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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海石油气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贸易分公司（100027）朱建文  石琳  谢治国

天然气分布式冷热电三联供发展对策研究

摘       要：  天然气分布式冷热电三联供具有能效高、清洁环保、安全性高、削峰填谷、经济效益好等优

势，但目前我国发展天然气分布式冷热电三联供面临着现行法律、规范和行业标准等方面的制

约，天然气资源也难以得到保障。为加快发展天然气分布式冷热电三联供，提高一次能源利

用效率，减少环境污染，推动生态文明的建设,建议完善现行法规，参照国外经验，落实配套

政策，依托LNG接收站，以气源有保障的大型国有企业为主体，优先在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

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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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stributed gas CCHP has the advantages of energy-efficient, environmentally clean, good security, load 

shifting and good economic. But the development of distributed gas CCHP in China is facing many problems, 

such as constraints of the existing laws, regulations and industry standards, difficulties in ensuring the supply of 

natural gas resources, and the lack of effective investment entities. To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distributed 

gas CCHP, the article recommends implementing more supporting policies referring to foreign experience. The 

article also recommends developing distributed gas CCHP in economically developed areas on the southeastern 

coast, with gas-resource-securable larg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s the mainstay, relying on LNG Terminals,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primary energy use, reduce pollution,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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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天然气分布式能源发展现状

十几年来，我国已建成广州大学城、上海浦东国

际机场、上海环球国际金融中心、上海理工大学、上海

闵行医院、北京奥运媒体村、中关村软件园等40多个

天然气分布式能源项目[1]。据不完全统计，到2011年

初，已建和在建天然气分布式能源项目装机总容量超

过500万kW[2]，全部投产后发电量可达180亿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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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投入使用的项目多是孤岛式运行，在节约

电力反馈给电网、实现上网和并网方面没有取得突

破，甚至部分项目因电力并网、效益或技术等问题处

于停顿状态。

为推动分布式发电应用，促进节能减排和可再

生能源发展，2013年8月，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分布

式发电管理暂行办法》（下称《办法》），规定对综

合能源利用效率高于70%且电力就地消纳的天然气热

电冷联供等分布式能源项目，电网企业应“根据其接

入方式、电量使用范围，提供高效的并网服务”[3]。

《办法》鼓励企业、专业化能源服务公司和包括个人

在内的各类电力用户投资建设并经营分布式发电项

目，并对入网时如何计价等相关问题做出了阐述，表

示将给予一定补贴。

《办法》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分布式能源接入电

网的问题，有利于天然气分布式冷热电三联供发电的

发展，但我国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的发展仍面对着一系

列挑战。

2      天然气分布式能源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国家已通过《天然气利用政策》、《大气污

染防治行动计划》和《办法》等具体政策鼓励天然气

冷热电三联供发展，从国家到地方各级政府也大都将

天然气冷热电三联供分布式发电列入了能源规划，但

这一产业的快速发展仍面临着诸如发电上网机制有

待完善、缺少配套的鼓励和补贴政策、天然气的保

障能力不强、投资额度大, 企业难以承担等问题，使

天然气冷热电三联供分布式能源在我国大规模发展受

到制约。

2.1  发电上网机制仍有待完善

2013年2月，国家电网公司出台了《关于做好分

布式电源并网服务工作的意见》、《关于促进分布式

电源并网管理工作的意见》和《分布式电源接入配网

相关技术规定》等一系列制度和管理办法，用于指

导分布式能源发电上网工作，但其适用对象仅限于

“以10kV及以下电压等级接入电网，且单个并网点

总装机容量不超过6MW的发电项目”，而天然气分

布式能源装机容量一般都高于6MW，例如我国的第

一个天然气分布式能源项目——广东大学城一期项

目，装机容量114MW；首批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示范

项目中的华电集团湖北武汉创意天地分布式能源站项

目和北京燃气中国石油科技创新基地能源中心项目装

机容量分别为19MW和13MW；新建项目中，广西南

宁华南城分布式能源项目装机容量3×60MW，华电

赣州开发区工业园热电冷三联供能源站项目更是达

到了2×70MW，都不适用于该标准。《办法》出台后，提

出天然气分布式发电只要求“综合能源利用效率高于

70%，且电力就地消纳”，就适用于分布式发电管理，

并应由国务院能源主管部门会同有关方面制定分布式

发电接入配电网的技术标准、工程规范和相关管理办

法, 但目前与之相配套的管理实施细则、电价核定标

准、综合规划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实施尚需时

日，电网企业还需进一步落实《办法》提出的简化并

网申请流程、提供咨询、调试和并网验收服务的要求。

2.2  资源供应缺乏保障

天然气分布式能源作为城镇重要的供暖、供冷

和供电来源，需要足量稳定供应的天然气，确保居民

正常工作、生活不受影响。例如深圳华电坪山分布式

能源项目，装机容量3×107MW，建成后将为周边的

国家级出口加工区、生物环保园、工业聚集区、医院

等约60km2内的企事业单位提供冷、热、电三联供。

因此，项目一旦运营，就要求天然气资源必须平稳供

应，才能发挥其全年不间断的燃气空调功能。一旦出

现由于天然气季节性供应紧张、天然气供应设施失效

等原因导致的供气中断，不但影响项目自身经济效

益，更会对区域内民生造成负面影响。目前, 除少数

分布式能源项目与直接掌握资源的供气企业签署了供

气合同，大部分项目气源来自城市燃气公司。而城市

燃气随着用气规模的快速增长，在储气调峰设施未能

及时建设的情况下，保供压力也越来越大。国家能源

局对此也有充分认识，曾在分布式能源研讨会上指

出，发展分布式能源应在经济发达、天然气资源有保

证的大中城市先行试点[4]，这从侧面反映出稳定的资

源供应对发展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的重要性。

2.3  投资、运营成本较高

与使用煤炭等传统化石燃料的火电相比，天然

气分布式能源单位建设和燃料成本均相对较高。相对

3.8元/W[5]的火电工程项目而言，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的

投资成本要高得多。以华电赣州开发区工业园热电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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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供能源站项目为例，一期总投资约10.5亿元，平

均装机成本7.5元/W，几乎是3.8元/W的两倍。在燃料

成本方面，天然气发电成本也远高于煤炭成本。电煤

价格按500元/t计算，在一吨煤发电约3 000度的情况

下，煤电燃料成本约0.17元/度；天然气发电在气价约

3.02元/m3～3.22元/m3，每立方米气发电4度～5度的情

况下，天然气发电燃料成本约0.60元/度～0.83元/度，

是煤电燃料成本的4倍～5倍。虽然天然气分布式能源

还具备冷、热效益，但随着天然气价格改革在全国大

范围内推广，燃料成本上升，运营企业面临的经营压

力还将进一步加大。因此，如果没有考虑天然气分布

式能源在用电高峰时的调峰作用及其减排效益，给予

配套政策支持，天然气分布式能源项目即便建成，也

难以维续。此外，天然气分布式能源审批程序繁杂，

企业从成立项目、提交申报文件及相关材料，到获得

“路条”，再到项目申请、评审、核准，往往历时数

年，也进一步加大了项目难度，导致不少企业“知难

而退”。因此，还需要针对天然气分布式能源在发展

中存在的困难，通过财政税收、金融手段、程序简化

等扶持性的配套政策，对天然气分布式能源项目的发

展给予支持。

2.4  项目总体投资大

与以光伏发电为代表的小型分布式能源项目相

比，天然气分布式冷热电三联供项目装机容量较高，

投资规模较大。例如，南宁华南城分布式能源项目总

投资为8.5亿元，初期投资超过亿元人民币。为进一

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在保障综合能源利用效率高

于70%的基础上，天然气分布式冷热电三联供有向着

更大规模、更大装机功率方向发展的趋势。例如，

华电江门蓬江区江沙热电冷三联供项目（在建）装

机2×115MW，同步建设供冷热管网和天然气支线管

网，静态总投资约12.16亿元[6]，计划年供电量11.42亿

度。珠海市钰海电力有限公司燃气—蒸汽联合循环热

电联产项目装机2×400MW，向珠海金湾和平沙地区

集中供热（冷），总投资约30亿元[7]，计划年供电量

约40亿度。在法规和激励政策不完善、缺乏政策扶持

和指导的情况下，较大的投资规模提高了分布式能源

投资者进入天然气分布式冷热电三联供行业的门槛。

此外，为进一步提高项目的能源利用效率，需要加大

科研力度、提高装备水平，采用新型机组和配套冷热

系统，项目投资还将进一步升高。

3      发展天然气冷热电三联供分布式项目的思路

在天然气冷热电三联供能源利用效率高、环境负

面影响小，可有效提高能源供应可靠性的优点已经被

充分认识的情况下，需要针对目前我国天然气分布式

能源发展现存的主要问题加以解决，一方面应用先进

技术手段，提高项目经济效益；另一方面，在分布式

能源项目发展的初期，政府给予足够政策予以支持。

3.1  出台配套政策

为推动天然气分布式能源快速发展，欧、美、日

都曾对天然气分布式发电产业给予政策支持。美国曾

于1978年颁布《公共事业管制政策法案》，允许企业建

立热电联产发电厂并出售电力给地方公用电力公司。

该政策的出台，促使从1980年到1995年，全美国分布

式能源装机从1 200万kW迅速增长到4 500万kW[8]，年

均增速约9.2%；2001年，美国成立了国家能源政策

发展协会，通过免税鼓励增加清洁高效的冷热电联

供项目。欧洲为鼓励分布式能源发展，制定了《热

电联供指南》、《污染物排放交易制度》、《新电力与燃

气指南》和《建筑性能与能源生产税制指南》等多项

法规，对企业提供能源审计数据分析，为其发展提供

指导，还用较高的上网电价收购天然气分布式能源所

发电力，并对企业进行分布式能源投资奖励。日本在

1995年修改了电力法，允许私人发电且可以向公共电

网或第三方售电，还通过特别税收、低息贷款、投资

补助等政策推动分布式能源发展。我国可以从其他国

家分布式能源的发展历程中总结经验，尽快理顺天然

气分布式能源发电上网机制，出台针对天然气分布式

能源的鼓励性财税政策，将发展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纳

入城市发展规划，尤其是区域发展规划中，并依据当

地情况，出台投资补助、气价补贴办法、土地政策等

方面的配套措施，在必要时打破既有格局的制约，理

顺供气企业、电网公司、城建公司、用户及地方政府

的利益关系。

3.2  以大型国有企业为主导

天然气分布式能源项目同时涉及所在区域的供

冷、供热和供电问题，对较大范围内的民生具有多方

面影响。因此，天然气分布式能源项目，尤其是大

朱建文等·天然气分布式冷热电三联供发展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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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天然气分布式发电项目，要求有稳定气源来源。

在目前以3家大型国有石油企业为主的供气格局下，

以其为投资主体，建设大型天然气分布式能源项

目，既有利于保障项目的气源供应，也有利项目的

顺利投产和安全稳定运营。此外，在大型天然气分布

式发电项目投资成本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国有石油

公司雄厚的资金实力无疑也为项目的成功运作多提

供了一份保障。 

3.3  与LNG接收站发展相结合

我国目前在东南沿海地区，已有多个LNG接收站

正在运营，并有多个接收站在建，进口LNG已是东南

沿海重要的天然气资源来源。LNG凭借自身供应多元

化、便于储存调峰的优势，在冬季用气高峰季节，可

以发挥与管道气相互弥补的重要作用，也是天然气分

布式能源项目稳定的天然气源。同时在东南沿海，夏

天是用电高峰，而工业和民用天然气用量相对不大；

天然气冷热电联产机组夏天按电网需要，进行调峰发

电，既对电网，也对气源起到削峰填谷的作用。在现

有/在建LNG接收站附近建设天然气分布式能源，既

可保障气源的稳定，又可以充分结合二者的优势，

将天然气的清洁环保优势直接带进社区，造福当地

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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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信息

一是由奥德集团投资1.17亿元，负责峄山镇、

看庄镇、香城镇、张庄镇、城前镇、田黄镇、大

束镇7个镇的天然气管道铺设工作，计划铺设中压

管网134km，年内完成管道铺设。目前，已完成城

前镇管线施工设计工作，大束至香城和香城至峄

山管道施工图正在设计。城前镇已铺设中压管网

2.5km，计划2月底累计完成5km。高压管道开口事

宜正在与中石化管道公司协调，力争2014年6月底

拿到开口批复。 

二是由邹城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投资

2 300万元，负责郭里镇、石墙镇2个镇的天然气管

邹城市加快推进城镇燃气一体化工程

道铺设工作，计划铺设中压管线19km，年内完成

管道铺设。

工程完工后，9个镇驻地达到燃气管道全覆

盖，届时9个镇居民将用上高效清洁的管道天然

气，实现全市燃气镇驻地全覆盖。 

三是城区将加块推进燃气管网改造。2014年

12月底前，改造燃气灰口铸铁管29km，改造中压

管网5km，主要在太平路等城市主干管道；改造低

压管网24km，主要在铁山路、公园路、农机局家

属院、水利局家属院、人民银行家属院等小区。  

（本刊通讯员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