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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所谓分布式能源，是指分布在用户端的能源综合利用系统，以经济效益最优化确定机组配置

和容量规模，从而实现能源的梯级利用和节能环保增效。 分布式能源系统按照能源利用形式

分类，可分为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系统和可再生能源发电系统，其中天然气分布式系统包括热

电联产系统 CHP、冷热电三联供系统 CCHP 和建筑冷热电联产系统 BCHP；可再生能源发电

系统包括风力发电、太阳能光伏发电以及生物质能发电 。  

近年我国出台一系列政策促进分布式能源产业的发展， 实现能源梯次利用， 提高能源综合使

用效率。 &ldquo;十二五&rdquo;以来， 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累计装机容量从 2010 年的 500 万千

瓦增长至 2016 年的 1200 万千瓦， 到 2020 年我国天然气分布式能源要建成 5000万千瓦装机容

量， 仍有 316.7%的增长空间，未来 3 年行业有望迎来爆发式增长。此外， 我国生物质能发电

发展迅速，2017 年 7 月能源局将 2020 年生物质能发电装机容量目标调增至 2334 万千瓦，是原

计划的 155.6%。以此测算， 到2020 年我国生物质能发电装机容量将实现 92.26%的增长。 到

2020 年，生物质能产业新增投资约 1960 亿元， 其中生物质发电新增投资约 400 亿元， 生物质

发电行业向上趋势确定。 我国天然气分布式能源具有广阔市场空间我国生物质能发电发展迅

速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20-2026年中国分布式能源市场前景展望与市场前景预测报告》

共七章。首先介绍了中国分布式能源行业市场发展环境、分布式能源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

分析了中国分布式能源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分布式能源市场竞争格局。随后，

报告对分布式能源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分布式能源行业发展趋势与

投资预测。您若想对分布式能源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中国分布式能源行业，本报

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据

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场

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主

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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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成功的示范效应分析

（5）发展前景分析

7.2.3 苏州分布式能源投资前景

（1）气源保障情况分析

（2）区域电价水平分析

（3）优惠政策扶植情况

（4）成功的示范效应分析

（5）发展前景分析

7.2.4 其它城市分布式能源投资前景

（1）无锡分布式能源投资前景

（2）南京分布式能源投资前景

（3）宁波分布式能源投资前景

7.3 珠三角地区投资前景分析

7.3.1 广州分布式能源投资前景



（1）气源保障情况分析

（2）区域电价水平分析

（3）优惠政策扶植情况

（4）成功的示范效应分析

（5）发展前景分析

7.3.2 深圳分布式能源投资前景

（1）气源保障情况分析

（2）区域电价水平分析

（3）优惠政策扶植情况

（4）成功的示范效应分析

（5）发展前景分析

7.3.3 其它城市分布式能源投资前景

（1）珠海分布式能源投资前景

（2）佛山分布式能源投资前景

（3）东莞分布式能源投资前景

7.4 环渤海地区投资前景分析

7.4.1 北京分布式能源投资前景

（1）气源保障情况分析

（2）区域电价水平分析

（3）优惠政策扶植情况

（4）成功的示范效应分析

（5）发展前景分析

7.4.2 天津分布式能源投资前景

（1）气源保障情况分析

（2）区域电价水平分析

（3）优惠政策扶植情况

（4）成功的示范效应分析

（5）发展前景分析

7.4.3 其它城市分布式能源投资前景

（1）青岛分布式能源投资前景

（2）大连分布式能源投资前景

（3）沈阳分布式能源投资前景



（4）烟台分布式能源投资前景

7.5 其它区域分布式能源投资前景

7.5.1 中部地区分布式能源投资前景

（1）分布式能源发展需求

（2）分布式能源发展现状

（3）分布式能源发展条件

（4）分布式能源发展前景

7.5.2 西部地区分布式能源投资前景

（1）分布式能源发展需求

（2）分布式能源发展现状

（3）分布式能源发展条件

（4）分布式能源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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