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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天然气分布式能源产业政策发展及 
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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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天然气分布式能源具有能效高、清洁环保、安全性好、削峰填谷等诸多优点。发展天然气分布式能
源是扩大天然气应用和实现资源就地转化的重要方向和选择，是我国能源发展战略的一部分，同时
也能够提升天然气优化利用水平，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促进节能减排和绿色低碳发展，深化能源行业
及电力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我国天然气分布式能源产业政策进行详细分析，对江苏、上海、浙
江等重点地区天然气分布式能源项目调研基础上，系统提出当前天然气分布式能源存在的问题，并在
合理布局、天然气价格市场化、经济政策、核心技术研发等多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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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优化我国能源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深化

能源行业与电力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推进天然

气分布式能源已成为我国能源发展战略的一部分，已成

为国家能源结构战略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天然气分布式能源项目政策发展

早在 1997 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

中，就积极鼓励“发展热能梯级利用技术，热、电、冷

联产技术和热、电、煤三联供技术，提高热能综合利用

率”。这是比较早的对于分布式能源发展的鼓励，但这仅

仅从能源梯级利用和政策及技术鼓励的角度提出了方向，

没有正式明确概念。其后在 2000 年发布的《关于发展热

电联产的规定》（急计基础〔2000〕1268 号）中虽然也

提出了“鼓励发展热、电、冷联产技术”，但其侧重点仍

然是天然气发电项目与天然气热电联产项目的技术与经

济指标要求，如热电比、热效率等。

2011 年 10 月发布的《关于发展天然气分布式能源

的指导意见》（发改能源〔2011〕2196 号）是对于发展

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的纲领性文件，有效指导了我国天然

气分布式能源项目的发展，在具有非常强的前瞻性和指

导性的同时这个文件并没有强制性。该意见提出了鼓励

开发建设天然气分布式能源项目的基本原则和任务目标，

要求“十二五”期间我国将建设 1 000 个左右天然气分

布式能源项目，并拟建设 10 个左右的各类典型特征的

分布式能源示范区域。提出到 2020 年，在全国规模以上

城市推广使用分布式能源系统，装机规模达到 5 000 万

kW，初步实现分布式能源装备产业化。

《关于下达首批国家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示范项目的通

知》（发改能源〔2012〕1571 号）、《分布式发电管理暂

行办法》（发改能源〔2013〕1381 号）和《天然气分布

式能源示范项目实施细则》（发改能源〔2014〕2382 号），

均提出了天然气分布式能源项目开发的管理要求、实施

程序和鼓励措施。实施细则提出，由省级政府负责本区

域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示范项目的具体实施工作，并制定

鼓励政策和标准规范。这个阶段的政策文件逐渐过渡到

强制性和约束性层面，为我国进入天然气分布式能源项

目实质性运营的 2015 年“元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

划（2014—2020 年）》《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均提出，

在京津冀鲁、长三角、珠三角等大气污染重点防控区，

鼓励发展天然气分布式冷热电联供项目，结合热负荷需

求适度发展燃气热电联产项目。

在《热电联产管理办法》（发改能源〔2016〕617 号）

中，鼓励规划建设天然气分布式能源项目，采用热电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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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文件均从具体技术性指标方面提出了要求。

在 2016 年 11 月份发布的《电力发展“十三五”规

划（2016—2020 年）》中，强化了“有序发展天然气发

电，大力推进分布式气电建设”，要求推广应用分布式气

电，重点发展热、电、冷多联供。明确了“十三五”期

间的发展目标：到 2020 年我国天然气发电装机将超过

1.1 亿 kW 以上，其中热电冷多联供将达到 1 500 万 kW。

2017 年 6 月发布的《加快推进天然气利用的意见》

（发改能源〔2017〕1217 号）“重点任务”部分提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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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发展天然气分布式能源”，要求“在大中城市具有冷热

电需求的能源负荷中心、产业和物流园区、旅游服务区、

商业中心、交通枢纽、医院、学校等推广天然气分布式

能源示范项目”，并要求“对于分布式能源项目，需要完

善财政支持。鼓励地方政府因地制宜配套财政支持”。

所以，就国家层面的天然气分布式能源政策发展而

言，经历了从以鼓励性为主的指导性文件阶段，到强制

性约束阶段，再到为行业主动发展提供技术性指导阶段。

除了上述国家层面的相关政策，上海、广东、江苏、浙

江、长沙、青岛、广东等地均出台了促进天然气分布式

能源发展办法。2017 年 7 月，四川省也发布了《关于加

强天然气分布式能源项目管理的指导意见》，成为最近的

一个地方指导意见。这些地方性政策，一方面总的原则

与国家政策保持一致，另一方面也同时体现了自己经济

发展的特点。例如，上海、青岛、长沙等属于直接给予

项目投资补贴一类；江苏、广东等则通过可操作的电价

补贴机制来鼓励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四川、陕西等则

没有实质性可操作的电价补贴政策，让企业和电网协商

电价，由市场定价；另外还有一些省市则是没有什么实

质性政策，或者出台政策也无法落实。

2  天然气分布式能源项目存在的问题分析

天然气分布式能源在国际上发展迅速，但我国天然

气分布式能源则处于起步阶段。在众多政策的支持与鼓

励下，我国天然气分布式能源项目进入“十二五”之后

得到较快发展，其中 2015 年天然气分布式能源进入实质

性开发阶段，所以 2015 年被称为天然气分布式能源项目

实质性运营的“元年”。

上海是我国天然气分布式能源发展最早、配套政策

最完善的城市，可以作为我国天然气分布式能源先期发

展区域的代表。江苏是我国天然气分布式能源发展稍迟、

配套政策亟需完善，但可以作为我国天然气分布式能源

后期发展区域的代表。所以，本文通过对江苏、上海等

重点地区天然气分布式能源项目的充分调研，并进行系

统综合性分析与总结，得到目前我国天然气分布式能源

项目存在的问题。

2.1  天然气分布式能源项目的实质容易被偷换概念

天然气分布式能源项目可以分为区域式和楼宇式。

就区域式天然气分布式能源项目而言，最大的混淆是借

分布式能源项目性质获得批复，实际上运行的仍然是传

统的天然气发电项目，或传统的天然气热电联产项目，

只是装机规模进行了减小而已，并没有实现冷热电三联

供与多能互补。就楼宇式天然气分布式能源项目而言，

最大的混淆是虽然装机规模符合规范“原动机单机容量

不大于 10MW”的要求，但是实际功能覆盖了 4～5km
范 围 内 的 热 用 户， 更 似 区 域 式 天 然 气 分 布 式 能 源 
项目。

2.2  不同省份的激励机制和配套政策差异较大

目前我国在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的项目受理、产业规

划、优惠扶持政策、技术标准规范等方面还不完善，具

体扶持政策有待地方政府进一步落实，实施力度也取决

于地方的财政能力和用户的承受能力。也就是说，政府

虽然出台了一些鼓励发展政策，但只做了一些原则性的

规定，配套鼓励政策较少，可操作性不强。例如，上海

出台了实质性的、可操作性较强的鼓励政策，但江苏省

到目前对发展分布式能源还没有具体的实施细则，如税

收优惠、天然气价格、销售电价等无法落到实处。

2.3  诸多复合因素导致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经济性差

由于天然气气源不够充分，以及天然气入厂价格偏

高等原因，直接导致上海、江苏等重点地区天然气分布

式能源项目能盈利的极少。例如，从经济性看，全江苏

省除江苏凤凰数据中心及盐城亭湖医院项目微利外，其

他全部亏损。另外，对于天然气分布式能源单位造价高，

天然气分布式能源项目供热、供冷核定价格不高也是造

成天然气公布式能源经济性较差的因素。

2.4  天然气分布式能源项目投运后冷热电负荷不足

区域式天然气分布式能源项目需要符合地方热电联

产规划，而在编制地方热电联产规划时，往往对现有热负

荷没有完全摸清，对近期热负荷预测也没有完全依据产业

发展，所以热电联产规划中的负荷就不够准确。落实到具

体项目上，一方面需要符合热电联产中热源点和热负荷要

求，另一方面企业在申报项目时热（冷）负荷按高值取，

导致机组容量选型偏大，所以在实际投运时，包括蒸汽热

负荷、热水热负荷、冷负荷、电负荷均存在不够充分的可

能，分布式供能站的年均综合能源利用效率得不到保证。

2.5  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燃气轮机核心技术亟待研发

我国燃气发电机组研发制造滞后于市场需求，目前

90% 以上的燃气轮机组需从国外引进，虽然我国部分企

业与 GE 等国外燃气轮机制造商合作，但燃气轮机主要部

件和联合循环运行控制等核心技术外方并未转让，导致

项目总投资较高。如一台 LM2500+G4 型燃机，其价格占

到工程总造价的 50%，既垄断了核心技术也就垄断了设

备价格，造成了项目投资及后期的运维费偏高。国产的

小型内燃机及其配套设备由于是早期产品，制造、运营

经验不足，设备故障率较高，也影响了企业经济效益。

3  相关思考与建议

3.1  充分论证冷热电负荷的基础上科学选点

按照设计规范要求，区域式天然气分布式能源项目

应纳入地方热电联产规划，同时应结合地区产业结构的

调整、气源点、电网接入点、用热（冷）负荷特性，因

地制宜。对项目所服务区域热负荷、冷负荷应认真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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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对用热参数、冷参数、负荷特性、年运行时间等主

要指标应反复论证，在此基础上合理选项布点。对已建

燃煤或燃气热电联产项目，原则上其供热覆盖范围内不

再建设区域式天然气分布式能源项目。

3.2  建议免征政府性基金及系统容量备用费

建议参照分布式光伏发电，对于天然气分布式能源

自发自用部分，免征政府性基金及系统容量备用费，以

从政策支持层面进一步提高其经济性。财政部《关于对

分布式光伏发电自发自用电量免征政府性基金有关问题

的通知》，明确了对分布式光伏发电自发自用电量免收可

再生能源电价附加等四项针对电量征收的政府性基金。

《国家电网公司关于印发分布式电源并网相关意见和规范

的通知》明确了分布式光伏、分布式风电自发自用电量

免征政府性基金和系统容量备用费。

3.3  加快推进天然气直供体系及价格市场化

由于进厂气价约占天然气分布式能源项目全部成本

的 80%，所以天然气来源的充分程度，以及天然气进厂

价格直接关系到产业的发展前景。2017 年 6 月国家发改

委、科技部、环保部等 13 个部委联合发布的《加快推进

天然气利用的意见》提出“将建立用户自主选择资源和

供气路径的机制，加快推进天然气价格市场化”。明确提

出建立用户自主选择资源和供气路径的机制，减少供气

中间环节，降低用气成本。建议凡纳入规划的天然气分

布式能源项目，在核准时允许项目公司与上游燃气供应

商直接签订直供气合同。

3.4  理性引导以共同推进天然气分布式发展

天然气相对于煤炭与石油属于清洁能源，相对于风

能和光能等较为经济，同时天然气还能与可再生能源形

成良性互补。随着我国常规天然气、页岩气等资源的开

发和利用的力度加大，加快推动天然气发展，已成为我

国能源结构优化调整的战略举措。要从国家层面的能源

战略、环保战略等方面全面认识天然气分布式能源带来

的环境效益和二氧化碳减排效益。建议有关部门在做好

规划、引导的同时，制定相应的扶持政策，并加大对天

然气分布式能源优点的宣传，政府、企业、社会应形成

共识，共同推动该行业的健康发展。

3.5  强化核心技术研发能力提升核心竞争力

由于天然气发电核心技术尚未突破，尚未形成国产

化，这也成为天然气分布式能源项目单位造价高、影响

天然气分布式能源项目经济性的一个重要原因。国家发

改委、国家能源局下发的《关于依托能源工程推进燃气

轮机创新发展若干意见》的通知，要求加大燃机设计制

造研发工作，以解决我国天然气分布式能源关键部件严

重依赖进口的现象。建议国内大型制造企业加大与国外

公司合作，在技术及设备的引进、消化吸收等方面下功

夫，为天然气分布式能源项目提供优质价廉的设备，以

带动行业整体装备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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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y Policy Development and Relative Suggestion of Natural Gas 
Distributed Energy System in China

WANG Sheng1*, LUN Liyong2

( 1. State Powe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Research Institute, Nanjing 210031, China;  
2. China International Engineering Consulting Corporation, Beijing 100044, China)

Abstract: Natural gas distributed energy system has many benefits such as high energy efficiency, environmental friendliness, high safety, and use as a tool to regulate 
load. The development of natural gas distributed energy is the important direction and choice to expand the application of natural gas and realize the local transformation 
of resources, and it is part of energy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China. Together, development of natural gas distributed energy can enhance the utilization of natural gas, 
improve energy efficiency, promote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realize green low-carbon development, and deepen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in 
the energy and power sector. The policies of natural gas distributed energy system were analyzed in the paper. And on the basis of research on natural gas distributed 
energy projects in Jiangsu, Shanghai, Zhejiang and other key area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natural gas distributed energy system were put forward, and 
relevant policy suggestions were offered including the reasonable layout, the price of natural gas market, economic policy, and the core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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