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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州）人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各县（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

办、各直属机构： 

    现将《吉林省发展生物质经济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

行。 

  吉林省人民政府 

２０１４年１月２６日 

吉林省发展生物质经济实施方案 

  为促进我省生物质经济发展，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发展生物质经济的重要意义 

  生物质经济是以生物质产业为核心，横跨现代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次产

业，满足生产、生活对清洁能源和生物基产品日益增长的需要，实现绿色、低

碳和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形态。生物质产业是指利用农林废弃物、畜禽粪便、城

市和工业有机废弃物、能源植物等可再生或循环的有机质为原料，以高密度转

化为基础，以生态技术创新为支撑，以工业化生产为主要方式，制造生物能源

和生物基产品的现代绿色产业。发展生物质经济，有利于推动我省经济整体转

型和发展方式转变，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有利于推进全省生态文明建设，实

现绿色发展；有利于解决“三农”问题，推进绿色城镇化建设，促进城乡协调

发展。 

  二、我省发展生物质经济的有利条件 

  （一）资源优势。我省生物质资源十分丰富，年可收集秸秆、稻壳、林业

剩余物以及畜禽粪便、城乡生活垃圾等资源９４００多万吨。其中，玉米秸秆



３０００多万吨，７０％集中在长春、四平、松原地区，资源密度１０.８７吨

／公顷，位居全国第一。 

  （二）产业基础。近年来，我省在生物质产业发展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已走在国内前列，在国际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全省年深加工加工转化玉米量１

２００多万吨，８０万吨氨基酸和２０万吨化工醇的生产规模及技术位于世界
领先水平，６０万吨燃料乙醇的生产规模位于亚洲第一。在纤维素生物化工非

粮替代方面也取得了重大技术突破，长春大成玉米秸秆制糖生产技术达到国际

领先水平，万吨级试验线已投产，５万吨秸秆糖项目已开工建设；松原来禾建

成了世界上第一条秸秆制丁醇生产线；中粮生化万吨级聚乳酸示范线项目开工

建设，糖化车间已投料试车；吉林燃料乙醇、四平新天龙、辽源巨峰纤维素乙

醇项目已启动前期工作。在生物质成型燃料加工和专用锅炉领域，也形成了国

内领先的核心专利技术。宏日新能源公司最新一代专用锅炉实测热效率高达８

５％，处于国内领先水平，与瑞典合作的农林生物质生物质多联产工艺技术能

源转化效率可达９０％以上；延边天桥岭颗粒燃料／热／电多联产（ＣＨＰ

Ｐ）示范项目建成后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生物质能源开发利用初步形成规

模，已建成国能辽源、梅河口、公主岭和华能双阳、农安、德惠、镇赉等７个

生物质发电厂，总装机１６.７万千瓦；武汉凯迪生物柴油项目已在汪清、蛟

河、桦甸、敦化等地布局建设。 

    三、总体要求 

    （一）发展思路。紧紧围绕绿色发展、转型发展和振兴发展，坚持经济

效益与生态效益并重、改革与创新并举，以生物质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生物基

产品替代石油基产品、非粮生物质替代粮食资源为主线，以资源多联产、高端

化利用为方向，全方位开发利用生物质资源，快速获得和应用现代生态技术，
有效引导市场需求和扩大产业规模，打通三次产业战略关联，建立健全生物质

原料收储、生产制造、市场消费、技术创新、政策扶持五大支撑体系，重点发

展生物质能源和生物基化工两大产业，全面构建具有吉林特色的现代产业体

系，努力走出一条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子，为我国生物质资源高端

化利用发挥试点示范作用。 

  （二）发展方向。发展生物质经济总体上围绕资源替代、生态环保、循环
经济、清洁高效、多联产、产业融合等方向，服务于经济整体转型、绿色发展

和美丽吉林建设需要。 

  １.生物质能源：统筹兼顾城乡用能需求，以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为基础，
以液体生物燃料为重点，积极发展气态生物燃料，适度发展生物质直燃发电，

有序发展城市生活垃圾发电。液体燃料主要发展纤维素乙醇、丁醇、生物柴

油、航空燃油等产品，逐步替代利用玉米生产燃料乙醇，同步发展油料（油

脂）生物柴油和纤维素生物柴油，由丁醇、生物柴油延伸开发航空燃油。气态

生物燃料主要利用畜禽粪便、工业和城市有机废弃物，坚持规模化产业沼气与

分散式农村户用沼气相结合，突出发展车用生物天然气（工业化生产的沼气经

纯化和压缩）。固体成型燃料以热／电／颗粒联产、热／电／乙醇多联产为方

向，主要发展颗粒燃料、城市锅炉供热、大型生物颗粒燃料热／电／乙醇工



厂，围绕城市环保克霾和解决我省煤炭短缺，部分替代城市燃煤供热、工业集

中区燃煤供气和居民用煤。 

  ２.生物基化工产品：统筹玉米和秸秆资源对石油基产品的替代，玉米产业

在稳定１２００万吨转化能力的条件下，积极向精深加工转化，逐步推进秸秆

对玉米在生物基化工材料、原料的替代。以玉米秸秆制糖为突破口，优先建立
糖基技术和产业化发展平台，重点发展聚乳酸、１—３丙二醇、化工醇、乙二

醇、糠醛与木糖醇，生物基乙醛、乙烯、环氧乙烷与苯乙烯、醋酸、丙酸与丙

烯酸甲酯等生物基化工产品。结合环保需要，整合糠醛产业发展，鼓励以糠醛

渣为原料生产乙醇。以聚乳酸、化工醇、１—３丙二醇等基础生化材料为原

料，积极开发生产生物基塑料及制品、生物降解地膜、ＰＥＴ与ＰＴＴ生物聚

酯纤维等下游产品。 

  ３.相关产业发展：围绕生物质能源和生物基化工产业发展，积极调整和发

展现代农业与服务业。结合我省西部生态经济区建设，利用边际土地推广种植

甜高梁、菊芋、沙棘、芒草、柳枝稷、蓖麻等能源作物；在东部山区、半山区

有计划发展灌木、乔木等能源植物以及木本油料植物；在中部地区积极发展高

淀粉工业转基因玉米和马铃薯，适度发展甜菜等糖类植物。利用沼气和生物天

然气生产的废弃物，加工高附加值生物有机肥料，支持绿色有机农业发展；利

用废弃食用菌基料制造固体成型燃料，解决生产基地环保问题；积极发展聚乳

酸等生物降解地膜，逐步解决黑土地“白色污染”问题。积极发展生物质原料

收储与物流、城市车用生物燃气加气站、城市供热、工业集中区供气等方面服
务业，在保鲜膜、一次性塑料购物袋与餐盒、商品外包装、家装等方面推广使

用聚乳酸等生物降解材料，提升绿色安全环保能级。 

  （三）发展目标。到２０１５年，初步建立有利于生物质经济发展的原料
收储运生物质资源保障供给机制，生物质能源与生物基化工产品研发、中试和

产业化快速推进的产业发展机制，政府引导、政策扶持、市场驱动的绿色生产

与市场消费机制；生物质资源高端化利用全面启动，聚乳酸、秸秆制糖、生物

质液体燃料、固体成型燃料、生物天然气等重大项目实现产业化。 

    到２０２０年，我省生物质经济形态基本确立，生物质经济总产值达到

５０００亿元规模（包括玉米深加工产业），生物质原料收储、生产制造、市
场消费、技术创新、政策扶持五大支撑体系全面建立，生物质产业成为我省具

有核心竞争力的新的主导产业；全省各类生物质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综合利用

率达到８０％以上），转化秸秆２６００万吨，生物质资源替代石油１２００

万吨、煤炭１０００万吨、玉米１３００万吨，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排放量分

别减少７０００万吨和２３万吨。把吉林省建设成为生态资本聚集、生态技术

创新活跃、绿色环保制度充满活力的现代化和国际化生物质经济发展中心。 

  四、主要内容 

  按照“扎实起步，分步实施，创造条件，择机快上”的原则，在生物质能

源、生物基化工产品及相关产业发展方面，高起点谋划实施“十大工程”，组

织规划一批市场容量大、技术能级高、产业关联强、经济效益好的重点项目，



突出产业高端化发展，抢占市场先机和技术制高点。“十大工程 ”计划实施２

００个重点项目，估算总投资１６００亿元，预期２０２０年实现销售收入３

１００亿元，利税８００亿元。 

  （一）秸秆制糖基础原料工程。糖源是生物化工产业发展的基础，秸秆制

糖是当前替代玉米制糖最有前途的战略选择。大规模、高效率和低成本利用玉
米秸秆、超级甜高粱等资源工业化制糖，为生物化工产业发展提供基础原料，

是组织实施秸秆制糖工程的根本目的。该工程主要依托长春大成、中粮生化、

吉林新能源等企业形成４００万吨糖源生产能力，以及长春大成、吉林科大等

配套酶制剂项目。工程估算总投资１３０亿元，预期２０２０年实现销售收入

２４０亿元，利税７５亿元。 

  （二）百万吨聚乳酸产业延伸工程。聚乳酸由高纯度Ｌ—乳酸聚合而成，

是本世纪最有发展前途的合成高分子材料。该工程核心是形成１００万吨聚乳

酸和下游终端产品生产能力。主要依托中粮生化、长春大成、台湾鸿海、河北

梅花、江苏长江化纤等企业形成１００万吨聚乳酸生产能力；依托省内现有塑

料、农膜、汽车零部件等企业技术改造，以及引进台湾清炀、广东益德、江苏

坤德等企业，计划实施塑料制品、纤维材料、降解地膜、医用材料、车用工程

塑料等产业链项目。工程估算总投资１４０亿元，预期２０２０年实现销售收

入７７０亿元，利税２３０亿元。 

  （三）生物基化工醇替代工程。化工醇主要包括乙二醇、丙二醇、１—３
丙二醇、丙三醇、丁二醇等产品，是重要的基础化工原料。目前，生物基化工

醇替代石油基化工醇生产技术成熟，市场前景广阔。该工程核心是形成长春大

成３００万吨化工醇、３０万吨１—３丙二醇和下游产品生产能力。主要依托

长春大成、吉林化纤以及省内外化工和汽车零部件企业，计划实施ＰＥＴ聚酯
切片与纤维、ＰＴＴ聚酯纤维、不饱和树脂、融雪剂、汽车用漆、汽车装饰

料、防冻液等化工醇及下游产品项目。工程估算总投资４１０亿元，预期２０

２０年实现销售收入１０００亿元，利税２８０亿元。 

  （四）糠醛与酒精改造提升工程。糠醛由木糖脱水生成，利用玉米芯等植

物的半纤维素可生产木糖，由于成本低于石油基原料，糠醛的需求量成倍增

长。目前，我省酒精生产能力已达到２００万吨，受粮价上涨、下游市场需求
不足等方面影响，绝大多数企业都面临经营困难。该工程核心是现有糠醛企业

整合，酒精企业重组、生态化改造和产业延伸发展。主要依托长春佳辰、省酒

精集团、吉林众鑫等企业，形成３０万吨糠醛、２０万吨糠醇、６万吨聚四氢

呋喃、８万吨呋喃树脂、１０万吨醋酸钙镁融雪剂、３６万吨环氧乙烷、５万

吨水泥助磨剂等产品能力。工程估算总投资１１０亿元，预期２０２０年实现

销售收入２７５亿元，利税４０亿元。 

  （五）生物质液体燃料工程。生物质液体燃料直接替代成品油，具有低污

染、高热值、易于添加等特点，是我省生物质能开发利用的主攻方向。该工程

主要依托吉林燃料乙醇、吉林新能源、四平新天龙、松原来禾、辽源巨峰、武

汉阳光凯迪等企业，形成１９３万吨纤维素乙醇、８０万吨纤维素ＡＢＥ（丁

醇、乙醇、丙酮混合体）、１４０万吨生物汽柴油、５０万吨航空燃油生产能



力。工程估算总投资５４８亿元，预期２０２０年实现销售收入５１２亿元，

利税１６０亿元。 

  （六）生物质气态燃料工程。生物质气态燃料主要包括产业沼气和农村户

用沼气，可替代天然气，是城乡共用的清洁能源。该工程主要利用中粮５００

万头、正邦６００万头、温氏５００万头、雏鹰４００万头、齐全１００万
头、中新成１５０万头、新希望１５０万头、华正１００万头、精气神３０万

头等大型生猪产业化项目、皓月２００万头肉牛产业化项目和辽源金翼１００

０万只鸡循环经济产业园项目等畜禽养殖排泄物，以及长春大成、中粮生化、

松原来禾、吉林燃料乙醇等企业厂区有机废液，形成１５亿立方米生物天然气

生产能力。工程估算总投资２６亿元，预期２０２０年实现销售收入４５亿

元，利税１５亿元。 

  （七）固体成型燃料工程。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是替代燃煤最直接、最便

捷的选择，在环保、减排、资源可再生等方面优势明显。该工程主要依托吉林

宏日新能源、吉林固得为等企业，形成５００万吨农林生物质成型燃料、１５

０万吨生物液体燃料剩余物成型燃料、５０万吨能源植物成型燃料生产能力，

用于满足城市分布式供热、工业集中区供气等需要。工程估算总投资３０亿

元，预期２０２０年实现销售收入５５亿元，利税５亿元。 

  （八）生物质资源多联产工程。生物质资源多联产是未来利用生物质能的

发展方向，通过调节对资源能量的梯级利用，实现发电、供热和燃料产品的多
联产。与生物质单一利用方式比较，生物质资源多联产项目能源利用效率超过

８０％。该工程主要依托宏日新能源、中航新能源、延边天桥岭林业局等企

业，引进瑞典ＡＢＢ公司技术，形成４２万吨颗粒燃料／热／电多联产（ＣＨ

ＰＰ）、３８万吨乙醇／热／电多联产（ＣＨＰＥ）能力，总发电装机容量１
００ＭＷ。工程估算总投资５２亿元，预期２０２０年实现销售收入８６亿

元，利税８亿元。 

  （九）城市垃圾发电工程。垃圾发电是解决城市垃圾处置，减少二次污染

的有效途径。生活垃圾通过高温焚烧，能够有效消灭病原菌，逐步替代卫生填

埋，减少对地下水污染的威胁，真正实现垃圾减量化处理。该工程采取政府引

导、企业经营、市场化运作建设运营机制，计划在９个市（州）和部分重点县
（市）政府所在地２９个城市实施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工程估算总投资１

００亿元，预期２０２０年处理垃圾８５０万吨，发电２４亿度，实现销售收

入２４亿元。 

  （十）生物质产业配套支撑工程。生物质产业的原料基础是农业，其发展

离不开绿色装备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支撑。有关农业、装备制造业和服务业配套

支撑能力决定生物质产业的发展水平。该工程主要依托吉林新能源、省农科院

等企业、科研机构和专业种植农户，在西部地区利用边际土地和东部山区推广

种植５０万公顷甜高粱、１万公顷菊芋、５０００公顷柳枝稷等能源植物，估

算投资５０亿元，预期销售收入１２３亿元，利税１０亿元。依托长春大成重

工、四平联合收割机厂整合省内外相关制造技术工艺，引进消化吸收国际先进

装备制造技术工艺，重点发展秸秆收集、秸秆制糖、化工醇、燃料乙醇、聚乳



酸等方面加工制造设备，估算投资８亿元，预期２０２０年实现销售收入１２

亿元，利税２亿元。由专业收储公司，按照资源分布、生产力布局和运输合理

半径设置１０个生物质原料收储运场站，建立起县、乡、村三级生物质原料收

储物流节点；利用现有加油站、压缩天然气（ＣＮＧ）加气站，将生物柴油、

车用生物天然气纳入分销系统。 

  五、工作措施 

  （一）做好前期准备工作。集中组织省内外专家对“十大工程”项目可行

性进行论证。对近期即将实施的重大项目，有关部门在项目单位办理土地、规
划、环评、能评、安评等前置要件和立项审批方面，要积极主动提供服务。 

  （二）强化项目组织推动。所在地政府为组织推动项目实施的第一责任

人，全面负责招商引资、技术引进、产业链延伸、基础设施和软环境建设等工

作。重大工程由省发展改革委牵头，会同省工业信息化厅、省农委、省住房城

乡建设厅、省科技厅、省环保厅、省能源局、省畜牧局等有关部门共同组织推

动。 

  （三）争取国家政策支持。争取国家发展改革委尽快批复我省编制的《生

物质资源高端化利用产业发展规划》，给予特殊扶持政策和专项支持。争取国

家启动生物基产品（含生物质能源）替代石油基产品弹性补贴机制，综合考虑

石油价格、技术进步、生物质原料价格、规模经济等变动因素，将财政补贴与

生物基产品生产成本挂钩。争取国家对生物基产品（含生物质能源）以及引进

的生产设备给予税费减免政策。 

  （四）着力解决科技支撑问题。通过与跨国公司合资合作，引进国际领先

技术，高起点和快速获得产业发展所需前瞻性技术、共性技术和核心技术；同

时，以企业为主体，培育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先进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和

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推动骨干企业从生产经营型向技术先导型转变。以大成集

团生物化工研究院、中粮国家玉米工程中心为依托，联合国内外相关大学和科

研院所，有效整合研发资源，建立开放式、流动性、虚拟化生物质产业技术研

发平台，突破生物质多糖转化高效纤维素酶、六碳糖和五碳糖共同发酵菌株、

多元醇有效分离、生物发酵法生产１—３丙二醇、高得率Ｌ—乳酸生物发酵等
生物质产业发展关键技术“瓶颈”。积极开发推广替代技术、减量技术、再利

用技术、资源化技术、无害化技术、系统化技术、环境监测七大生态技术。 

  （五）有效破解生物质原料保障难题。以秸秆为代表的生物质资源的分散
性、季节性和多样性，是大规模工业化生产首先要破解的原料供应难题。建立

健全各类生物质资源收储运体系，将农民纳入产业发展链条，组织农户、农村

基层组织、经纪人和生产企业共同参与原料收集、储藏和运输，逐步由企业收

储运为主向第三方物流转变，建立起县、乡、村三级收储物流节点，降低收储

物流成本，稳定生物质原料价格。引导鼓励生物化工企业采取“分散制浆，集

中制糖”生产方式，组织原料和生产。在林区组建清林抚育专业化公司，使用

先进清林抚育机械设备，提高资源收集比例和劳动生产效率，降低资源收集成



本。在全省范围内禁止露天焚烧和随意弃置秸秆资源，保护环境，保障资源供

给。 

  （六）努力扩大绿色消费。争取国家放开或降低生物质能源市场准入门

槛，鼓励民营企业进入燃料乙醇、航空燃油、城市供暖供气、生物质直燃发电

与垃圾发电、生物天然气加气站建设等领域，通过政策引导和扶持，增加生物
质能源有效供给，扩大市场消费需求。制定实施我省禁止生产销售塑料购物

袋、塑料餐具等政策，鼓励推广使用聚乳酸等生物基产品，建立完善生物基产

品质量技术标准体系，为生物基产品创造市场消费需求。 

  （七）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研究制定支持生物质经济发展的地方政策，在

规划期内设立生物质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重点支持生物基化工、生物质能源生

产、关键技术研发与工程化，以及重要生物质资源生产、收储运、配套装备制

造等方面。依托省投资集团，组建生物质资源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股权

投资方式进行资本化运营。深化与国家开发银行的全面战略合作，对生物质产

业重点项目的融资需求给予贷款、投资、债券等全方位金融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