，优

先调度政策保证生物质能发电销售无忧。生物质发电量在电网的占比很小，不到0.5%。国家

可再生能源法规定对生物质电是优先上网，不参与调峰。下游终端客户用电量的变化对生物

质发电行业影响很小。

我国生物质能发电的工业化生产起始于2004年，前期发展速度较慢，发电规模较小，2005年

底以前，我国生物质能发电总装机容量约200万千瓦，主要是农业加工项目产生的现有集中废

弃物的资源利用项目，其中以蔗渣发电为主，总装机量约为170万千瓦，其余是碾米厂稻壳气

化发电等。随着《可再生能源法》和相关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政策的出台和实施，我国生物

质能发电投资热情迅速高涨，启动建设了各类农林废弃物发电项目。我国生物质能发电技术

产业呈现出全面加速的发展态势。

在各种政策的支持下，我国在生物质能发电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截至2017年底，全国共

有30个省（区、市）投产了747个生物质发电项目，并网装机容量1476.2万千瓦（不含自备电

厂），年发电量794.5亿千瓦时。其中农林生物质发电项目271个，累计并网装机700.9万千瓦，

年发电量397.3亿千瓦时；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339个，累计并网装机725.3万千瓦，年发电

量375.2亿千瓦时；沼气发电项目137个，累计并网装机50.0万千瓦，年发电量22.0亿千瓦时。

生物质发电累计并网装机排名前四位的省份是山东、浙江、江苏和安徽，分别为210.7万

、158.0万、145.9万和116.3万千瓦；年发电量排名前四位的省份是山东、江苏、浙江和安徽，

分别是106.5亿、90.5亿、82.4亿和66.2亿千瓦时。2017年各省（区、市）各类生物质发电并网

装机及发电量如下：2017年各省（区、市）生物质发电并网运行情况     省市   累计并网装机容

量（万千瓦）   年发电量（亿千瓦时）       合计   农林生物质发电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沼气发



电   合计   农林生物质发电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沼气发电       北京   21.3   0.0   19.5   1.8   13.3   0.0  

12.2   1.1       天津   10.3   0.0   10.3   0.0   5.3   0.0   5.3   0.0       河北   67.6   42.6   24.1   0.9   33.6   23.5   9.8 

 0.3       山西   39.0   27.9   11.1   0.0   22.8   17.2   5.6   0.0       内蒙古   17.2   10.2   6.9   0.1   7.7   6.2   1.5  

0.0       辽宁   15.8   7.2   7.7   0.9   8.2   4.3   3.3   0.6       吉林   53.4   39.7   13.4   0.3   28.0   22.7   5.3   0.0      

黑龙江   90.1   81.6   8.1   0.4   47.5   44.5   2.9   0.1       上海   27.2   0.0   25.5   1.7   18.7   0.0   17.6   1.1       

江苏   145.9   49.4   90.8   5.7   90.5   31.8   56.6   2.1       浙江   158.0   21.4   133.1   3.5   82.4   11.6   69.0  

1.8       安徽   116.3   74.9   40.0   1.4   66.2   48.5   17.0   0.7       福建   45.7   5.4   39.1   1.2   24.6   3.0   21.2  

0.4       江西   29.3   17.6   8.1   3.6   17.0   12.1   2.9   2.0       山东   210.7   126.0   79.8   4.9   106.5   70.3  

34.5   1.7       河南   51.9   39.1   6.4   6.4   25.1   20.1   3.1   1.9       湖北   73.2   48.3   23.5   1.4   36.9   23.7  

12.9   0.3       湖南   55.1   39.7   12.7   2.7   26.7   19.9   5.5   1.3       广东   101.6   22.0   72.8   6.8   59.1   14.7 

 41.3   3.1       广西   28.0   17.0   9.3   1.7   14.9   8.6   5.3   1.0       海南   7.7   0.0   7.7   0.0   5.2   0.0   5.2   0.0

      重庆   19.3   6.0   12.7   0.6   11.1   2.0   8.6   0.5       四川   43.6   5.5   35.9   2.2   20.4   3.5   16.1   0.8       

贵州   9.6   6.0   3.6   0.0   5.6   3.7   1.9   0.0       云南   12.6   0.0   12.6   0.0   6.0   0.0   6.0   0.0       陕西   5.5  

3.0   1.4   1.1   2.1   1.3   0.1   0.7       甘肃   8.9   3.0   5.8   0.1   4.7   1.7   2.9   0.1       青海   0.4   0.0   0.0   0.4  

0.2   0.0   0.0   0.2       宁夏   8.4   5.0   3.4   0.0   2.3   0.7   1.6   0.0       新疆   2.6   2.4   0.0   0.2   1.9   1.7   0.0  

0.2       全国   1476.2   700.9   725.3   50.0   794.5   397.3   375.2   22.0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中企

顾问网整理

2017年，全国生物质发电替代化石能源约2500万吨标煤，减排二氧化碳约6500万吨。农林生物

质发电共计处理农林废弃物约5400万吨；垃圾焚烧发电共计处理城镇生活垃圾约10600万吨，

约占全国垃圾清运量的37.9 %。     2010-2017年我国生物质发电装机容量及发电规模走势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中企顾问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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