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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摘要 

中国政府一直重视农村能源建设。上世纪 80 年代初以来，开展了以小水电

为主的初级电气化县、薪炭林重点县、沼气重点县、省柴灶试点县等多种大面积

示范工程，并大为推广。在此基础上，从“八五”开始，中国又开始组织实施“百

县农村能源综合建设”，到 2000 年全国已有 300 多个县开展了这项工作。目前，

户用省柴节能灶、小水电、沼气和太阳能热水器等农村可再生能源技术已在全国

得到了较大规模的推广利用。 

2005 年农村能源的基本状况是： 

 能源消费总量 8.74 亿吨标准煤（tce），其中商品能源 5.69 亿吨标准煤，

占 65.1%，非商品能源 3.05 亿吨标准煤，占 34.9%。 

 生活用能 4.91 亿吨标准煤，其中商品能源 2.19 亿吨标准煤，占 44.6%，

非商品能源 2.72 亿吨标准煤，占 55.4%。 

 按全国 2860 个县（及县级市）平均，每个县能源消费 30 万吨标准煤，

非商品能源 10 万吨标煤，生活用能 17 万吨标准煤，其中生活用非商品

能源 9.5 万吨标准煤。 

 人均能源消费约 1 吨标准煤，其中生活用能人均 0.56 吨标准煤，生活用

非商品能源人均 0.31 吨标准煤。 

 按农村家庭每户 4 人计，每户生活用能 2.24 吨标准煤，其中非商品能源

1.24 吨标准煤。 

 全国 1400 多个县建立了农村能源管理机构，1800 多个县、7500 多个乡

建立了农村能源技术推广机构，从事农村能源管理和技术推广的人员约

4.5 万人。 

2007 年农村能源的基本状况是： 

 能源消费总量 9.03 亿吨标准煤（tce），其中商品能源 6.04 亿吨标准煤，

占 66.8%，非商品能源 3.00 亿吨标准煤，占 33.2%。 

 生活用能 4.83 亿吨标准煤，其中商品能源 2.18 亿吨标准煤，占 45%，非

商品能源 2.66 亿吨标准煤，占 55%。 

 按全国 2860 个县（及县级市）平均，每个县能源消费 31.6 万吨标准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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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商品能源 21.1 万吨标煤，非商品能源 10.5 万吨标煤；生活用能 16.9

万吨标准煤，其中非商品能源 9.3 万吨标准煤。 

 人均能源消费约 1.0 吨标准煤，其中生活用能人均 0.54 吨标准煤，生活

用非商品能源人均 0.30 吨标准煤。 

 按农村家庭每户 4 人计，每户生活用能 2.2 吨标准煤，其中非商品能源

1.2 吨标准煤。 

 全国 1400 多个县建立了农村能源管理机构，1800 多个县、7500 多个乡

建立了农村能源技术推广机构，从事农村能源管理和技术推广的人员约

4.5 万人。 

随着我国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战略目

标的提出，我国的可再生能源发展步伐进一步加快，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已经成

为我国能源战略的重要内容。根据 2004 年的统计，我国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总量

已经达到 4 亿吨标准煤，在我国的能源结构中占 20%，其中传统方式的生物质能

利用提供了 2.5 亿吨标准煤，水电装机容量达到 1 亿千瓦，提供 1.25 亿吨标准煤，

太阳能、风电、现代技术生物质能利用等提供 2500 万吨标准煤的能源。不计传

统的生物质能利用，其他可再生能源利用在全国能源总消费中所占的比例达到

7.5%，可再生能源已经开始在我国的能源供应体系中发挥作用。 

2005 年 2 月，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该法于 2006

年 1 月 1 日开始实施。同时，国家已经开始制定法律相应的配套法规和政策，主

要有提出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总量目标，制定可再生能源发展中长期规划，提出鼓

励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具体管理办法(电价和费用如何分摊)，出台可再生能源有关

技术标准，制定鼓励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经济政策等，这些将有力地推动对我国可

再生能源发展的进程。 

在《可再生能源法》的推动下，可再生能源发展步伐明显加快，水电开发、

风力发电场、沼气工程、生物燃料乙醇、太阳能热利用的规模越来越大。2006

年，水电新增装机容量超过 1000 万千瓦，累计装机容量达到 1.2 亿千瓦；风电

新增装机容量 133 万千瓦，相当于过去 20 年的总和，总装机容量达到 260 万千

瓦；太阳能热水器生产能力达到 2000 万平方米，累计使用量达到 9500 万平方米；

生物质能开发利用呈现出多元化发展局面，农村户用沼气达到 2260 万户，受益

人口超过 7500 万，大中型沼气工程达到 3500 多处，沼气年生产及使用量超过

100 亿立方米，农作物秸秆发电示范项目投产运行，生物液体燃料工作全面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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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质成型燃料试点取得初步进展。 

根据国家《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2010 年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

包括水电、风电、太阳能以及现代技术的生物质能利用等，将达到 2.7 亿吨标准

煤，占到能源耗费总量的 10%。其中，水电装机达到 1.8 亿千瓦，风电装机超过

500 万千瓦，生物质发电达到 550 万千瓦，太阳能发电达到 30 万千瓦；燃料乙

醇和生物柴油年利用量分别达到 200 万吨和 20 万吨；沼气年利用量达到 190 亿

立方米，太阳能热水器总集热面积达到 1.5 亿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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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村能源发展情况回顾和变化分析 

2.1 农村地区能源消费情况回顾 

2.1.1  1995 年中国农村地区能源消费情况 

1995 年我国商品能源一次能源消费总量为 13.1 亿吨标准煤。农村地区能源

消费总量为 6.48 亿吨标准煤，其中煤、油、电等商品能源为 3.81 亿吨标准煤，

占全国商品能源消费总量的 29%；包括传统生物质能在内的非商品能源消费量为

2.67 亿吨标准煤，相当于当年全国商品能源消费总量的 20%。农村地区能源消费

中生产用能为 2.66 亿吨标煤，占 41%；生活用能为 3.83 亿吨，占 59%。农村生

产用能以煤为主，占生产用能总量的 58.0%，生活用能以秸秆和薪柴为主，分别

占生活用能总量的 39.4%和 26.2%。1995 年农村地区人均能源消费 0.67 吨标煤。 
  

表 1  1995 年中国农村地区能源消费情况 

品种 单位 
实物量 标煤（万吨标煤） 

生产 生活 生产 生活 小计 %  

原煤 万吨 21155 12047 15404 8611 
25295 39.0 

焦炭 万吨 1357   1280 0  

电力 亿千瓦时 1617 1107 4370 4192 8562  13.2

油品 万吨 1616（柴油）

1096（汽油）

178 

（煤油）

2352 

1613 

256 

0 
4221 6.5 

商品能源小计  25019 13059 38078  58.7

薪柴 万吨 2727 17560 1557 10013 11570 17.9 

秸秆 万吨   30330 0 15092 15092 23.3 

其他（沼气、太阳热水器：10.5+58.2）   0 68.7 68.7 0.1 

非商品能源小计 1557 25174 26731 41.3 

合计 万吨标煤     26576 38283 64809 100 

基础数据来源：《中国农村能源统计年鉴 1997》，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 

2.1.2  2000 年中国农村地区能源消费情况 

2000 年，我国商品能源一次能源消费总量为 13.8 亿吨标煤。农村地区能源

消费总量 6.72 亿吨标煤，其中煤、油、电等商品能源消费总量为 4.50 亿吨标准

煤，占全国商品能源消费总量的 33%；包括传统生物质能在内的非商品能源消费

量为 2.22 亿吨标准煤，相当于当年全国商品能源消费总量的 16%。农村地区能

源消费中生产用能为 3.0 亿吨标煤，占 45%；农村生活用能为 3.71 亿吨，占 55%。

农村生产用能以煤为主，占生产用能总量的 53%，生活用能以秸秆和煤为主，分

别占生活用能总量的 33%和 32%。2000 年农村地区人均能源消费 0.79 吨标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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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00 年中国农村地区能源消费情况 

品种 单位 
实物量 标煤（万吨标煤） 

生产 生活 生产 生活 小计 %  

原煤 万吨 22461 16528 16037 11801 
29328 43.6

焦炭 万吨 1580   1490   

电力 亿千瓦时 1617 861 6469 3444 9913  14.8

油品 万吨 3185 529 4555 757 5312 7.9 

其他（LPG、天然气、煤气：396.6+17.1+9.6）  423 423 0.6 

商品能源小计  28551 16425 44976  66.9

薪柴 万吨 2620 14100 1496 8052 9548 14.2

秸秆 万吨   28812  12360 12360 18.4

其他（沼气、太阳热水器：162+144）    306 306 0.5 

非商品能源小计 1496 20718 22214 33.1

合计 万吨标煤     30047 37143 67190 100 

基础数据来源：农业部科技教育司《2000 年全国农村可再生能源统计资料》 

2.1.3  2005 年中国农村地区能源消费情况 

2005 年，我国商品能源一次能源总消费量为 22.3 亿吨标煤。农村地区能源

消费总量 8.74 亿吨标煤，其中煤、油、电等商品能源消费总量为 5.7 亿吨标准煤，

约占全国商品能源消费总量的 26%，其中包括传统生物质能在内的非商品能源消

费量为 3.0 亿吨标准煤，相当于当年全国商品能源消费总量的 13%。农村地区能

源消费中生产用能为 3.83 亿吨标煤，占 44%；生活用能为 4.91 亿吨，占 56%。

农村生产用能以煤为主，占生产用能总量的 56％，生活用能以原煤和秸秆为主，

分别占生活用能总量的 34%和 32％。2005 年农村地区人均能源消费 0.96 吨标煤。 
 

表 3  2005 年中国农村地区能源消费情况 

品种 单位 
实物量 标煤（万吨标煤） 

生产 生活 生产 生活 小计 %  

原煤 万吨 27969 23367 19970 16684 
38260 43.8

焦炭 万吨 1703   1606  0 

电力 亿千瓦时 1650 850 6601 3398 9999  11.4

油品 万吨 4770 853 6821 1220 8041 9.2 

其他（LPG、天然气、煤气：570.9+33.9+28.0） 0 642 642 0.7 

商品能源小计  34998 21944 56942 65.1

薪柴 万吨 5757 18055 3287 10310 13597 15.6

秸秆 万吨   37201  15960 15960 18.3

其他（沼气、太阳热水器：493+416）    909 909 1.0 

非商品能源小计 3287 27179 30466 34.9

合计 万吨标煤     38285 49123 87408 100 

基础数据来源：农业部科技教育司《2005 年全国农村可再生能源统计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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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2007 年中国农村地区能源消费情况 

根据最新得到的统计数字，2007 年中国农村地区能源消费总量为 9.04 亿吨

标煤，其中商品能源消费总量为 6.04 亿吨标准煤，占 66.8%；非商品能源消费总

量 3.00 亿吨标准煤，占 33.2%。农村地区能源消费中生产用能为 4.20 亿吨标煤，

占 46.5%；生活用能为 4.83 亿吨，占 53.5%。农村生产用能以煤为主，占 57%，

生活用能以原煤和秸秆为主，分别 34%和 33%。 
 

表 3-2  2007 年中国农村地区能源消费情况 

品种 单位 
实物量 标煤（万吨标煤） 

生产 生活 生产 生活 小计 %  

原煤 万吨 33303 22961 23788 16401 
42419 46.9

焦炭 万吨 2296   2230  0 

电力
*
 亿千瓦时 1666 859 5997 3091 9088 10.1 

油品 万吨 4607 965 6581 1378 7959 8.8 

其他（LPG、天然气、煤气：862
**
+32+12 万吨标煤）  906 906 1.0 

商品能源小计  38596 21776 60372 66.8 

薪柴 万吨 6768 18217 3452 9291 12743 14.1 

秸秆 万吨   33998   15979 15979 17.7 

其他（沼气、太阳热水器：731+560 万吨标煤）   1291 1291 1.4 

非商品能源小计 3452 26561 30013 33.2 

合计 万吨标煤     42048 48337 90385 100 

数据来源：农业部科技教育司《2007 年全国农村可再生能源统计资料》； 

注* 电力消费量折标煤系数：1 亿千瓦时＝3.6 万吨标煤；** 液化石油气消费量据各省情况有所修正。 

 

2.2 农村地区能源消费变化情况分析 

2.2.1  农村地区能源消费结构的变化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1995 年、2000 年和 2005 年全国商品能源一次

能源消费总量分别为 13.1 亿吨、13.8 亿吨和 22.3 亿吨标准煤。根据农业部的统

计，包括传统生物质能利用在内，1995 年、2000 年和 2005 年全国农村地区的能

源消费总量分别为 6.48 亿吨、6.72 亿吨和 8.74 亿吨标准煤。具体的能源消费结

构变化情况参见表 4、表 5 和图 1、图 2 所示。 

表 4  中国一次能源消费结构变化情况 

年 度 1995 2000 2005 1995-2005 增长 

能源消费总量（亿吨标准煤） 13.1 13.8 22.3 9.2 
品种比例 100 100 100 -- 

原煤（%） 74.6 67.8 68.9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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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度 1995 2000 2005 1995-2005 增长 

石油（%） 17.5 23.2 21.0 +3.5 
天然气（%） 1.8 2.4 2.9 +1.1 

水电、核电、风电（%） 6.1 6.7 7.2 +1.1 
基础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06--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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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中国商品能源一次能源消费结构变化情况 

表 5  中国农村地区能源消费结构变化情况 

年 度 1995 2000 2005 2007 1995-2007 增长

消费总量 
（亿吨标准煤） 

6.48 6.72 8.74 9.03 2.55 

品种比例 100 100 100 100 -- 

煤炭（%） 39.0 43.6 43.8 46.9 +7.9 

油品（%） 6.5 7.9 9.2 10.1 +3.6 

电力（%） 13.2 14.8 11.4 8.8 -4.5 

天然气、LPG、煤气

（%） 
- 0.6 0.7 1.0 +1.0 

商品能源总计（%） 58.7 66.9 65.1 66.8 +8.1 

薪柴（%） 17.9 14.2 15.6 14.1 -3.8 

秸秆（%） 23.3 18.4 18.3 17.7 -5.6 

沼气、太阳能（%） 0.1 0.5 1.0 1.4 +1.3 

非商品能源总计（%） 41.3 33.1 34.9 33.2 -8.1 
基础数据来源：中国农村可再生能源统计资料--农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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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  中国农村地区能源消费变化发展情况 

表 6 农村地区商品能源消费占全国商品能源消费比例的变化情况 

年 度 1995 2000 2005
1995-2005 

增长数量 

1995-2005 年

均增长率（%）

全国商品能源消费总量（亿吨标煤） 13.1 13.8 22.3 9.2 7.0 

农村地区商品能源消费总量（亿吨标煤） 3.81 4.50 5.69 1.88 4.9 

农村地区商品能源消费所占比例（%） 29.1 32.6 25.5 -3.6  - 

1995-2005 年全国商品能源消费总量的变化情况及农村地区商品能源消费占

全国商品能源消费比例的变化见图 3 所示。 

 

 

 

 

 

 

图 3  全国商品能源消费及农村地区消费所占比例的变化 

综合 1995、2000、2005 年农村地区的能源消费情况，可以看出，农村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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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能源消费约占全国商品能源消费总量的 30%。 

2.2.2  农村地区生活能源消费的变化 

根据农业部的统计数字，1995 至 2005 年期间农村地区生产用能的年均增长

率约为 4%，生活用能的年均增长率约为 3%，其具体变化情况参见表 7。 

表 7  1995-2005 农村地区能源消费情况比较                     单位：万吨标煤 

年 度 1995 2000 2005 2007 

1995-2000 

年均增长率

（%）及变化

2000-2005 

年均增长率 

（%）及变化 

1995-2007 

年均增长率 

（%）及变化

消费总量 64809 67190 87408 90385 0.7 6.0 2.8  

生产用能 26576 30047 38285 42048 2.6 5.5 3.9  

生活用能 38283 37143 49123 48337 -0.6 6.5 2.0  

生活用能占

总量比（%） 
59.1  55.3  56.2 53.5 -3.8 +0.9 -5.6 

基础数据来源：中国农村可再生能源统计资料--农业部 

由表 7 可以看出，农村地区的能源消费总量在不断上升，2000 年至 2005 年

期间增长幅度高于 1995 年至 2000 年期间的增长幅度，但生活用能消费所占比例

基本保持在 60%左右。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全国生产和生活用能的商品能源消费情况的发展变

化如表 8 所示。与表 7 中的数据相比可以看出，全国农村地区生产与生活用能的

变化与全国商品能源消费情况的变化还是基本一致的。 
 
表 8  全国商品能源消费变化情况                        单位：万吨标准煤 

 1995 2000 2005 

1995-2000 

年均增长率

（%）及变化

2000-2005 

年均增长率 

（%）及变化 

1995-2005 

年均增长率 

（%）及变化

生产总量 129034 109000 206068 -3.1 17.8 6.0 

消费总量 131176 138553 223319 1.1 12.2 7.0 

生产用能消费 115431 122588 199926 1.2 12.6 7.3 

生活用能消费 15745 15965 23393 0.3 9.3 4.9 

生活用能比例（%） 12.0 11.5 10.5 -0.5 -1.0 -1.5 

基础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6 

2.2.3  农村地区人均能源消费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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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农业部的统计数字，1995-2005 年中国农村地区的人均能源消费数量及

变化如表 9、图 4 所示。 

表 9   1995-2005 年中国农村地区人均能源消费数量的变化 
年 度 1995 2000 2005 1995-2005 年均增长率(%) 

消费总量 64809 67190 87408 3.5 

人均消费量（吨标煤） 0.67 0.79 0.96 4.3 

数据来源：中国农村可再生能源统计资料--农业部 

 

 

 

 

 

 

 

 

 

图 4  中国农村地区人均能源消费变化情况 

 

2.3 典型地区农村能源消费状况 

2.3.1  典型地区农村能源消费总量比较 

根据农业部的统计资料，2005 年典型地区农村能源消费总量及人均消费总

量情况比较如表 10、图 5 和图 6 所示。 

表 10  2005 年典型省份农村能源消费总量情况比较 

地  区 单 位 河北省 浙江省 云南省 甘肃省 

乡村总人口 万人 5241  3447  3546  2065  

农村能源消费总量 万吨标煤 6028  3875  2575  1419  

农村生活用能消费 万吨标煤 3341.5  1041.4  1614.7  828.3  

农村生产用能消费 万吨标煤 2686.4  2833.6  960.3  591.1  

人均能源消费总量 吨标煤 1.15  1.12  0.73  0.69  

人均生活用能消费 吨标煤 0.64  0.30  0.46  0.40  

人均生产用能消费 吨标煤 0.51  0.82  0.27  0.29  

中国农村地区人均能源消费变化情况（1995－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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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地区农村能源消费总量比较（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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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  2005 年典型省份农村能源消费总量情况比较  

典型地区农村人均能源消费总量比较（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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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6  2005 年典型省份农村人均能源消费总量情况比较 

可以看出，经济较发达的浙江省，生产用能消费数量在农村能源消费中的比

例远远高于其他地区；处于北方地区、西北地区和西南高原地区的河北、甘肃、

云南三省其人均生活用能消费量均高于东部沿海地区的浙江省。 

2.3.2  典型地区农村生活能源消费情况比较 

根据农业部的统计资料，2005 年典型地区农村生活能源消费品种、数量及

人均消费情况比较如表 11、图 7 和图 8 所示。 

表 11  2005 年典型省份农村能源消费总量情况比较 

科  目 能源品种 河北省 浙江省 云南省 甘肃省 

农村生活用能

消费数量 
（万吨标煤） 

秸秆 775.8  106.4  238.2  274.4  

薪柴 563.5  184.7  579.4  141.4  

煤炭 1680.2  125.5  628.3  337.2  

电力 185.0  449.0  64.5  27.9  

成品油 71.5  70.7  43.5  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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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能源品种 河北省 浙江省 云南省 甘肃省 

沼气 30.2  3.1  50.4  3.1  

液化石油气 34.5  97.7  10.1  3.8  

太阳能 66.6  22.4  11.7  25.1  

人均生活用能

消费数量 
（公斤标煤） 

秸秆 148.0  30.9  67.2  132.9  

薪柴 107.5  53.6  163.4  68.5  

煤炭 320.6  36.4  177.2  163.3  

电力 35.3  130.3  18.2  13.5  

成品油 13.6  20.5  12.3  19.5  

沼气 5.8  0.9  14.2  1.5  

液化石油气 6.6  28.3  2.9  1.8  

太阳能 12.7  6.5  3.3  12.1  

典型地区农村生活能源消费总量比较（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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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2005 年典型省份农村生活用能消费情况比较 

典型地区农村人均生活能源消费量比较（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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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2005 年典型省份农村人均生活用能消费情况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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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除经济较发达的浙江省之外，煤炭、薪柴和秸秆仍然是农村生活

用能消费中的主要能源；农村人均生活用电数量与当地经济的发展程度依次升

高，以浙江省为最高。云南省的薪柴消费高于其它省区的消费数量，显示出与当

地森林资源条件的关联；较多数量的秸秆能源消费省则体现在位于北方地区的河

北和甘肃两省；位于西南地区的云南省表现出其沼气能源利用较好，而太阳能开

发利用的优势则显示于北方地区的河北、甘肃两省，这些都体现出当地的能源资

源条件。 

2.3.3  典型地区农村生活用能消费品种构成情况比较 

2005 年典型地区农村生活用能消费能源品种比例构成如图 9 所示。  

典型地区农村人均生活能源消费结构比较（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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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2005 年典型省份农村人均生活用能消费品种构成比较 

可以看出，在河北、云南、甘肃三省的农村生活用能中的，煤炭所占比例均

高于其它能源品种；而在经济发达的浙江省，电力则是生活能源消费的主要品种。  

2005 年中国农村地区生活用能能源源消费品种构成如图 10 和表 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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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中国农村生活用能结构

Rural Energy Structure for Living,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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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2005 年中国农村地区生活用能源消费结构 

表 12  2005 年中国农村地区及典型地区生活能源消费品种构成 

能源品种 全国 河北省 浙江省 云南省 甘肃省 

秸秆 32.3 23.2 10.2 14.8 33.1 

薪柴 20.8 16.9 17.7 35.9 17.1 

煤炭 33.7 50.3 12.0 38.9 40.7 

电力 6.9 5.5 43.1 4.0 3.4 

成品油 2.5 2.1 6.8 2.7 4.8 

沼气 1.0 0.9 0.3 3.1 0.4 

液化石油气 1.2 1.0 9.4 0.6 0.5 

太阳能 1.6 2.0 2.2 0.7 3.0 

总计（％）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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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村地区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情况分析 

3.1 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情况回顾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农村经济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推动下，东部地区农村经济呈现繁荣发展的局面。同时，中国政府提

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农村地区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也相应进入了一个新的发

展阶段，农村地区的商品能源供应日益丰富，农作物秸秆出现大量剩余，太阳能

热水器开始进入农民家庭，农村沼气技术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推广应用，小型风力

发电机、太阳光伏电源、微型水利发电等分散性小型电源技术开始在偏远的农村

地区试点使用。 

根据农业部的统计，2006 年各省区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情况如表 11 及

图 9、图 10 所示。 

表 11   2006 年各省农村地区可再生能源利用情况 

省 区 

沼气 太阳 

热水器
太阳房 太阳灶 太阳电池 微水电 小风电

 其中： 

(万 m
3
) 沼气工程 (万 m

2
) (万 m

2
) (台) （kW） （kW） （kW）

北  京 583 359 49 11 2764 2028 0 0 

天  津 291 1177 23 0 0 0 0 0 

河  北 65268 1078 439 153 5206 239 30 0 

山  西 6533 348 374 0 353 0 0 121 

内  蒙 2519 69 15 158 12557 0.49 4775 0 

辽  宁 10313 305 109 402 891 200 16 0 

吉  林 1324 218 17 216 411 1.6 44 0 

黑龙江 2209 39 21 175 296 230 148 0 

上  海 0 0 0 0 0 0 0 0 

江  苏 8749 951 332 6 37 0 2303 0 

浙  江 6493 2879 281 0 0 6.9 11.9 313 

安  徽 12117 74 224 1 0 0.7 251 7748 

福  建 19977 5459 28 0 0 0 546 6603 

江  西 43130 702 33 0 0 0 1.8 26468 

山  东 22075 8317 576 20 12858 21 472 72 

河  南 73246 5699 146 1 10 0.56 21 8396 

湖  北 44962 407 100 0 147 1.1 272 699 

湖  南 78472 1135 69 0 0 0 3.9 14549 

广  东 10242 1719 1 1 4 10.2 41 22137 

广  西 113271 87 17 0 0 0 447 44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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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区 

沼气 太阳 

热水器
太阳房 太阳灶 太阳电池 微水电 小风电

 其中： 

(万 m
3
) 沼气工程 (万 m

2
) (万 m

2
) (台) （kW） （kW） （kW）

海  南 15904 1653 393 0 0 23 868 136 

重  庆 22602 228 1 0 0 0 0 308 

四  川 121937 1692 34 0 13595 60 0 475 

贵  州 45897 4 362 0 0 0 7 5943 

云  南 83614 17 140 0 0 19.5 14 14248 

西  藏 0 0 0 0 5864 0 0 0 

陕  西 15446 2 66 13 5411 0 14 19978 

甘  肃 6257 45 42 181 578023 241 590 15560 

青  海 1019 0 0 42 110810 665 131 8780 

宁  夏 3037 24 16 6 114254 207 255 0 

新  疆 3076 26 33 10 1747 229 2515 57

全  国 840562 34713 3941 1395 865238 3171 13779 196752

年供能折算  

（万吨标煤） 
600.2 -- 591.2 27.9 34.6 0.2 1.9 19.7 

基础数据来源：中国农村可再生能源统计资料 2006--农业部 
 

 
图 9  农村沼气开发利用分省分布图（按 2006 年沼气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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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农村太阳热水器利用分省分布图（按 2006 年使用面积） 

 

3.2 沼气开发利用 

3.2.1 农村沼气资源 

目前，农村沼气生产的主要资源是禽畜粪便。通过厌氧发酵技术，禽畜粪便

在制取沼气的同时，也转化为更加高效、优质的有机肥料。 

根据《中国农业年鉴-2006》，2005 年我国生猪出栏数量 6.6 亿头，年末存栏

5.0 亿头；家禽出栏数量 98.6 亿只，年末存栏 53.3 亿只，牛出栏 5 千万头，年末

存栏 1.41 亿头。 

2004 年，全国猪、牛、鸡三大类畜禽规模化养殖场约 336 万处1，大中型规

模化养殖场数量超过 1 万处2。由此可以算出，全国每年规模化畜禽养殖产生的

粪便资源量约为 11.2 亿吨，其沼气生产的潜力约为 200 亿立方米。 

 

                                                        
1 规模化养殖场是指猪年出栏 50 头以上、奶牛存栏 20 头以上、肉牛年出栏 50 头以上、蛋鸡存栏 2000 只

以上、肉鸡年出栏 2000 只以上的养殖场。 
2 大中型规模化养殖场是指猪出栏 3000 头以上、蛋鸡存栏 5 万羽以上、肉鸡出栏 10 万羽以上、奶牛存栏

200 头以上、肉牛出栏 500 头以上的养殖场 



 

 18  

表 14  2004 年全国规模化禽畜养殖场及粪便资源情况 

养殖 全社会规模化养殖 其中：大中型规模化养殖场* 

类别 
存(出)栏

(万头、只) 

鲜粪量 

(万吨) 

尿液  
(万吨) 

场(户)
数 

存(出)栏 
(万头只)

鲜粪量 
(万吨) 

尿液 
(万吨) 

生猪 23394.09  13942.88 23005.75 5254 3967.14 2364.42  3901.29 

奶牛 582.12  5736.81 2549.69 1485 85.05 838.14  372.51 

肉牛 1522.73  35570.97 18341.28 1485 138.02 3224.15  1662.45 

蛋鸡 141955.47 6217.65 0.00  593 4920.25 215.51  0.00 

肉鸡 412273.54 6431.47 0.00  1715 60760.42 947.86  0.00 

合计 579727.95 67899.78 43896.73 10532 69870.88 7590.07  5936.24 

基础数据来源：《中国农业年鉴 2005》、《中国畜牧统计 2005》 

根据农业部的统计，目前我国分散性的畜牧养殖户为，生猪 10675 万户，

奶牛 174 万户，肉牛 1592 万户，蛋鸡 6568 万户，肉鸡 5146 万户，羊 2843 万户，

役畜 2195 万户，详见表 15。 

表 15 全国分散养殖农户数量（2004 年）    单位：万户 

养殖 

类型 

分散养殖农户数量 备注：分散养殖分类标准 

合计 分散型Ⅰ 分散型Ⅱ 分散型Ⅰ 分散型Ⅱ 

生猪 10674.94 10193.39 481.55 出栏 1-9 头 出栏 10-49 头 

奶牛 173.53 151.09 22.44 存栏 1-5 头 存栏 6-20 头 

肉牛 1592.32 1553.70 38.62 出栏 1-10 头 出栏 11-50 头 

蛋鸡 6568.13 6299.79 268.34 存栏 1-49 只 存栏 50-2000 只 

肉鸡 5145.96 4997.16 148.80 存栏 1-99 只 存栏 100-2000 只 

羊 2843.19 2680.64 162.55 出栏 1-30 只 出栏 31-100 只 

数据来源：《农村沼气工程建设规划（2006－2010）》 

通过当地自然地理条件和农村经济发展条件等方面的因素进行综合分析，

全国分散性的畜禽养殖农户中适宜发展沼气的约为 1.48 亿户，约占总农户数的

60%，其沼气生产的潜力超过 500 亿立方米/年。 

3.2.2 当前农村沼气发展状况 

近年来，中国政府将农村沼气建设作为农村“六小工程”之一，加大了支持

力度。2003 年以来，中央将农村户用沼气建设列入国债项目给予支持。2005 年

中央继续以国债项目投资 10 亿元，在全国 27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建

设兵团和黑龙江农垦的 721 个县 9,144 个村安排实施项目，有 104 万农户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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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地区类别计算（含重复部分），退耕还林地区安排了 644 个项目县，投入资金

占中央投资 88.6%；西部地区安排 363 个项目县，投入资金占中央投资的 55.37%；

血吸虫等疫区安排 62 个项目县，投入资金占中央投资 16.11%。在沼气国债项目

的示范带动下，全国农村沼气建设呈现加速发展态势。  

1）户用沼气池 

2005 年全国新增户用沼气池 315 万户，实际利用数 1,715.9 万户，总产气量

70.6 亿立方米，年户均产气量 411.4 立方米；综合利用户数 1,124.96 万户。 

2）生活污水净化沼气池 

2005 年运行数量 14.6 万处，总池容 636.91 万立米，年处理污水 6 亿吨。生

活污水净化沼气池的推广，促进了农村和小城镇的环境治理，达到了不耗能、省

投资、管理方便和达标排放的效果。 

3）大中型沼气工程 

2005 年运行数量达 3,764 处，总池容 172.4 万立米，年处理废弃物 1.2 亿吨，

年产气量 3.4 亿立方米，发电 4 千万度，供气 138.4 万户。沼气工程的建设不仅

促进了农业废弃物的综合利用，而且为农村居民和村办工业提供了能源，实现了

沼液的综合利用，减轻了环境污染。 

4）设备制造产业 

2005 年以沼气配件制造、服务为主的生产企业共 3,000 余家，资产总额 14.05

亿元，销售额 16.6 亿元，实现利税 1.53 亿元。以不变价格计算的全行业销售设

备及制造总收入达 72 亿元，比上年增加 26%。 

5）技术创新与发展 

户用沼气技术经过多年的研究开发、试点示范，从池型设计、建池施工到

使用管理逐步成熟。研究出了适应不同气候、原料和使用条件的标准化系列池型；

开发出了各种方便实用的进出料装置和工具，解决了出料难问题，使沼气池的使

用管理简单易行。 

在建设内容上，由单一的沼气池建设，发展到与农户的改圈、改厕、改厨

工作相结合，形成“一池三改”的农村沼气建设系统。各地又进一步与农村改院、

改水、改田、改路等结合，创新了不少新的生态家园模式。使应用领域由“省柴

节煤、点灯烧饭”的层次，拓展到生产领域、生态领域和环境卫生领域。以沼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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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纽带的生态家园建设，不仅可以节柴、节水、节化肥，增粮、增猪、增收入，

而且村容村貌显著改善，达到绿化、美化、净化、硬化和亮化，深受农民欢迎，

是推进循环经济和建设节约型社会的重要举措。 
 

 

 

 

 

 

 

 

图 13  全国户用沼气池发展情况 

 

3.3 太阳能开发利用 

3.3.1 我国的太阳能资源状况和特点 

我国幅员广大，有着十分丰富的太阳能资源。据估算，我国陆地表面每年接

受的太阳辐射能约为 50×1018kJ，各地的太阳年辐射总量达 335～837kJ/cm2·a，

中值为 586kJ/cm2·a。 

图 14   中国太阳辐射密度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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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太阳能资源分布的主要特点有：太阳能的高值中心和低值中心都处在北

纬 22°～35°这一带，青藏高原是高值中心，四川盆地是低值中心；太阳年辐射总

量，西部地区高于东部地区，而且除西藏和新疆两个自治区外，基本上是南部低

于北部；由于南方多数地区云雾雨多，在北纬 30°～40°地区，太阳能的分布情况

与一般的太阳能随纬度而变化的规律相反，太阳能不是随着纬度的增加而减少，

而是随着纬度的增加而增长。 

3.3.2 当前太阳能开发利用状况 

1）太阳热水器 

我国太阳热水器的生产和使用自 20世纪 90年代后期迅速发展，产量由 2001

年的年生产量 820 万平方米增长到 2005 年的 1500 万平方米，年均增长 18.7%；

总保有量由 2001 年的 3200 万平方米增长到 2005 年的 7500 万平方米，年均增长

22.6％。 

太阳能热水器技术在中国已经完全商业化，生产企业有上千家，从业人员

在 15 万以上。2005 年中国太阳热水器产业总销售额近 200 亿元，生产能力和保

有量均居世界第一，产品已远销欧洲、东南亚、非洲等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出

口额已由 2001 年的 600 万美元增加到 2005 年的 2000 多万美元。 

2）太阳房 

我国到 2005 年底已建成被动式太阳房 1,500 多万平方米，主要是被动太阳

房；主动太阳房仅在北京、辽宁等个别地区进行试点，尚未批量建造。随着今后

绿色节能建筑的发展，太阳房的应用将会得到进一步发展。 

表 16   中国已建成被动式太阳房数量表 

年 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使用面积（万 m2） 970 1010 1105 1250 1360 1514 1395 

数据来源：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发展报告 2007--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协会 

3）太阳灶 

太阳灶目前在我国西部偏远地区仍有一定的市场，在今后一段时间内还会

有一定发展，但需要设计制造出质量好、寿命长、使用更方便的农村用太阳灶。

2005 年全国太阳灶使用和保有量约为 70 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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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中国太阳灶使用保有量表 

年 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保有量（万台） 33.2 50 52.1 54.2 57.7 68.6 86.5 

数据来源：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发展报告 2007--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协会 

4）太阳光伏发电 

九十年代后，我国光伏应用领域开始向工业领域和农村应用发展，并被列

入国家和地方政府计划。如西藏“阳光计划”、“光明工程”、“西藏阿里光明工程”

等。进入 21 世纪，特别是近 3 年的“送电到乡”工程，国家投资 20 亿元，安装了

20 兆瓦光伏发电系统，解决了我国 800 个无电乡镇的用电问题，推动了我国光

伏市场的增长。 

2005 年我国生产太阳电池达到 150 兆瓦以上，几乎 95%以上出口到国外。

不过，相比于所拥有的生产能力 500 兆瓦/年，实际产量还相去甚远。据初步统

计，到 2006 年底，我国太阳电池/组件的生产能力超过 1 吉瓦。 

2005 年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7 万千瓦以上，主要为边远地区的居民

供电。其中边远地区居民供电站 50%以上，每年的增长速度在 20%以上。除了

在边远无电地区得到应用外，十五期间也开展了并网屋顶光伏发电的示范，取得

了一定的技术和工程经验。光伏发电在工业和商业利用领域也有稳定的市场，城

市照明灯具的年生产量超过了 1 万千瓦，占世界市场的 70%。 

5）其他方面的利用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太阳温室有了大规模的发展，大棚种植和

养殖已成为设施农业的主要方式，大棚蔬菜种植成为各地农业生产的一项重要内

容。通过这些以太阳能利用为主要措施的设施农业的发展，大大丰富了城乡居民

的菜篮子，同时也为农民带来了明显的经济效益。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太阳干

燥、太阳空调、海水淡化等太阳能热利用，近两年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与应用。 

3.3.3 目前存在问题 

实践中太阳能热水器的推广使用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太阳热水器的安装

对建筑防水、承重等方面的影响；居民自行安装不规范，影响城市景观；屋顶所

有权存在争议，后期物业管理、维护不方便；高层建筑屋顶采光面积不够，不能

满足全部住户使用要求等等。因此，如何使太阳能利用设施与建筑融为一体，成

为今后太阳能开发利用中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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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动式采暖太阳房是太阳能热利用中的一种重要形式。长期以来，被动太阳

能采暖建筑被局限于在农村和能源短缺的边远地区。被动太阳能采暖技术及其应

用技术还没有被系统研究并应用于实施建筑节能措施之后的城镇建筑之中。 

目前太阳光伏发电的初始投资较高，无法在其生命周期内回收，因此单依靠

市场经济推动十分困难，今后除了需要进一步加强技术创新和降低成本之外，还

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 

 

3.4 风能资源利用开发利用 

3.4.1 我国的风力资源分布 

我国幅员辽阔，海岸线长，风能资源比较丰富。据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估

算，全国陆地上可开发利用的风能约 2.53 亿千瓦（依据地面以上 10 米高度风力

资料计算），海上可开发利用的风能约 7.5 亿千瓦，共计约 10 亿千瓦。风能资

源丰富的地区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及附近岛屿，内蒙古、新疆和甘肃河西走廊，

东北、西北、华北和青藏高原的部分地区。另外，内陆也有个别风能资源丰富的

地区。 

                  图 15  中国风能密度分布图 

3.4.2 大型风力发电技术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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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04 年底，全国风电场装机总容量为 76.4 万千瓦，其中 2004 年新投入

运行的风机容量为 19.7 万千瓦，年增长率达到 34%，主力机型为 600 千瓦到 1.5

兆瓦。2005 年，新投入运行的风机容量约 50 万千瓦，全国风电装机总容量达到

126 万千瓦，位居世界第十，亚洲第三，成为继欧洲、美国和印度之后发展风力

发电的主要市场之一。到 2006 年底，全国已建成约 80 个风电场，装机总容量达

到约 260 万千瓦。2006 年，新增装机 133 万千瓦，超过以前 20 年的累计总和，

年增长率达 105%。按照全国平均为 2000 小时的风电等效满负荷运转计算，2006

年风电上网电量约为 25 亿千瓦时。 

 

 

 

 

 

 

 

图 16  中国大型风力发电场发展情况 

目前，我国已经基本掌握单机容量 750 千瓦以下大型风力发电设备的制造

技术，正在开发兆瓦级的大型风电设备。2005 年已经开发出样机，正在准备试

生产。华锐风电、东方汽轮机公司、新疆金风等公司的兆瓦级变桨变速技术的产

品开始批量生产，并安装到风电场调试运行。 

中国已初步掌握了风电场运行管理的技术和经验，培养和锻炼了一批风电

设计和施工的技术人才，为风电的大规模开发和利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4.3 小型风力发电现状  

小型风力发电机是指单机功率小于 10 千瓦的风电机组发电，一般应在风力

资源较丰富的地区使用。即年平均风速在 3m/s 以上，全年 3-20m/s 有效风速累

计时数 3000h 以上；全年 3-20m/s 平均有效风能密度 l00W/m2 以上。目前，小型

风力发电机都采用蓄电池贮能，即小型风力发电机发出的电能首先经过蓄电池贮

存起来，然后再由蓄电池向用电器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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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传统的广大农牧区用户应用小型风力发电机组照明看电视以外，随着

燃料成本的上升，内陆湖区渔船、部队边防哨所、气象观测站、微波中继站等，

也逐步将柴油发电改为风力发电或风光互补发电。此外，生态环保公园，林荫小

道，别墅庭院等，也购买安装小型风力发电机组，作为景观供人休闲欣赏。目前，

全国约有 20 万台小型风力发电机用于边远地区居民用电，总容量约 2.5 万千瓦。 

据 23 个生产企业报表统计，2005

年共生产 30 千瓦以下独立运行的小型

风力发电机组 33,253 台，比上年增长

34.4%；其中 200 瓦、300 瓦、500 瓦

机组共生产 24,123 台，占全年总产量

的 72.5%，机组容量为 12,020 千瓦，

总产值 8,472 万元，利税 992.9 万元。

2005 年，15 家企业对外出口小型风力

发电机组 5,884 台，比上年增长 40.7%，

创汇 282.7 万美元，出口国家和地区达

到 24 个。 

 

3.5 小水电资源开发利用 

3.5.1 我国小水电资源的状况 

在我国小水电指装机容量不超过 5 万 kW 的小型水电站。据全国农村水电资

源复查初步成果，我国的小水电资源技术可开发量达到 1.28 亿 kW，年发电量为

4500 亿 kWh。 

我国小水电资源广泛分布在全国 1600 多个山区县，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

其中西部地区小水电技术可开发量占全国的 67.6%；中部地区小水电可开发量占

全国的 16.8%；东部地区小水电可开发量为 15.6%。 

图 17 小型风力发电机组在农牧区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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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中国小水电资源分布图 

3.5.2 小水电开发利用发展情况 

到 2005 年底，全国农村水电装机达到 4380 万千瓦，占全国水电装机的

37.6%，年发电量 1380 亿千瓦时，占全国水电发电量的 34.9%。农村水电装机容

量超过 100 万千瓦的有广东、四川、福建、云南、湖南、浙江、广西、贵州、江

西、湖北、重庆等 11 个省市，这些省市农村水电装机容量的总和占到全国的

86.1%；农村水电装机容量在 50~100 万千瓦之间的有陕西、安徽、甘肃、新疆

等 4 个省区。农村水能开发程度较高的有广东、浙江、福建、广西和湖北等省，

达到了 50%以上，开发程度最低的是西藏，只有 2.2%。 

截至 2005 年底，全国已建成 410 个水电农村电气化县，超额完成了国务院

部署的建设任务。410 个水电农村电气化县 80%分布在中西部地区，85%属于老

少边穷地区，涉及 25 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1.6 亿多人口，近 200

万平方公里。累计完成投资 1151 亿元，新增农村水电装机 1060 万千瓦，占全国

农村水电新增装机总数的 2/3。 

410 个电气化县的村、户平均通电率分别达到 99.4%和 98.8%；人均年用电

量达到 644 千瓦时，增长了 86%。5 年中累计解决了 1000 万无电人口的用电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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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全国农村水电站装机容量分布图（2005 年） 

3.5.3 微水电站发展现状 

按照最新的微水电容量定义（500kW 以下），我国微水电装机容量已接近 800

万 kW，涉及到的农村用电人口达 4 千万人以上。全国生产微小型水轮发电设备

的企业约 40 多家，年生产能力 3 万台以上，其中一些企业产品质量可靠、技术

性能先进，产品实现出口。 

 

3.6 农村生物质能开发利用 

3.6.1 我国生物质能资源状况 

3.6.1.1 农作物秸秆 

根据《中国生物质资源可获得性评价》，1995 年我国农作物秸秆年产出量为

6.04 亿吨，其中玉米秸秆 2.24 亿吨，小麦秆 1.40 亿吨，稻草 1.15 亿吨，油料作

物秸秆 4500 万吨，豆类秸秆 2681 万吨，其它杂粮秸秆 1669 万吨，薯类 1631

万吨，棉花秆 1430 万吨。除直接还田和收集损耗约占 15.0%外，秸秆可获得量

为 5.134 亿吨，用途大致分为三类：工业原料（主要用于造纸）约占总量的 2.3%；

牲畜饲料约占总量的 24.0%；直接作为燃料使用的秸秆约占总量的 31.5%。；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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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的秸秆约占总量的 27％，多数被闲置浪费或就地焚烧。 
 
 
 
 
 
 
 
 
 
 
 
 
 
 
 
 
 

图 19  中国农作物秸秆资源分布图 

3.6.1.2 薪柴资源 

1997 年，我国的森林覆盖率仅为 13.9%，人均有林地面积仅 1.7 亩，在世界

上排第 120位以后。目前中国每年消耗于薪柴的数量约占森林总消耗量的 32.5%，

但薪炭林资源只能供应所需薪材总量的 75%，薪柴采伐超过合理采樵量的 30%。 
 

 

 

 

 

 

 

 

 

图 20  我国农村薪柴自给程度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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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的薪柴消耗，致使森林植被大面积破坏，水土流失严重，引起区域性气

候、环境恶化；大量秸秆被燃用而无法还田，使得土壤有机质减少，土地生产能

力下降；生物质能量作为燃料过度消耗，引起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 

3.6.2 生物质能开发利用技术现状 

到 2006 年底，全国生物质发电累计装机容量 220 万 kW，其中蔗渣热电联

产 170 万 kW；农林废弃物、农业沼气、垃圾直燃和填埋气发电 50 万 kW。2006

年，国家和各地共核准 39 个生物质直燃发电项目，总计装机容量 128.4 万 kW，

投资预计 100.3 亿元。2006 年完成生物质气化及垃圾填埋气发电 3 万 kW，在建

的有 9 万 kW。 

1）生物质气化 

我国已开发出多种固定床和流化床小型(兆瓦级以下)气化炉，以木屑、稻

壳、树枝、秸秆等为原料生产燃气，热值为 4～10 兆焦/立方米。目前用于木材

和农副产品烘干的有 800 多台，村镇级秸秆气化集中供气系统近 600 处,年产生

物质燃气 2,000 万立方米。兆瓦级生物质气化发电系统已推广应用 20 多套。 

2）生物质液体燃料 

我国从上世纪末开始发展生物燃料乙醇。“十五”期间，在 4 个试点省生物燃

料乙醇年产量达到 102 万吨，目前已发展到 9 个省销售车用乙醇燃料。为扩大原

料来源，国内自主开发了以甜高梁茎杆为原料生产燃料乙醇的技术。近年来，在

全国各地试种的杂交甜高粱，均获得高糖高产。其茎秆产量每亩 4 吨以上，茎秆

汁液锤度（Brix）18 以上,籽粒产量 600～800 斤以上。 

目前全国已经有数十家生物柴油生产企业，年产量超过 10 万吨。 

3）生物质成型燃料 

生物质固化成型燃料是将作物秸秆、稻壳、木屑等农林废弃物粉碎后，送入

成型器械中，经外力作用压缩成需要的形状，然后作燃料直接燃烧，也可进一步

加工形成生物木炭。固化成型的燃料便于存贮和长途运输，易于实现大规模产业

化生产和供应等特点，用户使用较为方便。我国研究和开发出的生物质固化成型

机也已应用于生产，生产的致密成型燃料，也已应用于取暖和小型锅炉。 

4）生物质直燃发电 

2003 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先后批复了江苏如东、山东单县和河北晋州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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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国家级秸秆发电示范项目。据不完全统计，到 2006 年底，全国在建农作物秸

秆发电项目 34 个，分布在山东、吉林、江苏、河南、黑龙江、辽宁和新疆等省

（区），总装机容量约 120 万千瓦；山东单县、江苏宿迁和河北威县三座发电站

已投产发电，总装机容量 8 万千瓦。 

 

3.7 典型省区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情况   

3.7.1 云南省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情况 

云南省有规模的农村能源建设起步于 70 年代末，近年来进入一个快速发展

的时期。“八五”期间，农村能源建设主要是开展节柴改灶工作，五年累计改灶

505 万户。“九五”以来，全省农村能源建设以发展农村户用沼气为重点，农村沼

气建设逐步驶入“快车道”。 “九五”前，农村户用沼气累计建有 13.8 万户。“九五”

期间新增 34.4 万户，达到了 47.3 万户。 

“十五”期间，省政府于 2001 年下发了关于加强农村能源建设的文件，从 2002

年起，省政府连续 4 年将农村能源建设列入为民办好的实事之一。2001 年至 2005

年，全省新增农村户用沼气 124.4 万户。截止 2006 年底，全省农村沼气池保有

量达到 170 万口，位居全国第 4 位。 

表 18  云南省户用沼气池建设增长情况   
年份 1995 2000 2005 

沼气池数量（万户） 13.8 47.3 150 
年均增长率（%） - 49.6 43.4 

 
 
 
 
 
 
 
 
 
 
 
 
 

图 21   云南省户用沼气池建设增长情况（1995-2005） 

云南省户用沼气池建设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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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期间，先后在晋宁县、翠云区、安宁市、禄劝县，分别建有秸秆气

化集中供气工程 7 处。每年可利用秸秆 781.75 吨，产气量 198.02 万立方米，为

1936 户农户输送优质能源。  

2003 年，省政府将农村新建太阳能热水器 5 万平方米列入“民心工程”农村

能源项目之一，此举促进了农村地区太阳能的推广利用。到 2006 年底，全省累

计推广太阳能热水器 140 万平方米；推广太阳能电池 163 处，累计功率       

18890 峰瓦。 

全省规划在 60 个县建设小水电代燃工程，目前已投资 1 亿多元，建成了剑

川、腾冲、潞西等 6 个小水电代燃料县。全省已推广微型水力电机 11213 台，总

装机容量 15278 千瓦，年发电量 1707.62 千瓦时，为 31081 户农户提供生活用电。 

 

3.7.2 浙江省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情况 

2007 年浙江农村能源建设成效 

1) 农村生活污水净化沼气工程建设。2007 年全省共完成 850 个村的生活污

水净化沼气工程治理，建成农村生活污水净化沼气池 23.7 万立方米，年可处理

生活污水 2865 万吨。到 2007 年底止，全省已在 4237 个村建设农村生活污水净

化沼气工程，累计建设生活污水净化沼气池容 132 万多立方米，年可处理生活污

水 15907 万多吨，受益农户达 100 多万户。 

2) 畜禽规模养殖场沼气工程建设。据统计，全省 1339 家省定规模化畜禽养

殖排泄物治理场全部完成治理设施建设，建设各类沼气工程 1302 处，占今年确

定治理规模场的 97％，总容积达 16.7 万立方米，超额完成下达的目标任务。到

2007 年底止，全省累计建设大中小型沼气工程 4937 处，总容积 50 多万立方米，

年处理粪便污水 2464 多万吨，年产沼气 4429 多万立方米，相当于折标煤 3.1 万

吨。 

3) 大力发展农村户用沼气池。按照因地制宜的原则，加强农村沼气国债项

目的实施，重点在经济欠发达和分散养殖集中地区，与农村改厨、改厕、改圈相

结合，加快农村户用沼气池推广。到 2007 年底止，全省累计推广建设户用沼气

池 11.8 万户，年产沼气 5235 万立方米，相当于折标煤 3.7 万吨。 

4) 积极开发应用农村清洁能源。2007 年全省推广太阳能 36.5 万平方米，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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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农户 18 万户，已累计推广太阳能 317 万平方米，相当于折标煤 32 万吨。全省

已形成年产沼气 9600 万立方米的能力，年可替代标煤近 6.9 万吨，沼气发电总

装机容量达到 1.2 兆瓦。据统计，全省农村清洁能源利用率达到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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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可再生能源发展展望 

4.1 新农村能源工程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规划，“十一五”期间，将按照“因地制宜，多元发展”的

原则，在继续加快小型水电和农网建设的同时，大力发展适宜村镇、农户使用的

风电、生物质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到 2010 年，村镇小型风机使用量达到

30 万台，总容量 7.5 万千瓦；户用沼气 4000 万户，规模化养殖场沼气工程达

到 4700 处，全国农村沼气产量达到 160 亿立方米；农村太阳能热水器保有量达

到 5000 万平方米，太阳灶保有量达到 100 万台。 

4.2 农村沼气工程 

根据农业部制定的《全国农村沼气工程建设规划（2006-2010 年）》，“十一

五”期间，全国将新建农村户用沼气 2300 万户，规模化养殖场大中型沼气工程

4000 处。到 2010 年，全国户用沼气达到 4000 万户，占沼气适宜农户的 30% 左

右，规模化养殖场大中型沼气工程达到 4700 处，达到适宜畜禽养殖场总数的 39% 

左右。 

届时，全国 4000 万户沼气池每年将产生约 154 亿立方米的沼气，相当于替

代 2420 万吨标准煤的能源消耗和 1.4 亿亩林地的年蓄积量。 沼渣、沼液的使用

减少 20%以上的农药和化肥施用量；降低农产品农药残留 1%；改良土壤 5000

万亩。有效治理畜禽养殖场粪污污染，实现粪便资源化利用和废水达标排放，保

护水源。 每个沼气池年均为每个农户节约燃料费、电费、化肥和农药等直接支

出约 500 元。全国 4000 万户沼气可为农民年增收节支 200 亿元。按照技工与建

池数 1∶50、每个技工配备 3 名辅助工的要求，每万口沼气池建设与维护，可吸

纳农村劳动力 800 人左右，全国每年可为农村劳动力提供约 36.8 万个就业机会。 

农林废弃物沼气利用技术可以为农村地区提供生活用燃气，解决农村废弃物

和工业生产废弃物的环境污染问题。因此，“十一五”期间，国家将继续扩大农

村地区的户用沼气、特别是与农业生产结合的沼气技术的应用，城镇地区则发展

大型畜禽养殖场沼气工程和工业废水沼气工程，实现集中供气或并网发电。 

4.3 生物质能产业 

根据目前我国生物质能利用技术状况，生物质能利用重点将是生物质发电、

沼气和生物质液体燃料等。生物质发电主要有农林废弃物发电、垃圾发电和沼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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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根据有关规划，除沼气外，生物质能利用重点将是生物质发电和生物质液

体燃料等。在“十一五”期间，生物质发电全国将形成 500 万千瓦的装机能力，

在资源丰富区，建设区域型的兆瓦级的以秸秆、稻壳、蔗渣、灌木林和木材废弃

物为原料的生物质发电厂；在经济较发达、土地资源稀缺地区建设垃圾焚烧发电

厂；在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工业废水处理和城市污水处理厂建设沼气工程，合理

配套安装沼气发电设施等。 

在生物质能源液化技术方面中国尚处于探索和试验的阶段，主要开发和利用

的技术是乙醇燃料技术和生物油技术，即利用非粮食原料(主要为甜高梁、木薯

以及木质纤维素等)生产燃料乙醇技术和以麻疯树为原料制取生物柴油，并建设

规模化原料供应基地，建立生物质液体燃料加工企业。到 2010 年，燃料乙醇的

年生产能力达到约 200 万吨，生物柴油的年生产能力达到 20 万吨，总计年替代

200 万吨成品油。 

4.4 小水电代燃料工程 

水电作为我国最重要的可再生能源，在今后二三十年内仍将是可再生能源发

展的重要领域。我国水电资源十分丰富，分布广泛，遍及全国 30 个省(区、市)

的 1600 多个县(市)，65%的小水电集中西部地区。西南地区的小水电资源占全国

的 50%以上。目前，国家正在西部地区实施以退耕还林和天然林保护为目的的“小

水电代柴”计划，小水电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根据《全国小水电代燃料生态保护工程规划》，全国拥有小水电资源可发展

代燃料工程的有 1600 多个县，可开发的小水电资源有 8061 万千瓦、年发电量

2749 亿千瓦时，完全能够满足代燃料区农民的生活燃料需要。到 2010 年，通过

代燃料工程，可解决生态环境特别脆弱、当前急需的 970 万户 3730 万农村居民

的生活燃料问题。其中，“十五”期间重点在西部地区完成 286 万户 1100 万农民；

“十一五”期间，重点从西部扩展到其他重点地区，再完成 684 万户 2630 万农民。

根据规划，到 2020 年，通过小水电代燃料工程，将解决 2830 万户 1.04 亿农村

人口的生活燃料问题。届时，将新增小水电代燃料装机 2403.8 万 kW，年发电量

781.2 亿 kWh，由此每年减少薪柴消耗 1.49 亿立方米，保护森林 3.4 亿亩，减少

排放二氧化碳 2 亿吨、二氧化硫 92 万吨，有效地巩固生态建设成果，基本解决

我国退耕还林区内居民的生活燃料和农村能源问题。 

4.5 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 

根据规划，到 2020 年，水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 2.9 亿千瓦，开发程度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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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左右，生物质发电达到 2000 万千瓦，风电达到 3000 万千瓦，太阳能发电达

到 200 万千瓦，力争使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总电力装机容量的比例达到 30%

以上；到 2020 年太阳能热水器总集热面积达到 3 亿平方米，年替代化石能源约

4000 万吨标准煤；农村生物质能开发利用将作为发展现代农业、建设社会主义

新农村的重要措施，继续推广户用沼气和禽畜养殖场沼气工程，加快生物质成型

颗粒燃料的推广应用，到 2020 年沼气年利用量达到 240 亿立方米、生物质成型

颗粒燃料年利用量达到 5000 万吨左右，同时积极发展以能源作物为主要原料的

生物质液体燃料，到 2020 年达到年替代石油 1000 万吨的能力。 

根据规划，到 2020 年，可再生能源将占到能源耗费总量的 16%，可再生能

源的发电比例将达到 15%以上。其中，水电总装机将达到 3 亿千瓦，风电装机和

生物质发电目标都是 3000 万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力争达到 180 万千瓦；燃料

乙醇和生物柴油年生产能力分别达到 1000 万吨和 200 万吨；沼气年利用量达到

443 亿立方米，太阳能发电达到 180 万千瓦，太阳能热水器总集热面积达到 3 亿

平方米。 

4.6 可再生能源利用发展目标 

2010 年、2020 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利用发展目标及年均发展速度见表 9。 

表 9  2010 年及 2020 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利用发展目标 
类别 2005 年 

实际 
2010 年 2020 年 2005-2010

年均增量 
2010-2020
年均增量

2005-2020 年平均 
年均增量 增速（%）

水电 
（亿 kW） 

1.2 1.8 3.0 0.12 0.12 0.12  10  

风电 
（万 kW） 

126 500 3000 75  250 192  152  

生物质发电 
（万 kW） 

200 550 3000 70  245 187  93  

光电 
（万 kW） 

7 30 180 5  15 12  165  

太阳热水器 
（亿 m2） 

0.8 1.5 3.0 0.14 0.15 0.15  18  

沼气 
（亿 m3） 

80 160 240 16 8 11 13 

燃料乙醇 
（万吨） 

102 200 1000 20  80 60  59  

生物柴油 
（万吨） 

5 20 200 3  18 13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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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总体结论 

5.1 我国农村能源消费的总体特征 

1）中国农村地区的能源消费总量在不断增长，生活用能消费约占消费总量

的 55%左右。 

根据农业部的统计，2005 年消费总量为 8.74 亿吨标煤，与 2000 年相比，

年增长率为 5.4%。2006 年中国农村地区能源消费总量为 9.17 亿吨标煤，比 2005

年增长 4.9%，其中生活用能 5.02 亿吨标煤，生产用能 4.15 亿吨标煤。 

根据农业部的统计，2007 年中国农村地区能源消费总量为 9.03 亿吨标煤，

其中生活用能为 4.83 亿吨，生产用能为 4.20 亿吨标煤。 

2）商品能源在农村能源消费的比重在不断提高，2007 年商品能源占消费总

量的比例为 67%，煤炭为主要的消费品种。农村商品能源消费约占全国商品能源

消费总量的 30％。 

3）秸秆和薪柴等传统生物质能仍然是农村生活能源消费中的主要来源。

2007 年，在农村生活用能消费中，秸秆和薪柴二者之和所占比例为 52%，煤炭

占 34%，电力占 6.4%，沼气和太阳能热水二者之和所占比例为 2.7%。 

4）农村生活用能消费的能源品种结构因地理区域和经济发展程度不同而存

在较大差异。在经济较较发达的地区，生活用能消费中清洁能源品种（如电力、

液化石油气等）所占比例较高。 

5）2005 年农村地区人均能源消费总量为 0.96 吨标煤，其中生活用能消费为

0.54 吨标煤。2007 年农村地区人均能源消费约 1.0 吨标准煤，其中生活用能消费

0.54 吨标煤。 

5.2 我国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初具规模 

1）近年来，农村沼气建设受到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将其列入国债项目给

予重点支持。2006 年底，全国农村户用沼气总数已达到 2200 万户，占全国总农

户的 9%左右，年产沼气约 85 亿立方米，7500 万农民直接受益。 

2）我国有着十分丰富的太阳能资源。太阳热水器的生产和使用自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迅速发展，2006 年，全国太阳能热水器生产能力达到 1800 万平方米，

累计使用量达到 9000 万平方米。目前，太阳能热水器技术的推广应用在中国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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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完全商业化，生产能力和使用面积居世界第一。太阳能热水器已进入农村家庭，

2006 年农村地区使用面积约 4000 万平方米，受益人口超过 1.2 亿人。 

3）目前，全国约有 20 万台小型风力发电机用于边远地区居民用电，总容

量约 2.5 万千瓦。到 2006 年底，全国已建成约 80 个风电场，装机总容量达到 260

万千瓦。按照全国平均 2000 小时的风电等效满负荷运转计算，2006 年风电上网

电量约为 25 亿千瓦时。 

4）到 2005 年底，全国农村水电装机达到 4380 万千瓦，年发电量 1380 亿

千瓦时，占全国水电发电量的 34.9%。 

5）2006 年底，全国生物质发电累计装机容量 220 万 kW，其中蔗渣热电联

产 170 万 kW；农林废弃物、农业沼气、垃圾直燃和填埋气发电 50 万 kW。 

5.3 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资源潜力 

1）我国农村可再生能源资源的分布呈现出明显的地理差异，不同种类的能

源资源具有一定的互补性。 

生物质资源、水电资源较丰富的地区主要是在西南、东部及东北等东部地

区，而太阳能、风能资源较丰富的地区则主要分布在西北、西藏和内蒙等西部地

区。 

2）我国农村可再生能源资源开发利用潜力巨大 

 全国规模化畜禽养殖每年产生的粪便资源量约 11.2 亿吨，其沼气生

产潜力约 200 亿立方米；分散性的畜禽养殖农户中适宜发展沼气的

约为 1.48 亿户，其沼气生产潜力超过 500 亿立方米。目前已开发利

用的仅十分之一，发展潜力巨大。 

 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太阳能资源都具有可开发利用的价值，即使是资

源最弱的四川盆地和东南沿海也具有较好的利用价值。目前太阳能

热水器在农村的普及率约为 15%，推广利用前景广阔。 

 全国陆地上可开发利用的风能约 2.53 亿千瓦，海上可开发利用的风

能约 7.5 亿千瓦，共计约 10 亿千瓦。目前开发利用的仅有 300 万千

瓦，仅为可开发总量的 3%，风力发电具有良好的发展潜力。 

 我国的小水电资源技术可开发量达到 1.28 亿 kW，年发电量为 4500

亿 kWh。目前许多地区小水电资源的开发率小于 50%，农村小水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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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开发利用仍具有一定的发展前景。 

 我国农作物秸秆年产出量约 6 亿吨，可作为能源资源使用的约 3 亿

吨。目前全国每年约有一亿多吨秸秆被焚烧和浪费，如何充分利用

这些资源是今后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的重要课题。 

5.4 农村可再生能源利用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1）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我国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技术及趋于成熟，

部分技术和产品已实现商业化，具有了一定的行业发展能力。 

2）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能源、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农村可再生能

源的开发利用已经成为农村经济综合发展的重要内容。 

3）《可再生能源法》的颁布实施，为农村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

的法律支持，翻开了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新的一页。 

4）农村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其中包括技术水平、政策措

施、人员能力和管理服务等多个方面，需要有关部门认真加以研究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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