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然氣分散式——下一個增長點 

    天然氣分散式能源給傳統的化石能源利用增加了互聯網基因。開放共用的能

源互聯網生態環境，能源綜合效率明顯改善，可再生能源比重顯著提高，化石能

源清潔高效利用取得積極進展，大眾參與程度及用戶體驗大幅提升，有力支撐能

源革命。主要表現為： 

  第一，有利於推動清潔及可再生能源智慧化生產與清潔替代。鼓勵用戶側建

設冷熱電三聯供、熱泵等綜合能源利用基礎設施，提高分散式可再生能源綜合利

用水準;促進可再生能源與化石能源的協同生產，推動對散燒煤等低效化石能源

的清潔替代;鼓勵建設與化石能源配套的電採暖、儲熱等調節設施，增強供能靈

活性、柔性化，實現化石能源高效的梯級利用與深度調峰;加快化石能源生產、

管理和調度體系的智慧化改造;建設市場導向的生產計畫決策平臺與智慧化資訊

管理系統，實現化石能源需求側與供給側的高效匹配，實現供應鏈運營集約高

效。 

  第二，推動分散式儲能將與利於區域微網形成完整閉環。開發儲電、儲熱、

儲冷、清潔燃料存儲等多類型、大容量、低成本、高效率、長壽命儲能系統，將

有利於天然氣分散式能源形成微網完整閉環。推動建設社區、樓宇、家庭應用場

景下的分散式儲能設備，實現儲能設備的混合配置、高效管理、友好並網。 

  第三，加快推進能源消費智慧化與低排放社區試點建設。鼓勵建設以智慧終

端機和能源靈活交易為主要特徵的智慧家居、智慧樓宇、智慧社區和智慧工廠，

支撐智慧城市建設;普及智慧化用能監測和診斷技術，建設基於互聯網的資訊服

務平臺;構建以多能融合、開放共用、雙向通信和智慧調控為特徵，各類用能終

端靈活融入的微平衡系統;建設家庭、園區、區域不同層次的用能主體參與能源

市場的接入設施和資訊服務平臺。 



 

 

    天然氣分散式能源在國際上發展迅速，但在我國還處於起步階段。我國開

始發展天然氣分散式能源僅十餘年，裝機容量占比不足 1%。這與世界各國總發

電量中約 10%來自分散式能源的比例相比很低。 

    從分類上看，區域式專案主要在大型社區和工業專案中發展，樓宇式專案成

為提高建築能效的重要選擇。從分佈上看，呈現點狀集中，僅在北京、上海、廣

東等資源充足、經濟發達地區發展較快。從性質上看，多為政府主導的示範專案、

城市地標專案。從效率上看，與燃煤的傳統火電和供熱相比，物理能效較高、經

濟能效較低，且前者改善程度高於後者。從數量上看，發展規模僅為“十二五”

規劃目標的不足一成。 

  據中國城市燃氣協會分散式能源專業委員會統計，截至 2014年底，我國已

建成天然氣分散式能源項目 85個，總裝機 108萬千瓦;在建項目 22個，籌建項

目 53個，累計裝機容量超過 380萬千瓦。總體上看，我國天然氣分散式能源的

裝機規模、能源系統占比、效率指標、普及程度等方面和國際先進水準相比還有

巨大差距。 

  分散式能源在國內所遭遇的所有問題的原罪是中國落後能源體制，尤其是電

力體制與油氣體制不適應新興能源利用方式的發展和應用。輸入側方面，燃料氣

價與供氣方式是影響成本與穩定運行的重要原因。除了一些基於工業園區的區域

式專案可獲得較廉價的直供氣外，多數項目尤其是樓宇式項目的供氣價格和供氣

方式被特許經營權下的城市燃氣公司鎖定，用戶沒有選擇權也沒有議價能力。輸

出側方面，舊有電力體制影響天然氣分散式能源項目的成本攤薄，表現在就近供

電與售電難、被附加備用容量費等，計畫電價、氣價與市場熱價也雙側擠壓天然

氣分散式能源的盈利空間。 

（來源：卓創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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