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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县）综合能源规划编制导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地区（县）综合能源规划编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规划步骤、方法及主要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地区（县）的综合能源规划的编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50293 城市电力规划规范 

GB/T 51074 城市供热规划规范 

Q/GDW 156-2006 城市电力网规划设计导则 

GB/T 2589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T/CEC 129-2016 地区（县）太阳能发电规划编制导则 

QX/T 397-2017 太阳能光伏发电规划编制规定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综合能源系统 Integrated Energy System 

综合能源系统（Integrated Energy System）是指一定区域内利用先进的物理信息技术和创新管理

模式，整合区域内煤炭、石油、天然气、电能、热能等多种能源，实现多种异质能源子系统之间的协调

规划、优化运行，协同管理、交互响应和互补互济的新型一体化能源系统。 

3.2  

综合能源服务 Integrated Energy Service 

综合能源服务（Integrated Energy Service）是一种新型的为满足终端客户多元化能源生产与消

费的能源服务方式，涵盖能源规划设计、工程投资建设、多能源运营服务以及投融资服务等方面服务等

方面，本质是以电为中心、满足社会多元化用能需求和客户多元化服务诉求的能源服务。 

3.3  

综合能源管理平台 Integrated Energy Management Platform 

综合能源管理平台（Integrated Energy Management Platform）是融合了云计算与大数据技术的

新一代能源互联网的应用支持平台，适用于多种应用场景与用能需求，支持多种数据量级与规模，提供

多种形式的综合能源管理与解决方案的平台。 

3.4  

综合能源规划 Integrated Resource Planning 

综合能源规划（Integrated Resource Planning），是上世纪 90 年代国际上开始提倡的一种先进的

资源规划方法，其能够将供方和需方各种形式的资源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规模规划，更合理有效地利用能

源资源，控制环境质量，减少电力建设投资，降低电网运营支出，为用户提供最低成本的能源服务。 

3.5  

多能互补 Multienergy Complementation 

多能互补（Multienergy Complementation）是一种能源政策，目的是按照不同资源条件和用能对

象，采取多种能源互相补充，以缓解能源供需矛盾，合理保护自然资源，促进生态环境良性循环。 

3.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5%84%E6%BA%90%E8%A7%84%E5%88%92/5938685?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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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互联网 Energy Internet 

能源互联网（Energy Internet）是综合运用先进的电力电子技术, 信息技术和智能管理技术, 将

大量由分布式能量采集装置, 分布式能量储存装置和各种类型负载构成的新型电力网络、石油网络、天

然气网络等能源节点互联起来, 以实现能量双向流动的能量对等交换与共享网络。 

3.7  

需求响应 Demand Response 

需求响应（Demand Response）是指电力市场价格明显升高（降低）或系统安全可靠性存在风险时，

电力用户根据价格或激励措施，暂时改变其用电行为，减少（增加）用电，从而促进电力供需平衡、保

障电网稳定运行、抑制电价上升的短期行为。 

3.8  

能源大数据 Energy Big Data 

能源大数据（Energy Big Data）能够将电力、石油、煤炭等能源领域数据以及人口、地理、气象

等诸多领域数据，进行综合采集、处理、分析与应用，发展能源大数据将加速推进能源产业发展及商业

模式创新。 

4 基本原则 

4.1 导则总则 

4.1.1 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编制地区（县）综合能源

规划，并纳入相应的城市总体规划和各地区详细规划。 

4.1.2 应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将

碳达峰碳中和的部分指标纳入地区（县）综合能源规划指标体系。 

4.1.3 地区（县）综合能源规划编制应按照整体规划、分步实施、因地制宜、合理布局、有序开发的

原则；同各级国民经济发展规划、能源发展规划等相衔接，并要满足上位规划的要求。 

4.1.4 综合能源规划应考虑“规划、设计、建设、运维”全周期规划，逐年滚动修编。 

4.2 规划编制原则 

4.2.1 地区（县）综合能源规划宜以电为中心，以信息物理一体化融合为基础，通过环节维度的源网

荷储协调、系统维度的多能互补、空间维度的局部与跨区域优化配置，满足未来地区（县）精细化能源

需求。 

4.2.2 地区（县）综合能源规划应与城市的各项发展规划相互配合、同步实施，与城市或镇的总体规

划、详细规划相衔接；与电力、燃气、热力、道路交通、建筑、产业等其他专业规划相协调。 

4.2.3 地区（县）综合能源规划包括一个总规划与多个能源专项规划（如电力、可再生能源、燃气、

能源站、管网、储能等），专项规划需与能源整体规划的目标、原则、实施路径等相统一，专项设计，

整体规划。 

地区（县）综合能源规划应采用分时序规划的原则，分为近期、中期、远期三个阶段，不同阶段对

应着不同的重点任务，远近结合，实现规划区综合能源规划有序地进行。 

5 地区（县）综合能源规划基本规定 

5.1 总则 

地区（县）综合能源规划内容应包含能源供应、能源网络、能源服务、能源保障和信息支撑。 

5.2 能源供应 

5.2.1 在充分分析地区（县）资源条件的基础上，研究各种能源之间的互补和转化，基于能效提升、

经济效益等布局能源站点及用户中心网络。 

5.2.2 利用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余热资源、余压资源、余气资源等构建多能互补、清洁高效的综

合能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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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地区（县）综合能源规划要充分考虑能源资源循环利用、梯级利用技术、废弃物资源化和能源

化利用技术，实现节能减排 

5.3 能源网络 

5.3.1 在构建能源网时需充分考虑对于能源供应的支撑作用，能源网布局建设应与建筑、交通、工业

领域的发展相耦合。 

5.3.2 重点构建电力网、热力网、燃气网，并融合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形成能源网，逐步完善能

源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网需采用高可靠性架构，实现能源网络的安全可靠。 

5.3.3 综合能源规划要融入能源互联网的思维，形成各种能源的互联互通，以及周围地区与规划地区

能源之间的互联互通。 

5.3.4 需考虑电力与其他能源的比例关系、分布式能源接入电网的节点等问题寻找多网融合的最佳节

点和衔接点，实现一次能源网、二次能源网的深度融合与高效转化。 

5.4 能源服务 

5.4.1 地区（县）综合能源服务重点聚焦综合能效、多能供应、清洁能源、新兴用能四大重点领域，

并不断探索新的综合能源服务。 

5.4.2 应以提升用户终端能源的多类型清洁化率为目标，开展综合能源服务。 

5.4.3 地区（县）综合能源规划需形成能源互联网价值创造生态圈，通过多种能源融合、信息与能源

的融合、多元业务融合等途径实现能源互联网价值层应用。 

5.4.4 应开展需求响应技术在地区（县）综合能源规划中的应用，通过丰富品种和应用场景、细化实

施方式等实现综合能源系统的整体优化及效能提升。 

5.5 能源保障 

5.5.1 地区（县）综合能源规划应引导优化储能布局，推广全景式即插即用系统化应用，探索综合能

源新业态，提升全社会能效及区域能源应急保障能力。 

5.5.2 对规划范围内的重点、重要用户进行详细的需求调研，为此类用户提供高质量能源的供给保障。 

5.5.3 推动建立重要能源用户应急响应能力，挖掘电力、燃气需求侧响应潜力，提高综合能源系统自

愈能力，实现在遇到能源突发事件时，迅速、有效地转移负荷。 

5.6 信息支撑 

5.6.1 综合能源规划应充分利用微电子技术、复杂软件技术、信息物理系统技术、大数据、云计算、

物联网、区块链技术等先进的信息和通信技术，保障综合能源系统的安全、高效。 

5.6.2 综合能源规划应结合信息技术平台，实现能源管理的平台化、智慧化水平，将电、气、冷、热、

油、氢、水等各类型能源纳入大数据管理，对接“城市大脑”，在能源供应上实现区域多种能源协调运

行，保障能源数据信息安全。 

5.6.3 综合能源服务应探索能源大数据应急响应应用场景和价值，建立数据应急保障库，遇到能源突

发事件时，可在线挖掘数据价值，及时评估。 

6 地区（县）综合能源规划编制内容 

6.1 总论 

应包括规划背景、规划依据、规划原则、规划范围和期限、规划主要工作内容以及规划实施指标要

求，并制定明确、可执行、可评价的规划目标。 

6.2 区域产业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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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综合考虑区域类型、气候条件、资源禀赋、政策导向等条件，明确规划区综合能源发展目标定

位并制定规划指标体系。 

6.2.2 目标应包括能耗类、能源结构类、能效类、环保类等多个维度。 

6.2.3 目标应包括近期、中期、远期。 

6.3 区域能源现状调查与分析 

6.3.1 应开展规划区国土规划、各区块控详规划等上位规划的调查与分析。 

6.3.2 应开展规划区供能现状调查与分析，包括供电、供热、燃气、分布式能源等供能种类；对能源

基础设施的供能能力、负载率、供能量、使用年限、运行状况、污染物排放及达标情况、空间分布、发

展规划等进行调查与分析。 

6.3.3 应开展能源利用问题调查与分析，包括能源供应保障、消费结构、能效、环保、供能成本等多

个角度。 

6.3.4 应开展地区现状、在建、已签约用户情况调查与分析，对重点、重要用户做重点调查与分析。 

6.4 区域能源资源条件分析 

6.4.1 应对规划区开展多元化的能源资源分析，包括常规能源资源、可再生能源资源、清洁能源资源，

以及终端节能等虚拟负荷资源。 

6.4.2 应对规划区开展能源资源利用情况分析，包括已利用的能源资源、未利用的能源资源和周边能

源资源。 

6.4.3 能源资源条件分析时，应同步进行能源利用工程技术条件的评估与分析。 

6.5 用户用能需求分析 

6.5.1 需对规划区建筑、交通、工业等领域用能进行多方面联合预测。 

6.5.2 进行用户分类，并对用户进行近期、中期、远期的供电、供热、供气等需求分析。 

6.5.3 需结合用户用能行为、历史用能数据、周边公用管网情况、能源价格进行用户供能需求分析。 

6.6 综合能源解决方案 

6.6.1 综合能源解决方案应解决包括能源来源、能源消费结构选择、能源利用技术选择以及不同能源

在不同用能主体之间合理分配等关键问题。 

6.6.2 综合能源解决方案应处理好不同能源之间相互替代、相互补充关系，采用能量平衡的方法规划

配套电力、燃气、热力等设施布局及建设规模。 

6.6.3 综合能源解决方案应根据规划区建设规划和时序，合理安排规划实施的时间节点、规划措施的

实施步骤、重点能源项目、配套能源设施等实施计划。 

6.6.4 综合能源解决方案应以满足用户需求为目的，引导、开发能源服务市场。 

6.6.5 综合能源解决方案应结合信息技术，支撑能源互联网的建设，保障综合能源系统安全、灵活、

高效。 

6.7 重点领域重大项目 

6.7.1 地区（县）综合能源规划应结合国家发展规划、地方政府产业导向、地区现实基础与发展前景、

用户服务需求等，部署综合能效、多能供应、清洁能源、新兴用能等重点领域重大项目。 

6.7.2 应对重点领域重大项目开展初步可行性分析，包括建设方案、投资匡算、社会经济效益等。 

6.8 规划实施指标要求 

6.8.1 指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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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主要用于引导地区（县）合理运用政策、资源、技术及投资手段，科学制定区域综合能源规划，

可根据指标定期跟踪、评价规划进展及执行成效。 

6.8.2 指标分类 

规划指标一般可分为通用性指标和典型场景指标。典型场景指标又分为跟踪性指标、约束性指标、

预期性指标。 

预期性指标是期望达到的发展目标，主要依靠市场主体的自主行为实现，政府要创造良好的宏观环

境、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引导资源向着有利于达到预期目标的方向流动和配置，努力争取实现。 

约束性指标是在预期性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并强化了政府责任的指标，政府要通过合理配置公共资

源和有效运作行政力量，确保实现。 

跟踪性指标是地区能源发展存在定位超前并计划通过指标引导能源体系发展，存在跟踪探索需求

所设置的特殊指标属性，主要针对目前新兴且暂不具备统计及量化能力，但对地区综合能源发展具有指

导意义且不可忽视的指标类型。 

6.9 保障措施与建议 

提出保障地区（县）综合能源规划健康发展的措施，宜包含以下内容： 

a) 综合能源规划中可再生能源相关政策，加大对于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强度，提高可再生能源占比； 

b) 电力、燃气、分布式能源、光伏、风电、综合能源补给站等政策； 

c) 保证综合能源系统稳定运行的日常检查、维护要求； 

d) 在综合能源规划基础上，衔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明确相关配套产业发展方向及目标。 

7 形成规划成果 

综合能源规划交付成果应包括文本、说明书、附图等。附图见表 B.1。 

8 规划程序 

规划程序可分为以下5个步骤。 

1、规划立项：首先需求确定规划的总体目标和具体任务，对地区（县）能源发展现状进行初步调

研和分析，制定规划编制的立项文件，提交给政府主管部门获得审批。 

2、文本撰写：完成立项后，根据前期研究成果，结合实际情况，正式启动规划文件的撰写工作，

组织相关人员进行分析、论证、方案制定和规划撰写。 

3、专家评审：专家评审是保障综合能源规划质量的重要环节。在编制完成综合能源规划的初稿之

后，需要组织专家对方案进行全面评审，并给出相应的修改建议，然后针对相关问题进行综合修改，

使得规划更加完善，以确保综合能源规划的实施效果。 

4、行政审批：在调整完方案之后，应提交给政府主管部门审核，确认规划文本符合立项要求，并

初步认可规划中涉及政策、制度、土地、资金、许可等公共资源的配置，并依照法律法规对内容进行

评估和审批，审批结果可以分为批准、不予批准和要求补充资料等。 

5、政府发布：审批通过后，政府发布规划内容并列入政府工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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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1 规划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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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综合能源规划前期收资及计算方法 

A.1 综合能源规划指标计算方法 

A.1.1 电力供应自给率 

电力供应自给率指区域可在本地消纳的本地稳定电源点装机规模占地区总用电负荷的比例，按式

（1）计算： 

1
1 100%

p

p
 = 

…………………………………………………………………………………………（1） 

式中： 

1 —本地电源点装机规模占地区总用电负荷的比例，单位：%； 

1p
—本地稳定电源点装机规模，单位：MW； 

p —本地总用电负荷，单位：MW。 

A.1.2 天然气气化率 

天然气气化率指使用天然气的人口数与人口总数的比值，按式（2）计算： 

3
2

2

100%
p

p
 = 

………………………………………………………………………………………（2） 

式中： 

2 —天然气气化率，单位：%； 

3p
—使用天然气的人口数，单位：万人； 

2p
—人口总数，单位：万人。 

A.1.3 能源消费总量 

能源消费总量指用于生产、生活所消费的各类能源消费数量之和，按式（3）计算： 

1

n

ix ii
E E 

=
= 

………………………………………………………………………………………（3） 

式中： 

E —能源消费总量，单位：tce； 
,i n —消费能源类别，纳入国家能源统计体系的各类能源； 

ixE
—第 i 种能源的消费实物量； 

i —第 i 种能源的折标准煤系数，折标系数参考 GB/T 2589-2008 附录 A。 

A.1.4 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 

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指煤炭使用量与能源消费总量的比值，按式（4）计算： 

3 100%cE

E
 = 

………………………………………………………………………………………（4） 

式中： 

3 —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单位：%； 

cE
—煤炭消费量，单位：tce； 

E —能源消费总量，单位：t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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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5 清洁能源利用率 

清洁能源利用率指清洁能源利用量与能源消费总量的比值，按式（5）计算： 

1
4 100%cE

E
 = 

………………………………………………………………………………………（5） 

式中： 

4 —清洁能源利用量与能源消费总量的比值，单位：%； 

1cE
—清洁能源利用量，单位：tce； 

E —能源消费总量，单位：tce。 

A.1.6 可再生能源利用率 

可再生能源利用率指可再生能源利用量与能源消费总量的比值，按式（6）计算： 

5 100%rE

E
 = 

………………………………………………………………………………………（6） 

式中： 

5 —可再生能源利用量与能源消费总量的比值，单位：%； 

rE
—可再生能源利用量，单位：tce； 

E —能源消费总量，单位：tce。 

A.1.7 单位 GDP 能耗 

单位 GDP 能耗指每产生万元 GDP 所消耗的能源量，按式（7）计算： 

E

GDP
 =

………………………………………………………………………………………………（7） 

式中： 
 —万元 GDP能耗，单位：吨标准煤/万元； 

E —能源消费总量，单位：tce； 

GDP—地区生产总值，单位：万元。 

A.1.8 综合节能率 

综合节能率指规划方案节约能源的数量与可比常规方案能源消费量的比值，按式（8）计算： 

6 100%ch u

ch

E E

E


−
= 

…………………………………………………………………………………（8） 

式中： 

6 —综合节能率，单位：%； 

chE
—可比常规方案能源消费总量，单位：tce； 

uE
—规划方案能源消费总量，单位：tce。 

A.1.9 能源综合利用效率 

能源综合利用效率指终端能源需求总量与能源消费总量的比值，按式（9）计算： 

7 100%eE

E
 = 

………………………………………………………………………………………（9） 

式中： 

7 —能源综合利用效率，单位：%； 

eE
—终端能源需求总量，指工业、建筑、交通等终端用户实际需求的各种能源实物量的折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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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电力按能量的当量值进行折算。单位：tce； 

E —能源消费总量，单位：tce。 

A.1.10 余热利用率 

余热利用率指余热利用量与能源消费总量的比值，按式（10）计算： 

8 100%
yE

E
 = 

………………………………………………………………………………………（10） 

式中： 

8 —余热利用量与能源消费总量的比值，单位：%； 

yE
—余热利用量，单位：tce； 

E —能源消费总量，单位：tce。 

A.1.11 二氧化碳排放总量 

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指因能源消耗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的总量，按式（11）计算： 

1

n

i ii
C E c

=
= 

………………………………………………………………………………………（11） 

式中： 

C —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单位：t/a； 
,i n —消费能源类别，纳入国家能源统计体系的各类能源； 

iE
—第 i 种能源的消费实物量； 

ic
—第 i 种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系数。 

A.1.12 氮氧化物排放总量 

氮氧化物排放总量指因能源消耗造成的氮氧化物排放的总量，按式（12）计算： 

1

n

i ii
NO E no

=
= 

…………………………………………………………………………………（12） 

式中： 

NO—氮氧化物排放总量，单位：t/a； 
,i n —消费能源类别，纳入国家能源统计体系的各类能源； 

iE
—第 i 种能源的消费实物量； 

ino
—第 i 种能源的氮氧化物排放系数。 

A.1.13 二氧化硫排放总量 

二氧化硫排放总量指因能源消耗造成的二氧化硫排放总量，按式（13）计算： 

1

n

i ii
SO E so

=
= 

…………………………………………………………………………………（13） 

式中： 

SO—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单位：t/a； 
,i n —消费能源类别，纳入国家能源统计体系的各类能源； 

iE
—第 i 种能源的消费实物量； 

iso
—第 i 种能源的二氧化硫排放系数。 

A.1.14 粉尘排放总量 

粉尘排放总量指因能源消耗造成的粉尘排放的总量，按式（14）计算： 

1

n

i ii
F E f

=
=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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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F —粉尘排放总量，单位：t/a； 
,i n —消费能源类别，纳入国家能源统计体系的各类能源； 

iE
—第 i 种能源的消费实物量； 

if —第 i 种能源的粉尘排放系数。 

A.1.15 二氧化碳减排率 

二氧化碳减排率指规划实施后，与基年现状排放量相比，因能源消耗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的

比例，按式（15）计算： 

9 100%
j

b

c

c
 = 

………………………………………………………………………………………（15） 

式中： 

9 —二氧化碳减排率，单位：%； 

jc
—规划实施后二氧化碳的减排量，单位：t； 

bc
—基年现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单位：t。 

A.1.16 氮氧化物减排率 

氮氧化物减排率指规划实施后，与基年现状排放量相比，因能源消耗造成的氮氧化物排放量降低的

比例，按式（16）计算： 

10 100%
j

b

NO

NO
 = 

……………………………………………………………………………………（16） 

式中： 

10
—氮氧化物减排率，单位：%； 

jNO
—规划实施后氮氧化物的减排量，单位：t； 

bNO
—基年现状氮氧化物的排放量，单位：t。 

A.1.17 二氧化硫减排率 

二氧化硫减排率指规划实施后，与基年现状排放量相比，因能源消耗造成的二氧化硫排放量降低的

比例，按式（17）计算： 

11 100%
j

b

SO

SO
 = 

……………………………………………………………………………………（17） 

式中： 

11
—二氧化硫减排率，单位：%； 

jSO
—规划实施后二氧化硫的减排量，单位：t； 

bSO
—基年现状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单位：t。 

A.1.18 粉尘减排率 

粉尘减排率指规划实施后，与基年现状排放量相比，因能源消耗造成的粉尘排放量降低的比例，按

式（18）计算： 

12 100%
j

b

F

F
 = 

……………………………………………………………………………………（18）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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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粉尘减排率，单位：%； 

jF
—规划实施后粉尘的减排量，单位：t； 

bF
—基年现状粉尘的排放量，单位：t。 

A.1.19 单位 GDP 碳排放强度 

单位 GDP 碳排放强度指因能源消耗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按式（19）计

算： 

C
Q

GDP
=

……………………………………………………………………………………………（19） 

式中： 

Q—单位 GDP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吨/万元； 

C —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单位：t； 

GDP—地区生产总值，单位：万元。 

A.2 用能需求预测与分析 

A.2.1 用电负荷预测 

用电负荷预测应包括以下内容： 

a）电力负荷分类； 

b）电力负荷预测； 

c）电力负荷分期。 

A.2.2 热力负荷预测 

热力负荷预测应包括以下内容： 

a）热力负荷分类，根据载热介质、温度、压力等进行详细分类； 

b）热力负荷预测； 

c）热力负荷分期。 

A.2.3 天然气负荷预测 

天然气负荷预测应包括以下内容： 

a）天然气负荷预测； 

b）天然气负荷分期。 

A.2.4 其他用能负荷预测 

其他用能包括油品，氮气、氧气和压缩空气等耗能工质，其他用能负荷预测应包括以下内容： 

a）负荷分类； 

b）负荷预测； 

c）负荷分期。 

A.3 综合能耗及能效计算方法 

A.3.1 能源弹性系数 

能源消费弹性系数=能源消费量年平均增长速度/国民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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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综合能源规划标准工作文件及图纸目录 

B.1  图纸目录 

图纸目录见表 B.1。 

表 B.1 图纸目录 

序号 图纸名称 

1 区位范围图 

2 能源利用现状及主要能源设施分布图 

3 近、中、远期用能需求分布图 

4 规划时序图 

5 能源资源分布及评估图 

6 供能形式规划布局图 

7 主要规划措施空间布局图 

8 能源整体解决方案示意图 

9 重要用户空间布局图 

10 综合能源服务解决方案示意图 

11 能源站布局与供能范围图 

12 综合能源管理平台设计方案示意图 

13 热力配套设施及管线布局图 

14 燃气配套设施及管线布局图 

15 电力配套设施及管线布局图 

16 分布式光伏布局分布图 

17 风力发电布局分布图 

18 综合能源补给站布局图 

注：可包括有助于规划方案说明的其他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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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综合能源规划指标体系 

C.1 通用指标体系 

通用指标见表 C.1。 

表 C.1 通用指标 

序号 指标 单位 

1 能源消费总量 万吨标准煤 

2 全社会用电量 亿千瓦时 

3 非化石能源装机比重 % 

4 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 % 

5 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 % 

6 天然气消费比重 % 

7 煤炭消费比重 % 

8 气电装机比重 % 

9 电能占终端能源消费比重 % 

10 单位GDP能耗 吨标准煤/万元 

11 区域二氧化碳排放总量 吨 

12 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 吨/万元 

13 电网线损率 % 

14 能源自给率 % 

14 绿色交通出行比例 % 

C.2 指标属性 

指标属性见表 C.2。 

表 C.2 典型场景指标 

目标愿景 指标 指标属性 

绿色低碳A 

能源消费总量 A1（万吨标煤） 约束性 

区域全社会用电量 A2（亿 kWh） 预期性 

天然气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 A3（%） 预期性 

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比重 A4（%） 预期性 

本地可再生能源装机量 A5（MWp） 预期性 

典型行业单位产值综合能耗 A6 跟踪性 

新建民用建筑的绿色建筑达标率 A7 预期性 

绿色交通出行比例 A8 预期性 

港口岸电设施覆盖率 A9 预期性 

港口岸电设施利用率 A10 跟踪性 

综合能源补给站油品的电力\LNG\氢燃料替代率 A11 跟踪性 

充电桩配置比例 A12 预期性 

5G 通讯基站单站综合能耗 A13 跟踪性 

安全韧性 B 

区域供电可靠性 B1（%） 预期性 

重点区域供气保障天数 B2 预期性 

需求侧机动调峰能力 B3 预期性 

重点区域年电压暂降次数 B4 跟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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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kV 以上用户站平均负载率 B5 跟踪性 

区域分布式能源中心部署个数 B6 预期性 

综合能源移动应急保障设备数量 B7 跟踪性 

开放共享 C 

获得电力 C1 跟踪性 

多能互补试点示范项目数量 C2 跟踪性 

综合能源互联互通供能区域面积 C3 跟踪性 

能源多品种需求响应交易量 C4 跟踪性 

销售电量市场化率 C5 跟踪性 

智慧高效 D 

电网线损率 D1（%） 约束性 

天然气产销差率 D2（%） 约束性 

能源生产及消费信息智能化采集比例 D3 预期性 

供用能企业接入区域能源管控平台比例 D4 预期性 

综合能源管网建设与运维数字化比例 D5 跟踪性 

综合能源产销差率 D6 预期性 

省部级以上能源互联网示范项目数 D7 跟踪性 

提供综合能源服务企业数 D8 跟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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