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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生物产业将成为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排头兵。
在未来的15～20年内，以提高人类生活质量，促进自然．人一社会复合系统协调持续发展为主要内涵
的生物产业将与信息产业并驾齐驱，尔后逐渐超越信息产业。
生物质能源产业将是生物产业的领头羊。
世界上许多国家及我国国内不少区域，都在加快发展以生物质能源产业为核心的生物质工程产业群，
力争在未来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和新产业发展中占有一席之地。
这对于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发展，既是一个新的机遇，也是一个新的挑战。
　　一、生物质能源的开发利用是世界各国优先发展的重大战略产业　　二、我国发展生物质能源更
具重大意义，能源产业发展的新格局已在形成过程　　三、能源危机是制约福建省中长期发展的瓶颈
，开发生物质能是福建省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必然要求，也是提升福建省经济综合竞争力的有力保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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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现状与对策　　第一章 中国林业生物质能源的发展现状与展望　　能源是现代人类生存
和发展所依赖的重要资源，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资源短缺和环境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国民经
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开发利用新能源和发展可再生能源，已成为我国调整能源结构，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国家战略。
生物质能源是十分重要的可再生能源。
林业生物质能源品种丰富，发展潜力巨大。
通过工业化利用途径，将富含油脂、木质纤维及非食物类果实淀粉的林木生物质材料转化为多种形式
的能源产品和生物基产品，包括液体的生物柴油和燃料乙醇、固体成型燃料、气体燃料、直燃发电以
及生物塑料等，对维护国家能源安全、改善生态环境具有十分重要作用。
　　1 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面临的能源与环境问题　　在经济全球化和环境保护日益迫切的国际
背景下，未来数十年，我国将面临严峻的能源、环境问题。
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自然资源禀赋不足，能源供需尤其是结构性矛盾突出。
我国石油、天然气人均剩余可采储量仅有世界平均水平的7.7％和7.1％，即使储量比较丰富的煤炭也只
有世界平均水平的58.6％。
按照目前探明储量和开采能力测算，我国煤炭、石油、天然气的可采年限分别只有83年、15年和30年
，与世界平均水平230年、45年和61年相距甚远。
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增长的能源供应仍赶不上更快增长的能源需求。
2005年我国能源消费达20.59亿t标准煤，所占比重超过了世界能源消耗增量的一半，特别是石油净进口
量达到1.43亿t，对外依存度上升到43％。
同时，我国能源资源分布很不平衡，大规模、长距离地运输煤炭，导致运力紧张、成本提高，影响了
能源工业协调发展。
即使充分考虑经济结构调整、技术进步以及节能等因素，2020年，一次能源需求预测仍将达到30亿t，
标准煤。
2020年石油缺口将达2.5亿t。
　　二是能源消费结构不合理，环境承载压力大。
我国能源结构总体为富煤、缺油、少气，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煤炭所占比重高达70％左右。
而且根据我国能源禀赋条件，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在今后20年不可能有太大变化，再加上化石能源的
大量使用，造成了日趋严重的环境污染。
我国的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别居世界第一位和第二位。
烟尘和二氧化碳排放量的70％、二氧化硫的90％、氮氧化物的67％均来自于燃煤。
我国的温室气体排放情况已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承担国际减排义务压力进一步加大。
　　三是国际环境复杂，利用国外资源难度加大。
我国石油天然气资源相对不足，需要在立足国内生产保障供给的同时，扩大国际能源合作。
但目前全球能源供需平衡关系脆弱，石油市场波动频繁，国际油价高位振荡，各种非经济因素也影响
着能源国际合作。
全球资源约束问题、运输能力问题、国际政治问题以及安全问题都加大了我国利用国外能源资源的难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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