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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章简介

本研究分析了中国民航业可持续航空燃料（SAF）需求及技术路线选择。首先预测了未来几

十年中国对 SAF的需求，以 SAF需求数据为输入，采用 TOPSIS分析方法，综合评价了四

种 SAF生产技术途径在中国不同发展阶段的适用性。预测显示，中国 SAF市场需求潜力巨

大，可实现绿色复苏及行业能源系统韧性提升。最后，提出了推动中国 SAF行业发展的建

议，为中国的 SAF产业发展提供重要的决策支持。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首先利用皮尔森相关系数对与民航运输量相关的经济指标进行筛选，如 GDP、人均

GDP、第三产业比重和城镇化率等。经过相关系数分析，确定了 TKM与 GDP之间存在较

强的相关性关系，从而为后续预测提供了基础。随后，结合 1978-2022年的运输总周转量与

GDP数据建立线性回归方程，以预测未来中国航空总周转量，并基于预测计算了在未实施

有效减排措施情况下的中国民航未来碳排放量，并以此作为基线值。然后，通过对新型运营

运行减排技术和机队更新后排放量与中国民航碳排放目标之间的差值进行计算，确定了需要

使用 SAF和采用基于市场手段的减排量。文章进一步利用 ICAO分析结果，假设未来 SAF

的减排量占比，并据此预测了未来 SAF的需求量。最后，本文采用 TOPSIS方法对四种可

持续航空燃料技术路径进行评估。选取全生命周期 GHG减排、转换率、技术成熟度、SAF

综合产出率、SAF原料的可获得性和 SAF生产成本等 6个指标作为研究 SAF技术经济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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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指标，计算每种技术路径与最优解和最劣解的距离，最终根据距离值对技术路径进行排

序，以判断其在中国不同时间段的适用性。

三、研究结论

研究发现：

1. SAF在减排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并且未来的需求量预计会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

这一趋势反映了中国民航对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求，同时也突显了 SAF在减少碳排

放方面的重要作用。

2. 中国 SAF生产路线的技术研发水平相对不够成熟，导致燃料成本较高、原料需求量

大，并且 SAF管理体系尚不完善，政策引导不足。这些因素限制了 SAF在中国市场的发展

潜力，需要在技术、管理和政策方面进行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3. 鉴于中国 SAF产业现状存在的问题，文章提出了几点建议：加强 SAF生产技术攻关，

持续探索新工艺新原料，逐步实现燃料扩产降本；建立自主可控的 SAF可持续标准与项目

认证管理体系；完善 SAF相关经济政策，建立健全市场化机制，加快相关政策制定落实，

从顶层引导完善产业总体布局。这些建议旨在促进中国 SAF产业的健康发展，提升其在民

航行业的应用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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