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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柴油行业动态报告    
 

船燃打开新市场，出口退税政策边际利好国内生柴企业 
 

 2024 年 12 月 10 日 

 

➢ 欧盟生物柴油市场现疲态，反倾销调查已对我国生物柴油行业产生影响。欧

盟生物柴油市场颓势初显的情况下，欧盟尝试通过反倾销调查扭转贸易格局，反

倾销调查对我国生物柴油出口影响较大。2024 年 10 月生物柴油出口量同比仍

下滑。根据海关数据，我国 10 月生物柴油出口量约 7.49 万吨，同比下滑 36.75%。

在欧盟的反倾销税政策之下，我国生柴企业需要找到新的出口方向，以摆脱过度

依赖单个贸易国的局面，我们认为，生物船燃将是带来未来全球生物柴油消费增

量的重要方向。 

➢ 航运减排政策频出，重视生物船燃潜力。当前全球航运减排计划总共以两个

组织制定的相关文件为参照，一个是对全球航运业提出指导要求的 IMO 制定的

《IMO 船舶温室气体减排初步战略》；另一个是以欧盟为主导的“Fit for55”一

揽子减排方案，其 EU ETS 与《欧盟海运燃料条例》是该减排方案在航运的指导

性文件。两者都对航运减排提出了细化要求与促进推行的惩罚措施。添加非化石

燃料是减少船运碳排放量的有效途径，生物柴油是欧盟认证的重要减碳燃料，看

好航运业减排政策频出、减排要求趋严下生物柴油在船燃方面的用量增长。关注

新加坡生物船燃市场增量，新加坡已成我国生物柴油重要买方之一。新加坡作为

生物燃料新兴市场已崭露头角。2024 年 10 月，新加坡生物混合燃料使用量达

13.90 万吨，较年初增长 200.68%。2024 年 10 月，我国向新加坡出口生物柴

油金额达 2.01 亿元，创历史新高，单月出口金额同比增长 569.64%，环比增长

100.92%，展现了我国生物柴油产品在新加坡市场不断上升的竞争力，看好我国

生物柴油产品在新兴市场新加坡的未来出口潜力。 

➢ UCO 出口税收政策变动，利好国内生柴企业。2024 年 11 月 15 日，国家

税务总局发布《关于调整出口退税政策的公告》，宣布取消铝材、铜材以及化学改

性的动、植物或微生物油、脂等产品出口退税，其中包括的动、植物或微生物油、

脂包含 UCO，是生物柴油的重要原材料，我们预计此次出口退税政策变动将抑

制 UCO 的出口需求，UCO 外销部分转内销，提高国内生物柴油企业原材料的可

获得性，并夯实国内 SAF/HVO 采购基础。 

➢ 投资建议：重视生物船用燃料带来的全球生物柴油市场新增量，叠加原材料

出口增值税退税取消落地，生物柴油企业有望迎来需求增长、原材料供应增多的

双向推动，建议关注国内拥有较大生物柴油产能的上市公司：卓越新能、嘉澳环

保、海新能科、朗坤环境。 

➢ 风险提示：产能释放不及预期，政策推行力度不及预期，贸易摩擦风险。  
 
重点公司盈利预测、估值与评级 

代码 简称 
股价

（元） 

EPS（元） PE（倍） 
评级 

2024E 2025E 2026E 2024E 2025E 2026E 

688196 卓越新能 41.44 0.96 1.55 2.36 43 27 18 推荐 

603822 嘉澳环保 54.41 -1.90 3.17 4.64 / 17 12 推荐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预测; 

（注：股价为 2024 年 12 月 10 日收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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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需求：船燃 

1.1 欧盟反倾销税后，寻找新应用方向 

欧盟生物柴油消费量增长显颓势，2023 年美国消费量首度超过欧盟。2023

年欧盟的生物柴油消费量同比增长幅度下滑至 0.92%，不及 2020-2022 年的增长

态势，2023 年欧盟生物柴油消费全球占比从 2022 年的 30.84%下滑至 26.53%，

而美国首度超过欧盟达 28.09%。同时，欧美国家的生物柴油消费占比也呈下滑趋

势，说明生物柴油市场正从起步时欧美发达国家引导、向多地区共同发展的格局转

变。 

图1：2000-2023年欧盟及美国生物柴油占全球消费比
重变化 

 图2：2023 年全球生物柴油消费地区分布 

 

 

 

资料来源：wind，BP，民生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BP，民生证券研究院 

凭借原材料优势，中国生物柴油曾受到欧盟青睐，欧盟是重要的中国生物柴油

出口地区。我国是全球重要的生物柴油生产国和出口国，生物柴油产品在国际上具

有较强竞争力。当前我国生物柴油产量超 200 万吨/年，2023 年中国向欧盟出口

生物柴油约 180 万吨，占中国总出口量的 90%。目前，欧盟 80%以上的生物燃料

原料依赖进口，中国产品占比达 60%。欧盟生物柴油消费增速下滑后，间接影响

欧盟对中国生物柴油的态度。 

欧盟对中国出口的生物柴油征收反倾销税。2024 年 7 月 19 日，欧洲委员会

宣布对中国生物柴油企业实施临时反倾销关税，最高达 36.4%。根据欧洲委员会

公布的反倾销调查结果，浙江东江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对应上市公

司嘉澳环保）将面临高达 36.4%的关税，龙岩卓越新能源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对

应上市公司卓越新能）将被加征 25.4%的关税，易高生物化工科技（张家港）有限

公司及其子公司面临 12.8%的关税，其他 42 家企业也被纳入了不同比例的关税范

围。 

反倾销调查对我国生物柴油出口产生影响，2024 年 10 月生物柴油出口量同

比仍下滑。根据海关数据，我国 10 月生物柴油出口量约 7.49 万吨，同比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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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75%。 

图3：2017.6-2024.10 国内生物柴油月度出口数量及
同比变化 

 图4：2017.6-2024.10 国内生物柴油月度出口均价及
同比变化 

 

 

 

资料来源：iFind，海关总署，民生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iFind，海关总署，民生证券研究院 

在欧盟的反倾销税政策之下，我国生柴企业需要找到新的出口方向，以摆脱过

度依赖单个贸易国的局面，我们认为，生物船燃将是带来未来全球生物柴油消费增

量的重要方向。 

 

1.2 航运减排政策频出，重视生物船燃潜力 

当前全球航运减排计划总共以两个组织制定的相关文件为参照，一个是对全

球航运业提出指导要求的国际海事组织（IMO）制定的《IMO 船舶温室气体减排

初步战略》；另一个是以欧盟为主导的“Fit for55”一揽子减排方案，其碳排放交

易体系（EU ETS）与《欧盟海运燃料条例（FuelEU Maritime）》是该减排方案在

航运领域的指导性文件。 

 

航运脱碳步伐明显提速，国际海事组织提出更高目标。 

在 2018 年的国际海事组织海上环境保护委员会第 72 届会议（MEPC 72）

中，2050 年船舶温室气体排放仅需较 2008 年减少 50%；而在 2023 年 MEPC80

会议中，减排目标升级到航运温室气体需在 2050 年前后达到净零排放。而且，在

最新的 GHG 减排战略中还设立了两个阶段性节点，包括到 2030 年国际海运温室

气体年度排放总量相比 2008 年应至少降低 20%，到 2040 年则应较 2008 年至

少降低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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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023 年 IMO 船舶温室气体减排战略与初步战略对比 

 
资料来源：《2023 全球绿色航运发展报告》（上海海事大学上海国际航运研究中心），IMO 官网，民生证券

研究院 

 

欧盟已将航运业纳入 EU ETS，《FuelEU Maritime》并行生效。 

2023 年 6 月 5 日，将航运业纳入欧盟 ETS 的改革立法正式生效，标志着航

运业也要开始遵守欧盟对于碳排放进行“配额交易”的规则。涉及欧盟航线的单艘

船舶如未能在截止日期（2025 年 9 月 30 日）前缴纳碳配额，则将影响整个船队

的合规性。欧盟将对未缴纳和少缴纳配额的航运公司处以每吨二氧化碳 100 欧元

的超额排放罚款，并且罚款后仍然需要补交未缴和少缴的碳配额费用。连续两个或

连续多个报告期不遵守规定可能导致该公司所有船舶在欧盟地区被禁止航行或被

执行船旗扣留，直至航运公司履约完成。 

欧盟关于航运业上缴碳排放配额的要求将在 2024-2026 年期间分阶段实施：

2024 年，40%的航运业碳排放量需纳入 ETS；2025 年，该比重将增加到 70%；

2026 年，100%的航运业碳排放量需纳入 ETS。其中，欧盟范围内排放全额征收，

欧盟境外的部分征收 50%。且船舶全年的排放量需于 2025 年 3 月 31 日之前在

欧盟 MRV 系统中完成认证。 

此外，《FuelEU Maritime》将于 2025 年 1 月 1 日正式开始实施，其主要

目标是增加可再生和低碳燃料的需求并持续使用，以减少航运业的温室气体排放，

同时确保海上运输的稳定性，避免市场混乱。 

其中与燃料相关的条例包括：1）采取措施确保航运业使用的燃料的温室气体

强度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降低，从 2025 年开始，船舶必须减少 2%的温室气体排

放，到 2050 年减少 80%；2）建立特别激励机制，支持使用具有高脱碳潜力的所

谓非生物来源可再生燃料（RFNBO）；3）在燃料认证方面，将化石燃料排除在认

证过程之外。并制定相应惩罚措施，规定每年的 6 月 30 日前，航运公司必须为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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艘超过温室气体强度限制的船舶缴纳相应的罚款。 

添加非化石燃料是减少船运碳排放量的有效途径，根据欧盟最新版本的《可再

生能源指令（Renewable Energy Directive II）》，生物柴油是欧盟认证的重要船

运减碳燃料，看好航运业减排政策频出、减排要求趋严下生物柴油在船燃方面的用

量增长。 

 

1.3 关注新加坡生物船燃市场增量 

新加坡作为生物燃料新兴市场已崭露头角。2024 年 10 月，新加坡生物混合

燃料使用量达 13.90 万吨，较年初增长 200.68%，生物燃料占总燃料的比例达

2.9%，较年初上升 2pct，增长势头较强。新加坡港是亚太地区第二大港口，也是

世界上最大的集装箱港口之一，扼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的航运要道，战略位置十分

重要，2023 年抵港船只数量达 12.14 万艘，船燃加注需求巨大，发展生物燃料的

机会也对应较高。鉴于其拥有国际大港这一天然优势，看好新加坡未来生物燃料的

需求潜力。 

图6：2023.7-2024.10 新加坡生物混合燃料用量  图7：2023.7-2024.10 新加坡生物混合燃料用量占比 

 

 

 
资料来源：Ship&Bunker，民生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Ship&Bunker，民生证券研究院 

10 月我国向新加坡出口生物柴油金额创新高。2024 年 10 月，我国向新加坡

出口生物柴油金额达 2.01 亿元，创历史新高，单月出口金额同比增长 569.64%，

环比增长 100.92%，展现了我国生物柴油产品在新加坡市场不断上升的竞争力，

看好我国生物柴油产品在新兴市场新加坡的未来出口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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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2023.1-2024.10 中国向新加坡出口生物柴油金额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民生证券研究院 

注：个别月份数据海关漏缺统计，不影响展现整体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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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原材料端：UCO 出口税收政策变动，利好国内生

柴企业发展 

UCO 出口税收政策变动，生柴企业成本端有望下降。2024 年 11 月 15 日，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调整出口退税政策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宣布

取消铝材、铜材以及化学改性的动、植物或微生物油、脂等产品出口退税，并将部

分成品油、光伏、电池、部分非金属矿物制品的出口退税率由 13%下调至 9%，该

《公告》自 2024 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其中包括的动、植物或微生物油、脂包含

潲水油，也称 Used-cooking-oil（UCO），是生物柴油的重要原材料，我们预计

此次出口退税政策变动将抑制 UCO 的出口需求，UCO 外销部分转内销，提高国

内生物柴油企业原材料的可获得性，并夯实国内 SAF/HVO 采购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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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投资建议 

重视生物船用燃料带来的全球生物柴油市场新增量，叠加原材料出口增值税

退税取消落地，生物柴油企业有望迎来需求增长、原材料供应增多的双向推动，

建议关注国内拥有较大生物柴油产能的上市公司：卓越新能、嘉澳环保、海新能

科、朗坤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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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风险提示 

1）产能释放不及预期。重点公司中部分相关产能暂未投放，可能会存在产能

投放时间不及预期的情况，将影响公司经营利润。 

2）政策推行力度不及预期。生物柴油及 SAF 的推行与各国政策密切相关，政

策周期较长，具体实施力度与实施进程可能会与预期有偏差，存在不确定性。 

3）贸易摩擦风险。国内生物柴油出口已因出口地区单一问题受到欧盟贸易摩

擦的影响，虽当前已找到新的出口方向作为短期补偿，但仍提防他国贸易政策变动

带来的新一轮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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