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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多能互补是一种能源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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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关于推进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建设的实施意

见》（下简称《意见》）。《意见》显示，&ldquo;十四五&rdquo;期间，将要建成国家级终端

一体化集成供能示范工程20项以上，国家级风光水火储多能互补示范工程3项以上。这一文件

希望推动&ldquo;终端一体化集成供能系统&rdquo;以及&ldquo;风光水火储多能互补系

统&rdquo;这两种多能互补集成模式。

 

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面向终端用户电、热、冷、气等多种用能

需求，因地制宜、统筹开发、互补利用传统能源和新能源，优化布局建设一体化集成供能基

础设施，通过天然气热电冷三联供、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智能微网等方式，实现多能协

同供应和能源综合梯级利用；二是利用大型综合能源基地风能、太阳能、水能、煤炭、天然

气等资源组合优势，推进风光水火储多能互补系统建设运行。从首批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

工程项目来看，目前主要集中在终端一体化集成供能系统方面，数量为17个，占比73.91%。

 

根据初步统计，全国现有200余个国家级产业园区，1300余个省级产业园区，逾万个县级产业

园区。若全国三分之一的产业园区实施终端一体化集成供能系统，市场空间将达万亿以上。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3-2029年中国多能互补市场深度分析与发展前景预测报告》报告中的

资料和数据来源于对行业公开信息的分析、对业内资深人士和相关企业高管的深度访谈，以

及共研分析师综合以上内容作出的专业性判断和评价。分析内容中运用共研自主建立的产业

分析模型，并结合市场分析、行业分析和厂商分析，能够反映当前市场现状，趋势和规律，

是企业布局煤炭综采设备后市场服务行业的重要决策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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