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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5-2020年中国城市垃圾处理与沼气发电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

》共十二章。介绍了城市垃圾处理与沼气发电行业相关概述、中国城市垃圾处理与沼气发电

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城市垃圾处理与沼气发电行业的现状、中国城市垃圾处理与沼气

发电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城市垃圾处理与沼气发电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

城市垃圾处理与沼气发电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城市垃圾处理与沼气发电产业

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城市垃圾处理与沼气发电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

    根据环保部环境规划院预测，&ldquo;十二五&rdquo;固废处理行业投资将达到8000亿元，

较&ldquo;十一五&rdquo;期间翻两番。根据《&ldquo;十二五&rdquo;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

处理设施建设规划》，&ldquo;十二五&rdquo;期间，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总

投资约2636亿元，是&ldquo;十一五&rdquo;期间实际完成投资额的近5倍。其中，无害化处理

设施投资1730亿元（含&ldquo;十一五&rdquo;续建投资345亿元）；收运转运体系建设投资351

亿元；存量整治工程投资211亿元；餐厨垃圾专项工程投资109亿元；垃圾分类示范工程投

资210亿元；监管体系建设投资25亿元。 

    目前中国已经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沼气发展的法律、政策和中长期发展规划，中央政府在

近10年当中已经投入将近350亿元。2013年，中央政府又投入30亿元人民币用于沼气的发展。 

    此外，截止到2011年年底，全中国已推广了将近4000万个户用沼气池，同时在全国各地建立

了大中小各种沼气工程8万多处，其中大中型的沼气工程就达到了14000千多处，形成年产沼

气160亿立方米的生产能力，合2011年当年中国天然气消费量的7%~8%。 

    大力发展农村沼气发电，不仅完全可能，而且很有必要。目前，世界各国都很重视生物能

源，把它列到很高的位置，广泛开展研究利用工作。我国近年虽然也开展了农村沼气利用的

研究和推广，取得了好成果，但是还有许多工作有待我们去深入研究，进一步提高。沼气发

酵的潜力是很大的。仅发酵工艺方面，潜力就未充分发挥，农村沼气池的实际产气率与实验

室的试验结果存在较大差距，前者是后者的20%～30%，作出努力，使现在沼气池的产气率提

高一倍是有可能的。现有的池子，大都没有发挥出它的能力，提高投料浓度，讲究科学管理

，还能提高产气。在对沼气池的科学管理上，农村普遍存在不合理现象，如不经常投料，投

料量不定，发酵液稀浓不定，平时不清渣、不搅拌等。我们作过连续搅拌的试验，产气率提

高80%以上。很清楚，经常进行搅拌，必能促进发酵，提高产气。从沼气发酵机理方面来看

，现在农村的沼气发酵是处于无控制的自然发酵状态，如果在这方面的研究有所突破，那其



前景必将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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