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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发展生物柴油  切实推进环境保护 

——生物柴油产业的前景与发展对策 

惠秀娟  曹向宇  田亚男  武  威   
（辽宁大学环境科学系） 

摘  要  生物柴油作为一种可再生生物能源，具有优良的环保特性。发展生物柴油，实施循环经济，

可减少石化柴油引发的一系列环境问题；对中国实施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提高土地使用率也将具

有重要意义。本文着重介绍了我国生物柴油产业发展潜力和“十一五”期间发展生物柴油的对策。 

关键词  生物柴油  循环经济 

一、生物柴油的主要特性与环保性能护 

（一）生物柴油的主要特性 
生物柴油是近几年来在国际上引起人们特别关注的一种绿色能源。所谓生物柴油(biodiesel)

是以含油植物，如以大豆和油菜籽等油料作物、油棕和黄连木等油料林木果实、工程微藻等油料

水生植物以及动物油脂、废餐饮油等为原料制成的新型液体燃料，是优质的石油柴油代用品。生

命循环分析法研究表明生物柴油从油料作物的农业生产、加工、直到生物柴油被消耗的全过程与

石油柴油相比较，能效比提高；碳循环速率加快，向大气排放ＣＯ2 大约降低了 78 %；ＣＯ、Ｈ

Ｃ、ＰＭ等有害物质的排放大幅度降低
[1]。生物柴油不仅是一种可再生的能源和典型的绿色能源，

它可以直接在柴油机上使用(Ｂ100)或与柴油以任意比例混合使用(Ｂ20)，降低空气污染。 

图 1 以大豆油为例，表示了产生单位功(1kＷ·ｈ)时，生物柴油循环中各个阶段的生物质碳

流程及循环生物质碳平衡 

 

图1  生物柴油循环中各个阶段的生物质碳流程[1] 

（二）生物柴油的环保性能 
众所周知，石油可引发一系列环境问题，大气污染、酸雨、温室效应等。生物柴油燃料是一

种高脂酸甲烷，它是通过以不饱和油酸 C18 为主要成分的甘油脂分解而获得的，与常规柴油相比

在环境保护方面具有如下无法比拟的性能。 

1.生物柴油硫含量较低，二氧化硫排放量比常规柴油低 20%-80%。同时硫化氢的排放量也低于常

规柴油。 
2.生物柴油中不含对环境会造成污染的芳香族烷烃类物质。与普通柴油相比，使用生物柴油

可降低 90%的空气毒性，降低 94%的患癌率。 
3.由于生物柴油含氧量高，使其燃烧时排烟少，一氧化碳的排放与柴油相比减少约 10%，PM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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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排放量低，降低癌症患病率。 
4.生物柴油还具有的生物降解性高的特性，降解率可达 98%，是石油柴油的 2 倍。 

二、生物柴油的综合优势 

生物柴油来源于生物有机体，具有可再生性能。与石油储量不同，其通过农业和生物科学家

的努力，可供应量不会枯竭
[2]
。由于生物柴油燃烧时排放的二氧化碳远低于该植物生长过程中所

吸收的二氧化碳，因而调节大气二氧化碳的排放和氧平衡，减缓全球变暖的趋势。从而推行生物

柴油被认为是一种真正的发展循环经济的模式。理由是生物柴油还具有以下的综合优势： 

1．生物柴油生产过程中的中间副产品如：甘油、卵磷脂和油酸等是经济价值很高的生产原料，

合理使用和开发这些原料，符合循环经济理念。 

2．生产生物柴油的石油消耗远远低于石油柴油。在生产生物柴油的过程中，每消耗 1 个单

位的矿物能量就可获得 32 个单位的能量，在所有的替代能源中它的单位热值 高。 

3．利用废食油为原料生产生物柴油，既可避免和减少了废弃食用油的排放污染，又填补了生

物柴油原料不足的现状。 

4．生物柴油不含硫，其碳循环是动态的，每两年即可完成“CO2+ 光和作用→生物质(生物

柴油)→CO2 + 光和作用”闭和循环过程，能将有效的将 CO2 转化为有机物固化在土壤中，减少

温室气体的排放，维持自然界的生态平衡。 

5．发展生物柴油，种植油料作物，可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油料作物可与其他作物轮种，能

改善土壤状况，调整平衡土壤养分，挖掘土壤增产潜力，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 

三、发展生物柴油、推进环境保护 

生物柴油于 1988 年由德国聂尔公司发明。它是以菜籽油为原料，提炼而成的洁净燃油。由于

其突出的环保性和可再生性，很快就引起了世界发达国家，尤其是资源贫乏国家的高度重视
[3]。 

生物柴油产业在西方国家发展迅速。美国主要以大豆为原料生产生物柴油，总能力为 45 万吨/

年以上。美国总统克林顿发布行政命令，要求到 2010 年美国生物质能的使用量增加 2 倍，生物柴

油的税率为零。欧盟国家主要以油菜为原料，2001 年生物柴油产量已超过 100 万吨。日本生物柴油

生产能力也达到 40 万吨/年。近年来，西方国家加大生物柴油商业化投资力度，使生物柴油的投资

规模增大，开工项目增多。美国、加拿大、巴西、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等国都在积极发展这项产

业
[3]。 

我国有十分丰富的发展生物柴油的的原料资源，能源植物资源种类丰富多样。同时我国每年

在榨油、炼油过程中残留的下脚料以及食用回收油数量可观，实现资源综合利用，变废为宝，防

止二次污染，符合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决策。 

能源与环境问题是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发展的全局性问题。我国目前能源面临的形势十分紧迫，

每年进口石油达几千万吨。同时，汽车燃油排放大量尾气，严重污染城市空气。我国政府为了节

约能源和保护生态环境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正是由于生物柴油具有可再生、清洁和安全

三大优势，早有一些学者和专家己致力于生物柴油的研究和倡导工作。专家认为，生物柴油对我

国农业结构调整、能源安全和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 

四、“十一五”期间中国发展生物柴油的前景与对策 

（一）建立稳定可靠的原料基地 

当前，一个制约生物柴油发展的因素是油料作物成本较高。为了降低成本，目前采用油脚、

餐饮业废油脂等来生产生物柴油，对于整个石油产量来说其数量十分有限，并且餐饮业废油脂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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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经过多次反复高温烹炸，混杂有其它物质使其成分变得相当复杂，质量不稳。因此要大量生产

生物柴油，就必须建立起植物油原料的稳定、量大和保质的供应基地。“十一五”期间在实施退耕

还林、绿化荒山、改善生态环境的同时，选育、种植适合不同地域的高产含油树种，如在北方石

灰岩山地种植黄连木，在西南山地种植麻疯树等是切实可行的。 

从长远看，还需组织科研攻关，采用基因工程等技术改良油料作物品种，提高其油含量，提

高综合利用价值，有效地降低资源成本。同时利用沿海地区开发工程微藻。“工程微藻”具有生产

能力高，又不与其它农业争地的特点。以海水作为天然培养基，可进行大量养殖工程微藻。 

（二）建设合适的生产规模，逐步形成以生物柴油为主体的生态工业园区 
在生物柴油产业发展的初期，应有整体规划，避免小散乱企业的遍地开花、重复建设浪费资

源。我国近期生产生物柴油的原料主要还是各种废油脂、油脚以及野生含油生物资源。由于原料

来源分散，建设的生物柴油厂规模一般以 50kt/a 为宜。“十一五”期间，通过实行生产企业和原

料种植者结合的模式，大规模种植油料作物与树木，可建设 100～200kt/a 的生物柴油厂。同时合

理利用和开发生物柴油的其它价值用途，逐步形成以生物柴油为主体的生态工业园区。美国将大

豆油与不同的醇进行酯交换，用于生产可生物降解的润滑油、油漆/表面活性剂、粘接剂等产品。

生物润滑剂特别适用于水力及农业机械设备、铁路，不但环境友好，而且易于涂抹。德国用菜籽

油生产生物润滑油已在铁轨和金属加工中批量采用。 

（三）加大政府扶持力度，给予适当的税收优惠 
生物柴油是新兴的高技术产业，它和其它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历程一样，生物柴油发展初期

需要各方的引导和扶持，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参考国外成功经验，因地制宜，稳步推广，采取

积极稳妥的对策，创造良好的产业发展环境。在我国已有油料专业条件与能力的基础上，积极引

进国外的先进技术，采用引进与自主研发相结合，建设高水平的我国生物柴油研究创新基地。根

据我国国情，对生物柴油产业给予适当的税收优惠，以增强其市场竞争力。一方面应尽快对普通

柴油征收燃油税，另一方面对生物柴油实施减免税政策，从而缩小二者的价格差
[5]。在公共事业

部门，如城市公交环卫车辆和政府车辆中以及旅游风景区，首先推广使用生物柴油。北京将举办

2008 年奥运会，可考虑用清洁的生物柴油作为“绿色奥运”的绿色燃料保障，使北京向环保城市

迈出一大步。 

总之，生物柴油作为一种可再生生物能源，具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特点以及优良的环保

特性。发展生物柴油对于中国的环境保护事业，实施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农业结构调整、

生态安全都将具有重要意义。只要政府给予积极的政策扶持和引导，在不久的将来，建成对国家

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贡献的生物柴油产业大有希望，我国生物柴油产业在“十一五”期间发展大

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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