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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入冬以来，北京的空气质量明显优于

往期。整个 11 月，除了供暖期前后各出现的一

场持续 3 天的轻、中度空气污染，其余天数的

空气质量都达到了良以上。尽管两场雾霾依然

是靠风吹散，风来的频率并没有比以往更高，

但穿透大气层的暖阳与透彻的蓝天，确实比去

年同期多了不少。

我国北方地区冬季雾霾高发，而散煤燃烧

是重要来源。推进北方地区清洁取暖成为治理

冬季雾霾的关键。

2016 年 12 月 2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

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上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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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眼已是 2017 年年尾。这一年间，一系列

政策先后出台，一场以清洁供暖为突破的蓝天

保卫战，正从北京、天津开始，向着京津冀大

气污染传输通道上的更多城市逐步推进。

政策重拳，清洁取暖强力推进

今年是《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又称《大

气十条》）的收官之年。计划明确提出到2017年，

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可吸入颗粒物浓度比 2012

年下降 10% 以上，优良天数逐年提高；京津冀、

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细颗粒物浓度分别下降

25%、20%、15% 左右。

今年 8 月发布的《京津冀 2013 ～ 2016 年

区域污染状况评估》相关数据显示，截至 2016

年，京津冀 13 市 PM2.5 和 PM10 平均浓度分别

从 2013 年的 100.1 微克 / 立方米和 182.7 微克 /

立方米，下降到 2016 年的 72.5 微克 / 立方米和

125.7微克/立方米。要确保如期完成《大气十条》

的考核指标，今年冬天必须打一场硬仗。而清

洁取暖被各方看做是大气污染防治的一个重要

突破口。

今年以来出台的一系列政策，足以显示政

府对治理雾霾的坚定决心。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加快解决

燃煤污染问题。全面实施散煤综合治理，推进

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

5 月 16 日，国家四部委联合下发《关于开

无煤时代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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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央财政支持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试点工

作的通知》，提出开展由中央财政支持的清洁

取暖试点工作，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传

输通道“2+26”个城市是重点。

8 月 21 日，国家 10 部委及 6 省市地方政府

联合印发《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2017 ～ 2018 年

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要

求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在今年 10 月底前完成以电

代煤、以气代煤 300 万户以上。清洁取暖正向

着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上的更多城市一步

一个脚印扎实推进。

　　

建立机制，迈入无煤时代

被称为“霾都”的北京，在治理雾霾过程中，

担当了全国“以电代煤”的先行者。从 2003 年

开始实施“煤改电”至今，核心区基本实现“无

煤化”，超过百万户居民用上了电采暖。据测

算，2017 ～ 2018 年取暖季，北京地区每个采暖

季可减少散煤燃烧 386.2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1004.12 万吨、二氧化硫 9.27 万吨、氮氧化合物

2.7 万吨。清洁取暖符合能源转型发展的趋势，

符合人民对于美好生活向往的趋势，符合以美

丽中国建设为目标的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

农村地区是清洁取暖改造的重点，这些地

区往往经济条件有限，在设备投资、电网改造、

电价补贴方面需要大量的扶持和补贴。中央财

政加大了清洁取暖支持力度。9 月 19 日，国家

发改委印发了《北方地区清洁供暖价格政策意

见的通知》，以期通过完善峰谷价格、阶梯价

格政策，扩大市场化交易方式，降低清洁取暖

成本。然而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清洁取暖的可

持续发展面临诸多考验。

投资巨大。未来 3 年，中央财政将拿出 219

亿支持“2+26”个试点城市的清洁取暖工作。

这笔资金虽显巨大但并不充足。以北京为例，

仅2017年用于电网建设的资金就达到50亿元；

在天津武清，用于开展“煤改电”配套电网建

设的投资达到 31.2 亿元。另外，由政府承担的

用于房屋保温修缮的资金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补贴高昂。为鼓励居民使用电采暖，北京市、

区两级政府用于补贴居民购买采暖设备的资金

投入绝非是一笔小账；为降低居民清洁取暖的

用电成本，利用峰谷电价降低取暖成本，北京

居民电采暖每千瓦时电价仅为 0.1 元，并将低谷

时段延长至 12 小时。在天津武清，政府还为煤

改电用户补贴厨用燃气，投资可谓巨大。

服务体系尚未建立。在清洁取暖领域，无

论是对集中式还是分散式用户，目前都没有机

构提供专业的后期服务。现阶段，电采暖改造

完成后，后期服务的压力主要集中落在了设备

企业或供电企业肩上。为保障“煤改电”用户

可靠供暖，供电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设置“共

产党员服务队服务站”“电力管家”，提供相

关服务。但这已超出供电企业的服务范围。

市场机制不完善。作为新兴领域的清洁取

暖要谋求可持续发展，亟需形成更好的商业模

式和市场运作机制，从而降低政府、企业的投

入成本，让更多相关方参与其中，形成合力、

获得共赢。我们在采访中了解到，在沈阳城市

共同配送中心，以合同能源管理模式运作的集

中式电采暖项目，能够让合作双方实现双赢，

但这种运作机制仅仅是个案，尚不普遍。

毋庸置疑，清洁取暖已是大势所趋，要在

“2+26”甚至更多的城市更好地推广并实现可

持续发展，不仅需要行政、财政手段的推动，

更需要有效的机制做保障。推进北方地区冬季

清洁取暖对于促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人民

生活方式革命意义重大，处在其中的各利益方

惟有形成合力，才能用实际行动为实现“美丽

中国梦”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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