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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世界可再生能源的资源潜力巨大，但由于成本和技术因素的限制，其利用率还很低。
水能、生物质能的应用技术相对成熟；风能、地热能、太阳能得益于政策的支持，近年来发展比较迅
速；对海洋能（包括潮汐能、波浪能、温差能、盐差能等）的利用尚处于研发和验证阶段，距大规模
商业化应用还有一段距离。
当今世界各国都在为获取充足的能源而拼搏，并对解决能源问题的决策给予极大重视，其中可再生能
源的开发与利用尤其引人注目。
新技术的发展，使得风能、生物质能以及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得到快速开发和利用。
随着化石能源的日趋枯竭，可再生能源终将成为其替代品。
在国际油价持续上涨的背景下，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新能源有望成为全球发展最迅速的行业之
一，中国的新能源产业也正孕育着更多的投资机会。
我国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资源丰富，可开发利用的风能资源约2.53亿千瓦；地热资源的远景储量
为1353.5亿t标准煤，探明储量为31.6亿t标准煤；太阳能、生物质能、海洋能等储量更是处于世界领先
地位。
在国际石油市场不断强势震荡，国内石油、煤炭、电力资源供应日趋紧张的形势下，开发利用绿色环
保的可再生能源和其他新能源，已经成为中国能源发展的当务之急。
中国国家能源领导小组描绘了可再生能源的诱人前景：到2010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比
例将提高到10％；到2020年，将达到169／6左右。
中国已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简称《可再生能源法》），“十一五”规划中也明确
提出，要加快发展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新能源。
以“为国家提供优质能源”为己任的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简称中石油）、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简称中石化）、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简称中海油），除了进一步加快石油、天然气的开发
速度外，也将目光投向了生物质能、太阳能发电、风能利用、地热、煤层气等新能源开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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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新能源技术丛书”之一。
本书详尽介绍了生物质能利用前景与一般应用进展，生物燃料的发展现状与前景，石油和化工公司研
发与生产生物燃料进展，世界各国(地区)生物燃料应用现状与前景，生物质生产生物燃料新技术，生
物炼制和生物质化工技术与产业。
    本书可用作从事能源以及生物燃料和生物化工领域的规划、科技、生产和信息人员的工作指南，也
可供国家决策机构人员和相关人员参阅，并可作为工科院校相关专业师生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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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生物质转化是国际生物质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也是我国新时期拓展农业领域和建设社会主义
新农村的战略举措。
研究生物质转化前沿技术，开发附加值高、环境友好的生物质基产品，对促进资源丰富、潜力巨大的
可再生生物质产业的发展和农业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改善生态环境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
“十一五”期间，我国发展以生物质为原料的生物能源已成必然趋势，其中能源植物、燃料乙醇、生
物柴油以及生物质发电和供热已列为重点专项。
我国发展生物能源的外部条件已经成熟。
虽然发展生物能源已获得国家层面的支持和社会的广泛认可，但目前还面临许多问题，如生物质资源
不足、生物转化和加工效率低下、生物技术转化工艺难以实现规模化等。
生物能源要想真正有所发展，科学界必须要在木质素、纤维素制燃料乙醇这样的世界性技术难题上联
合攻关以求突破；同时加强对生物基因组方面的研究，以提高生物能源的转化效率。
中国工业与环境生物技术专业委员会认为，到2020年，我国生物质加工产业GDP将达到2.2万亿元／年
，而目前仅为4000亿～5000亿元／a，未来生物经济的市场空间有望达到信息产业的10倍。
中国科学院2009年6月10日发布我国面向2050年科技发展路线图，其中的生物质资源科技发展路线图提
出目标：确保国家未来生物质资源可持续利用，为中国21世纪生物资源科技、生物产业和生物经济的
发展提供资源安全保障，实现中国由生物质资源大国向生物质资源及生物经济强国的根本转变。
生物质资源科技领域发展路线图的主线思维是：系统认知生物界的生物物质资源、功能性资源、基因
资源和生物智能资源。
通过基础性地部署生物质资源产生、演变、代谢调控等机理的目标研究；战略性地实施从生物群落一
居群一个体一组织一细胞一基因完整性的需求研究和学科交叉融合；前瞻性构建生命规律研究的系统
生物学理论和应用技术体系，从宏观生物资源和微观分子生物水平开发新型生物质资源的利用和发掘
途径，为未来新能源和新材料、农业及食品、营养及健康、生态及环境领域发展提供生物质资源的科
技支撑。
战略路径一：光合作用机理与提高作物及能源植物光能利用效率。
揭示生物光合作用机理，解决生物光合原理应用技术的瓶颈；立足我国本土生物质资源，加强部署资
源筛选评价及开发利用的理论和技术研究，突破现有遗传改良、基因工程、规模化种植和工业化生产
的理论和核心技术的瓶颈，建成我国可持续生物能源的研发体系，最终实现我国生物再生能源技术规
模化应用和商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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