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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能源形式不容乐观 

 
近两年我国在党中央，全国人大和国务院公布的文件中均大讲能源问题，并提出

节约能源为基本国策。近期有关政府文件均提出要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
会。全党和全国人民都要为节约能源做贡献。近几年我国能源工业取得伟大成就，但
距需要还有很大差距，存在问题，不容乐观。 

 
中国能源运行继续保持增长态势，能源供需基本平衡，供需增幅趋缓；建立节约

型能源，清洁型能源，鼓励新能源，再生能源一系列政策与法规出台和实施；环境保
护的约束性制度初步建立；能源价格机制改革步伐加快，能源经济市场化，国际化趋
势日益明显。 

 
2006年，煤炭价格基本稳定，部分地区，部分煤种价格出现下滑，同时行业成本

上升，企业赢利水平有所下降，中国煤炭时常供大于求态势日益明显。石油生产有微
弱增长，石油需求增长势头有所减缓，石油进口同比大幅增长，国际油价稳中有降，
国内石油价格改革初见成效。全社会电力供需基本平衡，电力改革取得成效，但过去
三年投资过程的弊端日显，出现局部地区的供需结构不平衡。 

 
1、  能源生产持续增长  
 
2005年中国能源生产总量达22.2亿吨标准煤，其中煤炭22亿吨，发电量24747亿千

瓦时，原油1.8亿吨，居世界第五位，天然气500亿立方米，居世界第14位。2006年
6~8月份中国能源生产继续保持了较快增长，其中煤炭累计生产130962.17万吨，同比
增长12.1%，发电量累计17832.45亿千瓦小时，同比增长12.7%。同时，全国已经实现
了几个独立分散区域电网的互联，西电东送，南北交流，中国能源紧张的状况得到了
明显改善，能源国际交流与合作不断扩大。能源体制改革稳步推进，能源立法明显加
强。2006年2~8月份能源产量及同比变化情况见表1-1和表1-2。 

 
表1-1 2006年2~8月能源产量 

 
月份 原  煤 

（万吨） 
天然原油 
（万吨） 

天然气 
（亿立方

米） 

发电量 
（亿千瓦小

时） 

火点 
（亿千瓦小时） 

水电 
（亿千瓦小

时） 

2 13697.33 1404.69 52.0 1962.01 1669.46 234.43

3 16621.76 1571.72 52.9 2161.62 1847.25 261.68

4 17411.18 1512.50 46.0 2116.60 1776.97 291.46

5 17328.45 1571.98 46.1 2175.28 1758.66 363.72

6 17966.69 1531.48 2301.93 1815.87 436.59  

7 16842.14 1573.56 2517.14 2022.48 441.26  

8 17437.42 1554.25 2570.49 2139.79 374.66  

累计 130962.17 12293.17 17832.45 14876.38 255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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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 2006年2~8月中国能源产量同比增
长                                              

单位：%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1）石油天然气：中国对石油的需求仍较为旺盛，石油供应较平稳，油价上涨

仍然明显。2006年以来，国家发改委先后两次上调成品油价格，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
价格倒挂的矛盾，因此2006年国内没有重现2005年的“油荒”。 

 

2006年上半年，中国国内使用生产仍然保持了一定增长。2月份石油产量为
1404.69万吨，同比增长1.4%,2~8月份一直稳定在1500万吨~1600万吨之间，产量较为
稳定。可见，中国国内原油在现有基础上供应能力相对稳定，增产空间有限，增长率
较低。见表1-3。 

 
表1-3 2006年2~8月中国天然原油产量及同比增长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中国化石燃料人均储量不足，尤其是石油，远低于世界平均值。2005年，中国人

均石油可采储量只有1.7t,仅为世界平均值的6.6%；人均天然气可采储量为1797 立方
米，仅为世界平均值的6.5%；人均煤炭可采储量为88t，仅为世界平均值的95.4%。见
表1-4 

 

表1-4  人均化石燃料储量的国际比较（2005年） 
 

注：1.可采储量是可从探明储量中开采出来的数量。 
 

2. 欧盟为25国。 
 

3.中国煤炭可采储量是根据与国际接轨的新的《矿产资源储量分类》国家标准套
改得出的。 

 

来源：2006：国家统计局：国土资源部 

 
从上表可看出我们天然气资源少，如何合理利用更是大问题。 

 

月份 原煤 天然原油 天然气 发电量 火电 水电 

2 22.1 1.4 41.1 18.3 19.0 15.1

3 16.8 0.1 24.5 11.1 9.6 24.4

4 18.9 2.6 21.4 11.2 11.1 15.1

5 12.9 2.5 18.3 12.5 14.5 4.8

6 12.0 2.2   14.0 15.3 10.4

7 9.7 1.9   13.5 15.0 8.2

8 10.3 0.0   16.4 21.4 -4.0

累计 12.1 1.8   12.7 13.8 8.8

月份 产量（万吨） 同比增长（%） 月份 产量（万吨） 同比增长（%） 

2 1404.69 1.4 6    

3 1571.72 0.1 7    

4 1512.50 2.6 8    

5 1571.98 2.5      

  中国 美国 欧盟 日本 OECD 印度 世界    

煤可采储量/t/人 145 833 86 2.8 320 84 152

石油可采储量/t/人 1.68 12.16 4.87 0.06 9.08 0.73 25.31

天然气可采储量/t/
人 

1797 18412 5624 313 12800 1002 27817



(2)煤炭：中国煤炭的供应紧张状态在2006年2月后大为缓解。煤炭库存不断增
加，煤炭市场有时呈现疲软，煤价短时回落，涨幅不大。据统计，2006年上半年中国
原煤产量9.5亿吨，同比增长8.3%,涨幅回落1.4%；2006年上半年中国煤炭销量9.7亿
吨，同比上升7.6%。2006年煤炭社会库存连续6个月增加，6月底社会库存已达1.53亿
吨，是200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2006年7月份，中国煤炭资源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势头，煤炭新增资源17079万吨，

同比增长9.2%。随着主要运煤通道能力的提高，北煤南运和煤炭供应能力增强，从而
保证了南方缺煤地区的煤炭需求。截止6月底，原中央财政煤炭企业应收煤款同比上
升了16.4%，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煤炭供需形式出现拐点。 

 
（3）焦炭：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5年，中国生产焦炭2.43亿吨，同比增长

约3700万吨，增长约17.9%, 其增幅比上年提高1.96%,较之“十五”期间的年平均增
幅14.82%,增长势头仍然强劲。 

 
（4）电力：2006年上半年中国电力供需紧张形式进一步缓和，高峰时段缺电现

象仍然存在，但未出现全国大面积拉闸限电。主要表现在：电力缺口大幅减少，拉电
条次大幅下降，以及主要跨区送电减少。2006年上半年最大缺口下降2413万千瓦；国
家电网公司系统2006年上半年累计拉电2038条次，比2005年的36.5万条次减少36.2万
条次，下降幅度达99.4%。2006年夏季全国绝大多数省份用电负荷都创下历史新高，
但拉闸限电的情况却鲜见。而且，上半年全国火电机组发电利用小时同比下降5.3%
（约178小时），并呈逐月增加趋势。2006年2~8月中国发电量及同比增长见表1-5。 

 
表1-5  2006年2~8月中国发电量及同比增长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2006年，电力供应能力同比增长均在10%以上，电力装机能力的增长及电煤供应

能力的增强，极大地缓解了自2003年以来的供需矛盾，但各月的增长幅度受历史生产
能力的限制，出现不同的增长关系。 

 
2．能源发展的总体思路 

 
中国能源发展工作的总体思路是：坚持“节约优先，立足国内，煤为基础，多元

发展”的十六字能源方针，以节能降耗，调整结构，抑制产能过剩为重点，加快发展
清洁环境能源，淘汰落后生产能力，优化能源产业结构，促进能源产业升级，建设大
型煤炭基地，调整改造中小煤矿，积极推动资源综合产业；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继续
调控电力建设规模和速度，在推进火电的基础上“上大压小”，“下煤压油”，有序
开发水电，积极推进核电建设，加快电网建设；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实行
油气并举，加强国内油气资源开发，增强石油战略储备能力。 

 
二．我国环境状况形势严峻 

 
除了能源约束，中国经济发展和增长还受到环境约束。能源开采和利用直接影响

环境，涉及空气污染，水污染和生态恶化等环境的所有方面，是造成环境污染的首要
原因。尽管很难对环境污染影响进行量化，一些粗略的估计可以说明中国的污染已经
多么严重。根据世界银行2003年的估计，中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占GDP
的比例高达15%，相当于4400亿人民币。自20世纪09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有
2/3是在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基础上实现的。全国流经城市的河流中，90%的河段受
到比较严重的污染，75%的湖泊出现了负营养化问题，酸雨的影响面积占到国土面积
的1/3。2004年，全国主要城市中有60%未能达到二级空气质量标准。世界十大污染城
市中有六个在中国。能源开采和利用是主要污染源。 

 
中国政府一直担心人口对环境资源的影响，高耗能产业的过度发展使环境问题更

月份 产量（亿千瓦小
时） 

同比增长（%） 月份 产量（亿千瓦小
时） 

同比增长（%） 

2 1962.01 18.3 6 2301.93 14.0

3 2161.62 11.1 7 2517.14 13.5

4 2116.60 11.2 8 2570.49 16.4

5 2175.28 12.5      



加突出。由于成本较低，中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在一定时期内难以改变。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已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中国所面临的环境和资源

危机已不是未来之事，而是现实的危机。2005年1月27日，在瑞士达沃斯正式发布了
评估世界各国（地区）环境质量的“环境可持续发展指数”（ESI）。这项由国际权
威环境专家联合完成并在达沃斯论坛发布的评估结果显示：在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
中，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指数位居全球第129位，也即全球倒数第14位。这表明，中国
的环境质量相当恶劣。 

 
目前，中国全国范围内污染排放和资源开发，都已远远超过环境容量和承载能

力。中国现在的人口远超过土地承载率，资源极度短缺，环境容量极度狭小，却仍持
续着高消耗，高污染的经济增长方式。与此同时，中国资源浪费极大，每万美元消耗
的矿产资源是日本的7.1倍，毫无疑问，这种增长方式导致了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
2006年，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的《中国绿色GDP核算报告2004》
表明，2004年，全国环境退化成本（即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
GDP的3.05%。其中，水污染的环境成本为2862.8亿元，占总成本的55.9%；大气污染
的环境成本为2198.0亿元，占总成本的42.9%;污染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50.9亿
元，占总成本的1.1%。由此，2004年的GDP就将扣减1.8%。 

 
“能源-环境约束”现状使中国的工业化成为对环境资源的“掠夺式”开发。快

速的经济增长和中国工业全面发展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从生态角度说，中国环保问题
已处于最紧要的拐点上，“生态危机”已经来临。自2003年之后，全国主要污染物排
放出现大面积反弹，边治理边破坏，人与自然的矛盾极为突出，环境形势十分严峻。
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大大超过环境承载能力，环境污染情况已经相当严重。2005年数据
统计显示，中国1/3的国土已经被酸雨污染，主要水系的2/5成为劣质五类水，流经城
市的河段90%受到严重污染；75%的湖泊出现富营养化；有将近3亿农村人口饮用水不
达标。近1/3多达4亿的城市居民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1500万人因此得上了支气管
炎和呼吸道癌症。全国城市垃圾年清运量1.49亿吨，进行无害化处理的仅有一半；工
业危险物处置率仅为32%。世界银行2001年发展报告列举的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
市中，中国占了16个。2003年中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已占GDP的
15%。 

 
综上所述，中国的能源发展面临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等诸多问题，面对人均

能源资源减少，资源分布不均，环境污染严重，经济对能源依赖程度高的现实国情，
要实现以较少的能源消费增长满足较高的经济增长需求，从根本上需要依靠能源生产
和使用技术的提高，提升能源效率，降低能源成本，提高环保水平。我们广大的热能
工作者应该在目前的形势下，利用我们的聪明才智，积极寻求提升能源效率，降低能
源生产成本，提高环保水平的新技术。我们认为积极发展热电联产和热电冷联产是符
合上述要求的技术路线。 

 
三、        分布式能源在中国的发展 

 
以天然气，煤层气，沼气或燃油为燃料的燃机，余热锅炉，溴化锂吸收式制冷机组组
成的小型分布式能源，由于建在用户侧，减少输送损失，并能实现优势能源的梯级利
用，因而效率极高。分布式能源系统的一次能源以气体燃料为主，可再生能源为辅，
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其二次能源以分布在用户端的热，电，冷联产为主，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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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能源梯极利用，并通过公用能源供应系统提供支持和补给。各系统在低压电
网和冷，热水管道上进行就近支援，互保能源供应的可靠性。分布式能源系统将能源
利用效率发挥到最大状态，从而节约了能源，保护了环境。 

 
分布式能源系统依托智能信息化技术可以实现现场无人值班，通过社会化服务体

系提供设计，安装，运行，维修一体化保障。在研究分布式能源系统有关问题时，在
业内也有称之为“分布式供电”，“分布式发电”或“分散式电源”，就其概念而
言，是有一定区别的。 

 
在国际上，尤其是在经济发达或较发达的国家中，经济发展带动电力负荷的持续

增长，对供电可靠性，电能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新型发电技术和储能技术得到发



展，电力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推行，环境保护问题日益突出并受到重视，在这些行业内
外部条件和因素综合作用下，使具有较高能源利用效率的分布式能源系统得到了快速
发展。美国在1978年颁布公共事业管理政策法后，正式开始推广建设分布式能源系
统。近年来，日本，德国，荷兰，丹麦和加拿大等国家的分布式能源系统也得到很大
的发展。 

 

分布式能源的优势分析 

 
与传统的集中发电方式相比，分布式能源系统发电的优势十分明显，主要是： 
 

（1）能效高。实现了能源梯级合理利用，分布式能源系统能效可达80%以上。 
 

（2）损耗小安装在用电侧，分布式能源系统供应与需求在最短的距离内平衡，
输配电损耗很小。 

 

（3）污染少。多采用清洁、高效的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发电，分布式能源系统
污染排放量很低，同时，由于分布式能源系统发电的电压等级比较低，电磁污染比传
统的集中式发电要小得多去。 

 

（4）运行灵活，完全性好。分布式能源系统发电方式灵活，在公用电网故障
时，可自动与公用电网断开，独立向用户供电，提高了用户自身的用电可靠性；当所
在地的用户出现故障时，可主动与公用电网断开，减小了对其他用户的影响。 

 

（5）电能质量高，由于分布式能源系统发电设施通常可以就地调整电压和电流
波形，保证了较高的电能质量。 

 

（6）系统经济性好。由于高效、低损耗和低污染排放，分布式能源系统具有明
显的经济性。将分布式能源系统接入传统的电力系统，既可以满足电力系统和用户的
特定要求，又可以提高系统的灵活性、可靠性和安全性。 

 
正因为分布式能源有上述优势，在国际上得到迅速发展，在我国经过几年来国内

科技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大力宣传，积极推广，目前在分布式能源领域，已由学会
研讨会上的科学探讨，进入工程开发阶段。现在北京、上海、广东、浙江、四川、等
地已有一批分布式能源工程投入运行，实现热、电、冷联产，在节能与环保方面发挥
着重要作用。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分布式能源装机总容量已近500万千瓦。如果国
家的有关政策落实，积极引导，专家们预计分布式能源将如燎原烈火席卷中华大地，
必将在节能与环保方面做出更大贡献。 

 
四．搞大型燃气-蒸汽联合循环热电厂还是建小型分布式能源 

 
陕甘宁天然气进京和“西气东输”建成后，使大半个中国，改变以煤为主的燃料

结构成为可能，尤其是进口LNG靠岸后，沿海地区又多了新的汽源，因而如何合理使
用天然气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 

 
前一段时期由于报纸电视宣传我国天然气开发的报道较多，给人一个错觉，好象

我国的天然气很多，于是有人提出我们应大搞燃气发电，有的地区负责人甚至宣称
“今后我们珠三角地区不上烧煤的项目了”结果是几百万千瓦的燃气发电机组无气源
或一个电厂几个机组倒班运行。有的电厂搞了燃气-蒸汽联合循环热电厂可研报告，
又再搞2×300WM燃煤热电厂可研。有的工程甚至订货燃机设备、形成骑虎难下的局
面。 

 

北京由于陕甘宁天然气进京后，将天然气主要用于燃煤采暖锅炉改烧天然气，因
而受到一些科学家和工程技术界的责难。实践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由于北京要承办
2008年奥运会，环境治理就成为首要任务，又由于北京市也缺电，在供电总容量中，
北京市自有发电能力不足50%，今年夏天高峰时段，外省进京电力已达70%，大部分电
力要由外省市供应，因而北京市决定要搞一批燃气--蒸汽联合循环热电厂，总容量将
达460万千瓦。这批工程又遇到两大问题。一是由于天然气价高，优惠热电联产的气
价也达1.4元/立米，导致上网电价高达0.5-0.55元/KW.h，而电力系统表示不能接
受。因北京目前用山西、内蒙的煤电，价格才0.3-0.33元/KW.h，电力系统表示差价



应由北京市政府补贴。我们粗估这批燃机热电厂全投产，北京市每年将补贴28亿元以
上。另一个问题是陕甘宁天然气供北京的用量也有限。北京市环保局，规划局表示，
我们用100多亿元修建的陕甘宁进京天然气管道，不能全给电厂烧。还要考虑其他工
业用和老百姓做饭用，为此很多科技人员建议发展分布式能源。因为分布式能源对比
大型燃气-蒸汽联合循环有四大优势。  

 
优势一：分布式热电冷联产，由于占地小，一般的写字楼、商场、宾馆、学校等

建筑在地下室均可。没有大型热电厂厂址选择的诸多限制因素。也可以认为发展分布
式热电冷联产并不增加城市建设用地，如北京经济开发区联合循环热电厂，仅土地购
置费就需550元/平米，工程支出3288万元，这对北京来讲是难得的机遇。北京草桥燃
机热电厂征地150万元/亩，北京太阳宫燃机热电厂征地135，万元/亩，可见大热电厂
征地费是不小的开支。 

 
优势二：由于分布式热、电、冷联产，是各单位筹建，因为工程小，造价低，建

设资金自筹易解决，市政府只要出台支持发展的政策，其他如资金、设备和管理等问
题都会自行解决。 

 

优势三：由于分布式热、电、冷联产实现自备电源，减少电力网的供电压力。发
电、输电、配电的基建投资大量减少。电力系统不用投资，增加了发供电能力，提高
了北京市自发电的比重，增强了应急突发事件的能力。分布式能源不是电力系统竞争
的对手，而是电力系统可靠的帮手。对电力系统有利。 

 

优势四：由于分布式热电冷联供实现电力自给，减少电力系统的购电量，因而尽
管天然气价格高，发电成本高，但远比电力系统的售电价低，因而有明显的效益。大
型燃气-蒸汽联合循环热电厂的发电要全部上网，因而上网电价不能太高，电力系统
要考虑山西、内蒙的低价电。而分布式热、电、冷联产是减少从电力系统的购电量，
因而问题变成优势。通过上海、北京等地一批分布式能源工程投产，对上述几个优势
认识的更清楚了。在上海市率先发布支持发展分布式能源文件的影响。北京市发展改
革委员会也准备出台相应的文件。 

 
五．国家方针政策仍是支持发展热电联产和分布式能源 

1．《热电联产和煤矸综合利用发电项目建设管理暂行规定》  

2007年1月17日国家发改委、建设部以发改能源(2007)141号文：下发了《热电联
产和煤矸石综合利用发电项目建设管理暂行规定》其中对热电联产项目的规划、核
准、支持与保障措施、监督检查等有具体规定。在第四章支持与保障措施中，特别提
出：“鼓励有条件的地区采用天然气、煤气和煤层气等资源实施分布式热电联产”。
“重点开发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发电等煤炭气化、供热(制冷)发电多联产技术”。
 

 

2．《“十一五”十大重点节能工程实施意见》  
 

2006年7月国家公布了八部委局联合《“十一五”十大重点节能工程实施意
见》，“区域热电联产”被列为十大重点工程的第二项。其中除谈及常规热电联产外
还特别提出：“建设分布式热电联产和热电冷联供”、“因地制宜建设低热值燃料和
秸杆等综合利用热电厂”  

 
3．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  
 

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大力抓好节能降
耗保护环境。文中强调全面实施低效燃煤工业锅炉改造、区域热电联产等重点节能工
程。 

 
4．以前的法律、法规的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三十九条明确，国家鼓励发展下列通用节能技
术：推广热电联产、集中供热；提高热电机组的利用率；发展热能梯级利用技术，
热、电、冷联产技术和热、电、煤气三联供技术，提高热能综合利用率。 

 



原国家计委、原国家经贸委、建设部、国家环保总局《关于发展热电联产的规
定》（计基础[2000]1268号）文件中明确提出：以小型燃气发电机组和余热锅炉等设
备组成的小型热电联产系统，适用于厂矿企业、写字楼、宾馆、商场、医院、银行、
学校等分散的公用建筑。它具有效率高、占地小、保护环境、减少供电线损和应急突
发事件等综合功能，在有条件的地区应逐步推广。 

在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发展“十一五“规划》中，电力工业发展重点包括推进
热电联产、热电冷联产和热电煤气多联供。在工业热负荷为主的地区，因地制宜建设
以热力为主的背压机组；在采暖负荷集中或发展潜力较大的地区，建设30万KW等高效
环保热电冷联产机组；在中小城市建设以循环流化床技术为主的热、电、煤气三联供
和以洁净能源作燃料的分布式热电联产和热电冷联供，将分散式供热燃煤小锅炉改造
为集中供热。 

 
5．《可再生能源法》出台，为发展分布式能源提供了法律保障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05年2月28日表决通过了《可再生能源
法》。国家主席胡锦涛签署第三十三号主席令，公布了这部法律。  

 

可持续发展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同时也是当今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话题。树立和
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走全面可持续发展的
道路，关系到人类未来生存、和平与发展，关系到我们和谐社会的建构。虽然在这方
面我们早已形成共识，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
年人均能源消费量的逐年增加，能源资源的相对不足，已经成为近年来影响我国社
会、经济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限制因素。寻求到一条有利于社会、经
济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减少污染的能源供应与消费道路，显得愈加重要。  

 
我国有丰富的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资源以及开发利用的潜在市场，但在其商业化

的过程中面临着众多障碍和问题，要实现产业化发展，还必须消除制约发展的一些
“瓶颈”。如何解决这一个问题?政府支持是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关键。国际上，不论
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如激励、税收、
补助、低息贷款、加速折旧、帮助开拓市场等一系列的优惠政策，这是可再生能源产
业发展的初始动力。就我国的实际来说，可再生能源推广应用的地区多为边远贫困地
区，虽然社会效益显著，但目前的经济效益还不会很高，这就更需要国家和各级政府
的激励和支持。  

 

《可再生能源法》的出台，从法律的角度，明确了产业指导与技术支持、推广与
应用、价格管理与费用分摊、经济激励与监督等措施方案，明确了国家鼓励各种所有
制经济主体参与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依法保护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者的合法权
益，紧紧地对应了我们目前发展可再生能源方面存在的问题。 

 

尽管《可再生能源法》明确规定：本法所称可再生能源是指风能、太阳能、水
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等非化石能源。并声明通过低效率炉灶直接燃烧方式
利用秸秆，薪柴、粪便等不适用本法。但本法对分布能源的并网，上网和电价的确定
以及法律责任等都有明确规定，为燃天然气的分布式能源的发展，也扫清了一些重要
的障碍。 

 
六．结论 

 
1．我国能源形势不容乐观，我国环境状况形势严峻。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短期

内不会改变，而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不足，人均占有量很低，如何合理利用，提高能源
利用率将是今后相当长时间内的主要任务。燃气--蒸汽联合循环热电厂，能源效率高
达55%应适当发展，而分布式能源由于实现热、电、冷联产能源利用率可达80%以上，
又有减少能源输送损失、占地小、启动快、自动化水平高、调节方便、应对突发事件
能力强等优点，应该大力发展。 

 

2．有天然气的城市和可以拿到进口LNG的地区，大型公共建筑（2~3万平方米以
上）的工程应首先探讨建设分布式能源的合理性，当确有经济效益时，应抓紧建设。 

 

3．各地电力部门均应大力支持分布式能源建设。不用电力部门出钱出力确可得
到当地的电力供应，是电力部门的可靠助手而不是竞争对手。 



 

4．由于北京地区环境质量要求高，不能再建燃煤电厂。北京为解决电力和热力
的供应而建设燃天然气的燃气--蒸汽联合循环热电厂是合理的，但要适度，不能建的
过多，要考虑天然气的供应与老百姓电价的承受能力。 

 

5．由于天然气--蒸汽联合循环热电厂的电要全部上网，而天然气价高，导致上
网电价高，缺乏与山西、内蒙煤电的竞争力。而分布式能源所发电力基本上自发自
用，尽管发电成本较高，但由于少购电力局的电量，与电力系统售电价相比，仍有经
济效益。大型燃气--蒸汽联合循环热电厂其对外供应的蒸汽与热水，要建设庞大的热
力管网，投资巨大，而分布式能源建在用户侧，热、冷的输送费用降至最少，而能源
利用率最高，因而是有较好的经济效益。 

 

6．大型燃气--蒸汽联合循环热电厂，要建在电热负荷中心，大范围征地，不但
建设周期加长而购地费用也相当可观。而分布式能源在用户内部，甚至在楼内地下
室，不需另外征地。 

 

7．分布式能源、机组小、占地少、自动化水平高，可实现无人值守，运用高科
技提高运行管理水平。 

 
总之，积极发展分布式能源，实现热、电、冷联产是科学合理用能，符合国家的

节能方针与环保要求，是北京市社会发展的需要，是确保2008年奥运会安全的需要，
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是执行中央创建资源 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
需要，是保持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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