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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4-2020年中国沼气市场监测及投资前景研究报告》共十章。首先介绍

了沼气的定义及沼气的利用价值等，接着对中国农村的基础建设情况及发展沼气的必要性进

行 了分析，然后对国内外的生物质能行业及沼气行业的发展状况进行了重点介绍。随后，报

告对沼气产业的区域发展状况、生产利用模式、沼气发电发展状况、沼气技 术装置的发展情

况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并重点分析了沼气行业的投资情况，最后对沼气产业的发展前景进行

了科学的预测。 

    沼气作为一种特殊的清洁能源，是节能减排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关键环节，在应对气候变化

和发展低碳经济、促进新农村建设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中国沼气产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现已成为改变农村生产生活方式的重要措施，成为新

农村建设的主要抓手，成为国家能源结构调整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国家优惠和激励政策

的吸引下，越来越多的企业投入到沼气产品生产、设备研发和工程建设中，甚至一些大型龙

头企业也加入到沼气产业发展行列，形成了&ldquo;小沼气、大产业&rdquo;的态势。 

    近年来，我国沼气产业规模不断壮大。2003-2012年，中央财政累计安排农村沼气建设资

金315亿元，在中央投资的带动下，地方配套投资139亿元、农户自筹资金464亿元，各方协调

推进农村沼气建设。多年来的实践证明，农村沼气上联养殖业，下促种植业，不仅有效防止

了畜禽粪便排放和化肥农药过量施用造成的面源污染，有效解决了农村脏乱差问题，改善了

农民生产生活条件，而且对实现农业节本增效、循环发展，提高农业综合竞争力发挥了重要

作用。 

    &ldquo;十二五&rdquo;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加大农村沼气投资力度，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提

高户用沼气补贴标准。进一步优化投资结构，在继续支持户用沼气和小型沼气建设的同时，

加大向农户集中供气的大中型沼气工程支持力度，发展&ldquo;产业沼气&rdquo;，不断提高沼

气发展的综合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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