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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之生物柴油行业展望：市场需求广阔 国际化布局和打通内循环

为发展着力点

文/王洋

摘要

在全球“碳达峰”、“碳中和”的大背景下，生物柴油作为一种可再生、环保的替代

能源，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受到极大的关注和支持，面临着良好的发展机遇。各国均出

台相关支持政策推动生物柴油产业发展，实现经济的绿色转型。目前全球生物柴油产销

量呈上升趋势，美国和欧洲为主要的生产国和消费国，我国由于粮食战略的原因，目前

国内市场规模较小，生物柴油绝大多数出口至欧盟，但近期受到了欧盟反倾销的影响出

口量有所下滑。预计未来生物柴油行业在政策支持和技术创新的驱动下市场规模将继续

扩大，碳交易和绿色金融将助力生物柴油产业发展，此外我国也将加快国际化布局，拓

展国内生物柴油应用场景，减少对外部市场的依赖。

正文

一、生物柴油行业政策环境

在全球“碳达峰”、“碳中和”的背景下，生物柴油作为一种可再生、环保的替代能

源，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受到关注，国内外均出台了相关政策，旨在推动生物柴油产业

的健康发展，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发展。

国内层面，2021 年《“十四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和《“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

规划》出台，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非粮生物质液体燃料，并支持生物柴油、生物航空煤

油等先进技术装备的研发和推广使用。2023 年 11 月，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组织开展

生物柴油推广应用试点示范的通知》，提出通过组织开展生物柴油推广应用试点示范，

拓展国内生物柴油的应用场景，此外将对符合条件的试点示范项目优先纳入制造业中长

期贷款项目予以支持，并积极推进建立生物柴油碳减排方法学，推动将生物柴油纳入国

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机制，加快实现生物柴油的绿色价值。2024 年 8 月《船用生物

燃料油》团体标准正式发布，对各种标号的船用生物燃料油作出质量规范。10 月，国家

发改委等部门发布《因地制宜发展生物天然气和生物柴油、生物航煤等绿色燃料》，强

调根据各地不同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采取灵活多样的措施来推进绿色燃料

产业的发展，以实现节能减排、环境保护和能源结构优化的目标。

国外层面，早在 2009 年欧盟委员会就通过了《可再生能源指令(RED)》，并于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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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对其进行了修订，最终目标为到 2030 年，确保可再生能源在最终能源消费中的占比

至少达到 45%，2050 年目标为 55%。美国环保署于 2023 年更新《可再生能源燃料标准

（RFS）》，提出将提高生物质柴油掺混配额比例，旨在通过增加运输燃料中的可再生成

分来减少对进口石油的依赖，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并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

二、生物柴油市场需求情况

生物柴油作为清洁能源具有广阔的市场发展前景，全球生物柴油消费量显著的增长，

美国、欧盟和亚太地区为主要消费市场；我国由于粮食战略的原因，目前生物柴油消费

量相对较小，但随着更多城市加入到试点行列以及相关政策的支持，预计未来国内市场

需求将逐步扩大。

生物柴油是一种由植物油或动物脂肪通过酯交换反应转化而成的可再生燃料，主要

应用于交通领域，充当车用及船用燃料，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按照不同比例与传统石

油基柴油混合使用。生物柴油作为一种清洁替代能源，拥有良好的燃烧性能和显著的环

境效益，具有广阔的市场发展前景。

图 1 2004 年以来全球生物柴油消费量情况

数据来源：Wind，大公国际整理

全球生物柴油市场消费量在过去几年中经历了显著的增长。其中 2006 年，因国际

石油价格显著上涨，直接推动了生物柴油作为替代能源的需求增加。此后随着全球能源

结构的转型和环保要求的提高，生物柴油整体消费量呈上升趋势。2023 年，全球生物柴

油消费量为 2,262.59 拍焦耳，同比增长 17.29%，为近十年以来最高单年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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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4 年以来全球主要地区生物柴油消费量

数据来源：Wind，大公国际整理

分区域来看，由于严格的排放法规和积极的政府激励措施，欧洲和北美生物柴油需

求尤为强劲，合计占全球消费量的一半以上。欧洲是全球最大的生物柴油消费市场，其

生物柴油主要用于国内消费，出口量占比很小，随着《可再生能源指令》的持续实施，

预计未来几年内生物柴油需求将进一步上升。美国是生物柴油消费的另一重要市场，主

要受到《可再生燃料标准》(RFS)的支持，该标准要求逐年增加运输燃料中的可再生成

分比例。近年来美国可再生生物柴油生产量大幅提升，而传统生物柴油的比例逐渐下降，

显示出从第一代向第二代生物柴油过渡的趋势。

图 3 2023 年全球主要国家或地区生物柴油消费量占比情况

数据来源：Wind，大公国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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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地区逐步成为生物柴油的第三大重要消费市场，其中印度尼西亚是世界上最大

的棕榈油（生物柴油原料之一）生产国之一，也是生物柴油的重要消费市场。近年来印

度尼西亚政府逐步推行了 B30 计划和 B35 计划，即燃油中必须掺混 30%和 35%的生物柴

油，未来随着 B40 实施，其对生物柴油的需求量将进一步增长。我国由于粮食战略的原

因，主要使用废弃油脂作为生物柴油的原料，目前生物柴油消费量相对较小，但随着更

多城市加入到试点行列以及相关政策的支持，预计未来几年内国内市场需求将逐步扩大。

三、生物柴油市场供给情况

生物柴油生产区主要分布在欧洲、美国和亚太地区，全球产量显著增长；我国是全

球重要的生物柴油生产国和出口国，因国内生物柴油市场的规模尚未完全形成，生物柴

油主要出口至欧洲；但 2024 年因受到欧盟反倾销影响，单月出口量环比下降。

全球生物柴油产量从 2004 年的 81.20 拍焦耳增加到 2023 年的 2,144.59 拍焦耳，

在过去十年显示出显著的增长趋势。近年来全球生物柴油产销率基本在 100%以上，整体

呈现供不应求的状态。

图 4 2004 年以来全球生物柴油产量情况

数据来源：Wind，大公国际整理

生物柴油生产区主要分布在欧洲、美国和印度尼西亚。全球范围内，植物油是最常

用的生物柴油原料，其中棕榈油占全球原料基础的 30%以上，为印尼的生物柴油的主要

原材料。欧盟生物柴油的主要原料是菜籽油，其次是废弃油脂和棕榈油。而美国生物柴

油产能主要分布在大豆主产区及沿海地区，豆油为重要的原材料，但近年来出于成本控

制考虑，动物脂肪及废弃油脂等原料的使用占比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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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14 年以来全球主要地区生物柴油产量

数据来源：Wind，大公国际整理

欧洲是全球生物柴油生产和消费的重要区域之一，在 2020 年之前，欧洲同时是全

球生物柴油销量和产量最大的地区，但后期受俄乌冲突、地缘政治以及国际油价高位运

行等因素影响，欧洲生物柴油需求量仍持续增长，但生产量小幅下降，2023 年基本已经

恢复到 2020 年水平，但整体的产能重心已经向亚太地区转移。美国生物柴油产量增长

显著，2023 年达到 536.62 拍焦耳，较 2022 年同比增长 37.62%，主要原因是通过税收

抵免和强制掺混政策，推动了生物柴油产业的快速发展。巴西生物柴油属于自产自销，

主要原料是大豆油，自 2023 年起，巴西提高生物柴油强制掺混比例，致使 2023 年产量

同比提升。

图 6 2023 年全球主要国家或地区生物柴油产量占比情况

数据来源：Wind，大公国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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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地区目前为全球最大的生物柴油生产区域。印尼为扭转国内石油的贸易逆差，

鼓励发展生物柴油，通过不断提高强制混合比例，提振内需，整体销量提升。我国作为

全球重要的生物柴油生产国和出口国，在国际市场上展现出了较强的竞争力，然而国内

生物柴油市场规模尚未完全形成，导致大部分国产生物柴油以出口的形式流向欧盟市场。

我国当前的生物柴油年产量超过了 200 万吨，根据欧洲生物柴油委员会（EBB）的统计

数据，2023 年我国向欧盟出口约 180 万吨，约占中国生物柴油总出口量的 90%。尽管中

国生物柴油在欧盟市场的占有率不超过 10%，但欧盟 80%以上的生物燃料原料依赖进口，

而中国产品所占比例高达 60%。但 2024 年 8 月，欧盟初裁决定对原产于中国的生物柴油

征收 12.8%至 36.4%的临时反倾销税关税，导致我国 8月生物柴油出口量环比大幅下降。

图 7 2016 年以来我国生物柴油及其混合物(38260000)出口数量

数据来源：Wind，大公国际整理

我国生物柴油生产企业包括龙岩卓越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越能源”）、

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嘉澳环保”）、北京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海新能科”）等。其中卓越能源 2023 年末生物柴油产能规模达 50 万吨，

正在建设年产 10 万吨烃基生物柴油生产线，未来产能将继续提升；嘉澳环保 2023 年末

生物质能源项目设计产能 70 万吨，在建产能 25 万吨；海新能科生物柴油产能约 45 万

吨/年，并布局产可持续航空燃料。三家企业生物柴油均以出口为主，2024 年受欧盟反

倾销影响，生物柴油产品销售受到一定影响。

四、生物柴油行业未来发展趋势

生物柴油行业市场前景广阔，环保政策和技术创新将继续驱动行业发展，碳交易与

绿色金融助力行业发展；我国未来生物柴油的生产原料将更加多元化，此外也将加快国

际化布局，拓展国内生物柴油应用场景，减少对外部市场的依赖。

生物柴油行业在全球范围内正经历着快速的发展，尤其是在我国，这一领域展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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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显著的增长潜力。未来发展趋势如下：

（一）继续以环保政策驱动行业发展。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双碳”目标的

大背景下，预计各国政府将继续对生物柴油的支持力度逐渐加大，通过出台一系列鼓励

政策如提高掺混比例、给予税收优惠等，为生物柴油行业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二）以

技术创新推动行业升级。第一代生物柴油技术已经成熟，而第二代生物柴油（如 HVO）

凭借其更接近石化柴油的性能以及更高的碳减排效率，正在逐渐成为主流。这些新技术

不仅提升了产品的质量和稳定性，还拓宽了应用范围，如用于船舶燃料转型中具有显著

减排效果。（三）市场需求继续扩大。生物柴油作为一种绿色、可再生的能源，具有环

保性能好和可再生性等优势，随着全球能源结构的转型和环保要求的提高，生物柴油市

场需求将持续增加。（四）碳交易与绿色金融助力行业发展。生物柴油因其低碳排放特

性，在碳交易市场上拥有潜在的价值。随着全球碳定价机制不断完善，预计未来会有更

多的金融机构参与到生物柴油产业的投资中来，为其快速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五）原

料多样化与循环利用。由于粮食战略的原因，我国主要使用废弃油脂作为生物柴油的原

料，未来生物柴油的生产原料将更加多元化，包括但不限于废弃食用油、甘蔗、玉米、

油菜籽等农作物，以及木质纤维素等生物质资源。（六）加快国际化布局。欧盟加征临

时性关税对我国生物柴油行业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在出口成本和市场竞争方

面，同时也促使企业寻求新的市场和调整经营策略，加快推进国际化布局，在新加坡、

沙特等海外市场开展项目建设等相关业务。（七）国内市场开发加速。我国也逐步扩大

生物柴油适用范围，加快推动国内生物柴油的应用，拓展应用场景，打通内循环，减少

对外部市场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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