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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沼气发展的现状、驱动及制约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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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能源需求的急剧增加以及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促使国家大力发展沼气事业。该文在总结中国沼气发展利用现状、

技术以及相关政策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中国沼气发展的驱动及制约因素，并为未来中国沼气的健康持续发展提出了政

策建议。研究表明：过去 10 a 中国沼气投资和建设快速发展、沼气综合和可持续发展利用模式不断创新、国家相关支持

政策为中国沼气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中国沼气行业既面临能源需求增加、规模化养殖发展

以及环境治理压力加大等因素的驱动，也面临适宜农户减少、融资渠道单一以及市场不健全、法规不完善等因素的制约。

根据研究结果，该文提出了通过健全后续服务体系，完善相关政策法规等，促进中国沼气健康发展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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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能源需求急剧增长。

2009 年中国能源消费达到 306 647 万 t 标准煤，能源缺口

高达 32 029 万 t 标准煤[1]。经济的发展也促使中国农村对

优质商品能源的需求持续增加[2]，农村地区能源供需矛盾

更加突出。能源消耗的持续增加不仅导致石化能源的枯

竭，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一方面，石化能源的使

用产生了大量温室气体，导致日益严峻的全球气候变化[3]；

另一方面，中国农村仍以柴草等为主要燃料[1,4]，过度砍

伐山林柴草，严重地破坏了生态环境[5]。在能源严重匮乏

的同时，中国每年产生 7.28×108t 秸秆、39.26×108t 畜禽

粪便以及 482.4×108t 有机废水[6]，由于无法得到有效利用

而对环境产生巨大污染。沼气作为一种方便、清洁、高

品位的能源，是秸秆、粪便、生活污水等有机物质在一

定水分、温度和厌氧条件下，经微生物发酵产生的可燃

气体。由于其原料丰富、技术简单、造价低廉、环境友

好的特点而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沼气的推广应用不仅

可以缓解能源压力，而且对增加农民收入、改善人居环

境、保护林草植被、维持生态平衡具有重要意义[7]。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推动下，中国

沼气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截至 2009 年底，中国农村

户用沼气池年累计 3507 万户；沼气工程年累计 56856 处；

                                                           
收稿日期：2011-06-07    修订日期：2011-11-16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合作与交流项目（40921140410）；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1073154） 
作者简介：王飞（1976－），男，山东栖霞人，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农村

可再生能源政策研究。北京  农业部规划设计研究院农村能源与环保研究

所，100125。Email：cafwfei@gmail.com 
※通信作者：仇焕广，男，山东莱西人，副研究员。北京  中国科学院农业

政策研究中心，100101。Email：hgqiu.ccap@igsnrr.ac.cn 

生活污水净化沼气池年累计 186 945 处，中国已成为世界

上最大的农村户用沼气池保有国[8-9]。尽管在政策鼓励和

财政支持的双重作用下，中国沼气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

的成就，但是必须认识到目前中国沼气事业还存在沼气

池（工程）废弃、闲置率较高[10]；管理服务不到位[11-12]；

建设资金来源渠道单一[13]；沼气市场机制不健全[14-15]等

诸多问题。本文的目的在于通过对中国沼气事业发展的

历程、经验和不足等问题进行系统的总结，进一步分析

中国未来沼气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提出促进中国沼

气产业健康发展的政策建议。 

1  中国沼气发展现状及技术模式 

1.1  中国沼气发展现状 

1.1.1  中国农村户用沼气发展状况 

中国农村户用沼气的大规模建设开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末期，但是由于技术落后等因素限制，沼气建设很

快回落。1979 年国务院批转农业部等《关于当前农村沼

气建设中几个问题的报告》，中国沼气工作开始回升，

并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出现了农村户用沼气建设的小

高峰。从 20 世纪 50 年代末到 80 年代初，中国沼气建设

经历了“两起两落”的曲折发展历程。20 世纪 80 年代到

2000 年，中国农村户用沼气发展较为平稳，1983 中国农

村户用沼气发展触底后开始反弹，1983 年到 2000 年农村

户用沼气年均增长率为 4.6%，2000 年底，农村户用沼气

池达到 848 万户[4]。 
2000 年以来，中国沼气事业进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

2003 年，国家颁布了《农村沼气建设国债项目管理办法

（试行）》，指出中央用国债对农村沼气建设项目进行补

贴，大大刺激了中国农村户用沼气的建设。2007 年以来，

中央有关部委密集出台了一系列鼓励、规范沼气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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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法规，其中《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的颁布，

更是将沼气列为中国重点发展的生物质能源。目前，中

央对农村户用沼气项目的补贴标准为对东北、西部地区

每户补助 1 500 元，对中部地区每户补助 1 200 元，对东

部地区每户补助 1 000 元。根据《中国农村能源年鉴》统

计[16]，2001－2009 年中央政府对沼气建设的累计投资达

196.1 亿元，其中对农村户用沼气的投资额度达到 156.3
亿元，累计补贴农户 1453.4 万户（表 1），占建池户数

的 41.4%。在对农村户用沼气投资的同时，国家对沼气服

务网点的投资也从无到有逐步增加，2007 年国家开始对

沼气服务网点进行投资，2009 年，中央政府对服务网点

的投资已达到 7 亿元。2000－2009 年，中国农村户用沼

气池从 848 万户发展到 3507 万户，年均增长率高达

17.1%，沼气占农村生活能源的比例由 2000 年的 0.4%，

上升到 2009 年的 1.9%[4]，已经成为重要的农村生活能源。 

表 1  中国沼气投资情况 

Table1  Investment of biogas in China 
户用沼气 小型沼气 大中型沼气 服务网点 

年份 
投资

合计/
亿元 

建设数量

/万户 
投资/
亿元 

建设数

量/处 
投资/
亿元

建设数

量/处 
投资/ 
亿元 

建设数

量/个
投资/亿

元 
2001 1.3 16.5 1.2 — — 17 0.1 — — 

2002 3.1 28.6 2.9 — — 49 0.2 — — 

2003 10.3 103.3 10.2 — — 24 0.1 — — 

2004 10.3 104.4 10.1 — — 20 0.2 — — 

2005 10.3 104.6 10.1 — — 10 0.2 — — 

2006 25.4 261.0 25.0 — — 44 0.4 — — 

2007 25.4 249.6 24.0 882 0.3 39 0.5 4472 0.8 

2008 60.0 419.8 49.0 9271 2.5 187 1.8 40903 6.7 

2009 50.0 165.6 23.8 2885 1.6 1579 17.6 18140 7.0 

1.1.2  中国沼气工程发展状况 

随着环境保护压力的加大，沼气工程已经成为中国

处理有机污水和畜禽粪便的重要选择，国家对沼气工程，

尤其是处理畜禽粪便的沼气工程支持力度逐年加大。

2007 年，国家颁布《养殖小区和联户沼气工程试点项目

建设方案》，指出，对养殖小区集中供气沼气工程和畜

禽粪便型联户沼气，按不超过国债户用沼气补助标准的

120%予以补助；联户秸秆沼气按不超过国债户用沼气补

助标准的 150%予以补助。2008 年发改委和农业部进一步

下达通知，加大对大中型沼气工程的补助力度。大中型

沼气工程中央补助数额原则上按发酵装置容积大小等综

合确定，西部地区中央补助项目总投资的 45%，总量不

超过 200 万元；中部地区中央补助项目总投资的 35%，

总量不超过 150 万元；东部地区中央补助项目总投资的

25%，总量不超过 100 万元。同时，地方政府原则上对于

申请中央补助的项目，西部、中部、东部地区地方政府

投资不得低于项目总投资的 5%、15%、25%。2007 年以

来，国家对各类沼气工程的补贴力度逐年增加，2007 年，

国家对沼气工程的补贴总额仅为 1.1 亿元，占国家沼气投

资总额的 4.3%；2009 年，国家对沼气工程的投资额达到

8.6 亿元，占国家沼气投资总额的 17.2%[16]。 
在国家政策大力推动下，中国以处理有机污水及畜

禽粪便为主的沼气工程建设快速增长。据农业部农业部

科技教育司和能源环保技术开发中心统计（2000－
2009），2000 年，中国处理农业废弃物的大中型沼气工

程仅有 855 处，而到 2009 年发展到 22570 处，其池容以

年均 142%的速度增长（表 2）[4,17]。2000 年以来，中国

处理工业废弃物和生活污水的沼气工程也出现较快速的

增长趋势。2000 年，处理工业废弃物的沼气工程仅 187
处，而 2009 年已增加到 322 处，其池容年均增长率为

8.6%。2000－2009 年中国处理生活污水的沼气工程以每

年接近 10%的速度发展，2009 年底，中国处理生活污水

的沼气工程已达 186 945 处，池容达到 851.39 万 m3。 

表 2  中国沼气工程发展情况 

Table 2  Development of biogas projects in China 
工程数量/处 池容/万 m3 

年份 处理农业废弃物

小型沼气工程 
处理农业废弃物

大中型沼气工程 
处理工业废弃物

沼气工程 
处理生活污水沼

气工程 
处理农业废弃物小

型沼气工程 
处理农业废弃物大

中型沼气工程 
处理工业废弃物沼

气工程 
处理生活污水沼气

工程 
2000 — 855 187 84116 — 22.11 26.7 325.8 

2001 — 1171 188 96123 — 31.94 31.98 375.48 

2002 — 1351 209 115176 — 42.51 34 447.3 

2003 — 2124 231 131578 — 55.08 33.21 522.85 

2004 — 2492 179 137013 — 222.22 64.05 574.35 

2005 — 3556 208 145638 — 100.56 71.85 636.91 

2006 12197 5278 272 130793 49.813 139.12 44.834 910.79 

2007 18010 8576 285 144258 70.534 214.25 49.234 786.18 

2008 23885 15624 332 163719 93.2163 358.26 51.03 785.25 

2009 33964 22570 322 186945 136.197 522.64 56.12 851.39 

 
1.2  中国沼气发展技术模式 

1.2.1  农村户用沼气主要技术模式 

中国农村户用沼气探索出北方“四位一体”（将沼

气池、畜禽舍、厕所、日光温室建成一体，组成能源生

态综合利用体系，适合中国北方地区应用）、南方“猪-
沼-果”（由沼气池、猪舍、厕所 3 个部分构成的能源生

态模式，适合中国南方地域应用）、西北“五配套”（由

1 个沼气池、1 个果园、1 个暖圈、1 个卫生厕所和 1 个

蓄水窖构成的能源生态模式，在中国西北地区广泛推广

应用）等能源生态模式，充分体现了沼气建设的科技含

量和综合效益。由于各地区气候、地理条件以及农业生

产结构的差异，导致以上几种沼气综合利用模式有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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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猪-沼-果”模式最为简单，除了沼气池、畜禽舍以

及果园等设施外，不需其他辅助设施，适合于温湿条件

较好的南方地区；“四位一体”模式增加了日光温室，

延长了沼气池有效利用时间，适合于气温较低的北方地

区；“五配套”模式不仅增设了太阳能暖圈，而且配套

了蓄水窖，在延长有效利用时间的同时提高了农业综合

生产能力，适合于西北干旱地区。这些农村户用沼气池

的模式具有一些共同特征，即：均以沼气为纽带，将种

植业、养殖业以及农村能源利用有机结合；在生产能源

的同时，减少污染物排放保护生态环境、增加农民收入，

实现了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的高度统一。目前，中国农

村户用沼气池建设仍以单独建设沼气池为主，与单独建

设沼气池的模式相比，上述沼气综合利用模式投资较大，

但由于实现了经济和生态效益的最大化，因而，进一步

探索和完善农村户用沼气能源生态模式是未来中国农村

户用沼气发展的重要方向。 
1.2.2  沼气工程主要模式 

中国沼气工程主要包括生活污水净化沼气工程、畜

禽养殖场沼气工程、养殖小区沼气工程以及联户沼气工

程等。不同的沼气工程由于建池目的和处理原料的不同，

其技术工艺亦有差异[7]。生活污水净化沼气工程和畜禽养

殖场沼气工程主要以减小环境污染为建设目的，工程规

模较大。生活污水净化沼气工程系统采用“多级自流、

分级处理、逐段降解”的技术方法，利用沼气技术使生

活污水达到排放标准。畜禽养殖场沼气工程是依托养殖

场建设、以畜禽粪污为发酵原料的沼气利用工程，此类

沼气工程是近年来发展速度最快的沼气工程类型，在发

展过程中，演变出“能源生态型”和“能源环保型”2 种

主要模式。 
养殖小区沼气工程和联户沼气工程在处理农村有机

废物的同时还为农户提供生活能源。随着中国养殖结构

的变化以及农村能源需求的增长，以上 2 种类型的沼气

工程成为中国农村沼气利用新的发展方向。养殖小区沼

气工程重点安排在人口集中、养殖污染严重的区域，以

“一池三建”（包括沼气发酵池、原料预处理、沼气供气

和沼肥利用设施）为建设单元，并实现周边 50 户农户的

集中供气。联户沼气工程以提供生活能源为主要目的，

由于原料不同，分为秸秆原料型和畜禽粪便原料型 2 类。

其中，畜禽粪便原料型联户沼气工程以供气 10 户为基本

建设单元，秸秆原料型联户沼气工程以供气 5 户为基本

建设单元。秸秆原料型联户沼气工程不仅可实现农业废

弃物资源循环利用，而且还能解决畜禽粪便沼气工程面

临的地域与原料限制问题[18]。但是由于秸秆沼气技术还

存在一系列问题[17]，秸秆原料型联户沼气工程技术需要

进一步完善。 

2  中国未来沼气发展的驱动因素 

沼气建设在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未来仍有诸多

因素驱动中国沼气继续发展，主要表现为： 
2.1  能源短缺的压力将促使中国农村沼气建设继续发展 

随着中国农村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农村地区的能

源需求将持续增加。据农业部科技教育司和能源环保技

术开发中心统计数据表明：2009 年，中国农户人均生活

能源消费已经达到 774.3 kg 标准煤，比 2000 年增长

66.7%[4]。其中煤炭、石油等化石燃料的使用量持续增长，

2009 年石化能源已占农村生活能源的 44%，仅次于秸秆

和柴薪等传统生物质能源的比重（表 3）。农户能源需求

的增加不仅加剧了商品能源供求紧张状况，而且也增加

了农民负担。同时，以秸秆、柴薪等传统生物质能源为

主的农村生活能源结构，造成植被破坏，不利于生态环

境保护。沼气作为可再生的清洁能源，既可替代秸秆、

柴薪等传统生物质能源[19]，也可替代煤炭等商品能源[20]。

发展农村沼气，优化农村能源消费结构，对缓解中国能

源压力和促进农村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表 3  中国农村生活能源消费情况 

Table 3  Consumption of life energy in rural China 
年份 能源消费总量/万 t 秸秆和柴薪/万 t 石化能源/万 t 电力/万 t 沼气和太阳能/万 t 人均能源消费量/kg 

2000 37537 20412 12981 3444 700 464 

2001 41585 22838 15506 2864 378 523 

2002 45581 25549 17054 2476 501 583 

2003 46497 25919 16877 3001 701 605 

2004 48490 26623 17975 2934 956 641 

2005 49205 26269 18537 3398 1001 653 

2006 52498 27476 20644 3352 1025 712 

2007 53979 25269 23983 3435 1291 742 

2008 61385 23749 32127 4168 1341 851 

2009 55195 25066 24366 4134 1629 774 
注：石化能源包括煤炭、成品油、天然气、煤气以及液化石油气；以上各种类型能源单位均折合为标准煤。 

 
2.2  规模化畜禽养殖业的快速发展促使中国沼气工程

快速增长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畜禽产品需求的持续

增长导致规模化养殖的蓬勃发展。2000－2009 年，中国

肉类、蛋类及奶类产品分别以年均 2.6%、2.1%和 16.8%

的速度增长，预计未来较长时间段内中国畜禽养殖业仍

将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在畜牧业快速增长的同时，养

殖方式也发生较大变化，规模化养殖逐渐代替散养方式。

以年生猪出栏 50 头及以上，奶牛存栏 5 头及以上，肉牛出栏

10 头及以上，蛋鸡存栏 500 只及以上，肉鸡出栏 2 000 只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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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为规模化养殖标准计算，2009 年，全国生猪、奶牛、肉

牛、蛋鸡和肉鸡规模化饲养水平依次为 61.3%、71.8%、40.9%、

79.4%和 84.6%，分别比 2002 年提高了 34.1、16.6、23.2、26.5
和 15.9 个百分点（图 2）。预计今后规模化养殖场和养殖小

区将得到进一步发展。2009 年，全国规模化养殖场（只统计

猪、牛、羊、鸡等大宗畜禽）约为 686.4 万处，其中养规模

在年生猪出栏 3000 头及以上，奶牛存栏 200 头及以上，肉牛

出栏 500 头及以上，羊出栏 1 000 只及以上，肉鸡出栏 10 万

羽及以上，蛋鸡 5 万羽及以上的大中型畜禽养殖场达到 3.7
万处。而 2009 年，中国畜禽养殖场沼气工程只有 5.6 万处，

只有 0.8%的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建立了沼气工程，因此，还有

较大发展潜力。 

 
图 1  中国规模化养殖变化趋势 

Fig.1  Trend of scale feeding in China 
 

2.3  生态环境保护的压力将促使政府继续增加对沼气

建设的投资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改

善生态环境，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中国未来发展的

政策重点。目前，柴薪仍是中国农村的主要生活用能之

一，2009 年，中国农村生活能源消耗柴薪近 1.8×108 t，
相当于 0.28×108 hm2林地的年生物蓄积量。长期以来“没

有柴烧就砍树”的生活方式，对中国生态环境造成了极

大破坏。2000 年至 2009 年，中国污水排放量、单位耕地

化肥施用量以及农药施用量分别以年均 4.0%、3.7%和

4.0%的速度增长。工农业生产以及居民生活造成的水体

污染和土地污染已经严重制约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沼

气池在处理废水的同时可以产生能量和有机肥料，是处

理有机废水尤其是食品化工行业和农业废水的最佳选择

之一。研究表明，2010 年发展 4 000 万户农村户用沼气

相当于替代 933 万 hm2 林地年蓄积量。使用沼渣、沼液

替代化肥和农药，可减少 20%以上的农药和化肥施用量，

降低农产品农药残留 1 个百分点以上[7]。 

3  中国沼气未来发展的制约因素 

尽管中国沼气发展取得了较大成就，而且仍有许多

因素推动中国沼气事业继续发展，但是未来中国沼气发

展还面临一些制约因素，主要表现为： 
3.1  城市化进程加速和农民收入水平提高导致农户使

用沼气的积极性下降 
1995 年中国农村人口达到高峰后开始逐年回落，农

村家庭户数的减少导致中国适宜发展沼气的农户相应减

少。城市化的另一影响是农村劳动力减少，影响了农户

使用和建设沼气池的积极性[21]。据研究，农户收入水平

的提高对使用沼气的影响呈倒“U”型变化。在收入较低

的阶段，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农村居民追求方便、清

洁能源消费的意识有所提高，很多农村居民选择使用沼

气；但是，当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时，农户更愿意使用

煤炭、天然气等更为便捷的商品能源[22]。伴随着农户收

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农村发展沼气的速度将有所减缓。 
3.2  散养农户减少导致沼气原料短缺 

养殖结构的变化对中国农村户用沼气发展产生深远

影响，规模化养殖已经成为中国畜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近年来，中国畜禽散养农户逐年减少。以生猪出栏 50 头

以下，奶牛存栏 5 头以下，肉牛出栏 10 头以下，羊出栏

30 头以下，蛋鸡存栏 500 只以下，肉鸡出栏 2 000 只以

下为散养农户标准，2009 年，中国生猪、奶牛、肉牛、

羊、鸡的散养户数分别比 2008 年下降了 7.7%、7.8%、

3.3%、7%和 5.7%。2009 年，中国各类畜禽散养农户合

计 1.5×108 户[23]。考虑到混合养殖以及部分养殖规模过

小的散养户，中国适宜建设以畜禽粪便为原料的农村户

用沼气池的农户更少。由于秸秆制取沼气技术还不十分

成熟，散养户的减少将导致部分农村户用沼气因原料不

足而停用甚至弃用[13,21]。 
3.3  融资渠道单一、资金不足成为中国沼气发展的主要

制约因素 

中国农村户用沼气建设主要依靠中央补助和农户自

筹资金建设，地方配套资金相对较少。目前每户“一池三

改”（即户用沼气池建设与改厕、改圈和改厨同步设计，

同步施工）沼气建设投资约 5 800 元左右，中央投资补贴

标准只占 24%。农村沼气项目中央补助标准明显偏低造成

了一些地方“三改”不到位，建设质量不高和使用率下降，

影响农村沼气的可持续发展[24]。2000 年中国开始对畜禽养

殖场沼气工程进行补贴，但是国家补贴项目占中国已建沼

气工程的不足 1%。养殖场和企业建设沼气工程需要增加

投入，同时所产沼气、沼渣、沼液由于市场不完善而难以

产生经济效益，企业缺乏建设沼气工程的动力。融资渠道

有限制约了全国范围沼气工程的建设[25]。 
3.4  相关政策不完善，导致企业发展沼气事业动力不足 

为了鼓励发展沼气，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激励政

策。尽管这些法规规定对可再生能源发电予以一定的补

贴，但是国家尚未制订强制性的可再生能源发电收购法

案，电力公司往往以各种借口拒绝以高于成本的电价购

买沼气发的电，导致沼气工程发电上网困难。目前中国

养殖场沼气工程产生的沼气仅有不到 3%用于发电，其余

主要用于集中供气、养殖场自用，甚至没有得到有效利

用[15]，这不仅对大气产生二次污染，而且也降低了养殖

企业和工业企业建设沼气工程的积极性。 
3.5  服务体系尚不完善，沼气发展存在安全隐患 

长期以来，由于部分地区片面追求建池率，中国农

村沼气发展存在重建设轻管理的局面。近年来，国家认

识到沼气服务体系的重要性，加大了对农村沼气服务体

系的投资，但是目前中国农村沼气服务网络仍不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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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服务体系不健全，缺乏沼气池维修的专业技术人员，

部分沼气设备、配件难以更换，导致大量沼气池使用时间

短，甚至废弃，有些沼气池还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19,26]。服

务体系的落后和沼气发展存在的安全隐患导致大量沼气池

废弃的同时也挫伤了农户建设、使用沼气池的积极性。 

4  政策建议 

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沼气事业健康发展，本研究提

出以下政策建议： 
完善沼气服务体系，推动沼气技术进步，提高农村

户用沼气池利用效率。政府部门应进一步完善沼气服务

体系，在经济发达地区尝试沼气物业化管理方式，减小

因农村劳动力减少、经济水平提高给沼气发展带来的负

面冲击。进一步攻克秸秆制取沼气技术，简化户用沼气

池操作方式，大力推广农村户用沼气综合利用模式。 
调整沼气投资和补贴结构，扩大沼气建设融资渠道，

合理配置建设资金。加大对贫困地区尤其是生态脆弱地

区农村户用沼气投资力度，加大对配套设施的投资力度，

提高户用沼气中央补助比例。在人口稠密，养殖小区发

达的地区，加大对养殖小区和联户沼气工程的投资力度，

提高政府投资比例，对养殖小区和联户沼气工程予以政

策倾斜。在规模化养殖发达地区，应重点补贴大中型沼

气工程，适当减少对这些地区户用沼气的投资和补贴力

度。另外，对农村户用沼气池建设应采取较为严格的审

批制度，对原料不足农户建池不予财政补贴。 
进一步完善、细化可再生能源发展政策法规，培育、

规范沼气利用市场。制定沼气发电上网细则，核算沼气

发电上网成本，对大中型沼气工程发电上网电价予以财

政补贴和税收优惠，强制电网企业收购沼气发电。鼓励

大中型沼气工程向周边用户供气，对管道铺设以及沼气

价格予以补贴，培育沼气、沼渣、沼液利用市场，规范、

完善沼气产业体系。 

5  结  论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推动下，中国

沼气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过去 10 a 中国沼气投资和

建设快速发展、沼气综合和可持续发展利用模式不断创

新。预计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中国沼气行业既面临农

村能源需求增加、规模化养殖快速发展以及环境治理压

力加大等因素的驱动；也面临农户使用沼气积极性下降、

沼气池建设适宜农户减少、融资渠道单一以及沼气市场

不健全、法规不完善等因素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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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rowing demand for oil imports and the pressure to tackle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have given rise to 
mounting attentions on biogas development in China. A comprehensive overview of biogas development in China, 
technology improvement, and related government policies were provided. The potential driving forces and constraints 
for its future development were also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policy suggestions were 
recommended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s biogas industr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with the development 
in the last 60 years, China’s biogas had increased rapidly, several models in sustainable use of biogas had emerged, and 
the government support had largely promoted biogas development in China. Although the concerns for energy shortage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ould still drive the expansion of China’s biogas in the future, the decline of backyard 
farming system, the shortage of household capacity in raising capital for biogas investment, and the incompleteness of 
biogas support policies would constrai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biogas in China.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is analysis, 
policy suggestion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s biogas in the future were provided. 
Key words: biogas, investments, energy utilization, current status, driving forces, constraint, policy sugges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