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8

隆冬已至，数九寒天。让群众温

暖过冬，是能源和供热产业的头等大

事。这个供暖季，在煤电油气的全力

保供下，供热产业底气如何？打造政

府省心、企业热心、用户舒心的清洁

供暖长效机制有哪些抓手？

清洁供热产业委员会主任、国务

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周宏春在接受

《能源评论》采访时表示，供热产业

目前已经走上清洁化、多元化发展道

路，而要成为我国现代产业体系的组

成部分，未来仍需跨越经济、技术和

市场三道关。

传统能源，增产上储进行时

据 中 国 建 筑 节 能 协 会 发 布 的

《 中 国 清 洁 供 热 产 业 发 展 报 告

（2022）》，截至2021年年底，我国

北方地区供热总面积达225亿平方米，

其中城镇供热面积154亿平方米，农村

供热面积为71亿平方米。

当前我国北方地区的供暖热源仍

以煤炭为主，其次是天然气和电力。

其中，热电联产和燃煤锅炉是最主要

的热源提供方式。

2022年10月28日，国务院副总理

韩正在出席保暖保供工作电视电话会

议时强调，做好保暖保供工作，关键

在于形成合力、落实责任。要充分发

挥煤炭“压舱石”作用，严格落实产

煤省区责任，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

全力推动煤炭稳产增产。要充分挖掘

潜力，积极推动天然气增储增产。

因此，确保煤炭、天然气供应充

足，是我国北方地区温暖过冬的关

键。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针对

冬季能源供暖保供问题表示，目前我

国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超过1.76亿吨，

比2021年同期增加了近1倍，处于历

史最高水平。2022年1～11月，全国

原煤产量同比增长9.7%，供暖季以来

煤炭日均产量保持高位。

近年来，随着大气污染防治任务

的贯彻落实，天然气成为仅次于煤炭

的供暖用能原料。2022年，我国天然

气在增产上储方面也迈上了新台阶。

据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消

息，自2022年12月16日起，其下属

的中原油田开启了100万立方米/日的

天然气送入管网工作，这标志着位于

华北地区的储气库陆续开始由注气期

供热产业正在向清洁化、多元化发展，也将成为我国现代产业体系

的组成部分，未来仍需跨越经济、技术和市场三道关。

文／本刊记者   赵卉寒   王伟

清洁供暖，“宜”字当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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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入采气期，加入天然气调峰保供行

列。据悉，中原油田计划首个采气期

累计采气2.58亿立方米，采气高峰期

气量可达350万立方米/日，助力居民

温暖过冬。

产量足，保供才能有“底气”。

据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消

息，截至2022年12月26日，位于鄂尔

多斯盆地的长庆油田苏里格气田的天

然气产量达到300.4亿立方米，成为国

内首个年产突破300亿立方米的整装

大气田。作为保障京津地区、内蒙古

周边区域的主力气源地，苏里格气田

2022年已实现多项历史性突破，如日

产天然气首次突破1亿立方米，年产天

然气跨越300亿立方米，累计生产天

然气突破3000亿立方米。

畅通能源大通道同样重要。根

据国家管网集团消息，2022年12月7

日，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工程泰安到

泰兴段已经顺利投产，未来，俄罗斯

的天然气将直抵上海。据悉，该管段

设计年输气量为189亿立方米，在江

苏泰兴与西气东输管道系统联通，大

“是否属于清洁取暖，不能

仅看原料类型，还要看这些

原料的利用方式是否清洁或

者碳排放是否达标。”

2022年12月18日，江苏扬州，运煤船靠泊在
江苏华电扬州发电有限公司的煤炭码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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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提升了长三角经济圈天然气保供能

力，为我国东部地区能源保障和高质

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清洁供暖，需因地制宜
“十二五”到“十三五”期间，

雾霾一度成为冬季北方地区的关键

词，经过多方讨论和测算，燃煤供暖

成为众矢之的。随后，《大气污染防

治行动计划》《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

行动计划》等多个治霾政策密集出

台。北方地区的供暖方式也开始由

“一煤独大”向“宜电则电、宜气则

气、宜煤则煤”的多元化清洁供暖方

式迈进。

不过，清洁取暖并不是杜绝使用

煤炭。

周宏春告诉记者：“是否属于清

洁取暖，不能仅看原料类型，还要看

这些原料的利用方式是否清洁或者碳

排放是否达标。”

目前，北方地区不少供热企业已

将煤炭换成了清洁煤。根据测算，清

洁煤的节煤率在20%以上，硫化物及

有毒气体排放减少70%以上，烟尘排

放减少80%以上。当前，清洁煤约占

供暖能耗的58%。

不仅仅是清洁煤，随着我国“双

碳”目标的提出，越来越多的清洁能

源开始加入民生供暖行列。其中，不

少“硬核”清洁供暖方式正在崛起。

2021年11月，我国最大的核能供

热项目——国家电投“暖核一号”工

程正式启动。作为我国最大的核能供

热项目，“暖核一号”为山东海阳市

20万居民送去温暖，并助力海阳市成

为我国首个“零碳”供暖城市。

所谓核能供暖，是指从核电机组

中抽取已经发过部分电的蒸汽作为热

源，在物理隔绝的情况下，通过热换

站进行多级换热，最终通过市政供热

管网将热能送到用户家中，而在这一

供暖过程中几乎不产生碳排放。以

“暖核一号”为例，三个供暖季累计

对外提供清洁热量258.2万吉焦，减少

原煤消耗23万吨，减排二氧化碳42万

吨。

2022年11月，东北地区也启动

了首个核能供暖项目——辽宁红沿河

核电站核能供暖示范项目。据悉，该

核能供暖项目投运后每年将减少标

准煤消耗5726吨，减排二氧化碳1.41

万吨、烟尘209余吨、二氧化硫60余

吨、氮氧化物85余吨、灰渣2621吨。

除了核能供暖，近年来，清洁环

保的地热能供暖也逐渐进入公众视

野。2017年，雄安新区雄县建成了

我国首个地热能供暖“无烟城”。随

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

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快浅层地热

能开发利用  促进北方采暖地区燃煤

减量替代的通知》。截至目前，地热

能供暖已广泛应用于陕西、河北、河

南、山东、山西、湖北等多个省份。

此外，生物质能、空气能也都开

始应用于民生供暖。可以看出，我国

多元化的清洁供暖格局正在形成。根

据中国城镇供热协会的数据，目前我

国北方地区的清洁取暖率已达到了

73.6%。

“无论是低温核热源，还是地

热，均具有较高的商业价值；而余热

低温核热源、地热、（工

业）余热、生物质能热利

用、热泵技术，都具有一定

的商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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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商业价值更是不容置疑；农作物秸

秆、农林副产品等生物质能的热利

用，以及利用空气源、水源乃至污水

源作为热源的热泵技术，都具有一定

的商业价值。”周宏春如此概括。

提高供暖经济性，仍是一关
不过，清洁取暖推进的背后，也

曾因“一刀切”付出过代价。为了改

善大气环境，2017年，“煤改气”工

程大力推进，但气源少、气价高、基

础设施不完善等因素造成了一些地区

天然气供应紧张，甚至有居民遭遇了

暖气“断供”， “煤改气”工程被迅

速按下了暂停键。

周宏春表示，因地制宜的“宜”

字是指“用得上、用得起”，这意味

着不仅热源供应要有保证，还要居民

在经济上可以承受。

不过，即使在气源充足、清洁供

暖多元化的当下，“贵”也可能成为

一些地区居民清洁取暖的瓶颈。

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曾给出这样

一组数据：从重点区域清洁取暖改造

的成本来看，清洁炉具的运行成本最

低，是散煤取暖的1.5倍左右；空气源

热泵运行成本较低，是散煤取暖的2倍

左右；燃气壁挂炉运行成本居中，是

散煤取暖的2～3倍；直/蓄式电暖器运

行成本最高，是散煤取暖的3～5倍。

尤其在一些偏远地区，居民对取

暖的支付能力成为清洁取暖成功推进

的关键。

2022年11月，财政部提前下达

了2023年大气污染防治资金预算的通

知，其中，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资

金预算达134.4亿元，涉及北京、秦皇

岛、承德等44市。通知中明确，要充

分考虑本地区实际运行、农村居民实

际收入水平、财政承受能力和可持续

发展等情况，精准施策，体现差异，

并向农村困难群体倾斜。

不过，周宏春也指出，采用何种

清洁供暖方式，关键看原料成本、运

行成本和管理成本等综合因素。

“如果给清洁供暖方式排序，首

选应该是工业（发电）余热利用，因

为其是变废为宝、一举多得，不仅可

以减少废热排放，还可以增加供热面

北方地区清洁供暖率及面积 清洁供热面积（亿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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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其次是地热能和核能，相对而

言，经济上老百姓可以承受。电采暖

在不少地方得到推广，具体而言有直

接供暖和间接供暖等形式。电缆、空

调等是直接供暖，总体上看，成本也

不低；间接供暖主要是热泵，效率要

高得多，在不同纬度带都有推广利

用。天然气供暖，从清洁的角度看是

不错，但天然气是高品位的能源，从

物理学角度看用来供暖有些‘大材小

用’。”周宏春告诉记者。

此外，供给侧的供热企业也在一

定程度上存在资金压力。

不久前，有媒体报道，河北省邢

台市巨鹿县、廊坊市文安县等地存在

天然气限购问题，一些燃气公司明明

手里“有气”，却不愿意卖。究其原

因，是中小民营燃气公司缺乏一手气

源，当市场气价较高，而终端民用气

价较低时，无法疏导上下游价差压

力，出现气源成本与销售气价倒挂，

卖得越多赔得越多，导致出现燃气公

司惜售现象。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供热是政

治任务，因而要尽最大可能保证群众

温暖过冬。但同时，一些地方的财政

收入出现了问题，有些地方连发放工

资都很困难，更别说用资金补贴供热

这项公共工程和公共服务了，如此一

来，资金压力就转移并落到了供热企

业身上。”周宏春表示。

2021年，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

发展改革委、中国证监会联合发布的

《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1年

版）》中，明确煤炭等化石能源清洁

利用项目不再纳入支持范围。以煤炭

为原料的热电联产供暖企业的资金压

力进一步加大。

周宏春认为，缓解供热企业的资

金压力，需要从政策上，尤其是定价

机制上加以解决。

“要形成城市供热价格的市场决

定机制。一方面要核算清楚供热的真

正成本，保证供热微利能够支撑企业

可持续经营；另一方面要发挥政府的

价格监督作用，以保证绝大多数群众

能够享受到公共服务。当然，企业也

／ 封面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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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从挖掘利润潜力入手，充分利用

先进技术和工艺，降低清洁供热成

本。”

技术两手抓，

助力现代产业体系发展
供热产业的相关技术及产品值得

关注。据周宏春介绍，从集中供暖的

角度看，主要有远距离的余热利用工

程、低温核供热等技术；从居民分散

利用角度看，主要有电采暖领域的新

材料开发等技术。

在民用市场上，取暖产品类型众

多，如石墨烯、碳纤维、陶瓷等。总

体而言，碳纤维是公认比较成熟的取

暖材料，日本、韩国的碳纤维技术相

对更为成熟；而石墨烯的提取分离技

术并不完全成熟，而且成本较高。

而从产品的性价比看，南北方气

候过渡带地区取暖需求期相对较短，

能否快速感受供暖效果是决定用户是

否选择该取暖产品的重要因素。

从节能潜力来看，建筑节能最为

可观。专注大型建筑物中央空调节能

的塞安科技公司的实践验证了这一

点，其总裁霍伟锋告诉记者：“与历

史用电量平均值对比，建筑节能的空

间还是比较大的，一般的项目可以节

约25%以上，广州国家档案馆的用电

量和用冷量节省比例能达到50%。”

周宏春认为，基于数字技术和智

能管理的建筑节能和能源服务公司，

在清洁供热/供冷方面需要注意以下几

点：

一是明确服务型企业定位，在如

何做好服务上做文章，关键是依据国

家政策和规划，推动企业绿色低碳发

展。

二是需要形成一定的清洁供热产

业发展模式，但要因地制宜，不能 

“一刀切”。事实上，对于城镇和中

心村而言，可以发展形成分布式清洁

供热模式；散居的村庄和农户则不宜

建设大型清洁供热工程，而要形成各

具特色、经济适用的分散式清洁供热

模式。

三是坚持清洁供热的公共工程和

公共服务性质，以及“消费者负担”

原则，从而形成政府省心、企业热

心、用户舒心的多赢局面。

四是应当提供多种模式和供热方

案供地方政府决策参考，并动员公众

参与，按照“需求导向”原则，以

“安全、高效、清洁、低碳、经济、

智能”为特征，因地制宜使用清洁化

能源（热源），直接或通过高效输配

管网为热用户提供高质量的供热方

式。

在周宏春看来，我国清洁供热产

业前景广阔，正面临发展良机，除了

北方城市、城镇、中心村需要供热，

南方气候过渡带地区供热市场也会越

来越大。“与清洁供热产业发展有关

的新材料、新技术研发，新产品推广

等，将成为我国现代产业体系的组成

部分。以尽可能少的能源（热源）消

费、尽可能少的污染物和二氧化碳排

放来满足人们对舒适生产生活环境的

需求，是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标

志。”
2022年10月31日，大连，红沿河核电厂核电
站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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