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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目的和意义

v目的

§ 在中国能源转型的背景下，我国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了
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要在2030年增长到20%左右的
目标，这对可再生能源的规划和开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v意义

§ 更准确地评估区域生物质资源和潜力

§ 更好地制定生物质能源发展规划，设立更合理的发展目标

§ 让生物质能源发展规划能更好地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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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质资源评估方法和技术路线

v能源潜力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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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假设

市场

政策实施/影响
监管限制
投资者反应
与其它能源的区域竞争

潜力

预计技术成本
预计燃料成本经济

技术
系统/地形制约
土地使用制约
技术系统性能

资源
物理条件制约
理论潜力
资源的能量含量



生物质资源评估方法和技术路线

2019/4/3 5

生物质资源评估

GIS技术评估和空间分析

可再生能源技
术实施多标准

评估工具

专家调查问卷
选择生物质发电
技术及应用模式

定量分析标准

平准化电力成本

寿命周期内总发电量

每年温室气体减排量

温室气体减少产生的
成本效益

定性分析标准

与国家政策或国家发
展目标的一致性

减少空气污染

政府财政支持

其它环境益处

经济发展/就业

能源安全

减税政策

原料可收集性

对农村地区的影响

结果

基于Excel的数据分析

研究制定生物质
利用技术应用的

商业模式

研究制定生物
质利用技术应
用的实施模式

生物质利用技术应
用的可行性分析

分析要素

技术应用设计

各类风险评估

基准情景与预测

可再生能源供需评估

实施项目财务评估

可再生能源技术市场评估

管理、财政支持和相关法律
政策



2.1 评估方法的数据类型
v数据类型

§ 土地利用和覆盖数据

§ 卫星地图

§ 人口密度数据

§ 农业生产数据

§ 林业数据

§ 垃圾废弃物数据（总量，成分等）

§ 当地生物质发电厂相关调研数据（装机，日消耗量，位置等）

§ 当地垃圾焚烧发电厂相关数据（装机，日消耗量，位置等）

§ 城市绿地数据

§ 基础设施（公路，管网，电网，机场和港口位置等）

§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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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生物质发电技术及应用模式的选择

可再生能源技术实施多
标准评估工具

多标准评估筛选调查问
卷背景说明文件

定量分析数据输入

定性分析权重值输入

根据定量分析标准
给予1到10的分数

根据定性分析标准
给予1到5的权重值

多标准评估筛选调查问卷

评价标准

可再生能源供应潜力

温室气体减排潜力

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资金支持潜力和可行性

成本效益和节约的成本

能源多样性

对其他问题的协同效应

技术市场占有率

技术成熟度

生物质资源评估
结果

选择评分最高的作
为生物质能首选技

术及应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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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生物质发电技术实施多标准评估工具

v定量分析标准
§ 平准化电力成本（元/kW）

§ 寿命周期内总发电量（MWh）
§ 每年温室气体减少量(吨当量CO2)
§ 温室气体减少的成本效益

v定量分析关键输入值(生物质能
为例)：
§ 资本和运营维护成本

§ 最大装机容量

§ 效率

§ 利用系数

v定性分析标准

§ 与国家政策或国家发展
目标的一致性

§ 减少空气污染

§ 政府财政支持

§ 其它环境益处

§ 经济发展/就业

§ 能源安全

§ 减税政策

§ 原料可收集性

§ 对农村地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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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生物质发电技术实施多标准评估工具

技术代码

资本成本
（元/千
瓦）

固定运维成
本

(元/千瓦/年)

效率
(%)

潜在最大
装机容量

(兆瓦)

容量系数
(%)

利用系
数(%)

寿命
(年)

技术成熟
度

(年)

BCS S 7000.00   315.00 19.5% 5.10 85.6% 90% 20 20

BCS 25 6,000.00 270.00 25.6% 5.10 85.6% 90% 20 20

BCS 100 8,800.00 396.00 27.2% 5.10 68.5% 90% 20 15

BGS 5,400.00 242.78 18.0% 4.30 68.5% 90% 20 15

BGS-CC 6,800.00 303.75 28.0% 3.93 74.2% 90% 20 15

BCC10 4,340.00 180.00 25.0% 4.60 62.8% 99% 20 10

BCC20 4,270.00 180.00 25.0% 4.30 68.5% 99% 20 10

BCC40 4,220.00 180.00 25.0% 4.30 68.5% 99% 20 10

BES 9,200.00 414.00 37.0% 5.10 91.3% 88% 20 10

BE2 5,300.00 238.50 38.0% 5.10 91.3% 88% 20 10

BDCC 4,400.00 198.00 42.0% 5.10 91.3% 88% 20 5

BCS 代表生物质直燃发电技术，BGS代表生物质气
化发电技术，BGS-CC代表生物质气化-联合循环技
术，BCC代表生物质混燃发电技术，BE代表沼气发
电技术，BDCC代表沼气-柴油联合燃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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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分析关键输入值：生物质技术发电性能和成本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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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多标准评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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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研究团队输入定性标准权重值

技术代码

标准加
权值 >

与国家
政策的
配合

减少
空气
污染

政府财
政支持

其它环
境益处

经济
发展/
就业

能源
安全

减税
政策

原料
可收
集性

对农
村地
区的
影响

1 1 1 1 1 1 1 1 1

BCS S 5 3 5 2 3 4 5 4 4
BCS 25 5 2 5 2 3 4 5 3 4
BCS 100 5 3 5 3 4 4 5 2 4
BGS 5 3 5 3 3 4 5 4 4
BGS-CC 5 3 5 2 3 4 5 4 4
BCC10 5 4 2 5 2 3 3 4 4
BCC20 5 4 2 5 2 3 3 4 4
BCC40 5 4 2 5 2 3 3 3 4
BES 5 3 4 4 3 5 3 5 5
BE2 5 3 4 4 3 5 3 5 5
BDCC 5 3 5 4 3 5 3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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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生物质发电技术实施多标准评估工具

综合定量和定性分析的结果：

圆球图表明，基于定量标准（X和Y轴）和定性标准得分（圆球大小），生物质直燃发电技术（BCS	25）得
到最高的综合分数。这一技术有第二高的寿命周期内总发电量（技术潜力），其平准化电力成本相对最低，
而且它有一个相对高的定性标准评分（53分）。沼气发电技术(BES)的寿命周期内总发电量最高，但度电成
本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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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多标准评估筛选调查问卷
v以生物质发电技术为例 v 筛选指标

§ 可再生能源供应潜力

§ 温室气体减排潜力

§ 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 资金支持潜力和可行性

§ 成本效益和节约的成本

§ 能源多样性

§ 对其他问题的协同效应

§ 等等

v 对每种技术或应用模式的以上指标给出高、
中、低和不确定四种看法

v 分析结果：对每项标准的高、中、低和不确
定四种看法分别记为3,2,1,0分。计算每种技
术或应用模式的总得分。得到最高分的技术
或应用模式作为可再生能源规划技术应用的
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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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可再生能源技术应用的实施模式

v实施模式的主要组成部分

上游部分

行动

参与方

协议合
同

工作要
求

中间部分

行动

参与方

协议合
同

工作要
求

下游部分

行动

参与方

协议合
同

工作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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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可再生能源技术应用的实施模式

Phase/Activity 上游部分 中间部分 下游部分

行动 • 制定政策和市场推广目标
• 创立政策和措施
• 规划公私财务机制
• 制定商业模式
• 启动初始资金

• 收取资金
• 组织建造设备仪器,	产品，系统和
工具，给出项目运营方案

• 建造和安装项目主体
• 协调完整的商业运营工作
• 制定技术细则和标准

• 获取客户
• 产品销售
• 技术获取和应用
• 提供产品的配套服务如软硬件升级和
改进

• 管路能源系统
• 销售次要产品

参与方 • 投资方 (例如社会活动及商业
投资者)

• 政府部门(国家级或地方)
• 利益相关者 (企业和个人)
• 中间商
• 多方机构

• 国有银行可持续发展相关的单位
• 可再生能源开发企业
• 发展银行
• 商业银行
• 投资银行
• “绿色”银行
• 非政府组织

• 技术提供方
• 安装部门或企业
• 可再生能源住户买家
• 可再生能源商业买家
• 可再生能源工厂买家
• 可再生能源公共机构买家
• 次级投资者

协议合同 • 目标
• 融资
• 行动
• 期望实现的成果
• 设备采购
• 商业模式

• 监督管理
• 金融机构主体
• 金融集聚
• 金融工具
• 金融产品
• 风险，项目回报目标，影响

• 产品价格(例如产品售价或服务)
• 合同条款和条件(例如回报周期,	产品
性能保证)

• 可再生能源产品的所有权
• 次要金融产品的而价格和条款

工作要求 • 政策和管理
• 风险，回报，影响
• 商业模式

• 官方监管
• 财务清偿能力
• 管理能力

• 保证可再生能源产品的性能
• 金融产品定价
• 获取和使用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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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应用的商业模式

资金来源 商业模式的作用 资金的使用

• 贷款
• 股权
• 赠款
• 拨款
• 多种来源

• 设立公共政策和目标
• 创立政策和措施
• 为公共和私人资金进行财务

规划
• 能够进行上游部分参与方的
融资

• 建立中介机构收取和支付资
金

• 创建最终产品交付机制和市
场

• 创建必要的设备工具
• 构建可投资的产品
• 能够进行次级投资

• 获取技术
• 产品与服务
• 安装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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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可再生能源技术应用的可行性分析

v技术与政策实施文件v评估内容：
§ 各类风险评估

§ 可再生能源与碳排放评
估

§ 实施项目财务评估

§ 可再生能源技术市场评
估

§ 直接、间接和负面影响

§ 关键不确定性

§ 管理、财政支持和相关
法律政策

技术与实施政策描述

•目标, 地点, 时间

技术实施设计

• 实施阶段

•参与方
•需要的协议合同

•需要的机制
• 风险，回报，影响和分析

商业和实施模式

•碳排放
•可再生能源和资源潜力

• 经济指标

基准情景

评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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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案例：广东省生物质发电规划试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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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广东省北部林地分布较多，密度大

v 西部湛江和东部潮汕地区农田分布广

v 具有生物质资源潜力

行政区划

林地

农田

水域

其它



广东省生物质分类与数据来源

v生物质资源特点:
§ 存在多种生物质原料种类

§ 原料的性质多样，如热值，处理
方式等

§ 存在多种生物质利用技术

v研究数据来源: 
§ 广东省2017年统计年鉴

§ 广东省2017年农村统计年鉴

§ 广东省垃圾焚烧厂数据（来自网
络整理）

§ 广东省生物质发电厂调研数据

v生物质资源种类：
§ 农业生物质

• 谷壳，秸秆

• 甘蔗渣等
• 其它农业废弃物

§ 林业生物质

• 城市绿地剩余物

• 其它城市林木残余物
• 灌木林地剩余物
• 造林/改造林剩余物
• 幼林抚育和疏伐剩余物

• 木材加工剩余物
• 森林砍伐剩余物
• 竹材加工剩余物

§ 垃圾废弃物，污水等
• 城市固体废弃物（有机质含量）

• 污水污泥2019/4/3 17



生物质资源量和热量计算公式
v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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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 = RP × NCV
其中：

BEC=生物质能

RP=生物质量=原料产量×生物质系数

NCV=净热值

BGTE = RP × %VS × BGP × D × EC
其中：

BGTE=沼气热能

RP=沼气量=原料(吨) ×挥发性固体（干重占比 ) × 沼气产生系数%
VS=挥发性固体的百分比

BGP=沼气产生系数

D=沼气浓度 （1.15千克/立方米）
EC=沼气能量（50.4兆焦/千克）



区县级生物质利用评估

v 生物质资源评估需要排除已经利用了的资源量，上图例中红框表示谷壳在农村地区已被利用的

方式和比例。如作为燃料，薪材，牲畜粮食和肥料等。

v 根据广东垃圾焚烧厂和生物质发电厂的数据可以排除相应的已利用生物质资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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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质资源评估工具

谷壳

生物质资源
量（吨）

存在的利
用方式

已利用比例
（%）



广东省生物质资源评估结果

v农业生物质:
§ 原料: 秸秆

§ 集中分布于广东省西
部和东北部地区

§ 生物质总量：749万吨
§ 热值：381.1万吨标煤

§ 技术潜力: 90亿度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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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料: 谷壳
§ 集中分布于广东省西
部地区

§ 生物质总量： 222万吨
§ 总热值：106万吨标煤

§ 技术潜力: 25.28亿度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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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生物质资源评估结果

万亿焦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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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

§ 原料: 木材加工剩余物
§ 主要分布于广东省西北
部地区

§ 生物质总量:469万吨
§ 总热值：202万吨标煤

§ 技术潜力: 71.41亿度电
0
1 - 200

200 - 1000

1000 - 2000
2000 - 4000

Terajoules

4000 - 6000

广东省生物质资源评估结果

万亿焦耳



广东省生物质资源评估结果

2019/4/3 23

0
1 - 200

200 - 1000

1000 - 2000
2000 - 4000

万亿焦耳

4000 - 6000

§垃圾废弃物：

§ 原料: 城市垃圾废弃物

§ 主要分布于广东省珠三
角，潮汕和湛江地区

§ 生物质总量:958万吨
§ 总热值：457万吨标煤

§ 技术潜力: 127亿度电



广东省生物质资源评估结果

v全省生物质总量（剔除已利用量）：
3306万吨，包含已利用量的生物质
总量为5430万吨。全省生物质资源
总利用率为39%。

v总技术潜力为383亿度电（剔除已利
用量），包含已利用量的技术潜力为
532.8亿度电。

v广东省总生物质技术潜力的年发电量
占全省2018年全社会用电量的8.4%

v尚未开发的生物质潜力，其年发电量
占全省2018年全社会用电量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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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 原料
生 物 质 资 源
（吨）

生物质一次热
能（万吨标煤） 生物质技术潜力(GWh)

所 有 种

类 所有原料 33,062,186 1470 38367

农业

谷壳 2,223,767 106 2528
秸秆 7,495,975 381 8999
甘蔗作物剩余
物 633,774 35 847.6
甘蔗渣 425,380 8 572

林业

城市绿地剩余
物 2,227,023 52.5 1460
其它城市林木
剩余物 43,451 1.9 53.7
森林砍伐残余 1,949,641 127.4 3221
木材加工剩

余物 4,623,141 202 7141.8
竹制品加工剩
余物 153,429 10.5 272.7

薪材 549,375 34 959.1

灌木林剩余物 151,100 3.9 118.4
造林/改造林剩
余物 356,915 20.9 610.7

垃圾废
弃物

城市固体废弃
物总有机质 9,585,225 457.7 12,716 
城市固体废物：
纸/纸板 996,055 46.22 1,284 
城市固体废物：
木类废料 996,055 63.7 1,770 
城市污水污泥 5,971,854 40.75 1132 



广东省生物质资源潜力评估结果分析

v农业生物质中甘蔗渣生物质利用较为充分
，秸秆谷壳利用了24%左右。

v林业生物质利用较少

v垃圾废弃物利用率在39%
v生物质资源仍有许多开发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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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生物质技术潜力评估结果分析

v生物质资源量在原料种类上的分布: 农业类生物质以秸秆为主(8999 GWh) ,林
业生物质以木材加工剩余物为主(7141 GWh) ，垃圾废弃物以有机质为主
(12716 GWh)

v三类的总技术潜力较为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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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生物质资源评估结果

v广东省生物质资源量分布特征：
§ 农业生物质: 集中分布于广东省西部的
湛江，茂名和肇庆市地区

§ 北部韶关，河源，梅州等也有较多的分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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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生物质资源评估结果

v林业生物质: 集中分布于广东省北部的肇庆和清远市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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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生物质资源评估结果

v城市固体废弃物:
§ 由于垃圾焚烧厂相对集中于珠三
角地区，因此生物质资源未利用
量较多分布于除珠三角外的地区
。

v区县级的资源评估有助于支持
当地的生物质发展目标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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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生物质资源经济潜力评估

v 生物质发电成本：

§ 原料收集成本

§ 原料转化成本 (将原料转化成块，棒状或粉碎.)

§ 运输成本

§ 生物质发酵产沼气成本

§ 发电厂投资和运维成本

v 计算每种原料在每种技术中的平准化度电
成本并与煤电成本比较

v 如果其度电成本低于煤电成本，则该原料
具有经济潜力

生物质发电技术
规模
（兆瓦）

初 始 投 资
成本（元 /
瓦）

固 定 运
维成本
（元 /千
瓦-年）

非燃料可

变运维成
本
（ 元 /兆
瓦时）

热值
（ 兆 焦 /
千瓦时）

寿 命
（ 年 ）

融资利率
（%）

融资时间
（年）

生物质直燃发电 6 7.0 315 25 10.55 20 8.2 5

生物质直燃发电 25 6.0 270 25 10.55 20 8.2 10

生物质直燃发电 100 8.8 396 25 10.55 20 8.2 15

生物质气化发电
2.8（1-
5兆瓦）5.4 243 25 12.86 20 8.2 8

生物质气化联合循
环

5（ 4-6
兆瓦） 6.8 304 25 15.07 20 8.2 8

生物质混燃发电 10 0.341 180 25 9.47 20 8.2 5

生物质混燃发电 20 0.266 180 25 9.47 20 8.2 8

生物质混燃发电 40 0.222 180 25 9.47 20 8.2 10

沼气发动机 0.040 9.2 414 25 13.75 20 8.2 5

沼气发动机 2兆瓦 2.0 5.3 238 25 13.75 20 8.2 5
沼气 - 柴油联合燃
烧 0.37 4.4 198 25 12.57 20 8.2 5



广东省生物质资源经济潜力评估

煤炭发电成本（元/兆瓦时）

生物质直燃发电（6-25兆瓦）a 生物质气化发电（1-5兆瓦）
生物质混燃发电（10-40兆
瓦）

330 396

(6 MW)

（6兆瓦）

396

(25 MW)

（25兆瓦）

330 396 330 396

农业

谷壳（兆瓦时） 2,360,844 2,360,844 2,360,844 1,936,914 1,936,914 2,628,824 2,628,824
秸秆（兆瓦时） 8,999,298 8,999,298 8,999,298 7,383,320 7,383,320 10,020,808 10,020,808

甘蔗作物残余物（兆瓦时） 847,689 847,689 847,689 695,472 695,472 943,910 943,910

甘蔗渣（兆瓦时） 0 0 572,385 0 0 637,356 637,356
林业

甘蔗渣（兆瓦时） 0 0 572,385 0 0 637,356 637,356

城市林木剩余物（兆瓦时） 0 0 0 0 0 0 0

森林砍伐剩余物（兆瓦时） 0 2,984,712 2,984,712 0 0 3,323,506 3,323,506
木材加工剩余物（兆瓦时） 0 0 0 0 0 0 0

竹材加工剩余物（兆瓦时） 0 208,924 208,924 0 0 232,639 232,639
薪材（兆瓦时） 0 0 0 0 0 0 0
灌木丛剩余物（兆瓦时） 0 0 0 0 0 0 0
造林/改造林剩余物（兆瓦

时） 0 0 0 0 0 0 0
垃圾废弃物

城市固体废物：纸/纸板

（兆瓦时） 0 0 0 0 0 0 0
城市固体废物：木头废料

（兆瓦时） 0 1,507,122 1,507,122 0 0 1,678,195 1,678,195

城市污水污泥（兆瓦时） 0 0 0 0 0 0 0
Total 总计 12,207,831 16,908,590 17,480,974 10,015,707 10,015,707 19,465,238 19,465,238

v 三种生物质发电技术能实现经济潜力：

§ 生物质直燃发电技术（6和25兆瓦）

§ 生物质气化发电技术（1-5兆瓦）

§ 生物质混燃发电技术（10-40兆瓦）

v 农业生物质资源在混燃发电技术下具有最
大经济潜力：

§ 谷壳：26.28亿度

§ 秸秆：100.2亿度

§ 甘蔗作物残余物：9.43亿度

§ 甘蔗渣：6.37亿度



生物质直燃发电经济潜力密度图（对比330元/兆
瓦时煤电成本）

生物质直燃发电（25兆瓦）经济潜力密度图（对
比396元/兆瓦时煤电成本）

广东省生物质资源经济潜力评估

经济潜能
兆瓦时/平方千米

经济潜能
兆瓦时/平方千米



广东省生物质资源经济潜力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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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潜力
兆瓦时/平方千米

生物质混燃发电（10-40兆瓦）经济潜力密度图（对比330或396
元/兆瓦时煤电成本）

生物质气化发电（1-5兆瓦）经济潜力密度图（对
比330或396元/兆瓦时煤电成本）

经济潜能
兆瓦时/平方千米



我国生物质相关政策分析
v 目标及规划类政策：

§ 我国生物质能发展“十三五”规划：2020年，生物质能基本实现商业化和规模化利用。生物质能年利用
量约5800万吨标准煤。生物质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1500万千瓦，年发电量900亿千瓦时，其中农林生
物质直燃发电700万千瓦，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发电750万千瓦，沼气发电50万千瓦；

v 布局及示范项目建设政策：

§ 生物质热电联产示范项目建设

§ 燃煤耦合生物质发电技改试点工作

v 生物质发电电价补贴政策
§ 统一执行标杆上网电价为每千瓦时0.75元
§ 生物质耦合发电项目不再纳入补贴范围

§ 垃圾焚烧发电每吨垃圾折算成上网电量为280千瓦时，其统一标杆电价 为0.65元/千瓦时

v 影响生物质能开发的政策：
§ 广东省打赢蓝天保卫战行动方案(2018-2020年)(征求意见稿)：

• 全省不再新建煤电

• 推进环保、能耗、安全等不达标的30万千瓦以下燃煤机组、服役到期与服役时间较长及位于城市建成区的燃煤电厂优化整合
和淘汰

• 2018年底关停92.5万千瓦燃煤发电机组

• 2020年关停315.5万千瓦燃煤发电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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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生物质发电技术及应用模式

v筛选应用模式
v其它选择：

§ 生物质原料来源种类

§ 收集半径

§ 开发生物质发电厂的选址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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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料来源种类 技术 装机容量 技术代号

1
农业，林业和垃圾污

水

生物质直

燃发电
6MW

BCS S

2
农业，林业和垃圾污

水

生物质直

燃发电
25MW

BCS 25

3
农业，林业和垃圾污

水

生物质直

燃发电
100MW

BCS 100

4
农业，林业 生物质气

化发电
1-5MW

BGS 

5

农业，林业 生物质气

化+联合
循坏发电

4-6MW
BGS-CC

6
农业，林业 生物质混

燃发电
10MW

BCC10

7
农业，林业 生物质混

燃发电
20MW

BCC20

8
农业，林业 生物质混

燃发电
40MW

BCC40

9
农业，林业和垃圾污

水
沼气发电 40KW

BES
1
0
农业，林业和垃圾污

水
沼气发电 2MW

BE2

1
1

农业，林业和垃圾污

水

沼气-柴油
双燃料发
电

0.37MW
BDCC



选择生物质发电技术及应用模式
v筛选指标

§ 生物质原料供应潜力

§ 温室气体减排潜力

§ 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 资金支持潜力和可行性

§ 成本效益和节约的成本

§ 能源多样性

§ 对其他问题的协同效应

§ 技术市场占有率

§ 技术成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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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质多标准评估调查问卷结果
v 对27位生物质专家发放问卷调查，

结果表明直燃发电技术和混燃发电
技术的得分较高。

v 专家建议原料收集范围是50公里，
规模上多数专家建议设定为1-20兆
瓦，在原料种类上专家建议除三大
类生物质外还要考虑牲畜排泄物原
料。

v 选择生物质直燃发电技术和农业生
物质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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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质市场潜力评估

• 对当地的技术实施进行多标准评估

– 技术

– 资源

– 地点选址

• 制定实施模式

• 财务风险和回报分析



当地生物质资源分布评估

圆心为项目选址地点

圆圈半径为收集范
围(图例为30公里)



当地生物质资源分布评估

• 图中色块为农田土地，不同
颜色代表不同的产量

• 计算圈内的生物质资源量

• 根据广东省生物质资源潜力
评估结果估算当地的生物质
技术潜力

图例：范围内预测的秸秆生物质量为316,000 吨



生物质发电厂选址方法

广东省地图上以一定密度平均布点

在潜力密度集中的地区的点上画
圆，计算每个圆圈内的生物质资
源量，选择相交最多的地方为发
电厂地址。



下一步计划
v 下一步工作

§ 进一步完善广州市黄埔区工业建筑屋顶光伏发电技术和政策实施文件

§ 在广东省其它地区开展太阳能和生物质能的技术政策实施方案的制定工作

§ 开展广东省太阳能和生物质能的技术与政策实施方案的制定工作

§ 将可再生能源规划方法学和工具在“一带一路”国家中进行推广和应用

v 预期产出

§ 广东省工业建筑屋顶光伏发电技术实施文件

§ 广东省生物质资源评估报告

§ 广东省生物质发电技术实施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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