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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和我们一起迎接新年的除了喜悦，

还有雾霾。

2016 年年末，一场跨年雾霾开始自南向北

席卷北方大部分区域，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49 个

城市成为空气重度污染“沦陷”区，超过 100

万平方公里被雾霾控制。不少人开始讨论如何

逃离被雾霾裹挟的城市。

“离开是迫不得已的选择。空气变好目前

看还是很遥远。可能 30 年？不一定。50 年？那

我就太老了。”有人在微信朋友圈里写道。

在这个谈霾“色”变的时代，人们讨论的

焦点已不局限于雾霾对身体的危害，越来越多

的声音开始追溯雾霾的成因以及雾霾的治理。

种种论证表明，造成冬季空气污染的主要

来源之一是燃煤。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在主持中央

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时强调，推进北方

地区冬季清洁取暖，关系北方地区广大群众温

暖过冬，关系雾霾天能不能减少，是能源生产

和消费革命、农村生活方式革命的重要内容。

要按照企业为主、政府推动、居民可承受的方

针，宜气则气，宜电则电，尽可能利用清洁能源，

加快提高清洁供暖比重。

然而，煤炭在我国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的

占比超过 60%，中国每年的煤炭消费量超过全

球的 1/2。在北方地区，冬季取暖少用甚至不用

煤炭并非易事。

岁末年初，就在全国大部分地区笼罩在一

片雾霾中时，记者踏上了从北京开往辽宁的火

车。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之一，辽宁在治理雾

霾上无疑承担着更大的压力。一方面，受经济

下行影响，保就业、促收入成为地方政府首要

考虑的民生问题；另一方面，当地重工业企业

比较集中，再加上当地冬季取暖使用燃煤锅炉

供热，煤炭尤其散煤消耗量极大，给大气污染

治理带来影响，引发公众担忧。如果因为污染，

工厂全关、车辆全禁，显然不科学。

无疑，怎样在治理雾霾与发展经济之间寻

找最大的平衡，考验着各方的智慧。而透过辽

宁这个样本，或许为我们治理雾霾提供一条理

性的路径。

谁为燃煤污染埋单

我国每年散烧煤消费约 7 ～ 8 亿吨，主要

用于采暖小锅炉、工业小锅炉（窑炉）、农村

生产生活等领域，约占煤炭消费总量 20%，远

高于欧盟、美国不到 5% 的水平。大量散烧煤未

经洁净处理就直接用于燃烧，致使污染物大量

排放。

国网辽宁省电力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

近年来，辽宁地区能源产业飞速发展，电力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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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产增速迅猛，同时电力供大于求的矛盾日

益突出。“十二五”期间，辽宁省煤炭年消耗

量约 1.9 亿吨，煤炭消耗占终端能源消费比重

56.7%，而电能只占 16%。其中，在辽宁供暖的

能源消费中，燃煤供暖占 90% 以上，占燃煤消

费总量的近 50%。

更担忧的是，部分燃煤电厂超标排放以及

各种隐藏着的小锅炉，将大量散烧煤未经洁净

处理就直接用于燃烧，大大加剧了辽宁冬季空

气污染的程度。

2015 年 11 月 8 日，辽宁出现了一次全省范

围的空气污染。除丹东空气良好外，其余 13 个

城市均为重度或严重污染，多地出现 PM2.5“爆

表”。其中，沈阳市遭遇 6 级严重雾霾污染，

全市 PM2.5 小时浓度一度超过 1000 微克 / 立方

米，局部雾霾指数一度突破 1400 微克 / 立方米。

记者在沈阳采访期间也遇到了雾霾天气。

虽然污染没有 2015 年那次重，但仍然可以闻到

空气中夹杂着呛鼻的煤烟味。

“每年冬天都会有，这几天还算轻的，真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没有雾霾。”一位出租车

司机告诉记者。

燃煤取暖导致的污染不仅是老百姓头疼的

问题，行业管理部门也同样感到棘手。

前不久，环保部部长陈吉宁曾对媒体表示，

由于我国经济结构更加偏重化工行业、能源结

构更加依赖以煤为主的化石燃料、单位面积人

类活动强度和污染排放强度也更高，环保工作

仍处于负“重”前行阶段。

此外，辽宁周边的黑龙江、吉林等省份，

同样是以煤取暖为主。通过区域传输，这些地

方发生雾霾的概率会更高也更频繁。

严峻的形势下，公众更需要的是切切实实

的行动。其实，如果从 2013 年 9 月国务院发布《大

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算起，政府与雾霾过招

已进行了 4 年多。从控煤、控车到淘汰高耗能

污染行业等，一系列的举措层出不穷，决心不

可谓不坚定。然而，治理雾霾并非易事。因为，

治霾一头牵动着民生，另一头则关乎经济结构

调整大局。尤其对于正处于经济艰难转型期的

辽宁而言，更是如此。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

所副所长常纪文认为，不能简单将治理雾霾和

经济发展之间理解为相互制约的关系。

“红色预警的社会成本同样很大，而且转

嫁了污染者的责任。东北工业振兴需要在全局

性的产业结构创新和布局上做文章。在这个过

程中，加快能源结构调整，提高电能等清洁能

源在终端能源中的比重，使电力成为推动东北

新型工业化发展的主力，才是治霾的关键一步。” 

常纪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清洁电能是破题核心

依靠清洁电能治理雾霾已成为各方的共识。

2016 年 4 月，中央出台推进东北地区等老

工业基地全面振兴的意见，强调控制新增火电

装机，有序发展清洁能源，研究建设电力外送

通道，强调搞好大气污染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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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1 日， 国 家 电 网 公 司 与 辽 宁 省 委、

省政府签署《辽宁省人民政府国家电网公司

“十三五”电网发展合作框架协议》，提出了

包括消纳清洁能源在内的六项措施和二十项重

点工作，规划“十三五”期间在东北地区投入

超过 3000 亿元，以推动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

前 不 久， 国 网 辽 宁 电 力 发 布《 服 务 辽 宁

老工业基地新一轮振兴发展白皮书》，提出

“十三五”期间，将充分发挥电网资源优化配

置平台作用，实现能源结构调整和优化布局，

促进“清洁能源替代和电能替代”。

“从燃煤取暖转向清洁电能取暖，不仅要

改变观念，还需要依靠政策引导和商业模式创

新，用事实和数据证明电能的优越性。”国网

辽宁电力营销部市场处处长刘兴宇告诉记者。

企业在治理雾霾上的决心和举措得到了政

府的有力支持。辽宁省政府在 2015 年工作报告

中明确提出：“大力推进蓝天工程，开展‘煤改电’

试点。”目前，该省“煤改电”试点已正式实施，

省政府还出台两项相关配套电价优惠政策。

记者在辽宁省政府出台的一份关于煤改电

供暖项目到户电价的文件中看到，辽宁省“煤

改电”供暖项目用电采取直接交易方式，用户

电价由上网交易电价、过网费以及政府性基金

附加构成。同时，延长用电低谷时段，由原来

的 7 小时延长至 10 小时。以居民电供暖电价为

例，谷段 0.2798 元 / 千瓦时，峰段 0.6998 元。

另外，文件还规定，对“煤改电”供暖项

目用电量，各市财政部门要给予不低于每千瓦

时 0.011 元的价格补贴。至此，辽宁电能替代政

策实现了新的突破。

“这种推广和补贴力度在全国都是少有的。

从文件发布到供暖期开始这 2 个月时间，有 140

多家大型工矿企业和集中供暖用户进行了‘煤

改电’，不是因为供暖期开始，参与改造的企

业会更多。刘兴宇解释说。

位于沈阳的辽宁大厦宾馆就是这样一个例

证。由于供暖设备老旧，光人工和维修费一年

的支出就不少。“锅炉一年烧煤就花费 600 万元，

一年的人工和维修费用约 120 万元。”辽宁大

厦副总经理赵永杰对记者说。

国网辽宁沈阳供电公司主动上门，与辽宁

大厦共同制定了“煤改电”方案。从开挖路面

到线路敷设，仅用不到 2 个月时间完成改造。

经初步测算，使用电锅炉供暖，辽宁大厦年最

大运行费用仅 460 万左右，比使用燃煤锅炉每

年节省 140 万元。而这些还不包括人工费开支

节省以及原有锅炉拆除后，节约的 400 平方米

空间转作其他经营后的收益。

不仅如此，沈阳市政府规定，拆除 10 吨以

下小锅炉，1 蒸吨给 15 万元的补助。辽宁大厦

拆除 4 台 10 蒸吨的燃煤锅炉能获得 600 万元的

补贴，大大降低了企业“煤改电”的成本。

记者在辽宁大厦电供热锅炉车间看到，这

里清洁如新，5 台水源热泵将热能源源不断输出。

“采用电采暖后，我们再也不用担心遭到居民

投诉了。”赵永杰说，由于使用燃煤需要用铲

车上煤，造成粉尘污染，每年供暖季都会遭到

附近居民投诉，改用电采暖后，再也不会扰民。

沈阳供电公司营销部人士介绍，沈阳地区

已完成了兴工里、六药、方家栏和 41 中等 10

余项“煤改电”试点工作，供暖面积 30.5 万平

方米，新增配电容量 2.57 万千瓦，一个供暖期

用电量 3101 万千瓦时，电能替代燃煤约 5500 吨，  

减少灰渣排放 1800 吨、二氧化碳排放 1400 吨、

二氧化硫排放 550 吨。

辽宁高速公路抚顺服务区原本采用燃煤供

暖，严重影响环境，还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2015 年，国网辽宁抚顺供电公司对该服务区进

行电锅炉改造，采用蓄热式电锅炉供暖，年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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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电量达 60 万千瓦时以上。“仅人工费每年节

约 3 万元以上。”服务区经理黄海潮告诉记者。

在原有替代项目的基础上，国网辽宁电力

还扩展了“煤改电”的新领域。碳纤维电热膜

供暖技术是以电为能源，通过远红外辐射和对

流的形式对外传递热量，其电能与热能的转换

率高达 98% 以上。在国网辽宁丹东供电公司的

推动下，丹东市合作区管委会出资 100 多万元，

对丹东市 28 中学燃煤锅炉进行改造，采用电热

膜采暖，每平方米采暖费用为 22 元，比以前燃

煤锅炉节约 50% 以上，每年能节省取暖费 15 万

元。丹东供电公司 2016 年电能替代指标为 1.39

亿千瓦时，截止到 12 月底已完成替代电量 1.71

亿千瓦时，完成指标任务的 123%。

优化配置绿色能源

“煤改电”的本质是利用清洁电能替代煤

炭的消耗。因此，加大风电、太阳能等清洁能

源的跨区开发和利用，实现绿色资源的优化配

置，无疑是深化“煤改电”工作的点睛之笔。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随着用电增速放缓，

风电装机容量逐年增加，核电并网容量不断加

大，辽宁省调电源的结构性矛盾开始显现，风

电接纳形势也愈发严峻。

“由于辽宁风电、核电、太阳能装机规模

已占总装机规模的 22.1%，加之受热电机组比重

大、水电装机少的电源结构制约，电网低谷调

峰难度加大。”国网辽宁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运

行处处长葛延峰告诉记者。

国网辽宁电力数据显示，截至 2016 年 9 月

初，全省全口径装机容量 4567 万千瓦。而近两年，

全省统调最大负荷一直在 2500 万千瓦左右徘徊。

另外，辽宁电源结构呈现一边倒的格局。刘兴

宇认为，火电供热机组接近占到辽宁装机的半

壁江山。而按照省下达的计划，冬季居民供暖

主要由热电联产机组供热，但现有火电装机规

模已经很大，风电、核电等难以在采暖季利用。

根据辽宁省能源局的数据显示，该省在“十二五”

末期煤炭年消耗量约 1.9 亿吨。

更关键的是，由于目前跨区输电能力有限，

加之东北地区自身消纳有限。因此，实现绿色

资源跨区消纳，无疑是破解窝电的根本之策。

为此，在《辽宁省人民政府国家电网公司

“十三五”电网发展合作框架协议》中提出，

加快构建东北特高压骨干网架，汇集富余电力

外送，满足核电经济运行、风电等清洁能源高

效利用的要求。

为提高清洁能源消纳能力，国网辽宁电力

还推出了诸多举措。2016 年，国网辽宁电力仅

用不到 1 个月时间就完成扎鲁特—青州特高压

直流辽宁配套工程前期工作，提前 3 个月完成

葫芦岛宽邦输变电工程核准工作 , 为清洁资源在

更大范围优化配置提供了可能。经过近 1 年时

间努力，将绥中电厂 2 台 100 万千瓦火电机组

改接至华北电网，增加了省内发电空间。同时，

每年供暖初、末期，合理减小火电机组运行出力，

增加风电消纳能力。组织省内火电机组开展深

度调峰工作和开展风电送华北跨区交易。

在控制好风电规划的基础上，国网辽宁电

力不断加强技术攻关。“电能最大的挑战之一

是难以存储，如果能够将弃风资源存储下来，

将实现弃风电量的动态消纳。”葛延峰说。

从 2012 年开始，国网辽宁电力对风电储热

供暖模式进行了广泛调研，确定电、热协调调

度运行模式，并成功申报了 2015 年国家科技专

项支撑项目“高压电制热储热提升可再生能源

利用的关键技术”。

“这项技术已经在沈阳和大连建立示范工

程试点，一旦完成实验，将为清洁能源的消纳

开辟一条新的出路。”葛延峰告诉记者。

   特别策划   Special Repor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