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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车用替代燃料生命周期分析》通过评价中国国情下各种车用替代燃料路线全生命周期中能源、温室
气体和成本状况，给出了中国车用替代燃料未来发展的方向性建议。《车用替代燃料生命周期分析》
采用国际流行的Well-to-Wheel车用燃料能源和排放分析工具GREET，构建基于中国数据的模型数据库
，并结合独立开发的持有者成本模型和替代燃料路线市场化的激励-阻碍模型，计算出2005年、2012年
和2020年的140种车用替代燃料路线在中国实际条件下的全生命周期中能源消费量、温室气体排放量和
持有者成本指标。
面对越来越大的能源安全和温室气体减排压力，考虑到我国资源条件和经济发展状况，《车用替代燃
料生命周期分析》研究了未来中国车用燃料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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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绪论　　1.3　生命周期评价和WTW研究的发展　　1.3.4　国内研究需要深入的部分　　
从文献调研工作来看，中国国内的科研人员已经在车用燃料路线的WTW能源消费、温室气体排放和
成本研究中进行了很有质量的工作，但是也存在着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主要包括以下4点：　　
第一，中国现有研究中大多是以传统汽油路线为基准，进行某一条或者某几条替代燃料路线的WTW
研究，发表的成果类似欧美在20世纪90年代的工作状况。最近5年来西方科研人员所进行的百条以上替
代燃料和先进汽车技术路线的WTW评价成果在国内还比较缺乏。　　第二，有些研究在数据质量上
存在可以改进之处，反映中国实际情况的能力比较差。这当中又包括3种类型的问题。　　1．所研究
的燃料路线本身的关键数据不能反映实际情况。在一些已有研究中，由于主观和客观条件的限制，科
研人员使用的很多关键技术数据来自工业软件模拟或者国外数据，不能反映中国能源T业的实际生产
状况，导致结果存在一定偏差。　　2．与研究路线相关的其他技术数据存在偏差或者缺乏。在很多
研究中科研人员专注于所研究的燃料路线本身的技术参数采集，而忽略了WTW研究中各燃料路线问
的普遍联系，在辅助数据上大量采用国外现有数据。这种做法虽然简化了工作，但是却可能导致研究
结果偏离中国实际。举例来说，在研究生物质燃料时，需要考虑化学肥料的使用情况，而化学肥料的
生产又涉及作为过程燃料和原料的煤和天然气的上游链以及电能的生产和使用，在运输阶段涉及原油
—柴油燃料链的具体分析。在很多方面，中国的实际情况与国外差别相当大，如果忽略就可能产生比
较严重的误差。反映WTW研究复杂性的例子如图l—4所示。它是WTW研究的一个难点，然而在我们
看来，这也正是WTW研究所力图反映的“事物普遍联系规律”，其中包含着哲学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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