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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2 月 16 ～ 21 日，山西省临汾市二

氧化硫和 PM2.5 浓度同时爆表，其中二氧化硫

峰值浓度破千。而在 2017 年元旦的跨年霾中，

运城的 PM2.5 指数一度领跑全国。

作为煤炭大省，山西的空气质量排名在全

国长期靠后。尤其是进入冬季采暖季，以煤炭

燃烧为主的采暖方式，常常让当地空气污染情

况雪上加霜。

2017 年 1 月初，新年的初雪尚未吹散弥漫

的跨年雾霾。山西省财政厅即时宣布将预拨资

金 3750 万元，用于全省“煤改电”试点户补贴。

“煤改电”的实施，正在强力推动山西这

座传统能源大省加快能源结构调整的步伐。

2016 年，山西开始实施居民采暖“煤改电”，

首次确定 5000 户试点。省财政通过政策性补贴，

对在集中供暖和燃气管网难以覆盖的农村地区、

县城周边、城郊接合部居民住户、学校、养老

院等公益单位试点推广使用以空气源热泵、蓄

能式电暖器、蓄能式发热电缆、大型热库等为

代表的高效节能采暖设备替代烧煤取暖。

山西省计划在“十三五”期间完成 50 万户

居民采暖“煤改电”任务，有条件的地区实现

学校、医院、旅游景点等公益事业单位和乡镇

机关、村委会等电采暖全覆盖，到 2020 年，形

成年均 60 亿千瓦时以上新增电力消费能力。

采暖“转型”

2016 年 4 月 26 日，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发布《关于印发推进城乡“煤改电”试点工作

实施方案的通知》，《推进城乡采暖“煤改电”

试点工作实施方案》正式出台，在太原、大同、

晋中、朔州、临汾等 5 市进行试点。

这 5 个城市涵盖了山西省的传统产煤区、

风景旅游区和经济文化中心，很有代表性。山

西省经济与信息化委员会能源处处长于少波介

绍说：“选择这 5 个城市，主要是希望能起到

很好的引领、示范作用。”

和其他实施采暖“煤改电”的地方一样，

补贴政策的全面落实是基本保证，供电企业的

密切配合是关键环节。对安装高效节能电采暖

设备的居民用户，山西省规定设备购置费用由

省、市两级财政各补贴三分之一，两级补贴总

额最高不超过每户 2 万元。使用过程中实行峰

谷分时电价政策，省、市两级财政对采暖季低

谷时段电价每千瓦时各补贴 0.1 元，每个采暖季

每户补贴最高不得超过 12000 千瓦时用电量。

太原市晋源区枣元头村是首批采暖“煤改

电”项目试点，全村有 600 余家农户。“‘煤

改电’项目涉及到线路改造，配电箱增容等外

围工程。仅这一个村的改造线路就 15 公里，全

村配备 2600 多台蓄热式电暖气，需要增容 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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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配电箱。”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营销部市

场处处长武志宏全程参与了山西省全部 5 个城

市的“煤改电”试点项目的改造。居民住户的

外网改造费用由供电企业承担，首批“煤改电”

项目共涉及 21 项电网改造项目，总投资达 9440

万元。

2016 年 10 月初，国网山西太原市供电公司

开始在枣元头村实施改造项目，历时一个月，

让全村告别了燃煤小锅炉，实现了电采暖全覆

盖。取暖季开始了，估算下来，枣元头村村民

用户在限定使用的电量范围内，每户可以享受

每千瓦时 0.0862 元的超低电价，采暖费用比过

去大大降低了。

政府、企业投入良多，在山西这样的富煤

区实施“煤改电”意义何在？“电力设备采暖

替代过去使用煤炭、蜂窝煤、锅炉等供热的传

统取暖方式，将对减少废气、粉尘等污染物排放，

改善城乡用能结构和人居环境，促进清洁能源

发展，提高居民生活水平，起到积极的促进作

用。”于少波道出了“煤改电”的实质。

 

黑色诅咒

煤，是山西的名片。

根据山西省政府提供的数据，山西全省含

煤面积 6.2 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 40.4%；

全省 2000 米以浅煤炭预测资源储量 6552 亿吨，

占全国煤炭资源总量的 11.8%；累计查明保有

资源量 2674 亿吨，约占全国的 1/4，其中，生

产在建煤矿保有可采储量 1302 亿吨。截至 2015

年年底，全省各类煤矿共有 1078 座，每年总产

能 14.6 亿吨。

新中国成立 60 多年来，山西省累计生产原

煤超过百亿吨，仅煤炭一项就撑起了山西工业

的半壁江山，并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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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支撑。作为山西的支柱产业，煤炭工业提

供的税收约占全省可用财力的一半以上，有力

地推动了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

煤炭资源的大规模、高强度开发与利用，

也使山西逐步陷入“资源优势陷阱”的“黑色

诅咒”。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煤炭开采和

向外输送资源、能源的同时，造成空气质量恶化、

生态环境破坏，后续发展能力匮乏等资源型经

济痼疾也日益显现。

2017 年年初，山西省公布了《“十三五”

综 合 能 源 发 展 规 划》， 成 为 全 国 首 个 公 布

“十三五”能源专项规划的能源产出大省。

根据《规划》，到 2020 年，全省煤炭产能

要控制在 12 亿吨左右，产量控制在 10 亿吨以内，

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 2.27 亿吨标准煤。其中煤

炭 4 亿吨，非化石能源占比要达到 5% 以上。

届时，山西省不足 10 亿吨煤炭产量中，除

4 亿吨满足本省需求，另外 6 亿吨煤炭外调出省。

无论外调煤炭还是原煤产量比重都将大为下降。

煤炭输出数量的减少，并不意味着山西未

来能源输出减少，山西的煤将以另外一种形式

实现外输——到 2020 年，山西省电力装机容量

力争达到 1.3 亿千瓦。其中，煤电装机容量力争

达 9200 万千瓦。到 2020 年，60 万千瓦级机组

在燃煤火电装机中占比力争超过 40%，百万千

瓦级机组在燃煤火电装机中占比力争超过 8%。

以原煤输出为主向以煤电输出为主，为煤

炭清洁利用提供了契机。具体到居民采暖领域，

煤炭仍是主要能源，但形式却有不同。集中供

暖采用清洁超低排放热电联产机组，分散供暖

则以电代煤，以此来实现煤炭的清洁利用，居

民冬季的清洁采暖。

 

绿色希望

每立方米 PM1.4 毫克，二氧化硫 15.5 毫克，

氮氧化物 29.5 毫克……2017 年 1 月 5 日下午 4

点，位于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乌金山镇的瑞光

热电厂外，电子屏幕正在显示两台 30 万千瓦热

电机组的排放情况。

和印象中的传统煤电厂不同，这里看不到

煤，看不到烟。尽管是在萧索的冬季，一排排

树木、一片片草坪，可以想见夏日绿色的光景。

在洁净的全封闭厂房内，瑞光热电厂副总经理

张文杰兴致勃劫地介绍了厂里的超低排放机组

和烟气脱硝设施，解释二氧化碳捕集利用技术

和固体废物综合利用技术。

这家热电厂是山西省同类机组单位千瓦容

量供热面积最大的电厂，为太原市供热 1100 万

平方米的同时，还为晋中市供热 500 万平方米，

总共替代了两市分散采暖小锅炉 316 台。2016

年 4 月，被国家能源局授予“国家煤电节能减

排示范电站”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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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

消费总量的一半。在北方地区，尤其是山西这

样的煤炭主产区，冬季取暖少用甚至不用煤炭

并非易事。

2014 年，为落实国家大气污染防治行动

计划，山西省开始在全省范围内开展燃煤机组

超低排放改造工作。2015 年 3 月，又明确提出

将改造时限由 2020 年提前至 2017 年底，全面

完成全省现役单机 30 万千瓦及以上燃煤机组

超低排放改造任务；同时将对现役机组一次性

改造投资给予的资金支持由 5% ～ 10% 加大为

10% ～ 30%，所需资金由省财政预算资金安排。

“到今年年底，全省的燃煤机组都要实现

超低排放，那时候就能全面实现煤炭的清洁化

利用了。黑色的诅咒将真正变为绿色的希望。”

在这片富煤土地上土生土长的张文杰，对煤炭

的清洁利用发展充满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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