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能源局文件


国能新能 (2014) 14 号

国家能源局关于公布创建新能源示范城市

(产业园区)名单(第一批)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能源局:

为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发挥可再生

能源在调整能源结构和保护环境方面的作用，国家能源局组织各

地区编制了新能源示范城市和新能源应用示范产业园区的发展规

划。经对各地区上报的规划进行审核，确定了第一批创建新能源

示范城市和产业园区名单，现予公布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根据新能源示范城市评价指标，经对各地上报的新能源示

范城市(产业园区)发展规划进行复核，确定北京市昌平区等 81

个城市和 8 个产业园区为第一批创建新能源示范城市和产业园



区。具体名单及建设内容见附件。

二、新能源示范城市(产业园区)建设应以促进城市可持续发

展为目标，结合新型城镇化建设，遵循新城镇、新能源、新生活的发

展理念，确立可再生能源优先发展战略，充分利用当地可再生能源

资源，积极推动各类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技术在城市区域供电 、供

热、供气、交通和建筑中的应用，显著提高城市可再生能源消费比

重 。

三、新能源示范城市(产业园区)建设要创新可再生能源开发

方式，探索多种可再生能源优化组合、可再生能源与常规能源相互

协调的综合利用模式 。 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调动各类投资

主体和需求主体的积极性，通过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政策和

管理创新等激发市场活力 O

四 、新能源示范城市(产业园区)建设要加强规划统筹协调，

将新能源示范城市(产业园区)建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年

度计划，并提出约束性发展指标。要将新能源示范城市(产业园

区)发展规划纳入地区和城市建设规划体系，做好新能源示范城

市(产业园区)发展规划与城市节能规划、供热规划和配电网规划

的衔接，不断完善适应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基础设施体系 O

五、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新能源示范城市(产业园区)建

设 。 国家能源局联合国家开发银行开展新能源示范城市金融创新

试点，鼓励金融机构建立地方投融资平台，为新能源示范城市(产

业园区)建设提供创新性金融服务，建立适合分布式新能源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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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融资模式，优先安排信贷资金规模，对小规模企业和个人，采取

统借统还模式予以支持 。

六、电网企业积极做好新能源示范城市(产业园区)的配套电

网建设 ， 优化电力系统运行，为分布式发电应用以及风电等可再生

能源电力的本地消纳提供系统支持，不断提高新能源城市(产业

园区)区域电力系统消纳可再生能源电力的能力。

七 、各示范城市(产业园区)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各相

关部门密切配合的协调工作机制 ， 统筹协调新能源示范城市规划

实施工作，及时协调解决项目建设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制定具体

的规划实施方案，有计划 、有步骤地协同推进建设。

八 、各示范城市(产业园区)要建立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利用

的信息监测和统计体系，按照规定时间向省级能源主管部门报送

有关信息。

九、国家能源局会同有关部门对列入创建名单的城市(产业

园区)的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利用情况进行考核，对达到新能源

示范城市评价指标的城市(产业园区)授予新能源示范城市(产业

园区)称号 。

十、国家能源局建立服务新能源示范城市(产业园区)的工作

机制，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和省级能源主管部门等研究支持新能

源示范城市建设的政策和管理制度。各省(区 、市)和示范城市要

制定支持新能源示范城市建设的配套政策和措施，省级能源主管

部门要负责本地区新能源示范城市(产业园区)建设的指导和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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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工作。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中心负责对新能源示范城市(产业

园区)建设和运行情况进行监测 o

请各省(自治区 、 直辖市)能源主管部门和新能源示范城市

(产业园区)按照上述要求，抓紧组织实施新能源示范城市(产业

园区)建设，并及时将有关情况报送国家能源局 。

附件: 1、创建新能源示范城市名单(第一批) 

2 、创建新能源应用示范产业园区名单(第一批)

抄送: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部 、环境保护

部，各派出机构

一 4 一



附件 1

创建新能源示范城市名单 ( 第一批) 

2015 年

省 ( 区、

市)
示范城市
名称

替代能源

量 ( 万吨标

占城市(市区 、

园区 )能源消
重点建设内容

准煤/年) 费 比例 ( 现 )

北京市 昌平区 34.0 7. 1 重点发展太阳 能 、 地热能和生物质能.建设 "阳 光校园 " 、 工业厂房大阳能取暖
综合利用等工程 ， 普及利用大阳能供热; 开展地热能集中供暖代替燃煤锅炉 ， 到 

2015 年地热舵供暖面积占供暖总面积的 20% ; 建设生物质气化、固体燃料和联村 |
供气示 范项 目 和高端园区新能源综合应用工程满足居 民用能需求 .

河北省 承德、市 95. 0 11. 1 重点发展风电和地热能 . 结合百万千瓦基地建设推动风电规模化应用 ， 提高风电
的就地消纳比例， 到 2015 年风电占新能源利用 量的 比例达到 7 5 % 以上， 结合保
障性住房建设推广地下水源和污水源热泵， 提高浅层地热能在建筑供暖的 比例.

邢 台市 115. 0 6. 6 重点发展太阳 能 、 风能 、 地热能和生物质能 . 建立以太阳 舵光热建筑一休化 、 光
伏发电 、 浅层地热能应用为发展重点，风电 、 生物质发电共同发展的城市新能源
供应体系 ， 到 20 1 5 年，太阳 能热利用在建筑领域利用比例超过 7 0 %，新增屋顶
光伏发电系统 80 万千瓦，新增 1也源热泵供冷供暖丽积 3 00 万平方米.

张家 口 市 125. 0 6.2 重点发展风电和光伏发电.以主城区为 中心就近建设分散式风电，场，在高新区开
展风电供热替代燃煤锅炉促进风电就地消纳， 到 2015 年末， 建设蓄热式风电钢
炉 5 0 万千瓦 ， 实现风电供热面积 5 0 0 万平方米，覆盖主城区 l 坷的供热面积 ，

在东山和西山产业 区建设屋顶光伏项 目 。
山西省 运城市 18. 0 ι 。 重点发展生物质能 . 建设生物质综合利用 、大阳 能热利用普及 、 j也热采暖 、 分布



式光伏发电等工程，利用 丰富的农林生物质能资源，构建以生物质发电、沼气和
成型燃料等生物质能综合利用为主，大阳能和地热能利用为辅的城市绿色能源供
应体系，到 2015 年生物质能占新能源利用量比例达到 5 0% 以上 .

大同市 104. 0 7. 4 重点发展可再生能源电力.建设分布式光伏发电应用、大型光伏电站、分散式接
入风电、风电规模化开发利用等工程，规模化开发利用风电、光伏发电和生物质

发电等清洁能源电力，通过与传统火电、水电等能源互补利用，提高市区清洁能
源消费水平。

长治币 275. 0 6. 4 重点发展太阳能、风能和生物质能.规模化利用风电、光伏发电和生物质秸轩发

电开发为城市提供清洁电力，利用太阳能和生物质能为城市提供热能和燃料，到 

2015 年，大阳能集热器安装面积达到 100 万平方米，生物质成型燃料利用量达
到 10 万吨，沼气利用量达到 6000 万立方米.

内蒙古 呼和浩特 48. 0 7.0 重点发展风能和太阳能.利用丰富的风能和大阳能资源规模化开发利用风电和光

自治区 市 伏发电，建设风电供暖综合示范、分布式建筑光伏系统工程和城市微电网工程提

高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的本地消纳比例;利用太阳能热水、空调和地源热泵等可再

生能源建筑利用技术解决民生问题。

通辽市 85. 0 9.7 重点发展风能和大阳能。在科尔沁地区规模化建设风电场，因地制宜开发分散式
和用户侧风电利用项目，探索建设 100 万平方米风电供暖项目，在科尔沁区、工
业园区、新城区和大型公共建筑上建设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推广利用太阳能采

暖和制冷工程。

辽宁省 锦州市 8O. 0 日. 0 重点发展可再生能源电力 . 在城区建设分布式屋顶光伏发电、城市垃圾焚烧发电
和分散式风力发电等项目推广使用分散式风电、分布式光伏发电， 在郊区开展集
中型风电和光伏电站建设.到 2015 年，风电、光伏发电和生物质能发电占电力
总装机的比例超过 25%.

阜新市 5l. 0 7. 0 重点发展风电。利用丘陵地区丰富的风能资源，在王城区及周边地区围绕负荷中
心建设分散式风电场，到 201 5 年建成分散式新能源发电装机 75 万千瓦.积极开
展工业园区分布式光伏发电、 城市生活垃圾发电和地源热泵供暖等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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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 ~t南 市 45. 0 25. 7 重点发展风电 . 依托低碳示范小 区开展风电清洁供暖应用不范， 依托工业 itf;镀产
业园 区建设开展分散式风电应用示范，促进风电就地消纳. 到 20 1 5 年 ， 风电 占

新能源利用量的 比例超过 50%; 积极开展生物质能综合利用、 新能源节能低碳示

范小 区等项目建设 .

敦化市 33. 0 18. 0 重点发展生物质、风电和地热能 . 通过生物质秸籽直燃发电厂解决城市供也问题 ，
推广分散式风也解决风也就地消纳，利用城市"暖房子" 工程推动污水源和土壤
源热泵技术应用 ，多项并举提高城市清洁能源供电和供暖比例 .

白 城市 28 . 0 16. 8 重点发展风电和生物质能.推广分散式风电解决风电就地消纳 ， 通过生物质秸轩
直燃发电厂解决城市供电供热问题，在新城和工业开发区推动分布式光伏友也应

用 ， 加快普及学校和宾馆等公用和民用建筑的太阳能热利用.
黑 龙 江 牡丹江市 50. 0 8. 3 重点发展绿色电力和地热能.建设绿色电力和城市微网 、 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 、
省 绿色建筑建设等工程，综合利用小水电、风电、光伏发电和生物质发电为城市提

供清洁电力 . 在城区建设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和垃圾焚烧发电 ， 到 20 15 年城市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90目以上， 地源热泵应用面积达到 340 万平方米 .

伊春市 83. 0 13. 4 重点发展生物质能和风能.利用 丰富的生物质能资源建设热电联产 电厂，为 当地
提供清洁电力并用于集中供暖;积极推动生物质气化和沼气、污泥能源化利用

利用风电和小水电为城市提供消洁电力.

海伦市 18 . 9 13. 9 重点利用生物质能和太阳能.建设农作物秸秤能源化利用项 目 ， 利用秸杆、 薪柴
等生物质能资源生产清洁电力和团体成型燃料;在市区和乡村镇推广利用太阳能

热水器、 太阳 能房等 ， 在工业园 区和近郊发展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 .
双城市 25.6 12. 2 重点发展生物质能. 建设垃圾发电示范、生物质团体成型燃料、 沼气利用等项目 ， I 

利用秸轩生产生物质团体成型燃料代替燃煤，到 2015 年，生物质团体成型燃料

利用量达到 22 万吨，利用生物质发电实现热电联产集中供热 .
江苏省 扬州市 126. 0 8. 0 重点发展太阳能、地热能和生物质能.建设新能源"智谷"工程、 立体化综合型

新能源社区、 古城新能一体化、城市"绿矿"生态工程和网络化智能型绿色交通
系统等工程， 推动新能源在城市建筑、交通和社区中的规模化应用 ， 探索开展智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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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电网示范 .

徐州市 98. 0 6. 8 重点发展太阳能、生物质能和风能.建设长二 角"光谷"园区、城市废弃物资源
化利用、绿色新能源建筑片区、徐州高铁新能源生态商务区、新能源社区，在城

区普及分布式光伏发电，结合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等开展生物质综合利用，因

地制宜开展风电的规模化利用 .

淮安市 94. 0 8. 4 重点利用生物质能、太阳能和风能.利用生物质秸轩垃圾焚烧发电及低风这风电
为城区提供清洁电力;推动光热建筑一体化应用，到 2015 年 ， 新建民用建筑太
阳能热水建筑一体化率达到 95%; 将浅层土壤源热泵、地表水源热泵与民用建筑

相结合发展冷热联供，到 2015 年， 25%以上新建建筑面积采用热泵供热或制冷 .

盐城市 72. 0 10. 6 重点发展生物质能和太阳能。利用城市生活垃圾、农村秸籽与畜禽粪便等生物质
资源开展生物质能综合化利用 ， 利用小型生物质秸轩气化发电解决农村电力供
应，利用秸轩成型燃料替代燃煤锅炉，利用分布式光伏发电和 "阳光屋顶"工程

为城区电力和热力供应提供清洁能源.

南通市 104. 0 8. 2 重点发展风电、太阳能、生物质能和地热能 e 以"四个一型"绿色囱 区工程、 "十
项"生物质能规模化利用工程、绿能供热工程等项目为支撑，通过实施绿色园区

和绿能供热工程，推动新能源在城市电力、交通和供热体系中的立体化应用 .

浙江省 温州市 77. 2 8. 6 重点发展生物质能、大阳能和地热能.推动垃圾发电、污泥能源化、 餐厨垃圾能

源化利用在内的生物质能多元化利用， 以产业园区和大型公共建筑为载体推动分
布式光伏发电应用，提高居民住宅和城市医院等领域的太阳能热利用普及率，力口

快空气源和水源热泵地热能开发，探索湖沙能发电项目建设.

台州市 35. 7 6. 7 重点发展可再生能源电力。在循环经济产业集聚区建设与工业厂房、公共建筑等
一体化的建筑光伏发电系统，建立以沿海高山、滩涂围垦区近海岛屿等陆上风
电场为核心，近海海上风电场为补充的风电开发格局 ， 积极推动生物质垃圾焚烧

发电和小水电开发利用.

宁汉市 134. 0 6. 7 重点发展生物质能、太阳能、风能和地热能 . 利用垃圾焚烧发电和固体成型燃料
推动生物质能综合利用.逐步扩大小型风力发电和风光互补系统应用范围 响 利用 

4 



工业园区和大型公共设施建筑屋顶开发与建筑相结合的分布式光伏发屯 ， 在公共
建筑、行政办公楼和部分住宅小区推广太阳能热利用和地源热泵 "

嘉 兴 市秀 3l. 0 10. 0 重点发展太阳能和生物质能 . 建设居住建筑太阳能热利用、商业建筑大阳 能热和i
洲区 用、产业团分布式光伏发电、污泥干化焚烧综合利用等项目， 主IJ 2015 年末 ， 规

划区内太阳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 12 万千瓦，人均太阳能集热面积超过 900 平方
米/千人，通过污泥和农林废弃物能源化利用为城市提供蒸汽和 ~t力 .

安 fk1.1î 芜 湖市 38. 0 6. 5 重点发展生物质能和太阳能.积极推动团体成型燃料供热和生活垃圾处理等生物
质能综合利用 ， 将市区 30%的燃煤、燃油小锅炉改造为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锅炉 ，

对生活垃圾、污泥等进行资源化利用，推进太阳能和地源热泵供暖技术在城区的
应用 。

合肥市 11 3. 0 6. 6 重 点发展生物质能、太阳能和地热能.建设绿色新能源建筑集群、绿色科技型滨
湖新区、农林生物质能源化综合利用、城市废弃物多元化综合利用等工程， 依托

农林生物质能源化、城市废弃物多元化技术开展生物质能综合利用 ， 提寓大阳吉它
和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在城区建筑中的利用 .

毫州市 23. 0 16. 7 重点发展生物质能、太阳能和地热能 . 建设酿酒产业园新能源综合利用 、 中 药制
药新能源利用、酿酒和中药制药行业工业生物质废弃物能源 化，利用等工程 ; 依托
中药制药和自良法两大产业，利用药渣、酒糟和酿酒废水等开展生物质资源能源化

利用工程。在市区推广大阳能光集、 地源煞泵应用 . 荷巧
福建省 箭田市 96 . 0 10. 7 重点发展风能和生物质能.在秀屿区、涵江区等资源丰富 、 工业发达 、 用 电 负

较高的地区建设分散式风电为城市提供绿色电力;建设垃圾焚烧发申，和畜禽场

染治理工程，促进生活垃圾和畜禽粪便能源化利用 .
建鼠市 50. 0 38. 0 重点发展生物质和小水电.利用木屑、竹木、秸轩及农林废弃物等生产生 物质咸 i

型燃料，到 2015 年成型燃料消费量达到 30 万吨以上，利用小水电和风电开展消 

i吉电力互补应用 ，依托城东工业园区建设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 .

南安市 28 . 0 7. 0 重点发展可再生能源电力.利用分散式风电、分布式光伏发电、小水 I色和垃圾焚 

L 烧发电满足城市电力需求，到 2015 年，可再生能源电力装机达到 25 万千瓦 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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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 赣州市 200. 0 19. 5 重点利用生物质能和小水电.利用农林废弃物和城市垃圾发展生物质直燃发电和
垃圾填埋发电，到 2015 年， 80%的畜禽养殖场建设大中型沼气工程 ， 对现有小水

电工程进行建设改造，积极推动分散式风电、太阳能热利用和地热能的豆补利用 .
新余市 57. 0 6.6 重点发展太阳能和生物质能.依托分布式光伏发电应用不范区建设，在高新技术

开发区 、 大型公共建筑和工业厂房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普及利用分布式光伏发电

系统;在新建建筑和旧城改造过程中推广太阳能光热建筑一体化系统 .
山 东省 4惠州市 52. 0 8. 0 重点发展太阳能、地热能和生物质能.依托太阳能光热产业和"中国太阳能城"

普及各类太阳能热利用产品，人均太阳能集热面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探索光电
建筑一体化、地源热泵、生物垃圾焚烧发电、生物质成型燃料等各类新能源技术
在城市供电、用热、供暖和建筑节能中的应用.

泰安市 48 . 0 7.4 重点发展太阳能、地热能和生物质能.建设环泰山绿色能源旅游、万白光中，建筑
一体化、百万平米地源热泵规模化推广、风力发电-抽水蓄能联合、农林生物质

能源化利用等工程;将新能源示范城市与绿色生态旅游城市相结合，使用太阳能
和地热能满足泰山景区照明、采暖和制冷需求，利用光电建筑、秸轩发电、风力

发电、抽水蓄能和城市垃圾发电满足城区、工业园区和农村电力和热能需求.

东营市 130. 0 10. 0 重点发展太阳能、生物质能和地热能.到 2015 年，建筑太阳 能光热一体化应用

面积达到 900 万平方米;在中心城区、河口城区、东营港等区域推广深层地热供
暖、土壤源热泵、海水源热泵、污水源热泵，地热能供暖面积达到 890 万平方米 ，

积极开展地热能取热在石油工业规模化应用示范，通过秸轩热解制生物燃料和垃

圾能源化利用项目推动生物质能综合利用 .

即 J昌市 43. 0 6.4 重点发展地热能和太阳能.积极推广地源热泵、 太阳 能热利用等可再生能源供热
技术在城区中的应用，到 2015 年 ， 地源热泵建筑面积达到 600 万平方米， 其中

污水源热泵 260 万平方米，海水源热泵 300 万平方米，大力拓展分布式光伏发电

应用领域 .

重点发展可再生能源电力.在园区工业企业、学校建筑、居民建筑屋顶建设分布
清区 _______ J_ _ ..____ 式光伏发电系统， 在孝旦、归德等资源丰富地区建设风电场和分散式风电; 在济 

济 南市长一生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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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 章丘等生物质资源丰富区探索建设生物质沼气发电项目. 到 2015 年， 区内

可再生能源电力装机超过 45 万千瓦 .
河南省 郑州市 118. 0 10. 2 重点发展生物质能 、 太阳能和地热能 . 建设生物柴油、成型燃料、分布式光伏发

电、太阳能热利用建筑一体化、土壤源和地下水源地热供援等项 目 ， 利用餐-厨垃
圾、废弃油脂生产生物柴油替代化石燃料，利用生物质固体燃料对城区小型工业

和采暖锅炉进行改造， 实施"太阳能屋顶"和"十城万盏" 计划推广光伏友 电.
开封市 40. 0 10. 0 重点发展太阳能、地热能和生物质能.在工业园区 、 旅游景 点、 公园广场、交通

枢纽和公共设施广泛利用分布式光伏发电; 结合新城区建设推广利用地源热泵供
暖和太阳能热水系统， 利用 生物 乙醇取代化石燃料 . 

?侯 阳 市 40. 0 8. 07 重点发展地热能和生物质能 . 建设浅层地热利用 、中深层地热综合利用 、 纤维乙
自事及生物质热电联产 、 生物质团化成型燃料 等项目 ，利用 浅层地温能为公共建筑、
商业建筑供暖和工业用热、 近郊农业种植养殖供热 ， 利用废弃油气井开展地热发

电应用 示范 ， 利用糠能渣废弃物开展纤维乙酶热电联产 ， 利用秸轩压缩成型燃抖
取代燃煤锅炉 .

南阳市 72. 0 12. 3 重点发展生物质能和太阳能.利用粮食主产区丰富的农业生物质资源生产生物 乙
醇和沼气满足城市燃料需求， 利用生物质秸轩直燃发电满足城区电力需求，利用

光热建筑一体化和浅层地热能利用满足城区供热和供暖需求 .
安阳市 65 . 0 8 目。 重点发展生物质能、太阳 能和地热能 . 实施生物天然气产业园工程和生物质碍电

联产工程等，建立"生物天然气、秸轩发电和生物柴油"三位一体的生物质能梯
级利用格局，在工业园区和产业集聚区选择大型建筑和经济性较好的屋顶开展分
布式光伏发电集中利用 i 开展太阳能光热和地下水源热泵在建筑中的推广应用 .

湖北省 襄阳市 104. 0 6. 0 重点发展可再生能源电力.建设太阳能光热综合利用、分布式光伏发 电、 浅层地
温能综合利用、风光储综合发电示范、生物质成型燃料等工程， 利用丰富的小水
电 、 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质能资源，发展分散式风电 .小水电、秸斗于发电和垃圾
焚烧发电、分布式光伏发电等各类可再生能源发电，到 20 15 年可再生能源电力
在新能源消费中的 比例达到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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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州市 59. 0 6. 0 	 重点发展生物质能、太阳能和地热能。建设中部"绿谷"、"百万阳光屋顶"示范、
千吨垃圾污泥建材化应用、新能源示范社区等工程，建成以生物质能和太阳能多
元化利用为主体的城镇绿色能源体系.

宜昌市 112. 0 7. 1 	 重点发展绿色电力和绿色建筑。建设小水电生态旅游圈工程、生物质"绿色循环'
工程、阳光惠民工程、冬暖夏凉型精品社区、绿色酒店创建等工程，提高小水电
和光伏发电消费量，到 2015 年新能源电力占市区电力消费的比例达到 15%，绿

色建筑占新建建筑的比例突破 20% 。
黄石市 49. 0 6. 7 	 重点发展生物质能、太阳能和地热能。将新能源利用与民生工程相结合，依托全

国公共租赁住房试点城市建设，在棚户区和公租屋推广使用太阳能热利用，利用

农林废弃物建设分布式生物质成型燃料供热项目，为工业企业提供蒸汽，在废弃

矿区、高档社区和公共建筑推广利用浅层地温能。

湖南省 湘潭市 69. 0 6. 0 	 重点发展地热能和太阳能。推广地源热泵、空气能空调的综合利用，发展光热建
筑一体化、太阳能空调和公共照明系统的综合利用;将新能源城市建设与红色旅

游资源创新结合，推动湘江两岸沿江风光带新能源示范和韶山红色旅游新能源综
合利用示范。

怀化市 32. 7 10. 9 	 重点发展风能、生物质能、地热能和太阳能。建设地源热泵、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成型燃料项目、风力发电等项目，到 2015 年，风电装机达到 20 万千瓦，光伏发
电装机达到 5 万千瓦以上，地热能利用面积达到 300 万平方米以上，生物质固化

成型燃料利用量达到 4 万吨。

株洲市 62. 3 6. 0 	 重点发展地热能和生物质能。依托可再生能源建筑不范区、株洲 Jm教城、神农太
阳城等浅层地热项目，到 2015 年，中心城区新增地热能供暖、热泵供暖(制冷)
建筑面积 1000 万平方米，可再生能源建筑达到新建民用建筑总量的 50% 。

邵阳市 24. 7 7. 9 	 重点发展生物质能。建设生物质秸轩发电、沼气利用、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太阳
能光热利用等项目，到 2015 年，生物质能利用量达到 17 万吨标准煤，占新能源
利用总量的 70% 。 

--_.. - 晶.

广东省 深圳市 6. 0 	 在前海合作区、龙岗区和国 际低锁城工业园区和企业厂房开展分布式光伏友电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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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建设，利用生物质垃圾焚烧友电处理城市垃圾.到	 20 1 5 年， 建成光伏发电装
机 20 万千瓦 ， 生物质能利用量达到 20 万吨标准煤 。

佛 山 市三 15. 0 6. 2 重点发展太阳 能和生物质能.建设分布式太光伏发电应用 、 智能电肉 、 生物柴油
水区	 利用、成型燃料工程、地热能区域能源供应等工程， 以分布式光伏发电和智 能微

电网工程为突破口 ，利用光伏屯力、生物质成型燃料和生物柴油等清洁能源取代

化石燃料，探索适应分布式能源发展的政策和管理体制 .

广 西壮 南宁市 196. 0 8. 0 	 重点发展生物质 能。 推动与造纸、制糖、 酸造工业相结合的生物质能综合利用 ，
族自治 利用木薯、榕蜜和其它淀粉原料生产燃料乙醇;结合农业原料林麻风树生产生物
区 柴油取代化石燃料，利用木薯秸杆、桑条和甘菇、叶生产沼气和团体燃抖取代燃煤

小锅炉， 利用秸杆、 甘族、 桑叶生物质发电取代燃煤发电.

梧州市 19. 2 7. 7 重 点发展地热能和太阳能 . 建设浅层地热能综合利用 、 太阳 能综合利用 、 大阳 能

光热建筑一体化、 生物质能源化利用等项目，在公共建筑、 商业建筑和住宅小 区

推广使用地下水源热泵和土壤水源热泵， 在小 区 、 学校等地区推广与建筑结合的
光热一体化应用， 到 2015 年 ， 可再生能源热利甩占新能源利用量的 比例达到 60%.

来宾市 59. 0 9. 2 重点发展可再生能源 电力.建设郊区凤电场 、 秸秤焚烧发电、太阳 能光电建筑一
体化、小水电利用 等工程，利用 生物质直燃发电、郊区大型风电场 、 小水电 、 屋

顶光伏发电代替燃煤电力 . 到 20 1 5 年， 可再生能源电力 占新能源利用量的 比例
超过 70% .

海南省 东方市 25. 8 6. 9 	 重 点发展太阳能和风能.建设分散式风力发电 、 近海风电、光伏发电、太阳 能热
利用等工程，利用分散式风电、分布式光伏发电为城区提供消洁电力.到 20 1 5
年，可再生能源电力装机达到 50 万千瓦，积极在新区建设中推广大阳能光热一
体化建筑 .

四川省 攀枝花币 87 . 4 6. 2 	 重点发展可再生能源 电力。建设仁和、盐边风电场，小水电利用， 尤伏发电利用
等项 目 ， 规模化开发利用小水电、风电 ， 到 2015 年， 可再生能源 也力装机达到 

70 万千瓦，占电力总装机的比例超过 20%.
广元市 39. 7 14. 8 重点发展小水电和生物质能 . 建设清江河流域小水电梯级开发利用、 嘉陵江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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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水电开发、秸行团体成型燃料等项目，为工业园 区提供清洁电力 .到 2015 年 ，

将 l 悦的燃煤、燃油锅炉改造为生物质固体燃料锅炉.
贵州省 贵阳市 I 159 . 0 6.8 重点发展风电、生物质能和小水电.建设郊区风电场、农林生物质发电、生物质

燃油、成型燃料、沼气工程、小水电等工程，利用农林和垃圾废弃物发展生物质
发电、生物燃油、成型燃料和沼气利用 ， 在郊区规模化开发利用风电和小水电满

足城市电力消费。

遵义市 I 212 . 0 11. 0 重点发展水能和生物质能.利用丰富的水能和农林生物质资源，发展小水电和生
物质发电取代燃煤发电;结合农村用能需求建设大中型沼气和户用沼气工程替代
化石燃料.

兴义市 I 33. 0 7. 8 重点发展可再生能源电力.建设小水电开发利用、风电场建设、生物质垃圾发电、
农林生物质发电、分布式光伏发电等工程 2 通过规模化开发小水电、风电、生物

质发电替代燃煤发电。到 2015 年，可再生能源电力占电力总装机比例超过 20%。

玄南省 大理市 I 53. 7 20.0 重点发展生物质能、太阳能和风能。建设生物质垃圾焚烧友电、屋顶光伏发电 、
新能源发电微电网等工程，将可再生能源与城市旅游相结合，在洋海生态园建设
生物质发电和光伏发电项目，在大理工业园建设屋顶光伏发电，在郊区建设风电
场、在城区开展微电网工程示范。

楚雄市 I 41. 0 28. 0 重点发展清洁电力和清洁燃料.建设小水电、小桐子油料和油茶油料生物柴油、
光电建筑一体化、风电规模化利用等工程，利用小水电满足矿区和农村电力需求，
利用生物质沼气和垃圾焚烧发电、大型风电、地面光伏电站和分布式光伏发电满
足城区用电需求，利用小桐子油料和油茶油料作物生产生物柴油代替化石燃料 .

两wrp 1128. 0 21. 6 重点发展风能、水能、生物质能和太阳能.将新能源电力和7]( 电建设相结合，开
展水风互补、水光互补，通过风电 、 太阳能光伏发电和生物质发电项目建设弥补

水电的季节性不足 . 利用木薯等生物质原料生产燃料乙醉代替化石燃料。
石再一一一 I i2.4 14. 6 重点发展可再生能源电力，在石漠化地区利用丰富的太阳能资源建设光伏电站，

在工业园区和党政机关推广利用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在风能资源较好、电网接

入方便的地区开发利用风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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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 明市 呈 31. 0 7. 6 重点发展太阳能 、 生物质和风能 . 建设太阳 能光热一体化、风力发电应用 、 生物

贡区 质能源、化应用 、浅层地热应用等工程;在城区推动宜居城区建设 1 扩大大 阳能热
利用、 地源热泵和污水源热泵等绿色建筑应用 ，在工业园 区推动分布式光伏发电
和生物质固体燃料应用 .

陕西省 榆林市 4 8 、 0 10. 4 重点发展太阳能和风能 . 建设大阳能热利用 、 生物质能利用 、分布式光伏发电应

用 、分散式风电应用 等工程 i 充分利用沙漠化土地、煤矿塌陷区建设光伏电站 z
在工业 园 区建设分布式光伏发屯 ，积极开展分散式风电应用，探索建立太阳能热

发电应用示范 .

西安市 212. 0 6. 4 重点发展大阳 能和生物质能 . 建设大阳能开发利用 、 生物质能开发利用项 目 、 水
利发电项 目 、新能源汽车项 目 等， 在开发区和县级区域推广应用大阳 能热水和供

吸系统; 在西成新区推广大阳能建筑一体化应用，将热水、 供暖 、 光伏发电和照

明有机结合 i 在城区和周边农衬地区推广生物质沼气和秸轩发电 .
甘肃省 敦煌市 21. 0 27. 0 重点发展风电和光1f;，发电.建设大型风电场工程、光伏发电工程 、 城市微电网示

范工程、分布式光伏发电应用工程等 ， 利用风电和太阳位发电为城区提供清洁电
为 ， 在城区内探索各种新能源技术在城市建设中 的应用， 开展微电网工程示范.

金昌 市 85. 9 12 . 5 重 点发展太阳 能和风能.依托资源型工矿城市大型企业和丰富的太阳能和风能资
源，规模化开发利用风电和无伏发屯，为工业园 区和大型企业提供清洁电力， 通
过就地开发和消纳利用减少高载能行业节能减排压力 .

武威市 35 . 0 8. 0 重点发展可再生能源发电 . 建设光伏发电工程 、 生物质发电综合应用 、小水电开
发利用工程和太阳能热利用普及工程等，通过利用生物质发电、 小水电和分布式
光伏发电提高绿色电力在城市供电体系中的比例，到 201 5 年， 可再生能源电力
占城区能源消费总量的比例达到 7. 5%. 

青海省 格尔木市 12 O. 0 12. 0 重点发展太阳能和小水电 . 利用 丰 富的太阳能资源和荒漠化未利用土地开展光伏
电站规模化建设， 利用那棱格勒河、格尔木河水能资源开发利用小水电建设，提
高光伏发电和水电的就地消纳比例如快清洁电力利用 "

海 南 藏 族 27. 4 18. 2 重点发展可再生能源电力 . 建设共和 、 责南地区光伏电站，龙羊峡水光互补发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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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州 太阳能建筑采暖等项目，利用共和和责南地区丰富的大阳能资源建设光伏电站，

利用龙羊峡水电站开展水光互补项目示范 . 到 2015 年 ， 可再生能源电力装机达
到 30 万千瓦以上.

宁夏自 银川市 84. 0 7. 0 重点发展太阳能、生物质能和风能.建设太阳能热水及采暖、 并网光伏发电、大

治区 中型秸杆及畜粪沼气池、非粮食类生物质乙醇等工程，到 20 15 年，太阳能集热
器保有量达到 150 万平方米，光伏发电装机达到 15 万千瓦，生物质能年利用量
超过 35 万吨标准煤。

新握维 吐鲁番新 O. 6 33 . 0 将新能源利用与新城区建设相结合，利用 区内丰富的太阳能和地热能资源开展太

吾尔族 区 阳能光伏、光热和地源热泵等新能源技术的推广利用，根据城区用能需求开展微
自治区 电网工程示范，探索建立新型的城市分布式能源供应体系.

喀什市 19. 0 9. 0 重点发展地热能和太阳能。建设光伏建筑一体化、光热建筑一体化、地热能利用、
生物质能利用等工程，推动地热能和光热建筑一体化等可再生能源供热技术在城
区的应用。到 2015 年，地热能利用面积达到 200 万平方米，太阳能热利用面积

达到 50 万平方米以上，光伏发电装机达到 2 万千瓦以上.

库尔勒市 10. 0 9. 0 重点发展地热能和太阳能. 建设光伏建筑一体化、光热建筑一体化、地热能利用
等工程，利用地热能和光热建筑一体化为城区供热，利用光伏发电为城区提供清
洁电力.到 2015 年，地热能利用面积达到 370 万平方米，太阳能热利用面积达

到 70 万平方米以上.

新疆生 北屯市 10. 0 12. 9 重点发展风能和太阳 能.建设城区太阳能热利用不范、 分布式光伏发电等项目，

产建设 利用丰富的太阳能资源在城市公共建筑和住宅区推广使用太阳能热水器 ， 在工业
兵团 物流园区建设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在风资源丰富的地区建设风力发电项目， 为

城市及周边地区提供电力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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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创建新能源应用示范产业园区名单 (第一批 〉 

2015 年

省(区、 市 )
示范产业园 区

名称
替代能源

量 (万吨标
占城市(市 区 、

园 区 )能源消
重点建设内容

准煤/二年) 费 比例( % ) 
天津市 中新天津生态 4. 4 16. 6 重点发展地热能和太阳能 . 结合园 区周舵需求，建设地源热泵集中供热工

城 程、污水源热泵工程 、 地源热泵建筑应用工程为 主的地热能供暖综合利用
系统 ， 主 IJ 20 1 5 年可再生能源供暖及供热 占新能源利用量比例达到 8 0 %以上 .

河北省 北戴河新区 10. 0 8. 0 重点发展地熟能。结合当地度假和旅游特色，利用海水源热泵 、 地源热泵 、
污水源热泵和空气能热泵， 主 IJ 2015 年地热能 占新能源利用量比例达到 60%

以上 a

辽宁省 大连三十里堡 14. 0 5 O. 3 重 点发展分布式能源.到 2015 年，利用 园区企业屋顶建设光伏发电 5 万千
工业园 瓦，利用丘陵地和仓储物流用地安装风电机组 1 万千 瓦， 利用城市污水和

工业废水建设污水源热泵 6 . 6 万千瓦等，实现园 区分布式能源总供热、供
冷热源和冷热负荷平衡 .

吉林省 长春经济技术 14. 0 9. 1 重 点发展生物质能.通过建设生物质成型燃料利用工程，使用生物质成型
开发区 燃料取代燃煤锅炉供热，到 2015 年生物质成型燃料利用量超过 25 万吨 ，

占 新能源利用总量的比例超过 90% .

江苏省 南京江宁经济 28. 0 36.8 重点发展太阳能和生物质能 . 建立以分布式光伏发电、 风电和生物质发电
技术开发区 并举为城市提供清洁电力 ， 太阳 能热利用和地热能供暖并举为城 市提供清

洁热力的绿色能源供应体系.



镇江经济技术 90. 0 15. 3 重点发展生物质能和太阳能。利用镇江及周边地区废弃油脂等原料建设年
开发区 产 65 万吨生物柴油项目，满足园区港口、工业企业和加油站柴油需求，到 

2015 年，全区生物柴油消费量达到 53 万吨，在化工、造纸等高耗能企业
屋顶建设分布式光伏发电应用系统.

安徽省 马鞍山承接产 3. 9 9. 4 重 点发展太阳 能和地热能 。 将新能源与现代工业和生活相结合，利用太阳

业转移示范园 能热利用、分布式光伏发电和地热能供暖为工业和居民用户提供清洁电力
区 和热能。将新能源与现代化农业结合 3 依托现代化农业产业园区建设开展

光伏科技农业大棚应用示范。

山东省 青岛中德产业 3. 9 2O. 0 重点发展太阳能和地热能.建设太阳能热利用、地热能和新能源集中供暖

因 应用工程为居住、公共及工业建筑提供热能，建设分布式光伏发电、风光

储互补和智能电网等工程提高绿色电力供应比例，推动可再生能源、分布

式燃气和节能技术在建筑中的应用，到 2015 年，绿色建筑利用面积达到 

500 万平方米以上.

矗矗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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