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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分布式能源系统是一种建立在能量梯级利用和资源综合利用概念基础之上，分布安臵在需
求侧的能源供应系统。它能满足用户对能源的不同需求，并大幅降低输送环节能耗、提高能
源使用效率。

目前，分布式能源系统一次能源来源以气体燃料（天然气、生物燃气、煤制气等）和可再
生能源（风电、光伏）为主；二次能源以分布在需求端的冷热电联产为主，其他中央能源供
应系统为辅。与传统方式的能源利用率（不足50%）相比，分布式能源系统通过能量梯级利
用的方式可将其提至70%以上，并极大减少污染。

早在2004年，分布式能源的概念便首次出现在政府文件中。在各类分布式能源中，天然
气分布能源技术最为成熟，受自然环境和储能限制的影响较小，有望得到率先发展。但据中
国城市燃气协会统计，截至2014年底，我国已建和在建天然气分布式能源项目装机容量为3.
8GW，占总装容量不足0.3%。其中已建成项目82个，在建项目22个，筹建项目53个，与“
十二五”规划中建设1000个左右天然气分布式能源项目的目标差距较大。由于运营成本高、
并网上网难、技术欠成熟等原因，我国分布式能源发展相对缓慢。

从2015年开始，随着天然气价格改革推进、技术条件趋于成熟、环保节能议题愈发重要
，国家开始集中出台政策，大力推动分布式能源的发展。“十三五”规划支持天然气分布式能
源发展，鼓励发展天然气调峰发电和冷热电三联供。
2015年以来部分分布式能源政策 时间 发布单位 文件 相关内容 2015.3 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 分布式电源主要采用“自发自用、余量上网、
电网调节”的运营模式，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积极发展融合先进储能技术、信息技术的微
电网和智能电网技术，提高系统消纳能力和能源利用效率。 2015.7 能源局
《关于推进新能源微电网示范项目建设的指导意见》
因地制宜探索各类分布式能源和智能电网技术应用，创新管理体制和商业模式。 2016.2
发改委、能源局、工信部 《关于推进“互联网+”智慧能源发展的指导意见》 鼓励用户侧建设
冷热电三联供、热泵、工业余热余压利用等综合能源利用基础设施，推动分布式可再生能源
与天然气分布式能源协同发展。 2016.3 发改委、能源局等五部委 《热电联产管理办法》
鼓励规划建设天然气分布式能源项目，采用冷热电三联供技术实现能源梯级利用，能源综合
利用效率不低于70%。 2016.3 能源局 《2016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 放开用户侧分布式电
源建设，鼓励多元主体投资建设分布式能源。研究制订接入电网技术标准规范，推动分布式
能源接入各电压等级配电网和终端用能系统。创新分布式能源运营模式。 2017.2 能源局
《2017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
积极推动天然气大用户直供，大力推进天然气分布式能源发展。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分布式能源行业上下游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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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分布式能源行业下游面向能源需求方，由于分布式能源规模较小且位于需求侧，一般向某

些特定区域供应能源。按照能源需求性质，可分为工业区域、商业区域、公共区域及其他用
户。在京津冀周边地区，10蒸吨及以下的小容量锅炉是主力设备，占区域锅炉总数的73%，
35蒸吨以上的大锅炉仅占锅炉总数的9%，但容量和耗煤量分别占总锅炉容量和耗煤量的42
%和36%。10蒸吨及以下的小锅炉耗煤量大，同时污染物处理措施落后，污染排放量大。在
京津冀地区的锅炉中，10蒸吨及以下的小锅炉和35蒸吨以上的大锅炉污染物排放量最大，
其SO2、NOx、PM、PM10、PM2.5的分担率约为全部燃煤锅炉的70%。2016年12月，国
家能源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明确扩大城市高污染燃料禁燃
区范围，加快实施工业“煤改气”。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珠三角、东北地区为重点
，推进重点城市“煤改气”工程，增加用气450亿立方米，替代燃煤锅炉18.9万蒸吨；提高天
然气发电利用比重，鼓励发展天然气分布式多联供项目，支持发展燃气调峰电站，结合热负
荷需求适度发展燃气热电联产项目。2016年1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天然气发展“十三
五”规划》，明确大力推进天然气替代步伐，替代管网覆盖范围内的燃煤锅炉、工业窑炉、
燃煤设施用煤和散煤。在城中村、城乡结合部等农村地区燃气管网覆盖的地区推动天然气替
代民用散煤。加快城市燃气管网建设，提高天然气城镇居民气化率。根据《燃煤锅炉节能环
保综合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到2017年地级及以上城市基本淘汰10吨/时及以下的燃煤锅炉
，重点地区地级及以上城市建成区原则上不得新建燃煤锅炉，则累计淘汰的小锅炉约40万台
。政策推进将给天然气锅炉带来广阔的市场空间。

2017年2月，北京市环保局召开发布会称，2017年将全面推进禁燃区内燃气（油）锅炉低
氮燃烧技术改造，并督促燃气（油）锅炉达到锅炉新标准II时段限值要求，氮氧化物达到80
毫克每立方米是底线，争取尽可能达到30毫克/立方米。

智研咨询发布的《2018-2024年中国分布式能源行业运营监测与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依据
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据，以及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
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研究分析。它是
业内企业、相关投资公司及政府部门准确把握行业发展趋势，洞悉行业竞争格局，规避经营
和投资风险，制定正确竞争和投资战略决策的重要决策依据之一，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智研咨询是中国权威的产业研究机构之一，提供各个行业分析，市场分析，市场预测，行
业发展趋势，行业发展现状，及各行业产量、进出口，经营状况等统计数据，中国产业研究
、中国研究报告，具体产品有行业分析报告，市场分析报告，年鉴，名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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