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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4-2020年中国分布式能源市场监测及投资前景研究报告》共十章。首

先介绍了分布式能源相关概述、中国分布式能源行业发展环境，接着分析了中国分布式能源

行业规模及 消费需求，然后对中国分布式能源行业市场运行态势进行了重点分析，最后分析

了中国分布式能源行业面临的机遇及发展前景。您若想对中国分布式能源行业有个系统的了 

解或者想投资该行业，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分布式能源是一种建在用户端的能源供应方式，可独立运行，也可并网运行，是以资源、

环境效益最大化确定方式和容量的系统，将用户多种能源需求，以及资源配置状况进行系统

整合优化，采用需求应对式设计和模块化配置的新型能源系统，是相对于集中供能的分散式

供能方式。 

    国际分布式能源联盟WADE对分布式能源定义为：安装在用户端的高效冷/热电联供系统，

系统能够在消费地点（或附近）发电，高效利用发电产生的废能--生产热和电；现场端可再

生能源系统包括利用现场废气、废热以及多余压差来发电的能源循环利用系统。国内由于分

布式能源正处于发展过程，对分布式能源认识存在不同的表述。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如下两

种：第一种是指将冷/热电系统以小规模、小容量、模块化、分散式的方式直接安装在用户端

，可独立地输出冷、热、电能的系统。能源包括太阳能利用、风能利用、燃料电池和燃气冷

、热、电三联供等多种形式。第二种是指安装在用户端的能源系统，一次能源以气体燃料为

主，可再生能源为辅。二次能源以分布在用户端的冷、热、电联产为主，其它能源供应系统

为辅，将电力、热力、制冷与蓄能技术结合，以直接满足用户多种需求，实现能源梯级利用

，并通过公用能源供应系统提供支持和补充，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 

    天然气分布式是分布式能源系统最重要的应用形式且在发达国家应用成熟。国际分布式能

源系统主要以天然气资源为主，由于天然气管网的发展和天然气燃料的良好环保性能，以天

然气为燃料的燃气蒸汽联合循环热电联产系统发展很快，是目前分布式能源的主要内容。美

国已有6000 多座分布式能源站，绝大多数为天然气分布式。美国能源部和环境保护署计

划2010-2020 年间增加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系统装机容量9500 万千瓦，届时天然气分布式发电占

全美发电装机容量29%。 

    分布式能源利用系统能整合各种能源配置使之最优化，实现用户、燃气、电力企业，以及

环保、节约资源、提高投资效益等方面共赢。具有如下优点： 

    一是高效性，有利于促进能源的综合利用效率，能源综合利用效率可高达90%上； 

    二是环保性，特别是以天然气、燃料电池、可再生能源为燃料的热电（冷）联产系统，有



利于将部分污染分散化、资源化，争取实现适度排放的目标，抑制气候变暖； 

    三是能源利用的多样性，一方面，作为燃料的&ldquo;输入能源&rdquo;根据机组的需要可广

泛选择甚至混合搭配；另一方面，&ldquo;输出能源&rdquo;可以满足业主对热、电、冷的多方

需求。 

    四是选址灵活性，分布式能源利用系统分布式热电冷联产，由于占地小，一般写字楼、商

场、宾馆、学校等建筑在地下室均可。没有大型热电厂选址的诸多限制因素。 

    五是对大电网的补充性，一发面，分布式能源一定程度上可起到调峰的作用；另一方面，

可以减少输配电投资；最后，出现自然灾害时，可以灵活发挥对电网补充性的特长。 

 

资料来源：博思数据研究中心整理  

    天然气分布式能源应用广泛，主要分为四大类。目前应用处于探索期，国家在逐步试点，

即将全面推广。根据《关于发展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的指导意见》，我国将建设1000 个左右天

然气分布式能源项目，拟建设10 个左右各类典型特征的分布式能源示范区域。 

 

资料来源：博思数据研究中心整理  

    1）大型楼宇--BCHP 

    武汉创意天地分布式能源站是国家示范楼宇型分布式能源项目，也是国内少有的建设在城

市中心区的分布式能源项目，因节能环保并大量节约城市土地资源而极具示范意义。 

    该项目位于武汉创意天地文化产业园内，拟建于园区地下室，占地约4400 平米，规 建设规

模为5&times;4MW 级燃气内燃机组，配5 台单机制冷量为3.93MW的烟气热水型溴化锂热组，

同时配置3 台单机制冷量为1.758MW 的离心式冷水机组作为调峰设施。项目建成后，年发电

量约1 亿kWh，年供热量约13万GJ，年供冷量约21 万GJ，每年可节约标准煤2.18 万吨，具有良

好经济效益和环保效益。 

    2）公共建筑设施--CCHP 

    长沙黄花国际机场能源多联供能源站项目于2011 年7 月顺利通过竣工验收。该项目为15.4万

平米新建航站楼建筑，提供全年冷、热以及部分电需求。设计总规模为制冷能力 27MW，制

热能力18MW，发电能力2320KW，总投资为8200万。 

    北京南站能源中心采用&ldquo;冷热电三联供+污水源热泵系统&rdquo;，配置1.6MW 内燃发

电机2台、冷量为1622KW、热量为2221KW 烟气热水型溴冷机2 台的设备配置方案。每年节约

用水7 万吨、节能420 万kWh；节省能量折合为1600 吨标煤/年、减排CO24000 吨/年、减

排SO237吨/年。 

    3）独立社区&mdash;CCHP 



    广州大学城分布式能源站是目前国内最大的已投产分布式能源项目，两套燃气机组均

于2009 年10 月投产运行。该项目由2 台78MW天然气机组组成，向大学城内的10 所大学及周

边20万用户提供全部电力、生活热水和空调制冷。大学城内的分布式能源实现了能源的多次

利用，能源利用效率超过78%。 

    能源站以天然气为燃料，采用先进的天然气轮机发电设备，大大减少了氮氧化物、二氧化

硫、粉尘等污染物排放。氮氧化物的排放减少80%；二氧化硫、粉尘的排放几乎为零；二氧

化碳排放减少了70%；锅炉补给水采用电去离子系统制水，无强酸性、强碱性废水产生，实

现废水零排放。 

    大学城分布式能源站实现 58%的发电效率，再通过中温废热回收利用供冷、供热，实现20%

的冷热能效率，综合能源利用率达78% 。 

    4）新城区建设-综合能源系统 

    中新天津生态城是中国、新加坡两国政府战略性合作项目，是继苏州工业园之后两国合作

的新亮点。是国家探索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城市的示范区。该园区致力于积极推广

新能源技术，加强能源阶梯利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优先发展地热能、太阳能、风能、生

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全面实施国内首个智能电网示范区建设，可再生能源使用率到2020年

达到20%。 

    总结：中国发展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系统面临众多机遇和推动力量，天然气分布式能源在中

国已经具备大规模推广的基础。面临的最大障碍是电力并网，然而这个问题在技术上是可以

得到解决的，体制上的障碍在政府决心推动分布式能源下降得到扫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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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EIA  

    美国的分布式发电以天然气热电联供为主，年发电量1，600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4.1％

。美国能源部积极促进天然气为燃料的分布式能源系统，利用这些系统为基础发展微电网，

再将微电网连接发展成为智能电网。 

    EIA《美国2011能源展望》指出，2011年到2035年，美国居民以及商业用于购买分布式能源

设备、发电系统和建筑节能方面将新增110亿美元的投资。分布式能源的应用包括采暖、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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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商业分布式能源系统装机容量将从2009年的190万千瓦增加到2035年的680万千瓦。 

    在分布式能源系统中微燃机以每年16%的速度增长。在税收优惠的政策激励下，风电增长速

到达到11%，预计2035年，可再生能源占分布式能源供应的50%。 

 

来源：EIA  

    根据《美国2011能源展望》分析，从2009年到2035年，制造业企业的能源消耗将从65%增长

到71%，但农业、矿业和建筑业等非制造业企业的能源消耗比例将减少2%。另外，化工产业

的能源消耗比例将下降4%。 

 

来源：EIA  

    美国热电联产技术以内燃机、蒸汽轮机、燃气轮机为主，约46%的热电联产项目采用小型内

燃机，燃气-蒸汽联合循环占项目数量的8%，占分布式发电总装机容量53%。 

  来源：EEA，   来源：EEA      1）热电联产 

    据美国能源部数据统计，从1998年到2006年，美国分布式热电联产规模翻了一番，装机容量

从4600万千瓦增加到8500万千瓦，占全国总装机容量的7.8%，分布式发电站数量达到6000多座

，年发电量1600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4.1%。其中，以天然气为原料的热电联产装机容量

达到6180万千瓦，占热电联产总装机容量的73%；天然气项目占热电联产总数量的69%。 

    美国各州的热电联产装机容量分布差异较大，目前主要分布在德克萨斯州、加利福尼亚州

、路易斯安那州、纽约州，这四个州的热电联产装机容量均超过500万千瓦。 

 来源:EEA/ICF International      2）分布式风力发电 

    装机容量100千瓦以下的风电机组称为小型风电 ，主要用于居民用电。美国2008年小型风电

新增装机容量为1.73万千瓦，小型风机装机总量达到8万千瓦。美国的分布式风力发电主要用

于家庭、农场、小企业、工厂、公共设施和学校。 

    3）分布式光伏发电 

    自2005年能源政策法提出屋顶光伏发电项目减免30%的初装费后，美国光伏发电市场发展迅

速。目前，分布式光伏发电和风力发电都享有为期8年的30%联邦投资税收优惠政策。 

  资料来源：欧洲光伏行业协会（EPIA）   资料来源：欧洲光伏行业协会（EPIA）      4）生物

质发电 

    目前，美国生物质发电主要用于现存配电系统的基本发电量。2003年美国生物质发电装机

容量约为970万千瓦，占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的10%，发电量约占全国总发电量的1%

。2008年美国有350座生物质发电站，生物质发电的总装机容量已超过1，000万千瓦，单机容

量达1-2.5万千瓦，占美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的40%以上。据美国能源部生物质发电计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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