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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表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有关规定制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七条规定：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

他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有关规

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

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迟报、拒报统计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九条规定：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对在统计

工作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信息，应当予以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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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 说 明 

 

（一）目的和意义： 为掌握全国农村可再生能源建设状况和发展趋势，为各级领导和政府管理部

门制定方针、政策和编制发展规划、年度计划提供依据，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调查制度和农业部门工作

实际的需要，制定本报表制度。 

（二）统计对象和调查范围：调查对象为与调查内容有关的所有机构和全体农户。调查范围是本系

统所属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村能源办公室，通过以下三种渠道取得资料：一是行政记录；二是县级

农村能源办公室；三是有关横向部门。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省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汇总后上报农业部。 

（三）主要指标内容：管理推广机构、服务体系、职业技能培训与鉴定、户用沼气池、沼气工程、

生活污水净化沼气池、省柴节煤炉灶与节能炕、节能炉与燃池、太阳能热利用、小型电源、秸秆综合利

用、产业发展、经费投入和农村地区能源消费情况等报表。 

（四）调查频率：本报表制度为年报，一年一次。 

（五）调查方法：全面调查。 

（六）报送方式和时间要求：农村可再生能源统计报表上报份数为一式二份，于翌年一月十五日前

将汇总表和电子报表报农业部科技教育司能源生态处。 

（七）统计资料公布时间和范围：农村可再生能源统计表每年 7 月公布，公布范围为全国各级农村

能源部门。 

（八）统计资料公布内容：全国农村可再生能源统计汇总表。 

（九）统计资料公布频率和方式：农村可再生能源统计表每年公布一次，公布方式为印刷分发。 

（十）统计资料共享：农村可再生能源统计调查获得的数据不与其他政府部门共享。 

（十一）本报表制度中的计量单位只用于省级汇总。 

（十二）《全国农村可再生能源建设统计报表制度》的解释权由农业部科教司处负责。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农村可再生能源统计年报汇总表由农业部统一印发，统计时间为当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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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 表 目 录 

表 号 表 名 
报告 

期别 
填 报 范 围 报 送 单 位 

报送日期 

及方式 

页

码 

农市（科教

能）1 表 
管理推广机构情况 年报 全部县级农村能源建设单位 

各省（区、市）省级

农业行政主管部门 

1 月 15 日以

前，电子邮件 
3 

农市（科教

能）2 表 
服务体系情况 年报 全部县级农村能源建设单位 

各省（区、市）省级

农业行政主管部门 

1 月 15 日以

前，电子邮件 
4 

农市（科教

能）3 表 
培训与职业技能鉴定情况 年报 全部县级农村能源建设单位 

各省（区、市）省级

农业行政主管部门 

1 月 15 日以

前，电子邮件 
6 

农市（科教

能）4 表 
户用沼气池情况 年报 全部县级农村能源建设单位 

各省（区、市）省级

农业行政主管部门 

1 月 15 日以

前，电子邮件 
8 

农市（科教

能）5 表 
沼气工程情况 年报 全部县级农村能源建设单位 

各省（区、市）省级

农业行政主管部门 

1 月 15 日以

前，电子邮件 
9 

农市（科教

能）6 表 
生活污水净化沼气池情况 年报 全部县级农村能源建设单位 

各省（区、市）省级

农业行政主管部门 

1 月 15 日以

前，电子邮件 
12 

农市（科教

能）7 表 
省柴节煤灶与节能炕情况 年报 全部县级农村能源建设单位 

各省（区、市）省级

农业行政主管部门 

2 月 15 日以

前，电子邮件 
14 

农市（科教

能）8 表 
节能炉与燃池情况 年报 全部县级农村能源建设单位 

各省（区、市）省级

农业行政主管部门 

1 月 15 日以

前，电子邮件 
15 

农市（科教

能）9 表 
太阳能热利用情况 年报 全部县级农村能源建设单位 

各省（区、市）省级

农业行政主管部门 

1 月 15 日以

前，电子邮件 
16 

农市（科教

能）10 表 
小型电源利用情况 年报 全部县级农村能源建设单位 

各省（区、市）省级

农业行政主管部门 

1 月 15 日以

前，电子邮件 
18 

农市（科教

能）11 表 
秸秆综合利用情况 年报 全部县级农村能源建设单位 

各省（区、市）省级

农业行政主管部门 

1 月 15 日以

前，电子邮件 
20 

农市（科教

能）12 表 
产业发展情况 年报 全部县级农村能源建设单位 

各省（区、市）省级

农业行政主管部门 

1 月 15 日以

前，电子邮件 
22 

农市（科教

能）13 表 
经费投入情况 年报 全部县级农村能源建设单位 

各省（区、市）省级

农业行政主管部门 

1 月 15 日以

前，电子邮件 
24 

农市（科教

能）14 表 
农村地区能源消费情况 年报 全部县级农村能源建设单位 

各省（区、市）省级

农业行政主管部门 

1 月 15 日以

前，电子邮件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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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调查表式 

 
管理推广机构情况 

 
表       号： 农市（科教能）1 表 

制 定 机 关： 农业部   

                                                                        批 准 机 关： 国家统计局 

批 准 文 号： 国统制[2015]164 号 

填报单位：                                   201   年                   有 效 期 至： 2017 年 12 月                                                                                                       

指标名称 代码 计量单位 数量 

甲 乙 丙 1 

一、机构 — —  

    合计 01 个  

      省级 02 个  

      地(市)级 03 个  

      县级 04 个  

      乡级 05 个  

二、工作人员 — —  

    合计 06 人  

    1.按行政区划分 — —  

        省级 07 人  

        地(市)级 08 人  

        县级 09 人  

        乡级 10 人  

    2.按文化程度分 — —  

        本科及以上 11 人  

        大专 12 人  

        高中及以下 13 人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201  年  月  日 

说明：1.指标平衡关系：01＝02+03+04+05；06=07+08+09+10=11+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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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体系情况 

 

表       号： 农市（科教能）2 表 

制 定 机 关： 农业部   

                                                                        批 准 机 关： 国家统计局 

批 准 文 号： 国统制[2015]164 号 

填报单位：                                   201   年                   有 效 期 至： 2017 年 12 月                                                                                                       

指标名称 代码 计量单位 数量 

甲 乙 丙 1 

一、省级实训基地 — —  

年初数 — —  

    其中：数量 01 个  

          从业人员 02 人  

本年新增 — —  

    其中：数量 03 个  

          从业人员 04 人  

本年报废 — —  

    其中：数量 05 个  

          从业人员 06 人  

年末累计 — —  

    其中：数量 07 个  

          从业人员 08 人  

二、地（市）级服务站 — —  

年初数 — —  

    其中：数量 09 处  

          从业人员 10 人  

本年新增 — —  

    其中：数量 11 处  

          从业人员 12 人  

本年报废 — —  

    其中：数量 13 处  

          从业人员 14 人  

年末累计 — —  

    其中：数量 15 处  

          从业人员 1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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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指标名称 代码 计量单位 数量 

甲 乙 丙 1 

三、县级服务站 — —  

年初数 — —  

    其中：数量 17 处  

          从业人员 18 人  

本年新增 — —  

    其中：数量 19 处  

          从业人员 20 人  

本年报废 — —  

    其中：数量 21 处  

          从业人员 22 人  

年末累计 — —  

    其中：数量 23 处  

          从业人员 24 人  

四、乡村服务网点 — —  

年初数 — —  

    其中：数量 25 处  

          从业人员 26 人  

          覆盖范围 27 万户  

本年新增 — —  

    其中：数量 28 处  

          从业人员 29 人  

          覆盖范围 30 万户  

本年报废 — —  

    其中：数量 31 处  

          从业人员 32 人  

          覆盖范围 33 万户  

年末累计 — —  

    其中：数量 34 处  

          从业人员 35 人  

          覆盖范围 36 万户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201  年  月  日 

说明：1.指标平衡关系：01+03-05=07；02+04-06=08；09+11-13=15；10+12-14=16； 17+19-21=23；18+20-22=24；25+28-31=34；

26+29-32=35；27+30-3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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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与职业技能鉴定情况 

 

表       号： 农市（科教能）3 表 

制 定 机 关： 农业部   

                                                                        批 准 机 关： 国家统计局 

批 准 文 号： 国统制[2015]164 号 

填报单位：                                   201   年                   有 效 期 至： 2017 年 12 月                                                                                                       

指标名称 代码 计量单位 数量 

甲 乙 丙 1 

合计 — —  

培训 — —  

    其中：年初数 01 人次  

当年培训 02 人次  

          累计培训 03 人次  

职业技能鉴定 — —  

    其中：年初数 04 人次  

当年鉴定 05 人次  

          年末累计 06 人次  

持证人数 07 人  

一、沼气生产工 — —  

培训 — —  

    其中：年初数 08 人次  

          当年培训 09 人次  

          累计培训 10 人次  

职业技能鉴定 — —  

    其中：年初数 11 人次  

当年鉴定 12 人次  

          年末累计 13 人次  

持证人数 14 人  

二、沼气物管员 — —  

培训 — —  

    其中：年初数 15 人次  

          当年培训 16 人次  

          累计培训 17 人次  

职业技能鉴定 — —  

    其中：年初数 18 人次  

年鉴定 19 人次  

          年末累计 2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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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指标名称 代码 计量单位 数量 

甲 乙 丙 1 

持证人数 21 人  

三、农村节能员 — —  

培训 — —  

    其中：年初数 22 人次  

          当年培训 23 人次  

          累计培训 24 人次  

职业技能鉴定 — —  

    其中：年初数 25 人次  

当年鉴定 26 人次  

          年末累计 27 人次  

持证人数 28 人  

四、太阳能利用工 — —  

培训 — —  

    其中：年初数 29 人次  

          当年培训 30 人次  

          累计培训 31 人次  

职业技能鉴定 — —  

    其中：年初数 32 人次  

当年鉴定 33 人次  

          年末累计 34 人次  

持证人数 35 人  

五、其他农村能源利用人员 — —  

培训 — —  

    其中：年初数 36 人次  

          当年培训 37 人次  

          累计培训 38 人次  

职业技能鉴定 — —  

    其中：年初数 39 人次  

当年鉴定 40 人次  

          年末累计 41 人次  

持证人数 42 人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201  年  月  日 

说明：1.指标平衡关系： 01+02=03；04+05=06；06≥07；08+09=10；11+12=13；13≥14；15+16=17；18+19=20；20≥

21；22+23=24；25+26=27；27≥28；29+30=31；32+33=34；34≥35；36+37=38；39+40=41；41≥42；

01=08+15+22+29+36；02=09+16+23+30+37；03=10+17+24+31+38；04=11+18+25+32+39；05=12+19+26+33+40；

06=13+20+27+34+41；07=14+21+28+3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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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用沼气池情况 

 

表       号： 农市（科教能）4 表 

制 定 机 关： 农业部   

                                                                        批 准 机 关： 国家统计局 

批 准 文 号： 国统制[2015]164 号 

填报单位：                                   201   年                   有 效 期 至： 2017 年 12 月                                                                                                       

指标名称 代码 计量单位 数量 

甲 乙 丙 1 

年初数 01 万户  

本年新增 02 户  

本年报废 03 户  

年末累计 04 万户  

   其中：本年利用 05 万户  

年总产气量 06 万立方米  

年户均产气量 07 立方米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201  年  月  日 

说明：1.以万户为单位的保留 4 位小数，以万立方米为单位的保留 2 位小数，其他指标取整数。 

2.指标平衡关系：01+02-03=04；04≥05；06=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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沼气工程情况 

 

表       号： 农市（科教能）5 表 

制 定 机 关： 农业部   

                                                                        批 准 机 关： 国家统计局 

批 准 文 号： 国统制[2015]164 号 

填报单位：                                   201   年                   有 效 期 至： 2017 年 12 月                                                                                                       

指标名称 代码 计量单位 数量 

甲 乙 丙 1 

一、合计 — —  

年初数 01 处  

本年新增 02 处  

本年报废 03 处  

年末累计 — —  

    其中：数量 04 处  

          总池容 05 万立方米  

          年产气量 06 万立方米  

          供气户数 07 万户  

          装机容量 08 千瓦  

          年发电量 09 万千瓦时  

二、处理工业废弃物工程 — —  

年初数 10 处  

本年新增 11 处  

本年报废 12 处  

年末累计 — —  

    其中：数量 13 处  

          总池容 14 万立方米  

          年产气量 15 万立方米  

          供气户数 16 万户  

          装机容量 17 千瓦  

          年发电量 18 万千瓦时  

三、处理农业废弃物工程 — —  

小计 — —  

年初数 19 处  

本年新增 20 处  

本年报废 21 处  

年末累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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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指标名称 代码 计量单位 数量 

甲 乙 丙 1 

      其中：数量 22 处  

            总池容 23 万立方米  

            年产气量 24 万立方米  

            供气户数 25 万户  

            装机容量 26 千瓦  

            年发电量 27 万千瓦时  

特大型沼气工程 — —  

年初数 28 处  

本年新增 29 处  

本年报废 30 处  

年末累计 — —  

      其中：数量 31 处  

            总池容 32 万立方米  

            年产气量 33 万立方米  

            供气户数 34 万户  

            装机容量 35 千瓦  

            年发电量 36 万千瓦时  

大型沼气工程 — —  

年初数 37 处  

本年新增 38 处  

本年报废 39 处  

年末累计 — —  

      其中：数量 40 处  

            总池容 41 万立方米  

            年产气量 42 万立方米  

            供气户数 43 万户  

            装机容量 44 千瓦  

            年发电量 45 万千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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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指标名称 代码 计量单位 数量 

甲 乙 丙 1 

中型沼气工程 — —  

年初数 46 处  

本年新增数 47 处  

本年报废数 48 处  

年末累计 — —  

      其中：数量 49 处  

            总池容 50 万立方米  

            年产气量 51 万立方米  

            供气户数 52 万户  

            装机容量 53 千瓦  

            年发电量 54 万千瓦时  

小型沼气工程 — —  

年初数 55 处  

本年新增数 56 处  

本年报废数 57 处  

年末累计 — —  

      其中：数量 58 处  

            总池容 59 万立方米  

            年产气量 60 万立方米  

            供气户数 61 万户  

            装机容量 62 千瓦  

            年发电量 63 万千瓦时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201  年  月  日 

说明：1.以万立方米为单位的保留 2 位小数，其他指标取整数。 

2.指标平衡关系：01+02-03=04；01=10+19；02=11+20；03=12+21；04=13+22；10+11-12=13；19+20-21=22；

19=28+37+46+55 ； 20=29+38+47+56 ； 21=30+39+48+57 ； 22=31+40+49+58 ； 28+29-30=31 ； 37+38-39=40 ；

46+47-48=49；55+56-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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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污水净化沼气池情况 

 

表       号： 农市（科教能）6 表 

制 定 机 关： 农业部   

                                                                        批 准 机 关： 国家统计局 

批 准 文 号： 国统制[2015]164 号 

填报单位：                                   201   年                   有 效 期 至： 2017 年 12 月                                                                                                       

指标名称 代码 计量单位 数量 

甲 乙 丙 1 

合计 — —  

年初数 — —  

    其中：数量 01 处  

          总池容 02 万立方米  

本年新增 — —  

    其中：数量 03 处  

          总池容 04 万立方米  

本年报废 — —  

    其中：数量 05 处  

          总池容 06 万立方米  

年末累计 — —  

    其中：数量 07 处  

          总池容 08 万立方米  

          村级处理系统 — —  

            年初数 — —  

              其中：数量 09 处  

                    总池容 10 万立方米  

            本年新增 — —  

              其中：数量 11 处  

                    总池容 12 万立方米  

            本年报废 — —  

              其中：数量 13 处  

                    总池容 14 万立方米  

            年末累计 — —  

              其中：数量 15 处  

                    总池容 16 万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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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指标名称 代码 计量单位 数量 

甲 乙 丙 1 

          学校 — —  

            年初数 — —  

              其中：数量 17 处  

                    总池容 18 万立方米  

            本年新增 — —  

              其中：数量 19 处  

                    总池容 20 万立方米  

            本年报废 — —  

              其中：数量 21 处  

                    总池容 22 万立方米  

            年末累计 — —  

              其中：数量 23 处  

                    总池容 24 万立方米  

          其他 — —  

            年初数 — —  

              其中：数量 25 处  

                    总池容 26 万立方米  

            本年新增 — —  

              其中：数量 27 处  

                    总池容 28 万立方米  

            本年报废 — —  

              其中：数量 29 处  

                    总池容 30 万立方米  

            年末累计 — —  

              其中：数量 31 处  

                    总池容 32 万立方米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201  年  月  日 

说明：1.指标平衡关系：01+03-05=07；02+04-06=08；01=09+17+25；02=10+18+26；03=11+19+27；04=12+20+28；

05=13+21+29；06=14+22+30；07=15+23+31；08=16+24+32；09+11-13=15；10+12-14=16；17+19-21=23；

18+20-22=24；25+27-2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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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柴节煤灶与节能炕情况 

 

表       号： 农市（科教能）7 表 

制 定 机 关： 农业部   

                                                                        批 准 机 关：国家统计局 

批 准 文 号： 国统制[2015]164 号 

填报单位：                                   201   年                   有 效 期 至： 2017 年 12 月                                                                                                       

指标名称 代码 计量单位 数量 

甲 乙 丙 1 

一、省柴节煤灶 — —  

年初数 01 万台  

本年新增 02 万台  

本年报废 03 万台  

年末累计 04 万台  

二、节能炕 — —  

年初数 05 万铺  

本年新增 06 万铺  

本年报废 07 万铺  

年末累计 08 万铺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201  年  月  日 

说明：1.指标平衡关系：01+02-03=04；05+06-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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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炉与燃池情况 

 

表       号： 农市（科教能）8 表 

制 定 机 关： 农业部   

                                                                        批 准 机 关： 国家统计局 

批 准 文 号： 国统制[2015]164 号 

填报单位：                                   201   年                   有 效 期 至： 2017 年 12 月                                                                                                       

指标名称 代码 计量单位 数量 

甲 乙 丙 1 

一、节能炉 — —  

年初数 01 万台  

本年新增 02 万台  

本年报废 03 万台  

年末累计 04 万台  

二、燃池 — —  

年初数 05 万户  

本年新增 06 万户  

本年报废 07 万户  

年末累计 08 万户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201  年  月  日 

说明：1.指标平衡关系：01+02-03=04；05+06-07=08。 



 

 16 

太阳能热利用情况 

 

表       号： 农市（科教能）9 表 

制 定 机 关： 农业部   

                                                                        批 准 机 关： 国家统计局 

批 准 文 号： 国统制[2015]164 号 

填报单位：                                   201   年                   有 效 期 至： 2017 年 12 月                                                                                                       

指标名称 代码 计量单位 数量 

甲 乙 丙 1 

一、太阳能热水器 — —  

年初数 — —  

  其中：数量 01 万台  

        面积 02 万平方米  

本年新增 — —  

  其中：数量 03 万台  

        面积 04 万平方米  

本年报废 — —  

  其中：数量 05 万台  

        面积 06 万平方米  

年末累计 — —  

  其中：数量 07 万台  

        面积 08 万平方米  

二、太阳灶 — —  

年初数 09 台  

本年新增 10 台  

本年报废 11 台  

年末累计 12 台  

三、太阳房 — —  

年初数 — —  

  其中：数量 13 处  

        面积 14 万平方米  

本年新增 — —  

  其中：数量 15 处  

        面积 16 万平方米  

本年报废 — —  

  其中：数量 17 处  

        面积 18 万平方米  

年末累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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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指标名称 代码 计量单位 数量 

甲 乙 丙 1 

  其中：数量 19 处  

        面积 20 万平方米  

户用太阳房 — —  

年初数 — —  

  其中：数量 21 户  

        面积 22 万平方米  

本年新增 — —  

  其中：数量 23 户  

        面积 24 万平方米  

本年报废 — —  

  其中：数量 25 户  

        面积 26 万平方米  

年末累计 — —  

  其中：数量 27 户  

        面积 28 万平方米  

太阳能校舍 — —  

年初数 — —  

  其中：数量 29 处  

        面积 30 万平方米  

本年新增 — —  

  其中：数量 31 处  

        面积 32 万平方米  

本年报废 — —  

  其中：数量 33 处  

        面积 34 万平方米  

年末累计 — —  

  其中：数量 35 处  

        面积 36 万平方米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201  年  月  日 

说明：1.以万台、万平方米为单位的保留 2 位小数，其他指标取整数。 

2.指标平衡关系：01+03-05=07；02+04-06=08；09+10-11=12；13+15-17=19；14+16-18=20；21+23-25=27；22+24-26=28；

29+31-33=35；30+32-34=36；13≥21+29；14≥22+30；15≥23+31；16≥24+32；17≥25+33；18≥26+34；19

≥27+35；20≥2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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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电源利用情况 

 

表       号： 农市（科教能）10 表 

制 定 机 关： 农业部   

                                                                        批 准 机 关： 国家统计局 

批 准 文 号： 国统制[2015]164 号 

填报单位：                                   201   年                   有 效 期 至： 2017 年 12 月                                                                                                       

指标名称 代码 计量单位 数量 

甲 乙 丙 1 

一、小型光伏发电 — —  

年初数 — —  

    其中：数量 01 处  

          装机容量 02 千瓦  

本年新增 — —  

    其中：数量 03 处  

          装机容量 04 千瓦  

本年报废 — —  

    其中：数量 05 处  

          装机容量 06 千瓦  

年末累计 — —  

    其中：数量 07 处  

          装机容量 08 千瓦  

二、小型风力发电 — —  

年初数 — —  

其中：数量 09 台  

装机容量 10 千瓦  

  本年新增 — —  

其中：数量 11 台  

装机容量 12 千瓦  

本年报废 — —  

其中：数量 13 台  

装机容量 14 千瓦  

年末累计 — —  

其中：数量 15 台  

装机容量 16 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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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指标名称 代码 计量单位 数量 

甲 乙 丙 1 

三、微型水力发电 — —  

年初数 — —  

    其中：数量 17 处  

          装机容量 18 千瓦  

本年新增 — —  

    其中：数量 19 处  

          装机容量 20 千瓦  

本年报废 — —  

    其中：数量 21 处  

          装机容量 22 千瓦  

年末累计 — —  

    其中：数量 23 处  

          装机容量 24 千瓦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201  年  月  日 

说明：1.指标平衡关系：01+03-05=07；02+04-06=08；09+11-13=15；10+12-14=16；17+19-21=23；18+20-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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秸秆综合利用情况 

 

表       号： 农市（科教能）11 表 

制 定 机 关： 农业部   

                                                                        批 准 机 关： 国家统计局 

批 准 文 号： 国统制[2015]164 号 

填报单位：                                   201   年                   有 效 期 至： 2017 年 12 月                                                                                                       

指标名称 代码 计量单位 数量 

甲 乙 丙 1 

一、理论资源量 — —  

合计 01 万吨  

玉米 02 万吨  

水稻 03 万吨  

小麦 04 万吨  

其它谷物 05 万吨  

棉花 06 万吨  

油菜 07 万吨  

花生 08 万吨  

豆类 09 万吨  

薯类 10 万吨  

二、可收集资源量 — —  

合计 11 万吨  

玉米 12 万吨  

水稻 13 万吨  

小麦 14 万吨  

其它谷物 15 万吨  

棉花 16 万吨  

油菜 17 万吨  

花生 18 万吨  

豆类 19 万吨  

薯类 20 万吨  

三、已利用量 — —  

合计 21 万吨  

肥料化 22 万吨  

饲料化 23 万吨  

燃料化 24 万吨  

基料化 25 万吨  

原料化 26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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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指标名称 代码 计量单位 数量 

甲 乙 丙 1 

四、秸秆热解气化集中供气 — —  

年初数 27 处  

本年新增 28 处  

本年报废 29 处  

年末累计 30 处  

  其中：运行数量 31 处  

        供气户数 32 万户  

五、秸秆沼气集中供气 — —  

年初数 33 处  

本年新增 34 处  

本年报废 35 处  

年末累计 36 处  

  其中：运行数量 37 处  

        供气户数 38 万户  

六、秸秆固化成型 — —  

年初数 39 处  

本年新增 40 处  

本年报废 41 处  

年末累计 42 处  

年产量 43 吨  

七、秸秆炭化 — —  

年初数 44 处  

本年新增 45 处  

本年报废 46 处  

年末累计 47 处  

年产量 48 吨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201  年  月  日 

说明：1.指标平衡关系：02+03+04+05+06+07+08+09+10=1；12+13+14+15+16+17+18+19+20=11；22+23+24+25+26=21；

27+28-29=30；30≥31；33+34-35=36；36≥37；39+40-41=42；44+45-46=47；24≥4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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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发展情况 

 

表       号： 农市（科教能）12 表 

制 定 机 关： 农业部      

                                                                        批 准 机 关： 国家统计局 

批 准 文 号： 国统制[2015]164 号 

填报单位：                                   201   年                   有 效 期 至： 2017 年 12 月                                                                                                       

指标名称 代码 计量单位 数量 

甲 乙 丙 1 

合计 — —  

企业数量 01 个  

从业人员 02 人  

总产值 03 万元  

固定资产 04 万元  

利润总额 05 万元  

税金 06 万元  

一、沼气产业 — —  

企业数量 07 个  

从业人员 08 人  

总产值 09 万元  

固定资产 10 万元  

利润总额 11 万元  

税金 12 万元  

其中：生产类企业 — —  

企业数量 13 个  

从业人员 14 人  

总产值 15 万元  

固定资产 16 万元  

利润总额 17 万元  

税金 18 万元  

服务类企业 — —  

企业数量 19 个  

从业人员 20 人  

总产值 21 万元  

固定资产 22 万元  

利润总额 23 万元  

税金 2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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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指标名称 代码 计量单位 数量 

甲 乙 丙 1 

二、节能炉灶炕产业 — —  

企业数量 25 个  

从业人员 26 人  

总产值 27 万元  

固定资产 28 万元  

利润总额 29 万元  

税金 30 万元  

三、太阳能热利用产业 — —  

企业数量 31 个  

从业人员 32 人  

总产值 33 万元  

固定资产 34 万元  

利润总额 35 万元  

税金 36 万元  

四、生物质能（不含沼气）产业 — —  

企业数量 37 个  

从业人员 38 人  

总产值 39 万元  

固定资产 40 万元  

利润总额 41 万元  

税金 42 万元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201  年  月  日 

说明：1.指标平衡关系：01=07+25+31+37；02=08+26+32+38；03=09+27+33+39；04=10+28+34+40；05=11+29+35+41；

06=12+30+36+42；07=13+19；08=14+20；09=15+21；10=16+22；11=17+23；12=1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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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投入情况 

 

表       号： 农市（科教能）13 表 

制 定 机 关： 农业部   

                                                                        批 准 机 关： 国家统计局   

批 准 文 号： 国统制[2015]164 号 

填报单位：                                   201   年                   有 效 期 至： 2017 年 12 月                                                                                                       

指标名称 代码 计量单位 数量 

甲 乙 丙 1 

合计 — —  

拨款 — —  

    合计 01 万元  

    其中：沼气 02 万元  

          炉灶炕 03 万元  

          太阳能热利用 04 万元  

          生物质能利用 05 万元  

          其他 06 万元  

贷款 07 万元  

一、中央投入 — —  

拨款 — —  

    小计 08 万元  

  其中：沼气 09 万元  

          炉灶炕 10 万元  

          太阳能热利用 11 万元  

          生物质能利用 12 万元  

          其他 13 万元  

贷款 14 万元  

二、省级投入 — —  

拨款 — —  

    小计 15 万元  

  其中：沼气 16 万元  

          炉灶炕 17 万元  

          太阳能热利用 18 万元  

          生物质能利用 19 万元  

          其他 20 万元  

贷款 2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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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指标名称 代码 计量单位 数量 

甲 乙 丙 1 

三、地级投入 — —  

拨款 — —  

    小计 22 万元  

    其中：沼气 23 万元  

          炉灶炕 24 万元  

          太阳能热利用 25 万元  

          生物质能利用 26 万元  

          其他 27 万元  

贷款 28 万元  

四、县级投入 — —  

拨款 — —  

    小计 29 万元  

  其中：沼气 30 万元  

          炉灶炕 31 万元  

          太阳能热利用 32 万元  

          生物质能利用 33 万元  

          其他 34 万元  

贷款 35 万元  

五、乡级投入 — —  

拨款 — —  

    小计 36 万元  

    其中：沼气 37 万元  

          炉灶炕 38 万元  

          太阳能热利用 39 万元  

          生物质能利用 40 万元  

          其他 41 万元  

贷款 42 万元  

 

 



 

 26 

 

续表 2  

指标名称 代码 计量单位 数量 

甲 乙 丙 1 

六、用户自筹 — —  

投资 — —  

    小计 43 万元  

    其中：沼气 44 万元  

          炉灶炕 45 万元  

          太阳能热利用 46 万元  

          生物质能利用 47 万元  

          其他 48 万元  

投劳折资 49 万元  

七、其他投入 — —  

  金额 50 万元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201  年  月  日 

说明：1.指标平衡关系：01=02+03+04+05+06；01=08+15+22+29+36；02=09+16+23+30+37；03=10+17+24+31+38；

04=11+18+25+32+39；05=12+19+26+33+40；06=13+20+27+34+41；07=14+21+28+35+42；08=09+10+11+12+13；

15=16+17+18+19+20；22=23+24+25+26+27；29=30+31+32+33+34；36=37+38+39+40+41；43=44+45+46+4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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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地区能源消费情况 

 

表       号： 农市（科教能）14 表 

制 定 机 关： 农业部      

                                                                        批 准 机 关： 国家统计局 

批 准 文 号： 国统制[2015]164 号 

填报单位：                                   201   年                   有 效 期 至： 2017 年 12 月                                                                                                       

指标名称 代码 计量单位 数量 

甲 乙 丙 1 

合计标准量 01 万吨标准煤  

一、农村生活用能 — —  

小计标准量 02 万吨标准煤  

商品能源 — —  

小计标准量 03 万吨标准煤  

 煤炭 — —  

   其中：实物量 04 万吨  

          标准量 05 万吨标准煤  

 电力 — —  

   其中：实物量 06 万千瓦小时  

          标准量 07 万吨标准煤  

成品油 — —  

   其中：实物量 08 万吨  

          标准量 09 万吨标准煤  

  天然气 — —  

    其中：用户数 10 万户  

          使用量 11 万立方米  

           标准量 12 万吨标准煤  

  煤气 — —  

      其中：用户数 13 万户  

            使用量 14 万立方米  

            标准量 15 万吨标准煤  

  液化石油气 — —  

      其中：用户数 16 万户  

           使用量 17 万吨  

           标准量 18 万吨标准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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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指标名称 代码 计量单位 数量 

甲 乙 丙 1 

非商品能源 — —  

小计标准量 19 万吨标准煤  

 秸秆 — —  

    其中：实物量 20 万吨  

          标准量 21 万吨标准煤  

  薪柴 — —  

    其中：实物量 22 万吨  

          标准量 23 万吨标准煤  

沼气 — —  

      其中：用户数 24 万户  

            标准量 25 万吨标准煤  

太阳能 — —  

      其中：用户数 26 万户  

            面积 27 万平方米  

            标准量 28 万吨标准煤  

二、农村生产用能 — —  

小计标准量 29 万吨标准煤  

商品能源 — —  

小计标准量 30 万吨标准煤  

煤炭 — —  

    其中：实物量 31 万吨  

          标准量 32 万吨标准煤  

  焦炭 — —  

  其中：实物量 33 万吨  

        标准量 34 万吨标准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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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指标名称 代码 计量单位 数量 

甲 乙 丙 1 

 成品油 — —  

   其中：实物量 35 万吨  

         标准量 36 万吨标准煤  

 电力 — —  

    其中：实物量 37 万千瓦小时  

          标准量 38 万吨标准煤  

非商品能源 — —  

小计标准量 39 万吨标准煤  

 秸秆 — —  

   其中：实物量 40 万吨  

         标准量 41 万吨标准煤  

薪柴 — —  

   其中：实物量 42 万吨  

         标准量 43 万吨标准煤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201  年  月  日 

说明：1.指标平衡关系：01=02+29；02=03+19；03=05+07+09+12+15+18；19=21+23+25+28；29=30+39；30=32+34+36+38；

39=4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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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指标解释 

1.管理推广机构情况 

（1）管理推广机构：指在省、地（市）、县、乡级政府部门中设置的农村可再生能源行政管理机

构及从事农村可再生能源技术推广的事业机构。在统计尺度上对于既有管理职能、又有技术推广职能的

机构应按一个单位来统计其数量，而不应累加，以免发生重复；而对于兼有多种职能（如既有农村能源

管理、推广职能，又具备农业环境保护管理、推广职能）的机构，统计其人员不应包括该机构全部人员，

而应只统计该机构从事农村能源工作的人员。 

2.服务体系情况 

（1）省级实训基地：指受省级农村能源管理部门委托，具备一定师资力量和完善的培训设施设备、

实际操作场地、考核鉴定场所、必要的专业仪器设备等；重点承担引进、试验、推广适用的农村能源新

技术、新产品和适用设备；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新技术示范、展示、交流，培训农村能源管理人员、技

术骨干以及开展农村能源职业技能培训和鉴定工作的单位或组织。 

（2）县级服务站：指受县级农村能源管理部门委托，拥有高级工以上农村能源技能人才，具备固

定的服务场所、实训场地以及一定的交通工具、大型维修设备、培训和教学设备等，承担管理辖区内乡

村服务网点，开展农村能源技术轮训、巡回检查、应急处理、配件供应、大修服务、新技术试验示范以

及循环利用等工作，并能够自主经营、自行服务、自负盈亏的单位或组织。 

（3）乡村服务网点：指以项目村为依托，具有技术服务人员、服务场所、服务设备设施和维修工

具等，有能力为覆盖范围内农户提供农村能源服务的单位或组织。 

（4）覆盖范围：指乡村服务网点服务区域内的农村能源利用户数。 

（5）从业人员：包括在省级实训基地、县级服务站和乡村服务网点工作的所有管理和技术人员。 

3.培训与职业技能鉴定情况 

（1）培训：指所有与农村能源有关的知识教育或技能培训。 

（2）职业技能鉴定：指对技能劳动者进行初级、中级、高级技术等级的考核，以及技师、高级技

师资格的考评，属于标准参照型考试。 

（3）沼气生产工：从事户用沼气池及沼气工程施工、设备安装、启动调试等的人员。 

（4）沼气物管员：从事户用沼气、沼气工程运行操作、设备维护、技术指导及生产经营管理的人

员。 

（5）农村节能员：从事农村生活和生产用节能设施设备建造及安装的人员。 

（6）太阳能利用工：从事太阳能光热或光伏利用系统建造、安装和调试、维修的人员。 

（7）其他农村能源利用人员：除了沼气生产工、沼气物管员、太阳能利用工、生物质能利用工、

农村节能员外，从事农村能源开发利用人员，目前主要是指小风电利用工、微水电利用工和生物质能利

用工。 

（8）持证人数：指持有农村能源行业特有工种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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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户用沼气池情况 

（1）户用沼气池：指专门为一家一户修建并使用的沼气发酵装置，这里统计的户用沼气还应包括

联户沼气，以联户规模为计算依据。 

（2）本年报废数：一是由于地震、洪水、房屋搬迁、城镇规划等客观原因无法正常使用的；二是

由于年久失修无法正常使用的。 

5.沼气工程情况 

（1）处理农业废弃物工程：此处不包括秸秆沼气工程。 

（2）特大型沼气工程：同时满足厌氧消化装置总体容积不小于 5000 立方米、日产沼气量不少于

5000 立方米；并且满足厌氧消化装置单体容积不小于 2500 立方米，或者工程配套有完整发酵原料预处

理系统、进出料系统、增温保温和搅拌系统、沼气净化系统、沼气储存系统、沼气输配和利用系统、计

量设备、安全保护系统、监控系统、沼渣沼液综合利用或后处理系统的沼气工程。 

（3）大型沼气工程：同时满足厌氧消化装置总体容积不小于 500 立方米且小于 5000 立方米、日

产沼气量不少于 500 立方米且小于 5000 立方米；并且满足厌氧消化装置单体容积不少于 500 立方米且

小于 2500 立方米，或者工程配套有完整发酵原料预处理系统、进出料系统、增温保温和搅拌系统、沼

气净化系统、沼气储存系统、沼气输配和利用系统、计量设备、安全保护系统、沼渣沼液综合利用或后

处理系统的沼气工程。 

（4）中型沼气工程：同时满足厌氧消化装置总体容积不小于 300 立方米且小于 1000 立方米、日

产沼气量不少于 150 立方米且小于 500 立方米；并且满足厌氧消化装置单体容积不少于 300 立方米且小

于 500 立方米，或者工程配套有发酵原料预处理系统、进出料系统、增温保温、回流、搅拌系统、沼气

净化系统、沼气储存系统、沼气输配和利用系统、计量设备、安全保护系统、沼渣沼液综合利用或后处

理系统的沼气工程。 

（5）小型沼气工程：同时满足厌氧消化装置总体容积不小于 20 立方米且小于 600 立方米、日产

沼气量不少于 5 立方米且小于 150 立方米；并且满足厌氧消化装置单体容积不少于 20 立方米且小于 300

立方米，或者工程配套有发酵原料剂量、进出料系统、增温保温、沼气净化系统、沼气储存系统、沼气

输配和利用系统、计量设备、安全保护系统、沼渣沼液综合利用系统的沼气工程。 

（6）总池容：指沼气工程厌氧池的池容之和 

（7）供气户数：指沼气工程产生的沼气供给的农户数。 

（8）装机容量：指沼气工程安装的用于沼气发电的发电机的功率。 

（9）发电量：指沼气工程安装的沼气发电机年实际发电的度数。 

6.生活污水净化沼气池情况 

（1）生活污水净化沼气池：指结合了厌氧发酵技术的污水综合处理系统，采用“厌氧—兼性过滤—

（好氧）”等工艺，多级自流、分级处理、逐段降解，实现综合利用或达标排放。 

（2）总池容：指包括截留沉砂井、一级厌氧池、二级厌氧池、兼性过滤池、好氧池等生活污水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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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沼气池组成部分的所有池容之和。 

（3）村级处理系统：指在自然村应用生活污水净化沼气池，实现污水综合利用或达标排放的利用

工程。 

（4）学校处理系统：指在学校应用生活污水净化沼气池，实现污水综合利用或达标排放的利用工

程。 

7.省柴节煤灶与节能炕情况 

 （1）省柴节煤灶：是将旧式柴灶的炉膛、锅壁与灶膛之间相对距离与吊火高度、烟道和通风等设

计进行了改造，增设炉篦、烟囱、保温措施和余热利用装置等，使其结构更合理，燃料燃烧更完全，热

效率可达到 25%以上。与旧式柴灶相比，省柴灶具备了“两小”（灶门和灶膛较小）、“两有”（有

炉箅和烟囱）、“一低”（吊火高度较低）等优点；而且结构比较合理，有一个完整的通风系统，燃烧

充分；设置了保温层，增加了拦火圈，延长了高温烟气流在灶膛里的回旋路程和时间，从而使热损失减

少，热效率提高。 

（2）节能炕：是将旧式炕进行改进设计成结构合理的新型炕，一般由炕下支柱、炕底板、炕墙、

炕内支柱、炕梢阻烟墙、炕梢烟插板、炕内冷墙保温层、炕面板、炕面泥、炕檐及炕墙瓷砖等组成。使

之具备炕体热能利用面积大、传热快的升温性能；使炕上、炕下、炕头、炕梢热度适宜的匀温性能；同

时达到延长了散热时间的保温性能。根据与地面接触的形式，节能炕可分为落地炕和架空炕。 

8.节能炉与燃池情况 

（1）节能炉：是指以节约能源为目的，能充分燃烧燃料，提高热效率，减少污染物排放的农村户

用商品化炉具，可分为节煤炉和高效低排放生物质炉。节煤炉是指热效率大于 45%的煤炉，主要由炉

壳、炉口、炉胆、保温材料、炉篦、炉底、灰膛、炉门、炉面板等构成。高效低排放生物质炉将生物质

在炉膛内缺氧燃烧，使燃料高温裂解产生可燃气，形成一氧化碳、甲烷等可燃气体，经过多次配风，进

行二次燃烧，热效率大于 30%。 

（2）燃池：是指在供热室内地面下砌筑一个燃料燃烧室，秸秆、稻壳、锯末等燃料在燃烧室内缓

慢燃烧向室内持续供热的设施，主要由池门、池体、烟道和烟筒等几部分构成。燃池建造方法简单，燃

料易得、价廉，供热效果好、卫生、安全、使用时间长，可用于农村居民取暖、温室供热、大棚增温和

禽蛋孵化、育雏等生活、生产领域。 

9.太阳能热利用情况 

（1）太阳能热水器：指利用太阳辐射能转换成热能，提供生活、生产用热水的装置。目前在农村

地区推广应用的绝大部分采用平板集热器结构和真空管集热器两种形式。本统计中需要统计的太阳能热

水器不包括城市和县城城市居民使用的情况。 

（2）太阳灶：指能够把太阳辐射能通过反射聚光的方式直接转换为热能，供人们从事饮事活动的

灶具。 

（3）太阳房：指利用太阳能辐射进行采暖或降温的房子，通常情况下，在房屋的南面加装双层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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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玻璃、蓄热墙或阳光间，在房屋的北面和屋顶增加保温措施，从而实现冬暖夏凉。太阳房主要应用于

冬季需要采暖的北方和高寒地区，多应用于农村民宅、中小学校、乡镇办公楼、敬老院、卫生所等。 

（4）户用太阳房：指用于农村居民居住的太阳房。 

（5）太阳能校舍：指用于农村中小学教学楼使用的太阳房。 

10.小型电源利用情况 

（1）小型光伏发电：指以农户或自然村落为单元，利用太阳电池有效地吸收太阳光辐射能，并使

之转变为电能的直接发电方式，以解决无电地区居民照明、听广播和看电视等的用电问题。该系统为离

网型独立发电系统，一般由太阳能电池板（组件）、控制器、逆变器、蓄电池和用电器组成。 

（2）小型风力发电：指以农户或自然村落为单元，利用风能将空气动力转化为机械能进行发电的

装置。单台装机容量小于 10 千瓦，并为离网型独立发电系统。一般由风轮、发电机、塔架、尾翼、控

制器、 逆变器、蓄电池组、电缆、调速系统和混凝土地基组成。 

（3）微型水力发电：指以农户或自然村落为单元，将小溪、小河水（即微水能资源）的位能转换

成符合民用电要求的电能设施或设备组成的系统。单台装机容量小于 100 千瓦，并为离网型独立发电系

统。一般由蓄水引水建筑、微水电站和供电系统三部分组成。 

11.秸秆综合利用情况 

（1）理论资源量：根据作物产量和草谷比计算得到的农作物秸秆年总产量,表明理论上该地区每年

可能产生的秸秆资源量。 

（2）草谷比：指农作物单位面积地上部秸秆产量与籽粒产量的比值，通常按风干重（含水量为 15%）

计。我国不同地区主要农作物草谷比参考数据见附录。 

（3）其他谷物：主要指高粱、谷子和大麦三类农作物。 

（4）可收集资源量：某一区域利用现有收集方式,获得可供实际利用的农作物秸秆量。 

（5）可收集系数：某一区域某种农作物秸秆可收集资源量与理论资源量的比值。可通过实地调查

农作物割茬高度占作物株高的比例和秸秆枝叶损失率计算，主要农作物秸秆可收集系数参考见附录。 

（6）肥料化利用量：主要指通过秸秆直接还田、腐熟还田、堆沤还田、秸秆生物反应堆、秸秆生

产有机肥技术途径消纳利用的秸秆量。 

（7）饲料化利用量：主要指通过青（黄）贮技术、碱化/氨化技术、压块饲料（包括颗粒饲料）加

工技术、揉搓丝化加工技术、蒸汽爆破技术途径发展秸秆养畜消纳利用的秸秆量。 

（8）燃料化利用量：主要指通过秸秆固化成型技术、秸秆炭化技术、秸秆热解气化技术、秸秆沼

气生产技术、秸秆直燃发电技术、秸秆纤维素乙醇生产技术途径以及农户生活用能消纳利用的秸秆量。 

（9）基料化利用量：主要指通过秸秆生产食用菌基质、育苗基质和其它栽培基质消纳的秸秆量。 

（10）原料化利用量：主要指通过秸秆人造板材生产、秸秆复合材料生产、秸秆清洁制浆、秸秆木

糖醇生产、秸秆可降解包装材料、秸秆墙体材料、秸秆盆钵、秸秆造纸、秸秆编织等技术途径消纳的秸

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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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秸秆热解气化集中供气：指以农作物秸秆为原料，通过气化站在高温条件下发生热化学反应，

产生可燃气通过管网向农户供应，应用于炊事等用途。通常以自然村为单元，系统规模为数十户至数百

户。 

（12）运行数量：指年持续运行时间大于 6 个月以上。 

（13）秸秆沼气集中供气：指以农作物秸秆为主要原料（大于总量的 80%），通过消化装置厌氧发

酵，产生高热值的燃气，通过管网向农户供应，应用于炊事等用途，且污染物零排放。通常以自然村为

单元，系统规模为数百户。 

（14）秸秆固化成型：指用生物质成型机将秸秆等生物质原料，在一定的压力作用下制成棒状、粒

状或块状等固体成型燃料，密度可达 0.8～1.4 吨/立方米，燃烧特性明显改善，火力持久，炉膛温度高，

而且便于运输和贮存。 

（15）秸秆炭化：指将秸秆成型燃料等在生物质炭化炉中隔绝空气加热，生产生物炭等产品。 

12. 农村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情况 

农村可再生能源产业主要统计沼气、节能炉灶炕、太阳能热利用、生物质能（不含沼气）利用等四

类产业。凡经营多类产品的同一法人单位，所有数据均纳入主营业务所属产业（企业）类别进行统计，

不得重复统计。 

（1）沼气产业：指参与户用沼气和沼气工程产业产前、产中、产后相关领域的企业和社会组织，

具体分为生产类企业和服务类企业。 

（2）生产类企业：指以沼气灶具和配套产品、工程装备、服务体系专用设备等的生产为主营业务，

以及主要从事沼气施工建设、设备安装的企业。 

（3）服务类企业：指以沼气咨询、设计、培训、运行管护等为主营业务的企业和社会组织。 

（4）节能炉灶炕产业：指以节能炉具、省柴节煤灶、节能炕等农村生活节能设施的生产为主营业

务，以及主要从事产品营销、设备安装、运行管护的企业。 

（5）太阳能热利用产业：指以太阳能热水器、太阳灶、太阳房等产品和设施的生产为主营业务，

以及主要从事产品营销、工程设计、施工建设、设备安装、运行管护的企业。 

（6）生物质能（不含沼气）利用产业：指以生物质固化、气化、炭化、液化等产品和设施的生产

为主营业务，以及主要从事工程设计、施工建设、设备安装、运行管护的企业。 

（7）企业数量：指以农村可再生能源有关经营活动为主营业务的单位数量，一般应为独立核算法

人企业。 

独立核算法人企业是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其登记注册类型有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集体企业、

股份合作企业、联营企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私营企业、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外商投

资企业等。独立核算法人企业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①依法成立，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能

够承担民事责任；②独立拥有和使用资产，承担负债，有权与其他单位签订合同；③独立核算盈亏，并

能够编制资产负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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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从业人员：指当年内每天拥有的从业人员人数。  

（9）总产值：指以货币形式表现的，与本产业或行业相关企业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全部最终产品

或各种相关支持性服务活动的总价值量。 

（10）固定资产：指企业在建造、购置、安装、改建、扩建、技术改造某项固定资产时所支出的全

部货币总额。它一般包括买价、包装费、运杂费和安装费等。 

（11）利润总额：指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最终成果，是企业在一定时期内实现的盈亏相抵后的利润

总额(亏损以“-”号表示)，它等于营业利润加上补贴收入加上投资收益加上营业外净收入再加上以前年

度损益调整。 

（12）税金：指税负对应的金额。税负也称为税收负担率，是应交税费与主营业务收入的比率。在

本报表制度中该指标统计对象为独立核算法人企业。 

13.经费投入情况 

（1）中央投入：指国家对于农村可再生能源方面的资金投入。如：农村沼气项目的中央资金，申

请到其他国家部委的专项资金贷款等等。 

（2）省级投入：指省级（包括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对于农村可再生能源方面的资金投

入。如农村沼气项目的省级配套资金、申请到省级其他部门给予的扶持资金等。 

（3）地级投入：指各设区市行政机构对于农村可再生能源方面的资金投入。如农村沼气项目配套

资金投入、其他农村可再生能源方面的资金投入以及市级农村可再生能源管理部门的工作经费投入（职

工工资、福利除外）。 

（4）县级投入：指县级（包括扩权县）行政机构对于农村可再生能源方面的资金投入。如农村沼

气国债项目配套资金投入和县级农村可再生能源管理部门的工作经费投入（职工工资、福利除外）。 

（5）乡级投入：指乡级对于农村可再生能源项目的资金投入和农村可再生能源从业人员的工作经

费投入。 

（6）用户自筹：指农户或企业在农村可再生能源建设中投入的资金。 

（7）折劳投资：指在农村可再生能源建设中农户通过自己劳动替代的建设资金的投入。 

（8）其他投入：指除上述资金投入外，争取到的用于农村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各类赠款，以及有关

国际组织和有关国家支持的赠款和贷款等。这项指标由省级部门负责填报。 

14. 农村地区能源消费情况 

不同能源消费指标按其统计范围折算实物量。 

（1）各种能源折标准煤参考系数：煤炭（此处指原煤）：0.7143 千克标准煤 / 千克；焦炭：0.9714

千克标准煤 / 千克；电力（等价）：0.309 千克标准煤 / 千瓦小时；成品油(此处指汽油和煤油)：1.4714

千克标准煤 / 千克；天然气：1.3300 千克标准煤 / 立方米；煤气（此处指焦炉煤气）：0.6143 千克标

准煤 / 立方米；液化石油气：1.7143 千克标准煤 / 千克；薪柴：0.571 千克标准煤 / 千克；沼气：0.714

千克标准煤 / 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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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秸秆折标准煤参考系数：本指标包括稻秆、麦秆、玉米秆、大豆秆和棉花秆等，稻秆系数为

0.429 千克标准煤 / 千克，麦秆系数为 0.500 千克标准煤 / 千克，玉米秆系数为 0.529 千克标准煤 / 千

克，大豆秆和棉花秆系数为 0.543 千克标准煤 / 千克。 

（3）太阳能折标准煤参考系数：本指标包括太阳能热水器和太阳房两部分， 太阳能热水器以全国

年均供热节煤折算，系数为 120 千克标准煤/平方米；太阳房以全国年均供暖节煤折算，系数为 20 千克

标准煤/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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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录 

农村地区能源消费品种填报附录                                                                                                

能源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参考折标准煤系数 

煤炭 万吨 1 0.7143 千克标准煤 / 千克 

焦炭 万吨 2 0.9714 千克标准煤 / 千克 

电力（等价） 万千瓦时 3 0.309 千克标准煤 / 千瓦小时 

成品油      万吨 4 1.4714 千克标准煤 / 千克 

天然气 万立方米 5 1.3300 千克标准煤 / 立方米 

煤气 万立方米 6 0.6143 千克标准煤 / 立方米 

液化石油气 万吨 7 1.7143 千克标准煤 / 千克 

秸秆 万吨 8 0.429～0.543 千克标准煤 / 千克 

  薪柴 万吨 9 0.571 千克标准煤 / 千克 

  沼气 万立方米 10 0.714 千克标准煤 / 立方米 

太阳能 万平方米 11 20～120 千克标准煤 /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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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农区主要农作物草谷比参考数据 

 主要农区 省、市、区 玉米 水稻 小麦 其它谷物 棉花 油菜 花生 豆类 薯类 

华北农区 
北京、天津、河北、山

西、内蒙、山东、河南 
1.73  0.93  1.34  0.85  3.99  / 1.22  1.57  1.00  

东北农区 辽宁、吉林、黑龙江 1.86  0.97  0.93  0.97  / / / 1.70  0.71  

长江中下游农区 
上海、江苏、浙江、安

徽、江西、湖北、湖南 
2.05  1.28  1.38  1.06  3.32  2.05  1.50  1.68  1.16  

西北农区 
陕西、甘肃、青海、宁

夏、新疆 
1.52  / 1.23  1.23  3.67  / / 1.07  1.22  

西南农区 
重庆、四川、贵州、云

南、西藏 
1.29  1.00  1.31  0.97  / 2.00  / 1.05  0.60  

南方农区 
福建、广东、广西、海

南 
1.32  1.06  1.38  1.27  / / 1.65  1.08  1.41  

 

 

主要农作物秸秆可收集系数参考 

序号 秸秆种类 留茬高度(cm) 可收集系数 

1 玉米秸 

机械收割 15 0.85 

人工收割 8 0.90 

2 稻草 

机械收割 15 0.74 

人工收割 7 0.83 

3 麦秸 

机械收割 15 0.73 

人工收割 6 0.83 

4 其它谷物秸秆 6 0.85 

5 棉秆 0 0.86 

6 油菜秆 8 0.64 

7 花生秧 / 0.83 

8 豆类秸秆 / 0.56 

9 薯类秸秆 / 0.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