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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力推广分布式能源能够有效促进我国能源结构转型，推动经济发展绿色化、低碳化。基于2005~2019
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本文采用空间分位数面板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地区分布式能源处于不同发展水平下，

各影响因素对分布式能源发展的驱动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 我国地区分布式能源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

关联性。2) 我国各地区分布式能源处于不同发展水平时其影响因素的效应不尽相同。基础设施投资和城

镇化在分布式能源各分位点下都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分布式能源发展水平较低的省份，技术进步具有

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外石油依存和能源消费结构则表现为负向影响；分布式能源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

化石燃料价格上涨对分布式能源的推广具有正向影响。据此，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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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distributed energy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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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ergy structure, and promote the greening and decarboniz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Based on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2005~2019, this paper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driving effect 
of each influencing factor on the development of distributed energy in China’s regions where dis-
tributed energy is at different levels of development using a spatial quantile panel model. The re-
sults of the study show that 1)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spatial correlation of regional distri-
buted energy in China. 2) The effects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re not the same when distributed 
energy is at different levels of development in each region of China.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urbanization have significant promotion effects under each quartile of distributed energy; in 
provinces with a lower level of distributed energy development, technological progress has a sig-
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while foreign oil dependence and energy consumption structure show a 
negative effect; in provinces with a higher level of distributed energy development, the rise in fos-
sil fuel prices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promotion of distributed energy. Accordingl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policy recommend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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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经济仍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对能源的需求不断增大，传统的集中式能源系统给我国带来了一系

列严重的能源安全和环境问题。分布式能源作为一种可持续、高效和环保的能源系统，供给侧以清洁能

源为主，其技术进步和应用推广将有效促进我国能源结构转型，推动经济发展绿色化、低碳化[1]。分布

式能源主要由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组成，它将能源产生、储存和使用的过程分散到不同的地点，通过利

用如太阳能电池板、风力发电机等可再生能源设备，及电池和储能系统等能源储存设备，实现能源的自

给自足。这种供能模式相比集中式能源系统具有诸多优势，首先，它减少了对传输和配电系统的依赖，

降低了能源损耗和供应中断的风险，提高了能源供应的稳定性；其次，分布式能源属于环境友好型能源，

其推广不仅有效缓解了能源供应短缺，还减少了使用化石能源造成的碳排放，推动了经济结构绿色转型。 
随着全球能源需求的不断增长和人们对气候变化的日益关注，分布式能源作为一种新兴的能源供应

模式，引起了学者们广泛的关注，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按照研究方法的不同，可将其划分为三类：

1) 分解法。Wang 等(2017) [2]利用 Divisia 指数法对中国低碳能源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能源进口是影响

中国低碳能源的重要因素；Dong 和 Pan (2020) [3]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低碳能源的分解结果表明，能

源结构效应、低碳经济效应和碳排放效应均具有正向影响，而能源强度效应具有负向影响。2) 线性规划

法。董福贵(2016) [4]对分布式能源构建了包含经济、能耗、环境因素的指标体系，采用 AHP——熵权赋

权法确定指标权重，为综合评价分布式能源系统提供了可行性方案；Somma 等(2018) [5]利用多目标线性

规划模型考察了分布式能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论指出经济增长的低碳化是分布式能源发展的主要驱

动力；Bohlayer 和 Zott (2018) [6]采用混合整数线性规划模型对分布式能源系统进行了整体研究，结果表

明技术进步可以提高工业余热再利用的效率，扩大分布式能源的供应；Wang 等(2018) [7]的研究支持了

上述结论。3) 统计分析方法。付丽苹(2012) [8]采用多元回归分析研究了中国清洁能源的驱动因素，并基

于因子分析得出各因素的能源贡献率；Aneja 等(2017) [9]利用 Pedroni 面板协整检验对金砖国家低碳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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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研究，发现经济增长与低碳能源之间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Xu 等(2021) [10]运用半参数可加回归模

型研究了中国分布式能源，结果表明分布式能源具有显著的地理差异，技术进步是西部地区能源发展的

关键因素，而在中西部地区能源补贴的影响则更为显著。 
通过综述上述研究文献，可以发现目前对分布式能源的研究具有两个显著特点：1) 现有研究多忽略

了地理位置对经济现象的影响，而现实中经济变量处于不同空间单元下往往存在空间关联性，忽略地理

位置的影响往往会导致模型估计结果失真。2) 现有研究多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方法估计模型参数。只有当

经济变量序列满足正态分布等计量经济学假设且不存在自相关时，最小二乘法的估计结果才是最佳无偏

估计，而实际上经济变量序列往往并不服从正态分布，还可能存在自相关问题。为此，本文采用能弥补

上述缺陷的空间分位数面板模型对我国地区分布式能源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该模型不仅将地理空间相

关性纳入考量，且模型无需假设同方差和正态性，估计量相比最小二乘估计更加稳健。本文的实证结果

可以为我国地区分布式能源的快速发展提供实证支撑。 

2. 方法介绍和模型构建 

2.1. 模型介绍 

分位数回归模型方法不同于经典线性回归模型的估计方法，它可以得到被解释变量不同分位点下的

参数估计，而这种参数估计在不同分位点下往往是不同的。与传统的线性回归模型只得到均值方程相比，

它可以更加详细地描述变量的统计分布。此外，分位数回归的参数估计值是通过加权残差绝对值之和计

算得出，这使得其对极端值的处理更具优势，其参数估计值更具有稳健性。而空间分位数模型在分位数

模型的解释变量中加入了空间权重矩阵与被解释变量乘积所构成的空间滞后项，由于空间滞后项和误差

项相关，导致了内生性问题，但这也使得模型得以对存在空间相关性的经济现象进行更为准确的刻画，

空间分位数面板模型的数学形式如下： 

( ) ( )Y WY Xρ τ β τ α γ ε= + + + +                                 (1) 

其中，Y 代表被解释变量，X 代表解释变量，τ 为分位点，W 为空间权重矩阵，ε 为随机扰动项， ( )ρ τ
为τ 分位点下的空间滞后项系数， ( )β τ 为τ 分位点下的解释变量系数，α 为个体固定效应向量，γ 为时

间固定效应向量。 
处理空间分位数面板模型内生性的方法主要是将Chernozhukov和Hansen (2006) [11]所提出的工具变

量法应用于 Koenker (2004) [12]所提出的两阶段分位数回归估计中，将外生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项作为内

生空间滞后项变量的工具变量对模型进行估计。具体估计方法见 Ziets 等人(2008) [13]。 

2.2. 模型构建 

参考现有分布式能源的相关研究文献，本文选取了 6 个变量作为分布式能源的主要驱动因素，各变

量的具体解释如下： 
1、被解释变量 
分布式能源(DER)。按照国际能源署的定义，分布式能源主要由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组成，其中天然

气包括天然气和液化石油气，可再生能源主要包括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和地热能等。参考 Xu (2022) 
[14]的研究，采用天然气、液化石油气、风能和太阳能的能源生产量之和来表示分布式能源。 

2、解释变量 
基础设施投资(INV)。基础设施是基础性、先导性和战略性产业，是现代经济体系不可缺少的重要组

成部分。分布式能源的开发应用需要建设大量的基础设施，如天然气管道、储能电网和高压输电线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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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投资将推动分布式能源的发展。本文以政府用于能源领域的固定资产投资来衡量基础设施投资

(亿元)。 
技术进步(TEC)。技术进步与分布式能源的关系一直是能源领域的热点问题之一。目前在太阳能、生

物质能和风能生产方面仍然存在诸多技术瓶颈。加大技术研发投入将提升分布式能源的市场竞争力，本

文采用技术研发投入占 GDP 的比重来衡量技术进步(%)。 
对外石油依存(DEP)。中国拥有丰富的分布式能源资源。分布式能源的增长将有助于减少化石燃料的

消耗，减轻对外国石油的过度依赖。本文用石油进口占国内石油生产和石油进口之和的比例来衡量石油

对外依存度(%)。 
化石燃料价格(PRI)。如果化石燃料价格上涨，市场将扩大对分布式能源的需求，促进分布式能源的

增长。本文以汽油价格代表化石燃料价格(元/升)，考察化石燃料对分布式能源的影响。 
城镇化(URB)。中国城镇化进程不断推动低碳城市的发展。城镇化增加了居民的收入，居民对更好

的生态环境的需求增加，越来越多的居民倾向于使用清洁的分布式能源。本文采用城镇人口在年末常驻

人口中的占比来表示城镇化(%)。 
能源消费结构(ENS)。中国煤炭资源丰富，而石油和天然气的储量稀缺，这导致能源消费结构长期以

煤炭为主。对能源消费结构的优化将扩大分布式能源生产和消费。本文采用煤炭消费在能源消费中的占

比表示能源消费结构(%)。 
根据上述理论分析，本文选取了影响中国分布式能源发展的 6 个主要影响因素，所构建的参数面板

模型如下： 

1 2 3 4

5 6               
it it it it it

it it i t it

LDER c LINV LTEC LDEP LPRI
LURB LENS
β β β β

β β α γ ε
= + + + +

+ + + + +
                       (2) 

其中，i 和 t 分别表示省份和年份，DER 表示分布式能源，TEC 表示技术进步，DEP 表示对外石油依存，

PRI 表示化石燃料价格，URB 表示城镇化，ENS 表示能源消费结构，c 表示常数，L 表示对数化处理，目

的是为了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 
参数面板模型的估计往往要求误差服从正态分布。由于各省份分布式能源的发展状况存在差异，不

同地区分布式能源的驱动因素对其作用效果不一，分位数回归以残差绝对值的加权平均作为最小化的目

标函数，对极端值的处理对比传统回归具有显著优势。因此，可采用分位数面板模型，以考察分布式能

源不同发展水平下各解释变量对其的影响。 
在地区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发展过程中，各地区间的交流合作也在不断增加，例如长三角、珠三角、

京津冀等地区。各地区之间分布式能源的发展同样并非孤立存在，为此，本文在分位数面板模型的基础

上再引入了空间因素，最后构建的实证模型如下： 

( ) ( ) ( )it it it i t itLDER c WLDER Xτ ρ τ β τ α γ ε= + + + + +                         (3) 

其中， ( ), , , , ,it it it it it it itX LINV LTEC LDEP LPRI LURB LENS ′= 表示解释变量， ρ 表示空间滞后项系数，它

代表相邻省分布式能源对观测省份的影响，W 表示空间权重矩阵，区域性资源的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域性，

因此距离相近的省市分布式能源的空间相关性也越显著，本文采用 Rook 邻近型空间权重矩阵对各地区分

布式能源的空间相关性进行衡量。 

2.3. 数据来源 

本文样本期间为 2005~2019 年，样本包括我国除港、澳、台地区和西藏自治区以外的其他 30 个省、

直辖市和自治区。分布式能源和能源消费结构的原始数据来自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基础设施投资、

https://doi.org/10.12677/sa.2023.125134


林泽融 
 

 

DOI: 10.12677/sa.2023.125134 1308 统计学与应用 
 

技术进步和城镇化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对外石油依存、化石燃料价格等原始数据均来自 Wind
数据库。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1。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表 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单位 均值 标准误 最大值 最小值 

分布式能源 亿/千瓦时 428.12 675.13 3956.61 18.26 

基础设施投资 亿元 689.13 567.41 3143.21 9.56 

技术进步 % 1.33 1.71 5.83 0.19 

对外石油依存 % 26.44 22.01 99.56 0.02 

化石燃料价格 元/升 5.28 1.20 7.70 2.60 

城镇化 % 51.32 11.41 79.62 25.61 

能源消费结构 % 61.22 44.21 95.31 2.12 

3. 实证分析 

3.1. 面板单位根检验 

现实中大多数经济序列是非平稳的，用于建模可能导致伪回归问题，其回归方程具有较高的拟合度，

实证结果却并不可信。因此，在建立回归方程之前，有必要对经济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IPS、Fisher-PP
和 Fisher-ADF 检验广泛应用于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因此，下面采用这三种单位根检验方法对各变量

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表 2 的检验结果表明，技术进步未通过这三个检验，属于非平稳序列，需要对变

量进一步进行协整检验。 
 
Table 2. Results of panel unit root tests 
表 2. 面板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 IPS Fisher-PP Fisher-ADF 

LDER −10.62*** 79.15** 32.66 

LINV −5.35*** 110.27* 88.65*** 

LTEC −3.56 35.61 32.21 

LENS −4.92*** 115.63*** 128.36*** 

LDEP −7.53*** 122.75*** 132.67*** 

LURB −5.57*** 133.34*** 145.83*** 

LPRI −4.62*** 115.34*** 129.52*** 

LPRI −4.62*** 115.34*** 129.52*** 

注：***、**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下同。 

3.2. 面板协整检验 

协整理论是为了解决构造非平稳变量模型的问题而产生的，协整理论认为，如果所有解释变量与因变

量之间总体上存在协整关系，则可以利用这些变量建立回归模型。目前常见的协整检验方法有 Pedroni 检验、

Kao 检验和 Westerlund 检验等，而 Pedroni 检验中的 Panel-ADF 和 Group-ADF 对于短面板数据的检验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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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确[15]。因此，下面采用 Pedroni 检验对分布式能源进行协整检验。表 3 的检验结果显示，分布式能源与

其各解释变量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即在式(3)中，分布式能源与其影响因素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Table 3. Results of panel cointegration tests 
表 3. 面板协整检验结果 

变量 Panel-ADF Group-ADF 

LINF −2.51*** −3.56*** 

LTEC −2.88*** −2.78*** 

LPRI −6.62*** −4.79*** 

LDEP −3.22*** −7.57*** 

LURB −3.46*** −3.84*** 

LENS −4.00*** −3.05*** 

3.3. 空间相关性检验 

Moran 指数是最常用的测量空间自相关的指标，它衡量了经济变量在不同空间单元下的空间依赖性，

在建立空间计量模型之前需要保证变量通过空间相关性检验。因此，本文基于我国 30 个省、直辖市和自

治区的分布式能源数据，计算了 2005 年至 2019 年其对应的全局 Moran 指数，计算结果见表 4。从表 4
中可以发现，各年份分布式能源观测数据的全局 Moran 指数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各年份的分布

式能源存在显著的空间关联性。 
 
Table 4. Global Moran test results for distributed energy sources 
表 4. 分布式能源的全局 Moran 检验结果 

年份 Moran 指数 年份 Moran 指数 

2005 0.2051 (0.1114)** 2013 0.2501 (0.1152)*** 

2006 0.1613 (0.1104)* 2014 0.2667 (0.1193)*** 

2007 0.1539 (0.1122)** 2015 0.2479 (0.1136)** 

2008 0.1402 (0.1118)* 2016 0.1881 (0.1100)* 

2009 0.1558 (0.1136)* 2017 0.1545 (0.1095)* 

2010 0.1482 (0.1144)* 2018 0.2066 (0.1167)** 

2011 0.2056 (0.1092)** 2019 0.2782 (0.1183)*** 

2012 0.2592 (0.1102)***   
 

为进一步考察分布式能源的局部空间相关性，我们在图 1 中绘制了 2005 年、2012 年和 2019 年中国

各省份分布式能源的局部 Moran 散点图，它可以直观地反映出中国分布式能源的空间聚类和空间异质性

特征。从图 1 可以看出，散点图中大部分点落在第一象限和第三象限，说明在 2005 年、2012 年和 2019
年中“高–高”聚类和“低–低”聚类的空间分布格局占主导地位，分布式能源发展情况相似的省份在

空间上趋于集聚。 

3.4. 实证结果分析 

表 5 报告了中国 30 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分布式能源空间分位数面板模型的分析结果。模型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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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Moran scatterplot of distributed energy in 2005, 2012 and 2019 from left to right 
图 1. 从左到右依次为 2005、2012 和 2019 年分布式能源的 Moran 散点图 
 
Table 5. Estimation results of the spatial quantile panel model 
表 5. 空间分位数面板模型的估计结果 

变量 10% 25% 50% 75% 90% 

ρ  0.4981** 0.4289*** 0.3732* 0.3951 0.4722** 

INV 0.8511* 0.8892* 1.2625*** 1.3748*** 1.8322*** 

TEC 0.0042 0.7693* −0.7612 0.1041 0.3041 

DEP −0.5031** −0.3761** −0.1034 0.5157 0.0185 

PRI 0.7021 −0.4015 0.0316 0.9014* 0.5896** 

URB 0.8326*** 0.2537* 0.5614** 0.7932*** 0.4315** 

ENS −0.8514** 0.0715 1.2563 0.7421 0.0815 

Cons −3.614 2.6162* 1.5163 −2.3142** 1.5024 
 
了双向固定效应，并选取 10%、25%、50%、75%和 90%五个分位点进行估计。 

由表 5 可以发现，在考虑空间相关性时，不同分位点下各驱动因素对分布式能源发展的影响存在显

著差异，影响系数在不同分位点下各不相同。各地区分布式能源的发展水平受到相邻省份的影响，周边

邻省的分布式能源发展水平越高，当地的分布式能源发展水平也越高，而相邻省的分布式能源发展对当

地的影响随着分位数的不同，呈现出先降后升的“U”形发展趋势。当分布式能源发展处于较高或较低

水平时(即位于 10%和 90%分位点)，相邻省份的分布式能源影响最高，位于 25%~75%分位点时，相邻地

区的影响呈现“U”形发展趋势，在位于 50%分位点时，产生的影响最低，表明分布式能源的发展水平

相似的地区在空间上存在集聚。可能的原因在于分布式能源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由于区域性分布式能源

的资源匮乏，导致了其发展缓慢的局面；而分布式能源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往往拥有更先进的技术水

平和经济实力，通过技术交流和经济合作与周边省份实现优势互补，形成了分布式能源协同发展的局面。 
基础设施投资的系数在所有分位点上均显著为正，且随着分位点的增加，其对分布式能源发展的正

向影响进一步增加。分布式能源的推广和使用需要建设大量能源基础设施，如电网基础设施、天然气输

送管道和太阳能发电设备等，这都需要大量基础设施投资。在分布式能源发展水平更高的地区，当地拥

有更丰富的分布式能源资源，其相关能源配套设施的建设及生产相关设备的更新都使得其对基础设施投

资的需求更加迫切。因此，基础设施投资对当地分布式能源发展的影响产生的效用遵循边际递增规律，

当地政府应不断的增加对能源基础设施的投资，才能更好的支撑地区分布式能源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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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进步的系数处于 25%分位点上时显著为正，其对分布式能源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具有显著的促

进作用。发达国家科技发展的实践证明，充足的研究开发资金是获得更先进技术和设备的关键条件之一。

政府部门利用财政资金支持技术研发，有利于重大技术创新，这将有助于出现更多的新技术和新设备。

分布式能源配套设备的核心技术目前仍存在诸多瓶颈，这导致了分布式能源昂贵的供能成本，经济发展

相对落后的地区分布式能源也发展缓慢。而通过增大技术研发投入，将有助于分布式能源突破技术壁垒，

降低使用成本，提升市场竞争力，使分布式能源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更加有利的优势位置，从

而推广分布式能源的普及。因此，技术进步对于分布式能源发展水平较低地区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 
当分布式能源发展水平处于 10%和 25%分位点上时，对外石油依存在分布式能源发展具有显著的负

向影响。中国经过 30 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城乡居民收入显著提高，收入增长带动居民消费结构升级，

越来越多的居民购买和使用汽车。而在分布式能源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充电桩、换电站等基础设施尚

未完善，新能源汽车使用成本高，当地居民更倾向使用传统汽车。传统机动车的大规模使用将不可避免

地需要大量的柴油、汽油等化石燃料，而当地的石油产量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这导致了石油进口的

进一步增加。石油和分布式能源之间本质属于一种替代关系，大量的石油进口使得当地生产企业和居民

更愿意使用化石能源，这也导致了分布式能源的发展进一步受到限制。 
化石燃料价格的系数在分布式能源发展水平处于 75%和 90%分位点上时显著为正，化石燃料的价格

波动在分布式能源发展相对完善的省份对其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现阶段化石燃料仍是机动车燃料消费

的主要来源，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绿色发展观念的普及，新能源汽车在未来取代传统燃料汽车已成为

大势所趋。新能源汽车通过光伏和风能等清洁能源作为源头进行电能驱动，可形成二氧化碳减排的系统

性闭环，符合绿色可持续的发展理念。在分布式能源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充电设施建设相对完善，新

能源汽车在市场上成为传统化石燃料汽车的有力竞争，而化石燃料价格上涨将使消费者倾向于选择通过

分布式能源作为燃料的新能源汽车，从而有力地推动当地分布式能源的发展。 
城镇化的系数在所有分位点上均显著为正，当分布式能源的发展水平处于 10%分位点上时其促进作

用最为显著。城镇化使得大量人口聚集进入城市，城市发展规模进一步扩大，同时，由于城市地区拥有

更为完善的供应链和产业链，越来越多的工业企业选择在城市周边投资建厂。大量人口和工业企业向城

市聚集，这都导致了城市的能源需求激增。随着环保意识和科技水平的提升，越来越多的居民使用天然

气作为煤和木材等传统能源燃料的替代；而冶金工业、陶瓷生产和水泥生产企业也选择天然气作为生产

的能源消耗来源，而非煤或者火电。天然气消费的普及将有力地推动分布式能源的发展，因此，城镇化

对处在各个分位点下的分布式能源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能源消费结构的系数在分布式能源发展水平处于 10%分位点上时显著为负，其对当地分布式的发展

具有抑制作用。在分布式能源发展水平较低的省份往往技术受限且分布式能源的资源匮乏，而作为替代

品的煤炭资源丰富且价格低廉，分布式能源无力在市场上与其竞争，因此煤炭仍是当地居民和企业主要

的能源来源。使用成本相对低廉的能源满足了当地经济发展的需求，但与此同时也挤压了清洁能源的生

存空间，不利于可再生能源的消费的推广，使分布式能源在当地的发展受到限制。因此，以煤炭为主导

的能源消费结构对分布式能源发展水平较低的省份具有显著的消极影响。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我国 2005~2019 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空间分位数面板模型实证分析了分布式能源处于

不同发展水平下各影响因素对当地分布式能源发展的驱动效应。结果发现：1) 中国的分布式能源在空间

上呈现出正向的空间相关性，随着分布式能源发展水平的提升，各省受邻近省份的空间影响表现为先降

后增的“U”型特性，地区分布式能源的发展水平相似的省份往往在空间上趋于集聚。2) 当分布式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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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不同发展阶段时其驱动因素的作用存在差异。基础设施投资和城镇化在各个分位点下对分布式能源

都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在分布式能源发展水平较低的省份，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外石

油依存和能源消费结构则表现为负向影响；在分布式能源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化石燃料价格上涨对分

布式能源的推广具有积极影响。 
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 强化空间联动性，充分发挥各省之间的能源发展协作关系，

推动新兴分布式能源技术的转移，为分布式能源发展水平较低省份引入更多先进技术，改善当地落后产

能，促进分布式能源的推广普及。2) 各省应结合当地能源发展实际，制定针对性的分布式能源政策。分

布式能源发展水平较低的省份，应注重吸收和引入先进的能源技术，降低分布式能源的使用成本，同时

为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提供能源补贴，增加分布式能源的市场竞争力，减少对煤炭、石油等传统化石

燃料的依赖，优化不合理的能源结构；分布式能源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应进一步增加对能源基础设施

的投入，完善充电桩、换电站和智能电网等相关设施的普及，推广可再生能源的消费，同时适当调控化

石燃料价格，对新能源汽车予以政策扶持和市场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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