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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益于中国政策的持续利好，中国生物柴油行业在
2000 年至 2014 年间实现了快速的发展，行业产能
持续走高，产能利用率稳步提升。2014 年，中国生
物柴油市场规模达到 97.2 万吨，实现了历史的最高
点。之后两年间，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影响，中国生
物柴油行业遭遇严重打击，市场规模骤降至 2016 年
的 42.9 万吨。2017 起，国际油价重新进入上行通
道，带动中国生物柴油行业逐渐复苏，市场规模恢
复至 2018 年的 57.9 万吨。 

热点一：产品性能适应可持续发展需要 

热点二：国际油价逐渐回暖 

热点三：生产技术水平不断提高 

生物柴油是 21 世纪以来逐渐发展起来的新型能源产品，
属于可再生能源，同时也是一种清洁能源，适应了在全
球气候变暖和能源紧缺的环境下，世界各国对能源，乃
至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从具体参数来看，生物
柴油具备着优于普通柴油的众多特性，并由此具备了可
再生、易燃烧、清洁环保、降低损耗、安全性佳等五个
方面的属性优势，获得了世界众多国家广泛的推广使用。

生物柴油作为一种能源类产品，其市场规模随着宏观经
济环境的变化而进行周期性波动。在原油价格走高时，
作为矿产能源替代产品的生物柴油价格同样走高，企业
生产积极性得到激发，推动了行业市场规模的提升；在
原油价格走低时，普通柴油市场的供需关系偏于松弛，
生物柴油的供需不再紧张，价格回落，厂家利润稀薄，
逐渐缩减了生产，降低了市场规模。 

中国自 20 世纪末开始研发废弃油脂炼化生物柴油的生

产技术，至今已经历了近 20 年的发展历程。由于不同于

世界上其他国家所拥有的原料资源，中国主要采用废弃

油脂制备生物柴油，并在该领域上逐渐积累了丰富的实

践经验。相关企业生产工艺不断更新换代，逐步在技术

与设备上都达到世界领先的水平，助力行业生产效率和

产品质量的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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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方法论 

1.1 研究方法 

头豹研究院布局中国市场，深入研究 10 大行业，54 个垂直行业的市场变化，已经积累

了近 50 万行业研究样本，完成近 10,000 多个独立的研究咨询项目。 

 研究院依托中国活跃的经济环境，从能源、化工、公用事业等领域着手，研究内容

覆盖整个行业的发展周期，伴随着行业中企业的创立、发展、扩张，到企业走向上

市及上市后的成熟期，研究院的各行业研究员探索和评估行业中多变的产业模式，

企业的商业模式和运营模式，以专业的视野解读行业的沿革。 

 研究院融合传统与新型的研究方法，采用自主研发的算法，结合行业交叉的大数据，

以多元化的调研方法，挖掘定量数据背后的逻辑，分析定性内容背后的观点，客观

和真实地阐述行业的现状，前瞻性地预测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在研究院的每一份

研究报告中，完整地呈现行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研究院秉承匠心研究，砥砺前行的宗旨，从战略的角度分析行业，从执行的层面阅

读行业，为每一个行业的报告阅读者提供值得品鉴的研究报告。 

 头豹研究院本次研究于 2019 年 06 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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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名词解释 

 生物柴油：将植物油或动物油与甲醇或乙醇在酸性、碱性或生物酶等催化剂作用下进行

酯交换反应，生成的脂肪酸甲酯或乙酯燃料油。 

 甘油三脂：甘油和 3 个脂肪酸所形成的脂，是脂质的组成成分。 

 微生物油脂：又称单细胞油脂，由酵母、霉菌、细菌和藻类等微生物在一定条件下利用

碳水化合物、碳氢化合物和普通油脂为碳源、氮源、辅以无机盐生产的油脂和另一些有

商业价值脂质。 

 油脚：油脂精炼过程中水化脱胶的副产品。 

 EPA：二十碳五烯酸，人体常用的几种Ω-3 脂肪酸之一，有调节血脂、降低血液粘稠度，

预防血栓形成，降血压，保护心脑血管及肾脏健康的功能。 

 DHA：二十二碳六烯酸，人体所必需的一种多不饱和脂肪酸，鱼油中含量较多，有辅

助脑细胞发育、改善血液循环等作用。 

 地沟油：在生活中存在的各类劣质油，如回收的食用油、反复使用的炸油等。 

 潲水油：餐饮业下水道中，由隔油器收集，然后经人工水油分离、过滤，去味等程序处

理后提炼回来的油品以及酸败且不能再食用的油品的总称。 

 生物酯增塑剂：由生物油脂合成的高分子材料助剂，在塑料加工中添加这种物质，可以

使其柔韧性增强，容易加工，可合法用于工业用途。 

 PVC 制品：聚氯乙烯制品，是世界上产量最大的塑料产品之一。 

 光合作用：绿色植物吸收光能，把二氧化碳和水合成富能有机物，同时释放氧气的过程。 

 十六烷值：衡量柴油在压燃式发动机中发火性能的重要指标。十六烷值高，表明柴油的

发火性能好、滞燃期短、燃烧均匀、发动机发动平稳。 

 运动粘度：油类物质在重力作用下流动时的内摩擦力的强度，其值为相同温度下生物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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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的动力粘度与密度之比。 

 积炭：发动机的油料未能充分燃烧，在高温和氧的催化作用下形成盐酸和树脂状的胶质，

粘附在零件表面上，再经过高温作用进一步浓缩成沥青质和油焦质等复杂的混合物。 

 闪点：在规定的试验条件下，使用某种点火源造成液体汽化而着火的最低温度。 

 柴油冷滤点：柴油通过柴油发动机供油系统时能造成滤网堵塞的最高温度。 

 东盟：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包括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新加坡、

文莱、越南、老挝、缅甸和柬埔寨。 

 B20 生物柴油：80%的石化柴油与 20%的纯生物柴油掺混得到的调和燃料。 

 ISCC 认证：基于欧盟新的可再生能源指令（2009/28/EC）可持续性的第一个标准，规

定生物燃料整条供应链各个环节需要满足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是生物质燃料出口欧盟的

通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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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生物柴油市场行业综述 

2.1 生物柴油的定义及分类 

生物柴油是将植物油或动物油与甲醇或乙醇在酸性、碱性或生物酶等催化剂作用下进行

酯交换反应，生成的脂肪酸甲酯或乙酯燃料油。从化学结构上看，生物柴油主要为 C12、

C14、C16、C18 和 C22 脂肪酸单烷基脂。相比于原始的植物油，生物油更适合作为内燃机

的燃料，有着粘度低、挥发性强的特点，不仅点火性能佳、燃烧效果更为充分，还可有效保

护动力设备，是较为理想的柴油代用燃料。 

制备生物柴油所需的主要有效成分为甘油三脂，其在实际操作中的原料来源包括植物油、

动物油、废弃油脂和微生物油脂四类（见图 2-1）： 

图 2- 1 生物柴油生产反应原料来源分类 

 
来源：头豹研究院绘制 

① 植物油多从富含油脂的植物的果实、种子和胚芽中得到，包括菜籽油、大豆油、花

生油、蓖麻油、向日葵油等，是由甘油和不饱和脂肪酸化合而成的天然高分子化合物。植物

原料 原料来源 举例 优点 缺点

主要成分 甘油三酯

植物油
菜籽油、大豆油、花生

油、蓖麻油、向日葵油、
棕榈油、椰子油等

油脂含量较高，种子收获、
贮藏、运输和加工程序简便；
木本油料植物可在荒山种植、
有绿化环境、改良生态的效

果

受可耕地面积影响，中国种
植量有限；木本油料植物油
脂含量偏低，收货、存储成

本高、采收难度大

动物油 猪油、牛油、羊油、鸡
油等

不受可耕地面积的影响，其
原料充沛且价格更为低廉，

来源广泛、产量巨大

相较植物油杂质较多，来源
分散，收集需要大量的人力

物力

废弃油脂 以餐饮废油为主的地沟
油、工厂油脚等

来源广泛，储量巨大，可以
有效解决中国废油污染问题

油脂中各类杂质较多，预处
理过工艺为复杂；来源分散，

收集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

微生物油脂 绿藻、硅藻、酵母等
原料供应充足，且不占据耕
地和淡水资源，可规模化管
理和生产；产品附加值高

微生物种类众多、差异较大，
研究难度较大，产油成本较

大

杂质 废油脂中还含有较多的不饱和油脂氧化酸败产物和醚类聚合物，如小分子酸、醛、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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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的来源由可分为草本油料作物和木本油料作物。其中，以菜籽油为例的草本油料作物油脂

含量较高，种子收获、贮藏、运输和加工程序简便，油料清洁，是较为普遍的生物柴油的制

备原料。木本油料植物可在荒山种植，有绿化环境、改良生态的环境保护效果。但其油脂含

量偏低，收货、存储成本较高，采收难度较大，典型品种包括热带地区所生产的棕榈油和椰

子油等。 

② 动物油则来源于动物的脂肪，含有较多的饱和脂肪酸和胆固醇，主要包括猪油、牛

油、羊油等。相对植物油，动物油不受可耕地面积的影响，其原料充沛且价格更为低廉。动

物油主要从动物的屠宰废料、动物皮毛处理及使用肉类残油中得到，来源广泛，产量巨大，

是生产生物柴油的另一种经济来源。 

③ 废弃油脂包括以餐饮废油为主的地沟油、潲水油、工厂油脚等，相对于前两种通过

动植物直接制取的油种，此类油种有固体杂质较多、含水分高、酸值高等特点，制备生物柴

油所需的预处理工艺较为复杂。但由于废弃油脂的来源广泛且分布分散，废弃油脂的能源转

化可有效解决中国废油污染问题，具有环境保护和能源供给的双重功效。 

④ 微生物油脂是一种新型生物柴油原料，是酵母、霉菌、细菌和藻类等微生物在一定

条件下将碳水化合物、碳氢化合物转化而成的油脂。微生物原料供应充足，且不占据耕地和

淡水资源，有着可规模化管理和生产的特点。同时，微生物产品附加值高，微生物油脂的生

产过程中会积累 EPA、DHA 等产品，提高产油过程中的经济效益。 

2.2 生物柴油行业发展历程 

2.2.1 国际发展历程 

国际上的相关学者对生物柴油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此后，各国对生物柴油的

关注度持续提高。1983 年，美国科学家 Graham Quick 将其通过酯交换反应制得的亚麻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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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甲酯成功用于柴油发动机，并将可再生的脂肪酸单脂定义为生物柴油，生物柴油的概念由

此产生，各国纷纷展开了对生物柴油制备技术的研发。1988 年，德国聂耳公司成功以菜籽

油为原料，提炼了洁净的生物柴油原料，引起了世界各方国家和机构的强烈关注。全球生物

柴油的发展由此加速进行，美国、德国、意大利、法国、瑞典等国均已制定了生物柴油标准，

为生物柴油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推广生物柴油的研发与使用，欧美国家出台了一系

列政策利好生物柴油的产业化发展，一方面给予生物柴油销售价格补贴，另一方面为生物柴

油作为汽车燃料提供税收减免。截至目前，生产生物柴油的国家遍布全球，包括美国、德国、

奥地利、意大利、瑞典、比利时、阿根廷、加拿大、日本、韩国等。得益于欧洲和北美对以

过剩菜籽油和豆油为原料的生物柴油生产工艺的成功推广，生物柴油也已成为欧美等国的重

要的能源来源之一。 

2.2.2 中国发展历程 

中国对生物柴油的研发工作起步于 20 世纪 80 年代，其发展历程主要可以分为探索阶

段、发展阶段、整顿阶段三个阶段（见图 2-2）。 

图 2- 2 中国生物柴油行业发展历程 

 
来源：头豹研究院绘制 

20世纪80年代
探索阶段

• 生物柴油研发课题正式开展
• 基础研发到深化实验研究
• 基本可以实现经济化规模生产

21世纪初
发展阶段

• 涌现了一批生产生物柴油的
民营企业

• 国家科技攻关计划“生物燃
料油技术开发”项目启动

• 木本油料植物种植得到开展

2007年后
整顿阶段

• 《柴油机燃料调和用生物柴油B100》
发布

• 《生物柴油调和燃料（B5）》发布
• 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

理试点工作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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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阶段：在最初的探索阶段，中国由上海内燃机研究所和贵州山地农机所共同接手了

对生物柴油进行研发的课题，在基础研发领域做出了初步的探索。此后，众多科研院所和高

校在制备工艺、油品性质和燃烧性能等方面深化了实验研究，中国生物柴油的制备技术逐渐

成形，基本实现了经济化规模生产。 

发展阶段：21 世纪以来，中国迎来第十个五年计划，中国生物柴油产业起步发展，形

成了一批利用传统化学法将废弃油脂转化为生物柴油的民营企业，产业规模逐步扩大。2004

年，科技部启动了“十五”国家科技攻关计划“生物燃料油技术开发”项目，涵盖了生物柴

油相关研究课题。自此，中国生物柴油行业的发展进入加速阶段，相关企业积极建设产能，

形成了众多产能在万吨以上的生物柴油项目。在此阶段，企业除使用废弃油脂生产生物柴油

外，也逐渐建设起木本油料植物的种植基地，极大程度地提高了中国生物柴油行业的生产能

力。 

整顿阶段：2007 年，中国第一部关于生物柴油的标准《柴油机燃料调和用生物柴油 B100》

正式发布，标志着行业规范化的开始。2010 年，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化工科学

研究院再次送审并发布了《生物柴油调和燃料（B5）》。之后，两个标准多次进行了修订，

对技术指标进行了充实和修正，中国生物柴油行业标准愈发完善，逐渐与欧美国家的先进水

平接近。除此之外，中国政府同样出台了多项政策，进一步促进了中国生物柴油行业的快速

发展。2011 年，中国对生物柴油企业利用废弃油脂作为主要原料所生产的柴油进行了燃油

消费税的免征；同年，中国对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试点工作正式开始，并于

2017 年进行了试点验收工作。中国生物柴油产量逐年增长，产业链相关政策进一步完善，

推动了行业整顿重组工作的逐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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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中国生物柴油行业市场规模 

生物柴油作为普通柴油的替代品，其市场规模受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影响。在原油价格走

高时，生物柴油的市场价格水涨船高，生产经济效益显著提高，市场参与者积极扩大产量，

支撑生物柴油市场规模快速提升；在原油价格走低时，生物柴油生产利润被逐渐削薄，厂家

纷纷降低产能利用率，抑制了生物柴油的生产与消费。 

得益于中国政策的持续利好，中国生物柴油行业在 2000 年至 2014 年间实现了快速的

发展，行业产能持续走高，产能利用率稳步提升。2014 年，中国生物柴油市场规模达到 97.2

万吨，实现了历史的最高点。之后两年间，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影响，中国生物柴油行业遭

遇严重打击，市场规模骤降至 2016 年的 42.9 万吨。2017 起，国际油价重新进入上行通

道，带动中国生物柴油行业逐渐复苏，市场规模恢复至 2018 年的 57.9 万吨（见图 2-3）。 

图 2- 3 中国生物柴油行业市场规模，2014-2023 年预测	 	

 
来源：tbTEAM 软件采编，头豹数据中心编制 

未来五年，研究院预计中国生物柴油行业将持续稳定发展，其市场规模将以 9.5%的年

复合增长率不断增长，并于 2023 年达到 89.9 亿元，再创市场规模的新高。中国生物柴油

行业市场规模得以持续增长，主要受以下五点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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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国际原油价格稳步提升，矿物柴油价格的增长促进了作为替代品的生物柴油的市场

需求量的显著增长； 

② 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和饮食大国，废弃地沟油、潲水油的增量巨大，为生物柴油的生

产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原料来源； 

③ 中国生物柴油制备技术不断提升，行业经营效益有效改善，业务范围不断扩大； 

④ 中国利好政策不断落实，助力生物柴油的推广使用； 

⑤ 欧美以及东南亚等众多国家加大对生物柴油的政策支持力度，海外需求不断扩张，

利好中国生物柴油的出口销售。 

2.4 中国生物柴油行业产业链 

中国生物柴油行业主要由上游的原料供应、中游的研发生产以及下游的销售应用三个环

节组成（见图 2-4）。生物柴油行业上游的市场参与者是生物柴油生产原材料的提供方，包

括各类原料油、甲醇、生产仪器设备等；中游主体是各类生物柴油的研发生产企业，负责生

物柴油的研发、生产和装配；下游涉及生物柴油的终端消费和应用，主要客户群体包括各地

加油站、化工厂以及其他的燃料需求方。 

图 2- 4 中国生物柴油行业产业链 

 
来源：头豹研究院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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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上游分析 

生物柴油的主要原材料包括各类原料油脂和乙醇等化学原料，产业链上游的供货能力对

中游的生产有着重要的影响。 

（1）原料油脂 

全球生物柴油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所采用的主要原材料包括植物油、动物油与废弃油脂。

中国具有丰富的生物柴油原料资源，已查明油料作物超过 1,500 种，包括大戟科、樟科、豆

科、菊科等，其中 150 种以上的含油量超过 40%，还有可用作生物柴油原料的乔灌木近 10

种，其中可以用于制备生物柴油的植物油品种数量高达 76 种。然而受中国基本国情与市场

供需的影响，大多从植物和动物上直接获取的原料油价格昂贵，更多被当作食物油直接销售，

或用于食品制作。目前，在中国原料油市场上，以花生油为例，价格为 9,000 元/吨左右，

动物油价格为 8,000 元/吨左右，而传统的矿物油价格仅为 5,600 至 5,700 元/吨，利用植

物油和动物油生产生物柴油的经济效益低下，因而绝大多数中国生物柴油企业所使用的原料

为地沟油、潲水油等废弃油脂。 

中国作为饮食文化丰富的人口大国，废弃油脂来源丰富，主要可以体现在以下三个数据：

①中国食用油消费量巨大，年均消费量过 2,500 万吨，其中 10%至 15%在使用过程中以各

种形式遭到浪费，对应着 300 万吨左右的废弃油脂规模；②中国每年有近 1.5 亿吨生活垃

圾，其中 50%为厨房餐厨垃圾，含油量在 7.5%-8.0%，对应着近 600 万吨的废油规模；③

中国发改委调查数据显示，仅可统计的中国地沟油规模已达 40 万吨/年，另外还存在各种

尚未得到妥善处理收集的其他形式的废弃油脂。中国废弃油脂的规模巨大，但是迫于资源分

散和相关回收机构尚未健全的问题，中国废弃油脂的利用效率尚未能得到有效的提高，上游

的原料获取对于中游生产企业来说依旧是限制企业发展的重要壁垒之一。 

（2）化学原料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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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生物柴油所需的化学原料主要是甲醇，平均生产 1 吨生物柴油需要配备 106 至 119

千克的甲醇进行反应，甲醇在中国生物柴油行业的年均消费量在 1 万吨左右，远小于中国千

万级别的甲醇生产能力。由于甲醇在生物柴油生产过程中的成本占比较低，同时行业内化学

原料供给充足，甲醇供应对中游生产企业的影响能力有限。此外，在生产所需的仪器设备方

面，得益于中国化工工业的发展，中国化工设备的设计生产能力已达到世界前列，中国生物

柴油生产企业所使用的仪器设备均已实现国产。部分生物柴油生产企业也开始自主研发设计

反应容器，实现了产业链的逐步延伸。 

2.4.2 下游分析 

生物柴油行业的产业链下游涉及到生物柴油产品的销售和应用，主要客户可分为中国各

地的加油站、化工厂和海外燃料油的生产销售企业。     

通过对行业内有着 20 年从业经验的专家访谈得知，受中国生物柴油政策支持力度的局

限，中国生物柴油在本土的销售情况不佳。各地对生物柴油的接受程度各不相同，仅上海一

地开展了生物柴油的规模化推广，其他地区加油站均拒绝销售生物柴油。欧美等国得益于较

为完善的生物柴油政策和税收补贴，生物柴油能源占比逐年提高，市场需求量与日俱增。目

前，中国所产出的绝大部分生物柴油出口至欧盟等海外市场，直接客户为燃料油销售制造企

业。海外生物柴油供给格局较为紧缺，市场价格较国内也更为优越。中国出口的绝大部分生

物柴油质量优良，且满足了国际对生物柴油质量的标准基本要求，海外市场的销售渠道较于

中国本土更为畅通。 

生物柴油行业下游的应用领域除了各类燃油产业以外，还包括部分化工产业。中国市场

上近 20%生物柴油用于加工生产生物酯增塑剂等化工产品，广泛地应用于各类 PVC 制品的

加工，在环保健康制品领域备受青睐。此外，生物柴油还可通过加氢处理生产航空煤油，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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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市场上得到了一定规模的应用。 

3 中国生物柴油行业驱动与制约因素 

3.1 驱动因素 

3.1.1 产品性能适应可持续发展需要 

生物柴油是 21 世纪以来逐渐发展起来的新型能源产品，属于可再生能源，同时也是一

种清洁能源，适应了在全球气候变暖和能源紧缺的环境下，世界各国对能源，乃至经济社会

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从具体参数来看，生物柴油具备着优于普通柴油的众多特性（见图 3-

1），并由此具备了可再生、易燃烧、清洁环保、降低损耗、安全性佳等五个方面的属性优

势，获得了世界众多国家广泛的推广使用。 

图 3- 1 生物柴油与普通柴油性能对比 

 

来源：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头豹研究院绘制 

（1）可再生：生物柴油不同于矿物柴油的生成原理，其根本能量来源是经过光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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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转化的太阳能，体现在自然界中动植物体内，属于可再生能源。自然界中的所有植物油都

当作生物柴油的原料，仅在中国就有 76 种可以制备生物柴油的植物油原料，美国、巴西等

国已经规模化地将豆油作为主要原料，而欧盟和东南亚国家则分别采用菜籽油和棕榈油来制

备生物柴油。只要作物能够得到收成，人类就可源源不断地获取生物柴油并应用于人类的经

济生产生活当中。生物柴油的可再生性质为人类指明了未来能源可持续发展的图景，得到了

环保人士和各国政要的大力推广。 

（2）易燃烧：生物柴油同普通柴油一样适用于各类发动机，且具备着优于普通柴油的

燃烧性能。柴油在压燃式发动机中的点火性能由十六烷值所衡量，生物柴油的十六烷值一般

大于普通柴油的数值，点火性能更佳，自燃性能更好，燃烧更为均匀。同时，生物柴油的含

氧量可达 10%，更高的含氧量降低了生物柴油发生不完全燃烧的可能性，热能释放较普通

柴油更为充分。生物柴油按特定比例与普通柴油混合使用，还可以降低油耗，提高发动机动

力性能，燃烧功效更为优越。 

（3）清洁环保：生物柴油的使用可以减少一氧化碳、颗粒物、硫酸盐等物质的排放，

一方面由于生物柴油的含氧量更高，燃烧更为充分，降低了未燃烧的烃的排放；另一方面由

于生物柴油中的含硫量低，燃烧产物中的二氧化硫等硫化物的排放量相对于普通柴油可减少

70%以上。此外，生物柴油的排放物中不含对环境污染的芳香烃，基本避免了致癌物质的排

放。从生物柴油的整个生命周期来看，生物柴油所燃烧的二氧化碳远低于植物形成过程中所

吸收的二氧化碳，有助于缓解温室效应，是全球环保事业推进过程中的关键因素。 

（4）降低损耗：生物柴油相对于普通柴油有着更高的运动粘性。运动粘度表示油类物

质在重力作用下流动时的内摩擦力的强度，粘度越大油体对机件的磨损程度越小，同时还可

提高机件的润滑性，有保护发动机的功效。同时，生物柴油还具有较高的溶解性，可以清除

发动机内的积炭，提高发动机寿命；有着较低的冷滤点，在低温下保持着较高的流动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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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宜堵塞过滤器。 

（5）安全性佳：生物柴油的安全性佳一方面体现在其闪点高于普通产油 70℃左右，不

易发生意外自燃，运输与储存的安全性更高。另一方面，生物柴油的毒性较低，且易于降解，

生物柴油在水中一个月可降解近 90%，意外泄露对自然环境不会造成重大影响。 

凭借着上述的众多优点，生物柴油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各个国家的政策支持（见图 3-

2）。欧盟在其发布的额《可再生能原指令》中规定，到 2020 年，每个成员国必须保证交

通领域中生物燃料利用量达到总燃料消费量的 10%，减免生物燃料税收并给予每升生物柴

油 0.32-0.39 欧元的补贴；美国则下达了逐年递增的生物柴油掺混总量，并致力于为生物燃

料的消费者提供优惠的退税政策；巴西与阿根廷政府同样颁布了一系列政策，不断提升生物

柴油在燃料中的掺混比例；而东盟国家则凭借着棕榈油的丰富资源储量走在生物柴油推广的

前列，其中印尼已经逐步落实 B20 生物柴油政策，极大地促进了该国境内生物柴油的消费。

各国对生物柴油的利好政策带动了全世界范围内生物柴油需求量的显著提升。以欧盟、美国

等地为例的生物柴油进口需求大幅增长，利好中国生物柴油行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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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 世界各国/地区生物柴油政策 

 
来源：头豹研究院绘制 

3.1.2 国际油价逐渐回暖 

生物柴油作为一种能源类产品，其市场规模随着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而进行周期性波动。

在原油价格走高时，作为矿产能源替代产品的生物柴油价格同样走高，企业生产积极性得到

激发，推动了行业市场规模的提升；在原油价格走低时，普通柴油市场的供需关系偏于松弛，

生物柴油的供需不再紧张，价格回落，厂家利润稀薄，逐渐缩减了生产，降低了市场规模。 

通过分析美联储所公布的中国生物柴油日产量与布伦特年均油价的走势关系可以发现，

中国生物柴油的产量基本和国际油价呈现同周期变化趋势，尤其在 2014 年至 2017 年的四

年间，其变化规律与维度基本完全吻合，体现了中国生物柴油行业在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市

场化的周期性变动逐渐成为了影响行业发展趋势的关键因素（见图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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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3 中国生物柴油日产量与布伦特年均价，2006-2017 年 

 

来源：美国能源署，头豹数据中心编制 

2017 年，布伦特原油年均价格由 2016 年的低点回升至 54.7 美元/桶的水平，抑制了

中国生物柴油行业市场规模持续下降的趋势，并于 2017 年增长了 0.3 千桶/天，达到 8.9 千

桶/天的产量水平。2019 年，国际油价正处于新一轮的上升阶段，未来油价的走势将取决于

OPEC 减产的执行力度以及美国页岩油增产等因素的影响。研究院预计，短时间内，国际油

价将维持中高位震荡局面，保证中国生物柴油行业的稳定发展。 

3.1.3 生产技术水平不断提高 

中国自 20 世纪末开始研发废弃油脂炼化生物柴油的生产技术，至今已经历了近 20 年

的发展历程。由于不同于世界上其他国家所拥有的原料资源，中国主要采用废弃油脂制备生

物柴油，并在该领域上逐渐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相关企业生产工艺不断更新换代，逐步

在技术与设备上都达到世界领先的水平，助力行业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的不断提高。 

生物柴油的生产的技术水平按照主反应的不同可分为三代：第一代指酯交换技术，第二

代是催化加氢技术，第三代是气体合成技术（见图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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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4 生物柴油生产技术一览 

 
来源：头豹研究院绘制 

第一代酯交换技术是用碱作为催化剂，将生物油中的油脂（甘油三脂）与甲醇发生反应

得到脂肪酸甲酯与甘油的技术（见图 3-5），是中国生物柴油行业在过去的 20 年发展历程

中主要采用的制备技术。第一代技术中，使用最为广泛，也是中国目前 90%以上的企业所

采用的生物柴油制备技术是二步化学催化法技术。由于废弃油脂中含有脂肪酸与油脂，该技

术的第一步需要将原料中的脂肪酸脂化，再通过第二部的酯交换反应将油脂转化为生物柴

油。二步法的技术原理简单，设备费用低，催化剂易回收，因而得到广泛的应用；但由于酯

交换反应中生成的脂肪酸甲酯中含有氧和各种杂质，二步法所生产的生物柴油还需要通过后

处理工序才可供应给下游的消费者，效率较为低下。 

2002 年，中国企业自主研发设计了一步法化学催化法，采用了过程强化技术，增加了

原料油脂与甲醇的混合强度，与二步法相比产物更为纯净，生产效率更高。以龙岩卓越新能

源为代表的企业在 21 世纪初便实现了该技术的成熟应用，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生物柴油行业

的经营效率和市场规模。然而在 2007 年，由于政策监管的原因，一步法这种显著领先于市

场水平的技术被暂时禁止使用，二步法重新成为市场上的主流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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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5 酯交换技术反应原理 

 
来源：头豹研究院绘制 

对于其他生产技术，中海油曾经在海南完成过超临界技术的研发项目，并制造出年产 6

万吨的生产装置，但由于装置成本较高，超临界法并未得到推广使用。近两年，第二代生物

柴油技术已逐渐发展成型，部分企业正在建设第二代生物柴油的生产线，所生产出的第二代

柴油具有高达 84 的十六烷值和接近 0 的硫含量，极大地提高了生物柴油的生产质量水平。

得益于中国相关企业与机构对生物柴油制备技术的持续关注，行业间的技术理论与实际应用

水平均得到显著提高，利好中国生物柴油行业的发展。 

3.2 制约因素 

3.2.1 技术水平良莠不一 

技术问题是制约中国生物柴油行业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行业内部分企业所生产的

生物柴油质量低下，影响到了整个市场的产品销售与口碑建立，产品质量参差不齐，混乱的

市场格局逐渐形成，制约了行业的发展。 

中国生物柴油行业所生产的产品质量良莠不一，其重要原因是中国所建立的生物柴油标

准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从具体指标看，美国对于生物柴油所含脂肪酸甲酯比例要求大于等于

97%，而中国未作具体规定，导致市场上脂肪酸甲酯含量只在 80%的生物柴油依旧较为普

遍，甚者还有出现直接以植物油当作生物柴油的案例。酸值是决定生物柴油对发动机腐蚀、

磨损和积炭的情况的指标，美国对生物柴油酸值的要求为小于 0.3mgKOH/g，而中国则为

0.6mgKOH/g，是美国水平的一倍。对于含水量，该数字是决定生物柴油是否会氧化并于游

离脂肪酸生成酸性水溶液的指标，国际商对于含水量的要求普遍为小于 160mg/kg，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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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要求为小于 350mg/kg。较低的产品质量标准导致市场上各类生物柴油各行其道，对

产品有质量要求的企业会严格控制产品的质量，而部分企业则偷工减料，浑浊了行业的市场

环境。 

此外，中国生物柴油生产企业所采取的主要生产方式为二步法生产，该技术所生产的产

品含有杂质较多，因而需要后续处理来提高产品的纯度。部分企业摒弃了后续处理步骤，将

所生产的产品直接销售，造成了油箱滤网堵塞的现象，给加油站带来了不良的客户反馈。中

国生物柴油产品在本土未能获得良好的声望和地位，制约了行业的发展。 

3.2.2 原料供不应求 

生物柴油作为一种生物燃料，自然资源的储量情况决定了其生产经营的经济效益。不同

于美洲各国丰富的豆油资源、东南亚等地过剩的棕榈油资源以及欧盟境内充足的菜油资源的

情况，中国地少人多的国情决定了绝大多数豆油及菜油依旧作为食用油被消费。中国尚未形

成油料作物规模化生产生物柴油的技术，因而在当前阶段下，废弃油脂依旧是中国生物柴油

生产的主要原料。 

中国每年所生成的废弃油脂数量巨大，然而中国生物柴油行业上游原材料供给在长期内

始终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究其原因主要可分为以下三点：①中国幅员辽阔，废弃油脂来源

分散，渠道众多，大量的油脂流入下水道、河道，或混合在普通垃圾中流入垃圾处理厂，未

能得到有效的收集，产生了资源的浪费。小型的城市或地区开展地沟油回收业务规模效应低

下，在经济性的考虑下，废弃油脂回收处理单位并未普及开展，限制了上游废弃油脂的来源

渠道；②废弃油脂的用途广泛，除了可以用来制备生物柴油，还可通过简单的加工提纯，直

接作为低质量的工业油酸和工业油脂，或者用于皂片、无磷洗衣粉等的生产；③国际上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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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向中国购买废弃油脂，稀释了废弃油脂在中国的储量。丰富的应用渠道和有限的原料供

给造成了中国废弃油脂的供应紧缺，限制了中国生物柴油行业的发展。 

3.2.3 销售渠道受限 

生物柴油行业的下游消费方主要包括加油站和化工厂等主体。下游的议价能力决定了生

物柴油企业的经营状况和盈利能力。 

在中国，95%以上的加油站归属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三家石油化工集团，其产业结

构紧密，对民营生物柴油企业所生产的产品保持封闭的态度，限制了行业内生物柴油的销售。

一方面，国企加油站拒绝接受市场上的生物柴油，因为企业生产水平参差不齐，影响平均的

油品质量；另一方面，国家对生物柴油的使用尚未下发强制性要求，市场上的购买意愿并不

强烈。从企业的角度来看，生物柴油的生产成本相对较高，中国境内尚未形成合理的定价机

制以及完善的补贴政策，逼迫中国优质生物柴油生产企业纷纷将市场转向海外国家和地区。

以生产一吨生物柴油的成本为例，购买废弃油脂所需花费的金额在 3,200 至 3,500 元，乙醇

和人工等加工费用近 1,000 元，合计约 4,500 元，较普通矿物柴油在中国的售价仅有 1,000

元的利差。而企业将生物柴油出售给欧美等国，可以得到折合为人民币约 6,600 元/吨的价

格，相较于内销有着更大的盈利空间，促使有国际标准生产能力的企业不断将生物石油产品

出口至海外，进一步恶化了中国市场的竞争格局。 

受下游销售渠道的限制，中国生物柴油行业的市场需求尚未被完全释放，行业内产能过

剩现象严重，大多数企业的开工率不及生产能力的 1/4，抑制了行业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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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生物柴油行业政策分析 

为加大中国生物柴油开发力度，推动中国能源行业有序发展，中国政府颁布一系列的文

件与规划，利好中国生物柴油行业的发展（见图 4-1）。 

在规范性法律法规方面， 2014 年 11 月，国家能源局颁布《生物柴油产业发展政策》，

从原料保障、产业布局、行业准入、生产供应、推广应用、技术创新、环境保护、政策措施、

监督管理等方面对生物柴油产业提出全方位的规范要求，生物柴油行业由此进入政策指导下

的有序发展阶段。 

在生产原料的收集方面，国家出台一系列关于餐厨垃圾处理的法律法规。2010 年 7 月，

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地沟油整治和餐厨废弃物管理的意见》，提出规范餐厨废弃物处理、

收运管理以及严肃查处有关违法违规。2013 年 5 月，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实施《餐

厨垃圾处理技术规范》，其内容包括餐厨垃圾的收集与运输以及对含油量较高的餐厨垃圾的

预处理等，是中国唯一一部关于餐厨废物的回收管理领域的行业标准，上游的部分原料来源

渠道得到了具体的规范。2017 年 4 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地沟油”治理工作

的意见》，推动培育与引导废弃物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企业，同时加大对制售地沟油违

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助力中国各地地沟油的回收利用逐渐提上日程。 

在生物柴油的销售环节，全国人大常委会于 2009 年 12 月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

生能源法》，要求石油销售企业应当按照国务院能源主管部门或者省级人民政府的规定，将

符合国家标准的生物液体燃料纳入其燃料销售体系。2017 年 9 月，国家质检总局和国标委

共同发布《GB25199-2017 B5 柴油国家标准》，允许将符合标准的生物柴油按照 1%-5%

的体积比添加到普通柴油中，为生物柴油的销售开拓新通道。 

在财税方面，国家从生活垃圾的收费、生产企业的前期财政扶持和税收减免三方面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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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政策。在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方面，原国家计委、财政部、建设部、国家环保总局于 2002

年 6 月发布《关于实行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促进垃圾处理产业化的通知》，明确生活

垃圾处理费应本着简便、有效、易操作的原则，将收费环节主要集中在餐厨垃圾生产、收运

和处理环节。在生物柴油生产企业设施建设的前期补贴方面，2016 年 12 月，国家发改委

和住建部发布《“十三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计划全国城镇生

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总投资约 2,518.4 亿元，在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投资

1,699.3 亿元，在餐厨垃圾处垃圾专项工程上投资 183.5 亿元。其中，江苏省总投资 84.2 亿

元，新建处理设施投资 52.8 亿元，餐厨处理设施 13.2 亿元。在税收减免方面，2010 年 12

月，财政部和国税局联合发布《关于对利用废弃的动植物油生产纯生物柴油免征消费税的通

知》，对生产原料为废弃动植物油脂，并且符合国家《柴油机燃料调合生物柴油（BD100）》

标准的纯生物柴油免征消费税。2018 年 5 月，国税局发布《以废弃动植物油为原料生产生

物柴油等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 70%》，对销售自产的以废弃动物油和植物油为原料生产的

生物柴油、工业级混合油实行增值税的 70%的即征即退。 

此外，自 2010 年以来，国家开展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试点工作，并出

台一系列法律法规。2010 年 5 月，国家发改委等国家四部委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城市餐厨

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试点工作通知》，选择部分具备开展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和无害化处理条件的城市或直辖市市辖区进行试点，为适合中国城市特点的废弃物资源化利

用和无害化处理的法规、政策标准和监管体系的建立提供参考。第一批餐厨垃圾处理试点城

市包括北京、上海、苏州、武汉等 33 个试点城市和区县。2012 年 7 月，国家财政部和发

改委发布《循环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提出试点城市建设餐厨垃圾处理设施由

中央财政按补助资金的 50%拨付启动资金，5 年内城市新增餐厨废弃物处理总量超过设定

目标 90%以上的，对考核合格的将拨付剩余资金，不合格将收回已拨付资金的 80%。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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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0 月，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和住建部发布了《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试点

中期评估及终期验收管理办法》，加强了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的试点管理，

发挥试点示范的探索和引导作用，提高中央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在国家积极推进厨废弃物资

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的进程中，中国生物柴油行业不仅有望受利于上游原料资源的有效整

合，还可在政府的补贴支持下实现快速发展目标。产业链配套政策不断完善，预计将助力行

业逐渐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图 4- 1 中国生物柴油行业相关政策 

 
来源：头豹研究院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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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国生物柴油行业发展趋势 

5.1 政策的监管与支持逐步落实 

对比世界各国的生物柴油政策，中国尚未发布强制实行生物柴油掺配使用的比例要求，

生物柴油的使用尚未被中国市场得到足够的重视，但考虑到生物柴油的众多优势和中国国情

的内生需要，相关政策的不断落实必定是中国生物柴油行业的重要发展趋势。生物柴油政策

的尽快落实顺应了中国的内生需求，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①能源问题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中国石油资源相对贫乏，供需严重不平

衡，目前油气的对外依存度超过 60%。开发以生物柴油为例的可再生能源技术，发展新能

源产业，是保障中国能源战略安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出路； 

②中国大气环境问题日益严重，以东部沿海为典型的地区长期受到雾霾影响，居民身体

健康面临危害。生物柴油作为一种清洁能源，规模化的推广使用可以减轻汽车燃油所造成的

大气污染和温室效应，是城镇化进程中的重要战略布局； 

③中国大量餐厨垃圾由于回收管理不善，流转成为猪饲料。而餐馆废料是包括肺结核、

肝炎在内的众多传染性疾病的集中地，将餐馆废弃物用于养猪会导致猪肉的疾病感染，进而

形成严重的污染链，危害居民的健康安全。通过对餐厨垃圾进行油脂提取，实现向生物柴油

的能源转化，可以解决餐厨垃圾所造成的污染和病毒传播问题。 

鉴于此，生物柴油的推广使用符合了中国经济社会、国家安全、环境保护的多方面的需

要，是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2014 年，国家能源局发布了《生物柴油产业发展政策》，

明确了鼓励生物柴油发展的政策基调。未来，具体的法规政策有望逐步落实，持续利好行业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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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上游渠道整合完善 

近十年来，中国地沟油不法事件频出，多地出现了地沟油经过提炼重新登上餐桌的案例。

媒体与政府加强对此类事件的曝光与关注，相关法规陆续出台，上游市场得到了规范化的管

理，为中国生物柴油行业提供了一个有序发展的原料供应环境。 

自 2010 年起，国务院就已发布《关于加强地沟油整治和餐厨废弃物管理意见》，将废

弃油脂的非法利用列入严厉打击范围内。经过十年的发展，中国地沟油行业逐渐形成了一批

经营主体，率先进行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的 33 个试点城市已基本配备了餐

厨废物的系统性回收处理的能力。以苏州为例，该市政府采取政府主导、政企结合的方式，

通过对企业进行授权，企业获得在城区范围内进行餐厨垃圾收集、运输和一体化经营的资质，

并由企业与其下游的垃圾处置单位签订免费回收协议，对垃圾进行无害化或者资源化的处

理，形成了完整的流通渠道，为生物柴油行业的原料获取提供了便捷途径。 

对标国际上发达国家和地区对废弃油脂的管理和利用，中国的相关领域尚处于发展初期，

产业覆盖未形成普及全国的能力，经营过程中的和规模化效应未能得到充分的释放。未来，

中国废弃油脂收集行业必将沿袭着规范化、集中化的发展趋势，逐渐整合完善，进一步实现

对生物柴油行业持续、稳定的原料供应能力。 

5.3 应用范围不断扩大 

中国生物柴油行业长期受到下游渠道的限制，产品主要流向海外客户，本土市场尚未得

到有效的开发，限制了行业的发展能力。2014 年 11 月，国家能源局发布了《生物柴油产

业发展政策》，要求所有油品销售单位都要收购符合标准的生物柴油并进行油品的调配。生

物柴油的应用在政策上得到了明确的支持，中国本土市场的开发出现转机。 

2018 年 5 月 24 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出台了《上海市支持餐厨废弃油脂制生物柴油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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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应用暂行管理办法》，提出要维护本市餐厨废弃油脂收运处置体系正常运行，支持餐厨废

弃油脂制生物柴油（B5）在市内加油站的推广应用。政策实施以来，中石化上海石油已在其

旗下 247 个加油站布点销售 B5 生物柴油。2019 年 5 月 7 日，由餐厨废弃油脂制备的 B5

生物柴油正式加注到公交车油箱，上海市 2,000 余辆公交车正式开始使用生物柴油作为燃

料，预计将于 2019 年消耗近 2.2 万吨的 B5 生物柴油。上海市对生物柴油的推广作为全国

范围内的首次尝试，其广泛的推广幅度与严格的执行力度都产生了良好的效果。未来，各地

政策有望陆续落实，生物柴油的应用前景将愈发明朗。 

6 中国生物柴油行业竞争格局 

6.1 国生物柴油行业竞争格局概述 

中国生物柴油行业发展至今尚处于整顿调整阶段，市场参与者数量众多，企业的技术水

平和产品质量参差不齐。中国生物柴油行业工商登记企业近 150 家，另有在建工厂十余家，

绝大多数为民营企业。由于生产能力的差距，中国生物柴油经营企业主要可以分为三个梯队： 

①具有国际标准生物柴油生产能力的第一梯队，包括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下属的分

公司，以及在行业发展早期成立的、至今始终获益于国家政策补贴的大型民企，例如龙岩卓

越新能源等； 

②以生产生物柴油出售给化工企业为主的第二梯队，这一梯队的企业大多为中小型企业，

以脂肪酸醇为主要产品，企业数量在 10 家左右； 

③生产质量不稳定、已遭遇停产或即将停产的第三梯队，这类企业数量众多，技术水平

有限，受制于中国生物柴油行业严峻的市场条件，大多因资金链断裂而被迫退出市场竞争。 

中国生物柴油行业的领先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了一定的资本积累。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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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岩卓越新能源在第一批科创板上市申请中得到受理，获得了资本市场的广泛关注。此外，

嘉澳环保科技、河北隆海生物能源、唐山金利海生物柴油以及荆州大地生物等公司也在主板

以及新三板上市。中国生物柴油生产企业纷纷开展对资本市场的布局，行业的竞争格局有望

在资本的介入下进一步整合集中（见图 6-1）。 

图 6- 1 中国生物柴油行业主要参与企业 

 
来源：头豹研究院绘制 

6.2 中国生物柴油行业代表企业分析 

6.2.1 龙岩卓越新能源 

6.2.1.1 公司概况 

龙岩卓越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创立于 2001 年 11 月，是一家从事利用废动植物油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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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柴油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是福建省循环经济示范企业，也是福建省首批创新型企业。

公司主营业务是生物柴油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同时还销售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副产品生物

酯增塑剂、醇酸树脂、工业甘油等。2018 年，公司生产生物柴油 22.3 吨，实现营业收入

10.2 亿元，归母净利润 1.3 亿元。2019 年 4 月，公司提交的科创板上市申请得到受理，成

为生物柴油行业首家冲击科创板的企业，受到了资本市场的广泛关注。 

6.2.1.2 主要产品 

公司所生产的主要产品包括脂肪酸甲酯（生物柴油）、工业甘油、油酸甲酯、C16-C18

脂肪酸甲酯以及 C12-C14 脂肪酸甲酯（见图 6-2），其中生物柴油是公司的核心主营产品，

在公司的应收占比中达到 85%以上，其他产品则为生物柴油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副产品。 

图 6- 2 龙岩卓越新能源主要产品 

 
来源：公司官网，头豹研究院绘制 

6.2.1.3 竞争优势 

（1）全面可靠的产品体系 

公司经营龙岩平林厂区、龙岩东宝山厂区、厦门同安厂区三个生物柴油生产基地，合并

年产生物柴油超过 20 万吨，年处置地沟油超过 21 万吨。2018 起，公司开始建设副产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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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2 万吨工业甘油提炼项目 1 个，建设工业甘油、长链脂肪酸甲酯深加工年产 5 万吨醇酸

树脂项目 1 个，中低碳脂肪酸甲酯深加工产品生物质材料年产 1 万吨工程 1 个。公司的产

能充足，产品质量优良，是中国生物柴油行业产量最大、出口量最多、创新能力强劲的生物

柴油龙头企业。 

（2）技术实力全国领先 

公司具有较强的技术人才队伍和科研设施，在利用废油脂生产生物柴油，副产品深加工，

新材料产品开发等技术、工艺、装备方面，均取得多项关键性技术突破。公司在生产过程中

不断优化升级，拥有 68 项专利，各项技术在国内外具有较强的竞争性和领先性。 

（3）产业链的深度积累 

公司是中国最早经营生物柴油的企业之一。在近 20 年的发展历程中，公司不仅在技术

层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还在产业链上获得了重要的渠道资源，与众多废油脂供应商建

立了长期互信的业务关系，具备原料采购优势。在下游销售领域中，公司凭借着优质的产品

质量将生物柴油产品大量出口欧盟市场，下游客户对生物柴油的巨大需求量为公司确定了稳

定的销售渠道。 

6.2.2 卡特新能源 

6.2.2.1 公司概况 

江苏悦达卡特新能源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 年 4 月 28 日，是江苏悦达集团旗下的江苏

悦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0805）与江苏卡特新能源有限公司合资成立的大型

生物柴油生产企业，是一家集新能源、新材料、生物质及油脂相关绿色产品的研发、生产、

销售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旗下全资拥有江苏悦达卡特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和江苏常

大地沟油（生物工程）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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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2 主要产品 

公司专注于生物化工原料以及生物柴油的研发生产，在 20 年的发展历程中已形成了丰

富产品线，主要产品包括生物柴油、C18 油酸甲酯、C16 脂肪酸甲酯、除草剂用甲酯、生物

燃油、粗甘油、生物增塑剂、棕榈油甲酯等。公司所生产的生物柴油已在城市公交车上投入

使用，表现出了良好的产品质量和燃烧性能（见图 6-3） 

图 6- 3 卡特新能源生物柴油产品质量指标 

 
来源：公司官网，头豹研究院绘制 

6.2.2.3 竞争优势 

（1）国有资本支持 

公司的母公司江苏悦达集团是全国 520 户重点大型国有企业之一，经过 30 多年的发

展，目前在境内外拥有两家上市公司、30 多家分子公司、3 万多名员工、资产总额 450 多

亿元，构建了工业制造业、能源矿产业、公路投资产业、现代服务业、商业地产和房地产业、

金融服务业等六大产业集群。雄厚的资本和产业背景为公司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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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质量的产品生产能力 

公司拥有年产 20 万吨生物柴油的全自动控制生产线，可实现处理地沟油、酸化油、泔

水油等废弃油脂 21 万吨。公司生物柴油项目被国家发改委列为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纳入财

政投资计划，获得国家财政部《生物能源和生物化工非粮引导奖励资金项目》的支持。公司

生产的生物柴油和生物增塑剂产品均被认定为江苏省高新技术产品，其生物柴油产品已在常

州市公交车上得到了使用。 

（3）先进的创新研发实力 

公司长期与北京化工大学、江南大学、常州大学建立良好的产学研合作关系，建有“江

苏省废弃油脂深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常州市生物质能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

“常州市企业技术中心”，以及专门的“地沟油工业技术研究院”，拥有先进的研发、检测

设备百余台套；自主研发的“废弃动植物油脂生产无毒环保生物增塑剂的产业化开发项目”

荣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申请相关专利 20 件，授权发明专利 8 项、实用新型专利 12 项。 

6.2.3 河北金谷 

6.2.3.1 公司概况 

河北金谷有限公司创始于 1986 年，位于河北市辛集市境内天宫营工业区，是国内具有

规模的油脂化工综合开发利用企业。公司旗下有河北金谷增塑剂有限公司、河北金谷再生资

源开发有限公司，主要经营脂肪酸甲酯、基础油、油酸甲酯等产品的生产与销售。公司是中

国地沟油再生利用行业的领先企业，集中了全国 10 余个省市的地沟油资源，所生产出的生

物柴油已通过欧盟标准认证，并批量出口至德国、西班牙、英国、瑞士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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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2 主要产品 

公司主营业务可分为增塑剂和再生资源两大板块，其中增塑剂板块由子公司河北金谷增

塑剂有限公司运营，主要生产环氧脂肪酸甲酯、环氧大豆油、油酸甲酯等产品；再生资源板

块由河北金谷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运营，主要生产脂肪酸甲酯、基础油、棕榈酸甲酯等产

品（见图 6-4）。 

图 6- 4 河北金谷主要产品 

 
来源：公司官网，头豹研究院绘制 

 

6.2.3.3 竞争优势 

（1）规模化的生产能力 

公司现拥有年产 10 万吨环氧脂肪酸甲酯、10 万吨脂肪酸甲酯（生物柴油）、10 万吨

油酸甲酯、6 万吨环氧大豆油、5 万吨棕榈酸甲酯、5 万吨环氧高纯酯等多条生产线，产品

线丰富，生产能力位列全国前列。 

（2）高值的产品质量 

公司的产品已通过欧盟 REACH 法规 SVHC 检测、邻苯二甲酸盐（或酯）、多环芳香烃

（PAHs）以及 RoHS 指令 2011/65/EU，产品畅销全国，并远销台湾、日本、印度、韩国

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广大客户的认可和信赖。2016 年，公司取得生物柴油以及餐饮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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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油的 ISCC 认证，其所生产的生物柴油可以顺利出口至欧洲各国。 

（3）广泛的合作关系 

2017 年，公司的子公司河北金谷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与深圳市前海国储能源化工有

限公司签订了“2000 吨生物柴油供货合作意向书”，为公司的下游销售铺设了良好的渠道；

此外，公司与江南大学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签订了产学研科研基地、研究生工作站合作协议

书，高校合作的达成为公司的技术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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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豹研究院简介 

 头豹研究院是中国大陆地区首家 B2B 模式人工智能技术的互联网商业咨询平台，

已形成集行业研究、政企咨询、产业规划、会展会议行业服务等业务为一体的一

站式行业服务体系，整合多方资源，致力于为用户提供最专业、最完整、最省时

的行业和企业数据库服务，帮助用户实现知识共建，产权共享 

 公司致力于以优质商业资源共享为基础，利用大数据、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技

术，围绕产业焦点、热点问题，基于丰富案例和海量数据，通过开放合作的研究

平台，汇集各界智慧，推动产业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 

 

 
 

四大核心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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