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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分布式能源系统是指集成或单独使用的、靠近用户的小型、模块化动力设备，完全不同

于现有传统的中心发电站和输电模式，它可以位于终端用户附近,建设在工业园区、楼宇、社

区内。在不适宜建设中心电站的地区，分布式能源系统的小容量和模块化可提供现场型电力

。分布式能源是以热电冷联产技术为基础，与大电网和天然气管网相联结的，向一定区域内

的用户同时提供电力、蒸汽、热水和空调冷水（或风）等的能源服务系统。它采用了上个世

纪七十年代在国外发展起来的，洁净高效、小型分散为主要特征的第二代能源技术，主要以

天然气为燃料，使燃气轮机或内燃机首先做功，通过各种方式按照不同的温位逐级利

用400-600多度的排出烟气，最终实现80％以上的能源利用效率。

　　分布式能源系统因其灵活的变负荷，较低的初投资，供电的可靠性，很小的输电损失和

适合可再生能源应用等特点在世界能源领域越来越受到重视，世界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关注分

布式能源系统的建设，积极试点，认真进行立法准备，抓紧开发配套相关设备。分布式能源

系统与集中发电、远距离输电和大电网供电的传统电力系统相比，克服了传统系统的一些弱

点，成为其不可缺少的有益补充，二者的有机结合，是新世纪电力工业和能源产业的重要发

展方向。随着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追求更加舒适的建筑生活

环境。冬季采暖，夏季空调都需要能源的供给。而在当前能源十分紧张的状况下，节约建筑

能耗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建筑节能设计是建立在满足合理的舒适要求前提下，通过技术减少

建筑能耗，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满足建筑节能的要求。

　　分布式能源应当是在市场机制下靠高科技、高效率、高经济收益而自我运作、良性生长

的。因而它的运作主体不应该是政府，而是能源服务公司。能源服务公司应该包容国有资本

、民间资本、集体资本和国外资本，并且按照制度来管理。因为它有稳定可靠的投资回报，

所以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在十几年之内中国就会出现一大批这样的投资能源服务的企业。通

过它们相互之间的竞争，一个新的行业会逐渐形成。这个行业是需要我们去耐心培育、扶植

的。这种扶植主要体现在给它一个健康成长的环境和公正、公平的市场竞争条件。为使分布

式能源能够按照市场机制来运作，政府所要做的，一个是提供支撑条件和投资环境，制订相

应的政策法规；其次是对它的发展做出宏观的规划和调控。换句话说，分布式能源应当是按

照市场的规律和社会的需要而获得发展，但政府的规划和支持也很重要。分布式能源既然是

一个先进的、高科技的产业，因而其技术发展是个重要的方面。它虽然在国外来说是成熟可

靠的行业，但是在国内还是一个新的事物。硬件、软件和研发方面都有很多重要的问题需要

正确地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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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在大量周密的市场调研基础上，主要依据了国家统计局、国家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国

家经济信息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海关总署、全国商业信息中心、中国经济景气

监测中心提供的最新行业运行数据为基础，验证于与我们建立联系的全国科研机构、行业协

会组织的权威统计资料。我们对分布式能源行业进行了长期追踪，结合我们对分布式能源相

关企业的调查研究，对我国分布式能源行业发展现状与前景、市场竞争格局与形势、赢利水

平与企业发展、投资策略与风险预警、发展趋势与规划建议等进行深入研究，并重点分析了

分布式能源行业的前景与风险。报告揭示了分布式能源市场潜在需求与潜在机会，为战略投

资者选择恰当的投资时机和公司领导层做战略规划提供准确的市场情报信息及科学的决策依

据，同时对银行信贷部门也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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