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ɞ

ὦ Ἆ δ 2016 ɞ ὦ δ 2017-2021 ɞ

（一）北方地区取暖总体情况

1．取暖面积。 2016 ↄ └ Ϝ יּ

206к ɞẸΧ יּ 141к Ở

יּ 65к ɞ“2+26” Ϝ יּ 50

к ɞ

2．用能结构。 ↄ יּ└ Ӻ Ѡ δε

יּ █ יּ 83% ɝ ɝ ɝ ɝ

ɝ ΓӔ █ 17%ɞּי 4к

ẸΧ Ӊ 2к ε ὖ Ở

└ɞↄ └Ԝ 22╒Ẋ / ẸΧ

19╒Ẋ / Ở 27╒Ẋ / ɞ

3．供暖热源。 ↄ └ ε Тɝ └

ΧԜ יּ Ԝ 70к

ΧԜ └ Ѡ ɝ ɝ ɝ ỏ

ὖ Ԝ ӗδ Ẅɞ Ϝ ɝỞ └Ὥ δὖ

Ԝ Ӻ ɝ ɝŻ

Ӳ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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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Ắ ɞ ΧԜ ε ὖ ΧԜ

23.3͵Ắ █ ΧԜ 74.6%

א ΧԜ 7.9͵Ắ █ ΧԜ

25.4%ɞ

5．热用户。 יּ ₵ ệ יּ ɞ

ệ ε ɝ ɝּד ɝ

Ѡ δεɞↄ └ ᾌ Ἆ

Ԇ ᾆ 100% █ 50%ɞ

Ở יּ Χр 20% Ёͪיּ ɞ

（二）北方地区清洁取暖情况

δ יּ Ѡͽיּ Ԝ

1．天然气供暖。 Ԝ Ѡ δ Ӻ

Χ Ԝ ὖ Ԝ

Ԝ ₵ Тɝ ὖ ɝ

ɝὖ ẹ ɝ ΄ Ї

⅞ ғ‟ɞ 2016 ↄ └ Ԝ

22к █ יּ 11%ɞ

2．电供暖。 Ԝ ώ Ό Ӻ Χ Ԝ

דּ ɝ ɝ ὖ Ԝ Ѡּׁש

  Ԝ ώЉ

█ ɞ 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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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ỏ ɞ 2016 ↄ └ Ԝ

4к █ 2%ɞ

3．清洁燃煤集中供暖。 ΧԜ Тɝ

Ӊ ◐ Ἆ 6% ѱͽ

ɝЇ ⅞ ɝ ⅞ ὖᾁ΄ Љ 10ɝ35ɝ50 Ẋ/

Ԝ ₵ ᾆ Ӊ

Т Ԝ י ғ‟

יּ ɝ יּ ɝἙ εΌӗ ɞ

2016 ↄ └ ΧԜ 35к

δ Т ΧԜ █ 17%ɞ

4．可再生能源等其他清洁供暖。₵ Ԝ ɝ

Ԝ ɝ Ԝ ɝ ΓӔ Ԝ Ԝ 8к

█ 4%ɞ

Ԝ ώ Ӻ יּ Χ

Ԝ ɞ 2016 ↄ └ Ԝ

5к ɞ

Ԝ ώ ⱬ ῾Ẹשּׁ ⅞

ӎɝ ӎɝ ӎ Ί Χ Ԝ ɞ

ε ₵ ᾆ י Тɝ

ɞ 2016 ↄ └ Ԝ 2к

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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Ԝ ώ Ӻ Ẹ

ё Ԝ Ԝ ɞ Ԝ ε Ѡ  Ԝ

Ẹ Ԝ Ӻ ᾣԜ ɞ

ΓӔ Ԝ ΓѼΓ Т ΧТ Ӕ Ӕ

ώ Ԝ ɞ 2016 ↄ

└ ΓӔ Ԝ 1к ɞ

（三）清洁取暖发展面临问题

ↄ └ יּ ԆӉ █ יּ

34% Όּד ɞ

1．缺少统筹规划与管理。 Ѡ ↄ └Ԝ ω

ɝ ɝ ɝ ỏ Ԝ ὦ

ΌԜ ΄ Ԝ ΄ ɝ└ ғ⅞ ɞ Ἡ

Ԝ ғ⅞ Όͽ ῾ι ὖ

└ ɝ Ẉ ɞ ὖ └ יּ Љ“ͪὐὗ”ִי ⅞

ӎ ɞ יּ ӗ שּׁ ὖ

ͪ ẹӎ Χ ╞  ΄ ɞ

2．体制机制与支持政策需要改进。 ὖԜ └ ΄ Ѝ

ɞ ТԜ ệ ẵᵨ ỷ Ԝ

Ό Ẅὖּד ɞ Ѳɝ Ѳɝ Ѳ ͪ

Ѳ ⅞ Ό΄ ɞ Ԝ П

΄ דּ Ӕ ӉѲғ‟ɞ Ԝ 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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ᵛ ᾌ ɞ ΧԜ ΄ Ξ ɞ

Ч Ể └Ὀ ЁΌ ὖ └

ᾁ ɝѲ ɝ П ẹ  ӗ ш

ɞ

3．清洁能源供应存在短板且成本普遍较高。

10ᴙ Ԝ ɝתּ

Ԝ Ԝ Љ ỷɞ Ở └

ѱ ɞ ὖ └ ֑ ɞ

ὖ ΧԜ ⅞ Ξ ЁԜ Ẫ΅Ԝ

ɞ Ԝ Љ Ԝ י Ԝ

ѼΓ ώΌ ɞךּ

4．技术支撑能力有待提升。 Ԝ ΄

ẵ Ἆ ш΄ Ἆ΄ ͪ ӗ΄

Т ΄ ӎ ɞ

5．商业模式创新不足。ּך♄ ͼ ὦ ͽ Ԝ

Ԝ Γш Љ ⅞ ӗ כּ υΧ ֑

  ╤ͪ ɝ ɝ  

ͪ ╖ɞ

6．建筑节能水平较低。ↄ └ ὖ ᾁ Ở

└ יּ Χ

΄ώЉ ӉԜ 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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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取暖消费方式落后。ּך Ѡ ɝϛ

יּ ш֑ қ ɝ Ԝ יּ

Ԝ ךּ Ӊɞ

二、总体要求

דּ ῾ẵ е Ғ І

е Ғ ɝ ɞ ↄ └Ữ יּ

Љↄ ỮɝἙ ẹ σ ↄ └ Ғ

ὗ ỵ ם ẪΌ ɞ

（一）指导思想

Ẫ ẙ ═Ϙ Ѡϛ ўΧ ҕεσ

δ ϛ ϡ Χ 14 ҕ

ͼ ẙΧ ɝ   ỵ łЏӈͪ

ӎŃ ӎ ╞ ł ΤẪ Ń ΄ Ὧ

ɝ╞ ɝ ɝ ɝẳЦ דּ ў ҕε

⅞כּ   Т ɝỞ Ѡי

ↄ └ Ғ ỮɝἙ δ ѼΓ

δεɝ  ɝ ךּ Ὥ Ὥ

ώ ῾ Ԝ ɝ ɝ ɝ

╞ ɝ ↄ └ Ԝ ӎ δ ηΧ ӗὈ ɞ

（二）基本原则

一是坚持清洁替代，安全发展。Ѡ ⅞δ 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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יּ Ẫ ᾣ ͽ ΌԜ ╤

Ԝ ў Ϝ └ יּ Ἑ יּ

ɞ Ẫ ɝ Ẫ ΌԜ

ɞ

二是坚持因地制宜，居民可承受。 ɝ

Όɝ ѱּׁש ҫ ΄ └

Ẅὖ Ό יּ Ԝ

ѱͽ Ӊ Ԝ

ɞ

三是坚持全面推进，重点先行。 ɝ

ךּ Όɝ ӗ Ẫ └ɝא

Ϝ ɝỞ ͻ └ יּ ӗɞ ͪ ᾁ └

ѱɝ ѱ ғẇ ɞѠЧ Ể қ

“2+26”Τ δ └ɝא Ϝ ɝ

Ở └Ẫ Ԝ ɞ

四是坚持企业为主，政府推动。Ẅὖ  ѼΓ

‐ ѼΓ ầ Ԝ ⅞ѼΓ יּ εӎ

ӈɞּד יּ Χ  ӗ ғ⅞

ɝ  ӎᾌ ᾌ ᾌ

א שּׁ ẹӎ ӗ ᾌ  

Ѷӎ 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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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坚持军民一体，协同推进。 ΅ ῾

Ѝ יּ ờ ╞ ᾌ ờי ͪӎ

ɞờ יּ ͪ ầ ὦ Цּך ẵ ɞ

（三）工作目标

1．总体目标

ᾆ 2019 ↄ └ יּ ᾆ 50% ў

Ӊ 7400͵ ɞᾆ 2021 ↄ └ יּ

ᾆ 70% ў Ӊ 1.5к ɞԜ

Ӊ 15╒Ẋ / Ѡͽɞ ɝ

Ӊɞ Ẫ Ӻ

ɞↄ └ ӊ

█ ᾆ 80%ɞΌЄ 5 Ξ ⅞

└ Ԝ ⅞ Ắ ɝ Ẃ ɝ  

Ԝ ɞ

2．“2+26”重点城市发展目标

ↄ └Ữ ѠЧ Ểּׁש └ δΞ “2+26”

ӗδЧ Ể қ Ό Ѹ Ό

ɝ Ό ẇ יּ ɞ “2+26”

΅ Ԝ ў יּ ЉἙ

Ч Ểּׁש └ ẹ σɞ2019 “2+26”

└ יּ ᾆ 90%Ѡͼ א Ϝ 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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ͽ ᾆ 70%Ѡͼ Ở └ ᾆ 40%Ѡͼɞ2021

└Ẫ יּ 35 Ѡͽ Ẫ א Ϝ

יּ ᾆ 80%Ѡͼ 20 Ѡͽ Ẫ

Ở └ יּ 60%Ѡͼɞ

3．其它地区发展目标

ᾆỞ ὖ Ẫ ӎ ῾

└ יּ ɞ

└ғẇּד ΧԜ ΧԜ Ѡ ῾

ὖ Ԝ ɞ2019 יּ ᾆ 60%Ѡͼ 2021

יּ ᾆ 80%Ѡͼ 20 Ѡͽ Ẫ ɞ

Ẫ יּ ɞ

א Ϝ Ѡ ΧԜ δεɝὖ Ԝ δ

ɞ2019 יּ ᾆ 50%Ѡͼ 2021 יּ

ᾆ 70%Ѡͼ 10 Ѡͽ Ẫ ɞ

Ở └ғẇώ ɝ ɝ Ԝ

ѱ דּ Ԝ ώ ΧԜ ҳ ɞ2019

יּ ᾆ 20%Ѡͼ 2021 יּ ᾆ 40%Ѡ

ͼɞ

三、推进策略

יּ Љ΄ ѱ └ Ό שּׁ ɝ

ɝ Τ ὖ Ẫ ғ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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ɞ

（一）因地制宜选择供暖热源

1．可再生能源供暖

（1）地热供暖

ẹ ᶴ ɝὖ ɝ ɝי ɞ

ↄ └ Ϊ ᾌ ӗδ Χ ὖ Ԝ ɞ

积极推进水热型（中深层）地热供暖。 יּ“ יּ΄ ” ⱬ

Ὥ “ ɝ ” “Аͽ ” Ѡ Χ ΅ὖ

Χ Ԝ

ɞדּ דּ ɝ Ч Ể

ⱬּׁש └ Ԝ ầ

Χ ὦ ͪ ɞדּ

大力开发浅层地热能供暖。 “ ᾌ דּ ῾

”י ῾ ώ

ў Ԝ ɞ

完善地热能开发利用行业管理。ᵱ ᵱẪ ᾌ

Ἆ ώדּ ɞᾌ ώדּ ῼ

ῼ ɝ ῼ ɝ

ᶋ ΅ ᾌɞ Γ Ἆ י

100% ֑ ɝ ὦ ᾌ 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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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1 地热供暖发展路线及适用条件

中深层地热能供暖：ẹ ɝ ɝώי ε Љ

ѱ ɝ ѱֳЉ └ ɝ ɝ

ɝ ɝ — ɝ ɝ ⱬ └ ў └

δЧ Ểɝ ɝ ɝ Εɝ ɝ ╦ ɞ

浅层地热能供暖： Љὖ ὖ Ԝ ώ ẹ

Όɞ Ч Ể ε Χשּׁ └ ғẇּד ỏ

ɝ Γ דּ דּ ɝ

‐ Ԝ ɝᾌỹɝ Ԝ ɞ

专栏 2 地热供暖发展目标

ᾆ 2021 Ԝ ᾆ 10к ẸΧΧ Ԝ 5к

Ԝ 5к Ԝ Χ ɝ ɞ

（2）生物质能清洁供暖

Ԝ ⱬ ɝ

῾ ɝ ɝὖ ώדּ Љↄ

Ϊ └ א Ởשּׁ יּ ֛ ў ɞ

大力发展县域农林生物质热电联产。 ↄ εТ└

⅞ ѱ Ԝ ῾ דּ δא Ԝ

Ở Тɞ ‐ Т Ở Ἡּד

Ԝ δ └ ΧԜ 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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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步发展城镇生活垃圾焚烧热电联产。 ᵦ ɝי שּׁ

ҕ ҫ ᾣ ͽ еּת ɝẹ ѱ Χ

Т ɞ῾ ў

שּׁ דּ י ɞ῾ қ

Ẍ Ἑ ɞ

加快发展生物质锅炉供暖。 ‐ώ Ở ῀Ӕ Ẹ῾

Ί Χ ЉԜ ɞ῾ 20

Ѡͼ ẇ Ӊ └ Ԝ ɞ  

Χ Γ └ɝ ΓּׁשẮẳ Χ ɞ Ό

ɝ └ Χ ɞ

Ở └ Ό ў ɞ

积极推进生物沼气等其他生物质能清洁供暖。̔ דּ Ѡ

ẽ ɝ δⱬ דּ ᾌּי Ѡּׁש

Љ יּ ɞ ầ Ἆ

ầ ῾ ТΓ⅞ּד ɞ   Χ

δ Ԝ Ԝ שּׁ

╖   ɞ דּ שּׁ⅞

Т ⅞ ώ ɞ

严格生物质能清洁供暖标准要求。 Т

י ῾ Т י ҋ Ӊ

Ἆ 6% ѱͽ ɝЇ ⅞ ɝ ⅞ ὖ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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Љ 10ɝ35ɝ50 Ẋ/ ɞ └ ɝЇ ⅞

ɝ ⅞ ᾆ Ἆɞ

Т ɝ῾ ɝ Ἆ⅞ ɞ῾ Ӊ

ɝ Γ⅞♥ דּ ẵɞ῾ שּׁ

Ẫ ɞ

专栏 3 生物质能清洁供暖发展路线及适用条件

生物质能区域供暖： Т ΧԜ δ 500

͵ Ѡͽ א ɝ Γ Ắẳ Ԝ ɞẸΧ Т

δא └ Ԝ ΧԜ δТΓ └ ԜԜ Ԝ ͪӎ

⅞  ɞ ΧԜ Ӻ ɞ

生物质能分散式供暖： Χ δ └ɝ ɝ

Ԝ ɞ שּׁ ⅞ Ԝ שּׁ

δỞ Ԝּי ɞ

专栏 4 生物质能清洁供暖发展目标

ᾆ 2021 Ԝ ᾆ 21к ẸΧ Ở

ТԜ 10к ТԜ 5к

Ԝ 5к ΅Ẹё ⅞Ԝ 1

к ɞ

（3）太阳能供暖

ώ Љ שּׁ Γ Ԝ ɞ

Ϊ └ ΅Ẹё ɝ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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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天然气供暖

“ ” ᾣ ͽ Ԝ אַ

“ ”Ԝ ╞ Ξ ╞ Ԝ ╞

ᾌ “ ” ὦɞ “ Ὥ ɝ Ὥ ”ⱬ

Ὥ ώ ɝ ⅞ LNG ɝ♣ CNG ɝ

⅞ Ẫי

Ԝ דּ ɞѠ“2+26” δ Ό   ў

Ԝ ɞ

有条件城市城区和县城优先发展天然气供暖。 ↄ └

└ א ῾ ᾌ

ғẇּד Ԝ ɞ ᾌ דּ Т Љ י

΄ ɝ Т ғẇ

Т ў╖ ΄ӉЉ 60% ɞ ẹ ỹ

Όּד ὖ ɞ῾

Ό יּ Ӻ ɞẄὖώ

ᵨ ғ‟ ‐ ΧԜ └ ӗ ɞ

城乡结合部延伸覆盖。 Ϝ └ ὦ

└ ҳѠּׁש LNGɝCNG ⅞

ɝ Ό Ԝ ɞ

农村地区积极推广。 Ở └ Ở דּ ΄

└Ở ךּ Ό Ѡ“2+26” 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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ɞ ẹ ɝLNGɝCNGԜ ѱ └ ẇ

“ ” ɞ

专栏 7 天然气供暖发展路线及适用条件

燃气热电联产机组： Ẅ ɝ ךּ Ό ѱͽ ӗδ Χ

ΧԜ Ӊ ⅞ ɞ

热电冷三联供分布式机组： ỹɝשּׁ Љ ẵɝ

┘ ɝ ɝ ΓּׁשῼẮɝ ɝП Ắ ɞ

燃气锅炉（房）： ӗδ ΧԜ ΅ Т

‐ ѱ └ י Ѡ ᾆ Ӊ δ ɞ

΄ᾆɝԜ └ Ẅ ɝ ךּ Ό ѱ

ͽϚ ӗδ ɞ Ӊ ⅞ ɞ

分户燃气壁挂炉： ΄ᾆ└ ὖ Ԝ ӗδ ΧԜ

Ẅ Ϛ Љ ᾁ Χ ɝ ὖ └ ɞ

专栏 8 “2+26”城市天然气供暖发展目标

“2+26” 2017-2021 Ԝ 18к

230к ɞẸΧ Т / 1100͵╒ 75к

/ 5͵ 56к “ ”

῾ 1200͵ 90к ὖ ῾ 120͵╒

9к ɞ יּ “ ” ε Χ └ 146

к █ 63% Ở └ 85к █ 37%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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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电供暖

└ ɝ י ɝ Ό ɝ

Ό ᾌ דּ Ԝ ɞ Όɝ ΌԜ

Όɝ Ό ╞ ғ⅞ ɞ

积极推进各种类型电供暖。Ѡ“2+26” δ Ό

�Ê

ಠ ⣜ Ԡ

�T &�ɞ
ಠ ⣜ 餕 餕➥

Ƞ

ғԜɞ
ɝ

ಠ ⣜ ᆁ

㘀

ф㑽

ԉ㢣ԉ ф㈧
ಠ ⣜  ☙㈧

㘸㢣㑽

 ☙ࣽᆁर䉋䉋㵸߇㢣ԉ㢣ԉࣽ
ಠ ⣜ ➥

Ƞ

 ☙ Ӈ
㘀

 ☙Ȁ➥㵸䛹➥ ➥ࣽ  ☙
ಠ ⣜


■ ⣜ ㈧㈧ф➥ф㑽

Ƞ

ಠ ⣜㵸ࣽȠԉԉ
ಠ ⣜ 㧅 ㈧㈢㈧➥㈧㈧ӂ➥фᢠ⣜ಠ⣜ᢠ⣜　⣜ф➥ф㑽


ಠ ⣜ ࣽ ☙Ȁ➥㵸➥倀Ӈ㘀

 ☙㑽
ಠ ⣜ 㵸Ӈ創

 ☙㈧㈧߇Ӈ➥ф㑽 ☙㈧➥Ӈ
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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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9 电供暖发展路线及适用条件

分散式电供暖： Ԝ ɝ ɝῼẮ Ϛ Љ

ΧԜ ɝ └ɝ Ϝ ɝỞ

└ ӊ ɞ

电锅炉供暖： ỏ ♣Ό ɝ Ẉ

Ξ └ Љ╤ӎ └ Ԝ ɞ

空气源热泵： Ữ Ӊ ͪ ͪ Љ-5℃ ӗδ

ΧԜ Ẅ ╤ӎ └ Ԝ ỹ Ϛ Љὖ יּ ɞ

水源热泵： Љ ɝ ɝ ѱ └ ɞғẇώ

דּ Љ Ϊ └ ỷ דּ

ɞ Љ ỹ Ế ᾌỹɞ ӗδ ΧԜ Ẅ ╤

ӎ └ Ԝ ỹ ɞ

地源热泵： Љ ѱ Ữ Ԝ ΅ ᾌỹ Љ

└ ╤ӎ └ Ԝ ỹ ɞ

专栏 10 电供暖发展目标

ᾆ 2021 Ԝ ᾆ 15к ẸΧὖ Ԝ 7

к Ԝ 3к Ԝ 5к ɞ Ԝ 10к

Ở 5к ɞ

Ԝ   1100к╒ ɞ

4．工业余热供暖

继续做好工业余热回收供暖。 ΓӔ 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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ẹ ΓӔ Ԝ ΓѼΓ ‐Ẹ Ӕ Ӕ♣ώ

Ԝ ɞ ᾌ ẹ ӗ ɝ └

ɝ ѼΓ Ӕ Ӕ └

ώ ɞ Όּד ɝ ΧӉשּׁ Ӕ ώ

ͪ ╖Ӕ ώ ɞ

专栏 11 工业余热供暖发展路线及适用条件

Ԝ └ ệ Т Ӕ ΓѼΓ Ӕ ͪ

└ ệ יּ ɞӔ Ԝ ѼΓ Ԝ ΄ יּ Ẫ

ɝ Тɝ י ɞ

专栏 12 工业余热供暖发展目标

ᾆ 2021 ΓӔ ΄ ♀Ӕ Ԝ ᾆ 2к ɞ

5．清洁燃煤集中供暖

ΧԜ י ΅ ♣Ό

ệ ↄ └ɝא Ϝ

ӗδ Ӻ ɞ

充分利用存量机组供热能力。῾ ТԜ ệ

ẵᵨΌ ТԜ ɞ Ԝ

Χ Ԝ ɞ ‐ Т

Ẅὖώ ω Ӕ ɝ ỹ◑ Ӕ ͪ ῾ 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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Ό Ӊ דּ ɞ └ Ό

ỷ ҫ י Ԝ Ό Ẫ

ẹ ѱΌ 15 Ἡּד Ԝ

῾ ɞ ‐

Т Χ ⅞ ɞ

科学新建热电联产机组。 Т ғẇ

♣ Т ҕ ᾌ Ἡ Т

ɞ

着力提升热电联产机组运行灵活性。Ẫ   Т

╖ Όɞ Ӻ

Т ῾ 20% Ό ὈΌ ᾆ

40%-50% ɞ

重点提高环保水平。 ͪ Т

י Т └ ᾆ Ӊ

◐ Ἆ 6% ѱͽ ɝЇ ⅞ ɝ ⅞

ὖᾁ΄ Љ 10ɝ35ɝ50 Ẋ/ ɞ “Ѡ ў ”

י ўӉ ὖ י

Ӊ י

ɞ Ԝ ғẇ Ӊ ѸɝӉ ὖ ғ ɞ

联合运行提高供热可靠性。 └Ԝ

Ό ệ ‐΄ ͪ ầ Ѝ 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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Ԝ ɞ Т ΅ Т

δ δ ɞ

专栏 13 清洁燃煤集中供暖发展路线及适用条件

大型抽凝式热电联产机组： ӗδ Χ ΧԜ Ẅὖ

ώ Ԝ Ό Ԝ ‐ ω Ԝ ɞᵦ

ӗ ╖ Όɞ

背压式热电联产机组： ӗδ ΧԜ Т ғ

ẇ ♣ Т ɞ

大型燃煤锅炉（房）： ӗδ ΧԜ ΅ Т

ɞ ΄ᾆɝԜ └ א ɝΧ ɝ └

Ϛ ӗδ ɞ ╖ י י ɝ

ɞ

专栏 14 清洁燃煤集中供暖发展目标

ᾆ 2021 ΧԜ ᾆ 110к ẸΧ Ӊ

Т80к Ӊ 30к ɞ ТԜ Όώ ᾆ60%ɞ

Т 1.3к╒ ɞ יּ שּׁ

ў ♣ Т 1000͵╒ Т Ӊ

1.2к╒ ɞ

（二）全面提升热网系统效率

1．加大供热管网优化改造力度。 ѱ └

ΧԜ ɞғ⅞ Ԝ ὦ Ẅὖּד Ԝ

Όɞ̔ ͪɝЇ ɝ שּׁ ệּי 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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Τ Ԝ ẹ ѱ І

Ѝ י ɞͪɝЇ Ԝ ғẇ ᶋ

ɞ Љ

ҫ ΄ Όẹ ѱ

δ ɞ ‐ ͽ

Ԝ ầ ɞЇ

שּׁ ầּת Ό שּׁ ɞ

2．加快供热系统升级。 ֛ ғ⅞ɝ  

ᾌ ɝ Ό ɝ еᵈ Ό ɝ שּׁ

ᶋ ɞ ᾌ

 Ԝ ѼΓ῾ Ԝ  ⅞╖

щ ɝͪ ɝ Ό ɝЇ שּׁ Ẫ

ɝ ᾌ ɞώ ẇ ם ם Ѝ

ғ‟ ΅қ Ԝ Γ ῾ Όғ⅞ Љ

  Ԝ ѼΓ ⅞ɝԜ

⅞   ⅞ɝֳ ⅞ ╖Ԝ ў⅞ ɞ

Ό ɝ ᾌ ɞ

专栏 15 供热管网与供热系统建设改造目标

2017-2021 ↄ └ Ԝ 8.4͵Ắ ɞẸΧ Ԝ ͪ ɝ

Ї 4.2͵Ắ ɞ Ԝ 5͵Ắ ɞẸΧ Ԝ ͪ

1.6͵Ắ ɝЇ 3.4͵Ắ ɞ

2017-2021 ↄ └ ⅞ Ό 2.2͵ 1.4͵ 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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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效降低用户取暖能耗

1．提高建筑用能效率。 Ẫ 65%

ᾌ Ἆ  Ξ שּׁ ỹ └ ӊ ῾

ᾌ Ἆɞ └ ᾌ 75%

Ἆɞ ẵ ӈ

ɞ Ӊ ɝ ɞ

‐Ở Ἆ ╖ י

ѱ Ѹ     ɞ

2．完善高效供暖末端系统。 Ԝ ᴥ ɝ

ɝӺ ɝ ᾌ ɝ

ᾌ ⱬὭ ệԜ Ӊ

ɞ

3．推广按热计量收费方式。 Ό ΧԜ └ ӊ Ắ

ẳ Ԝ ɞ ӊ Ԝ Ẫ

Ԝ ὖ ӊ Ԝ ὖ

ɞ ᾌ Ἆɞ΄ ὖ ɝ

ᵱẪ ӎ δ ɞ

专栏 16 建筑能效提升目标

2017-2021 ↄ Ẫ ᾌ Ἆ Ч

Ểּׁש └ └ ӊ 75% ᾌ Ἆ

5к ẸΧ ӊ 4к

Ắẳ 5000͵ Ở Ở 5000͵ 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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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保障措施

יּ ͪ Ԝ ΅ώ ɝ

΅ ɝ ɝ ɝ ɝ י ɝӎ

ᾌ ᾌ ɝ қ Τ ⅞ י ὦ ɞ

（一）上下联动落实任务分工

1．国家部门做好总体设计，指导推动

ẵ ӎ ỵẳ

ᵦ ẵ ɞ

דּ ɝӊ Ϝ ɝ ᾌ

יּ ὦ ᾌ יּ ҫ ӎ ɞ

דּ ɝ יּ ὦ

ҕ ᾌ ַ ὦ ╞ יּ Χ

ỵ י Ԝ Ѳ ɝ П

ӎᾌ ᾌ   Ԝ ╖ ᵱẪ Γ Ἆ

ӎ   └ Ἑ ў ώ ɞ

יּ ὦ ҕ ῼẮ

ӗɞ Ί е ╞ ὦ

ɞ

ӊ Ϝ Ԝ ╖ ӗ

ᾌ Ԝ ҫ ӎ ɞ

Χ יּ ᾌ ӗ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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ҕ῾ ầ “ѼΓδεɝ  ɝ ”ךּ

ɞ ẵ Ὀ יּ

Ӻ ẵ ῾ יּ ӗ

Ό ᵊ ɞ

2．多方拓宽资金渠道。一是 ‐ Γ ɝ

Γ ᾣ ͽ ֑ ם ѱ יּ

Ѓם ɞ二是 דּ ɝ ҕ ӗ

PPP Ԝ ɞ三是 ‐ ҕ

ТΓ יּ ɞ四是דּ

ѱ Ԝ ѼΓ Ắ דּ (IPO) ͼ ‐ ѱ

ͼ ѼΓ֑ ֑ ỏ ɞ五是 ‐ ѱ

Ԝ ѼΓ דּ ѼΓ Ắ ᵆᾎɝ ᾎɝΧ ɝΧ

ѼΓ ᵆ  ẹ

ɞ六是 Ԝ ΅כ ӎ Ἑ П

ɞ

（三）完善价格与市场化机制

1．创新优化取暖用电价格机制。 ẹ ѱ Ԝ

└ יּ ὖ Ѳ ᾌ ɝғ⅞ Ѳ

ɝ ⅞П Ӊ Ԝ ɞ Љ

⅞П Ԝ Ό Ԝ П

ғ⅞ Ό ᾌ Ѡ ַ ỏ ɝ Ӊ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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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 ЉԜ ỏ Ό΅

Ԇ ᾘӔ י Ԝ П ὗ ɞ ‐

ẹ ´ Ԝ ΅כ Ԝ Ό    

ַ Ό ᾠ ɞ

2．多措并举完善取暖用气价格机制。 י

Ԝ └ Ѳ ᾌ ɝ Ѳ

ɝ ⅞П ᾌ Ӊ יּ ַ ↄ

└ Ԝ דּ ɞ

3．因地制宜健全供热价格机制。 ךּ Ό ệ Ế

Ԝ ⅞ ᾌ יּ Ѳ

יּ Ѳ ΄ ὖ ЃѠ ɞ

（四）保障清洁取暖能源供应

1．加快天然气供应能力建设。一是多方开拓气源。Χ ɝ

Χ ⅞ɝΧ ε Ԝ ѼΓ ὦᵦ Ԝ

  ѼΓɝ ѼΓ Ԝ ɞ῾  

דּ ‐ ώדּ Ѓ ͪדּ

ɞ二是加快天然气基础设施建设。   ầ ὦ

LNG ῾ ῾ ΧָΕ ɝ תּ LNG

ҋ Ẫ Ѝ Ѝ ɞẹ ѱ

ᶴ ♣ɝ ⅞ LNG Ό

ɞ三是建立储气调峰辅助服务市场机制。 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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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ῼ ɦ ᾆ 2020 א Ѡͼ └ ΄ӉЉ

└ 3 ᶴ Όɞ   Ԝ אַ

ẳ Ѷ ӎᾌ ᾌɞ ‐ ᶴ σ  ѼΓщ

ͻ ϫᶴ   ɞ ‐ εӎ ͽᶴ

ɞ四是加强监管完善法规。ↄ └ יּ

Ѡ ῾ └ ᾁ Ở יּ ӗ

ַ ẵѼΓ῾ Ԝ Ẫ ɞ ẵѼΓ Ẫ

Ԝ εӎ Ѷ ᾌ ѼΓ ӗ ɞ

2．加强配电网建设。一是 ѼΓ ῾ ΅ ẵ “ ”

ὦ ╞ ῾ ɞ   ὦ

Ở ὦ ώ Ở Χ ệ ɝ ѼΓ

Ԝ ɞ二是

ͽ Ό ầ ῾ ╞ Ό ɞ

╖ δ Ԝ └ ɞ三

是῾ Ὀ Ό   ᶋ ᾌ ѼΓ ᵛ └ᵦ

ӗɞ四是   ҕ כ

΅ ɞ

3．组织开展北方地区地热资源潜力勘查与选区评价。 Ẫ

ώדּ ͼ ↄ └ε

└ שּׁ ɝ └דּ ѱɝ ᶴ ɝ

Ẹ ѱᵦὈ Ѳ 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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ώדּ Ԝ֑ ɞ

4．建立健全生物质原料供应体系。Ѡאδ╤ӈ

ӗδ ⅞ώ Όɞ └΄ ỷ

ѼΓ ᵱẪ ⱬ ӎ ᶴ ΊΓ⅞ּד

ⱬ י ɞ ᾌ י

ⱬ ɞ

5．加强余热资源需求调查评价和利用体系建设。 ẵ └

ầ Ӕ Ẫ └ ẵ

ΓӔ ɝ ɝ ɝ ɝ ɝὖ ώ

ỷɞ̔ Ӕ ɝ ɝ ώ Ԝ ӎ

ώ ⱬὭ Ӕ ώ ⅞ɞ

6．加强节能环保锅炉清洁煤供应能力建设。Ѡ

ώ δ ΅ י ᾌ ɝ

ɝᶴ ɝӺ ΅╖ ɞ ᾌ ᶴ

ΊΓ⅞ּד ͪ ὦɝ ᾌ ᶴ Χ ɞ

Ἆɞ

7．加强集中供热管线建设与维护。一是 Ό

ғ⅞ Ԝ

שּׁ שּׁ Ẫ ᾌ

ὦɞ ‐Ԝ ѼΓ ầ ѱ ầ ΧԜ ɞ二是

῾ Ԝ Ό 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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ỷΞ Ἡ Ԝ ɞ ТԜ └ ệ

Т י

ТԜ └ ệ ТԜ Љ 80%Ѡͼɞ └

ᾆ Ӊ   ΄ᾆ

ᾌ ў ẵᵨ ὦ יּ ɞ

（六）加强取暖领域排放监管

1．继续推进燃煤热电超低排放改造。ᾆ 2020 Ẫ ẹ

ѱ Т Ӊ Ἆ 6%

ѱͽ ɝЇ ⅞ ɝ ⅞ ὖᾁ΄ Љ 10ɝ35ɝ

50 Ẋ/ ɞ Т Ε └ 2017 ᾣ

ӎ Ӊ Χ └ΌЄ 2018 ᾣ

└ 2020 ᾣ ɞ Ὣầẵᵨ ὦ

ΧԜ Т Ϛ Ӊ ɞ

2．提高燃煤集中供暖锅炉排放监管力度。 ΧԜ

  ɞ └

Ӊ Ἆ 6% ѱͽ ɝЇ

⅞ ɝ ⅞ ὖᾁ΄ Љ 10ɝ35ɝ50 Ẋ/

ầ Ӊ ɞ ‐ẸӔ כ Ӊ

Ἆ י ɞὈ ᾌ

  ў

י 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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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设地热能开发利用信息监测统计体系。 שּׁ

ώדּ Χ ɝ ӈɝ ם

ɞ Ẫ ώדּ ם ώ ўם

 ɝ ώדּ ỷ   Ѳɞ

4．明确天然气壁挂炉、生物质锅炉排放标准与监管要求。щ

ɝ ⅞ Ἆ

ɞ Т ᾆ

י Ἆ   ɞ └

ɝЇ ⅞ ɝ ⅞ ᾆ

Ἆɞ

5．严格散烧煤流通监管。щ ῾

ᾌ Ξ Ἆ ὖɝ ὖɝ ὖɝדּ

Ẃ Ξ ᾌ ΄ Γ 

ЃѠּי Ξ   Ở ɞ

（七）推动技术装备创新升级

1．加强清洁供暖科技创新。 Ԝ ᾣ דּ

Ԝ ẵ דּ דּ ӗɞ֑ ѼΓɝ

ͪ Ό Ԝ ɞ῾

Ό ầ ⱬ Ὧ ɝ Ὧ Ό ẇ ᶴכּ

⅞ ᶴ ᶴ ɝ Ԝ ɝ ᾌ

ɝ Ѝ Ί ͼּי ɞ 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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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Ԝ Ẫּד Ӊ Ԝ ɞ

2．推动清洁供暖装备升级。 Χ ẵ ɝӉ

Ԝ ɝ ώ ẵ   Ԝ

╖ ɞ ╖ Т יּ Ό

ɞ   Ԝ שּׁ ẇ қ ɝ ᾌ

ɝם ɝ ɝ ַ Ԝ

╖  Ԝ Γ ⅞ɝ  ⅞ɝם דּ⅞

ɞ

3．着力提高清洁供暖设备质量。 Ԝ Γ ᾌ

Ἆ ᾌ ת Ẅὖּד Ẹ Ἆầӗ ɞ Ԝ ТѼΓ

῾ ệ ӎ ⅞ ᾌ Ԝғ Т

ɞ ẵ ῾ Ԝ Ό

΄ Т ´ қɝ ᾆ ѼΓ

ЃΞ ɞ ẵ Ԝ Χ

Т Ӻ ỷ Т ѼΓὫầ

╤ɞԜ ѼΓ ῾ Ԝ

Ѳɞ

（八）构建清洁取暖产业体系

1．建立健全行业标准体系建设。 יּ

΅“Ѝ +” דּ שּׁ ᵱẪ יּ Ἆɝ

ӎ ת ẵ ɝ ɝ ɝ Ἆ щ Ἆ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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ͼי יּ דּ ɞ יּ

Ѝ ɝ ɝЌ ẇ Т П

ɝ қ ´ ῾ יּ ‟ὖ ὸ

יּ ὖ ỵ Όɞ

2．创新经营模式。 Ԝ ầ ɝ

ɝѠ ў ɞ Ὧ Γ

‐ ẵѼΓ ғ‟ Ὀ Γ 

EMC ɝ ₵ EPC ɝ ҕ ӗ PPP ɝ

ɝ ɝѠ ў Γ ҕẳ ΅כ

Ԝ ⅞ י  Т ╖

ТΓּד ɞ

3．提供多元化综合能源服务。 ‐ѼΓ Ԝ

⅞ ỵ ɞ ‐ ᾌ ɝ Όɝ

ɝӔ ɝ Ԝ Ѝ

΄ יּ└ ɞ ẵ ɝ ϫ

  ⅞ ẵѼΓ ҕ ΅כ Ԝ

Ԝ ɝ ɝ ᾌɝ ɝ Ԝ

ӎ ỵ ɞ Ắẳ ẇ

ỵ ɞ

（九）做好清洁取暖示范推广

1．主动推进雄安新区等清洁取暖示范。ּד Χ Ѽ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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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ᵊ Ό └ ὦ  

└ יּ ɞ ώ ɝ ɝ ɝ

Ẫɝ ɝ Ԝ ӎ ↄ └ יּ

ɞѠ“2+26” δ יּ ɞ

2．全方位宣传推广清洁取暖。 ӎ қ יּ

ғ שּׁ יּ יּ қכּ יּ ϛ ɞ

יּ Ẻ Ί

ɞ   ֛ ⱬכּ

יּ Ѳᵈי

ɞ

（十）加大农村清洁取暖力度

Ở └ ↄ └ יּ ε

Ό └ ῾ Ό ╖Ở └ יּ ɞ

1．建立农村取暖管理机制。 Ởכּ יּ ὦɝ ɝ

ỷ Ѷ ᾌ ῾

╞ י Ở יּ דּ ɞ

2．选择适宜推进策略。Ở יּ ẹ ὖ ɝ ɝ

ךּ Ό ᾌ Ở Іɝẽ ɝ

΅ יּ Ẅὖώ ɝ ɝ ɝ

ɝ Ԝ ɞ Љᵛ └ ΄ Ԝ

ў Ԝ ώ “ Ἀ + י ẹ”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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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Ί ẹ” ў Ԝ ɞ ΧԜ

Ԝ ẇ Ί ẹ

Ἆ Ἑ Ԝ ɞ Ở ӊ

΄ ↄ └Ở ɞ

3．保障重点地区农村清洁取暖补贴资金。 Љ“2+26”

Ở └ Цּך΅ └ Ở

יּ ᾌ י қ ӗ ώ ɞ

五、评估调整

דּ ɝӊ ɝ ɝ י ẵ שּׁ

Ὀ יּ ὦ ỷ ӎ

ӗɞ Ὧ ὗ ӗ Ѷ

  ỷּׁש ӗ Χ

Ѳɞ יּ ε ᾌ ὦ ỷ ҫ

יּ ὦ ҕ ῼẮ ɞ

יּ ὦ ҕ ῼẮ ҕ ẵ

ҫ ὦ ỷᵦὈ ӎ ҫ ὦệ י

ὦ ⅞כּ ỷɞ

ѱ ↄ └Ữ יּ “ ” י 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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䭰Т

北方重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煤改气”

气源保障总体方案

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 14次会议上的讲

话精神，配合《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规划（2017-2021年）》，推

进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ñ煤改气ò有序、健康发展，国家能源局会

同相关省市和企业组织编制了《北方重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ñ煤改

气ò气源保障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方案》实施期为

2017-2021年。

本《方案》所指北方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

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等 14 个省（区、市）和河南省部分地区，涵盖了京津冀大气污染

防治传输通道的ñ2+26ò重点城市（指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石家

庄、唐山、廊坊、保定、沧州、衡水、邢台、邯郸市，山西省太原、

阳泉、长治、晋城市，山东省济南、淄博、济宁、德州、聊城、滨

州、荷泽市，河南省郑州、开封、安阳、鹤壁、新乡、焦作、濮阳

市）。

本《方案》重点针对ñ2+26ò重点城市所涉及的六省市（以下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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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ñ六省市ò）制定了保障方案，北方地区其他省市要参照此方案形

成本省清洁取暖ñ煤改气ò气源保障方案。

̬ȟദ᱘ᗱۡ

（一）北方地区天然气取暖现状

北方地区冬季取暖时间因地域不同有所差异，华北地区一般为

4个月，东北、西北地区一般为 5-7个月。

截至 2016年底，北方地区天然气取暖面积共约 22亿平方米，

占总取暖面积 11%，天然气用量 259亿立方米，占北方地区天然气

消费量 26%。北方地区取暖以燃煤为主，天然气取暖占比普遍较低，

仅京津城镇地区占比较高，其中北京约 80%，天津约 50%。

天然气取暖方式主要包括四种：燃气热电联产、燃气锅炉房、

分户式燃气壁挂炉和天然气分布式能源。

（二）六省市天然气取暖现状

截至 2016年底，六省市天然气取暖面积约 14亿平方米，天然

气用量 185亿立方米，占六省市天然气消费量的 36%。

ñ2+26ò重点城市天然气取暖面积共约 12.4亿平方米，天然气用

量 160亿立方米，占ñ2+26ò重点城市天然气消费量的 38%。其中，

城镇天然气取暖面积 11.8亿平方米，天然气用量 151亿立方米，占

比 94%；农村天然气取暖面积 0.6亿平方米，天然气用量 9亿立方

米，占比 6%。

ñ2+26ò重点城市天然气取暖方式按类型分为：一是燃气热电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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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取暖面积约 2.2亿平方米，天然气用量 64亿立方米，占比 39%，

主要集中在京津两地；二是燃气锅炉房，取暖面积约 8.2亿平方米，

天然气用量 76亿立方米，占比 47%；三是分户式燃气壁挂炉，取

暖面积约 2亿平方米，天然气用量 19亿立方米，占比 12%；四是

天然气分布式能源，取暖面积约 300万平方米，天然气用量 1亿立

方米，占比不足 1%。

（三）存在问题

一是储气调峰设施建设严重滞后。我国地下储气库建设严重滞

后，有效工作气量仅占天然气表观消费量 3%左右，难以满足季节

调峰需求。LNG接收站储罐均是正常运营储罐，可供调峰使用的容

量很小。干线管道管存气只有在应急状况下可动用，不具备调峰能

力。而目前华北地区天然气季节峰谷比已达到 3.5，加大清洁取暖ñ煤

改气ò力度将进一步增加冬季用气峰值，天然气保供难度大。同时，

按《天然气基础设施建设与运营管理办法》要求ñ到 2020年天然气

销售企业应当拥有不低于其年合同销售量 10%工作气量ò、ñ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至少形成不低于保障本行政区域平均 3天需求量的

应急储气能力ò，目前各城市尚不具备应急储气能力，冬季供需矛

盾越发突出。供气企业与城镇燃气经营企业在日调峰责任的划分上

仍需进一步明确。储气调峰价格机制尚未建立，调峰设施投资和储

气费回收渠道不明确，企业建设储气调峰设施的积极性不高。

二是基础设施ñ最后一公里ò建设存在短板。ñ2+26ò重点城市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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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 328 个县级行政单位，尚有北京延庆区等 17个县级行政单位

没有接通管道天然气。已接通管道天然气的 311个县级行政单位，

多数通至县城一级，大部份乡镇缺乏管道气。同时，农村地区燃气

管网条件普遍较差，仅少数乡村使用天然气，燃气管网覆盖尚有很

大缺口。

三是天然气价格偏高制约推广应用。国内天然气资源禀赋差，

生产企业少，市场竞争不充分，导致生产成本较高；同时对外依存

度不断上升，进口成本高；加之供气环节过多，层层加价加重了终

端用户负担，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市场开拓。

四是ñ煤改气ò气源保障存在一定挑战。目前国内主要供气商是

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三家石油企业（以下简称ñ三家石油企业ò），

受国际油价持续走低、市场需求不足等影响，气田开发存在不确定

因素，难以确保形成有效供气量。其他供气主体的气源项目建设存

在不确定因素，如煤制天然气受环保、价格、管道接气等因素影响

进度滞后，新建 LNG接收站项目前期工作周期长，项目落实难等，

短期内难以及时弥补缺口。

θȟ⌱∭ंᯂñ⚐ᩥ⅀òᕧѿ㺭Ⅾ̺ᣔ䔇も⪑

（一）总体要求

贯彻落实第 14次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

讲话精神，严格遵循ñ煤改气要多方开拓气源，提高管道输送能力，

在落实气源的前提下有规划的推进，防止出现气荒ò的原则，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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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要根据供气协议制定ñ煤改气ò实施方案和年度计划，有序

推进ñ煤改气ò项目。供用气双方要签订ñ煤改气ò供气协议并严格履

行协议，冬季保供期间需增供的要提前制定计划，并与供气企业协

调一致，确保安全平稳用气。

（二）推进策略

按照ñ宜管则管、宜罐则罐、多能互补、综合集成ò原则，统筹

管道气、LNG、CNG 等多种供气方式，根据气源落实情况因地制

宜发展天然气取暖。在落实气源的前提下，以ñ2+26ò重点城市为抓

手，力争 5年内有条件地区基本实现天然气取暖替代散烧煤。

在设区市主城区和县城，加快城镇天然气管网配套建设，科学

规划无煤区，制定时间表和路线图。大力发展天然气分布式能源，

因地制宜发展天然气热电联产，加快现有燃煤锅炉天然气置换力

度，推进新建取暖设施优先使用天然气。

在城乡结合部、城中村规划设立限煤区，通过城区热网延伸和

燃气锅炉房集中供暖，或者借助管道气以及点对点的 LNG、CNG

等气源入户安装燃气壁挂炉，大力推广天然气取暖。

在农村地区因地制宜，以ñ2+26ò城市为重点，积极开展燃气壁

挂炉试点示范，在有条件的地区率先实施天然气ñ村村通ò工程。

（三）发展目标

1．到 2021年，三家石油企业向六省市供气量达到 1060亿立

方米/年，通过推动供气主体多元化，引入其他供气主体，力争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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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达到 1240亿立方米/年。

2．2021年冬季采暖季期间，三家石油企业向六省市供气量达

到 593亿立方米，通过推动供气主体多元化，引入其他供气主体力

争供气量达到 745亿立方米。

3．到 2021年，六省市需具备的城市应急储气量分别为：北京

1.7亿立方米、天津 1.2亿立方米、河北 2.1亿立方米、山东 2.3亿

立方米、河南 1.6亿立方米、山西 1.4亿立方米。

̵ȟദ䃪ᐦ䃪䛹◥Чߍ

在基础设施建设布局上将六省市视为整体市场，统一规划、分

步实施，推动供气多元化，完善基础设施，加快布局省、市、县和

供气企业四级储气调峰设施，保障天然气平稳安全供应。

（一）主干管道

1．现状

目前，向六省市供气的现役管道主要包括陕京一二三线、西气

东输一二线、永清-唐山-秦皇岛管线、榆林-济南管道、大唐煤制气

管道（克什克腾旗-北京）、唐山 LNG 外输管道、青岛 LNG 外输

管线、天津 LNG外输管线等 16条管道，总输气规模约 940亿立方

米/年（2.7亿立方米/天）。

同时，六省市区域内拥有以冬季调峰供气为主的大港油田-永清

一二三线，兼具省际联络和区域供气功能的冀宁联络线（河北安平

-江苏青山）和沧州-淄博管道，可增加重点地区管输能力的安平-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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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管道、济南-青岛一二线、陕京四线宝坻-香河-西集联络线、泰安

-青岛-威海管道、中原油田-开封等 13 条管道，总输气规模约 660

亿立方米/年（1.9亿立方米/天）。

2．重点项目

2017-2021年共新增干线管道 8 条，建成投产后可向六省市增

加供应能力约 750亿立方米/年（2.14亿立方米/天）。

2017年陕京四线和天津 LNG外输管道投产，向六省市增加供

应能力 5300万立方米/天。

2018 年鄂尔多斯-安平-沧州管道（沧州-鹿泉段）建成，天津

LNG外输供应范围扩大。

2019年鄂尔多斯-安平-沧州管道（濮阳-保定段）投产，陕京四

线干线能力提升，向六省市增加供应能力 4400万立方米/天；青岛-

南京管道建成，实现青岛 LNG与川气东送管道的联通。

2020年中俄东线长岭-永清段、唐山 LNG外输管道复线和蒙西

煤制气外输管线东段投产，向六省市增加供应能力 1.045亿立方米/

天。

2021年中俄东线安平-泰兴段投产，华北管网与长三角管网连

通能力提升；神木-安平煤层气管道建成，向六省市增加供应能力

1300万立方米/天。

（二）LNG接收及储存设施

1．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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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省市区域内共有 4座 LNG接收站，12座 LNG储罐，接收能

力 1470万吨/年，储存能力 12.8亿立方米，气化外输能力 0.82亿立

方米/天。

2．重点项目

通过现有扩容和新建两种途径，加快京津冀和山东沿海 LNG

接收站建设步伐，配套建设气化外输设施后，2021年底前增加气化

外输能力约 1.65亿立方米/天。

（三）六省市支线

1．现状

六省市区域内现有支线管道累计里程约 1.3万公里，年输配能

力 1940亿立方米。

2．重点项目

完善六省市输配气管网系统，加强省际联络线建设，提高管道

网络化程度，加快建设通往各县（市）支线管道，打通天然气供应

ñ最后一公里ò，提升天然气管道覆盖率，到 2021年ñ2+26ò重点城市

县级行政单位全部实现天然气管道覆盖。

河北、河南：建设冀中十县管网三期、藁城-望都天然气支线管

道、和顺-邢台天然气支线管道、濮阳-鹤壁支线管道、濮阳-范县-

台前输气管道等支线管道，提高重点区域管网分输能力；建设文 23

储气库-中开复线连接线、邯郸-渤海新区等管道，增强六省市管道

与地下储气库、干线管道的联通能力；建设中原大化供气管道等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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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大用户与石油公司ñ直接交易、直接供气ò。

山东：推动天然气ñ县县通ò工程，建设泗水-任城、邹城供气管

道。

山西：建设端氏-长子、榆次-平遥、解愁-阳泉、太原-长治等省

内支线。

北京：建设密云-马坊、陕京四线马坊-香河联络线，形成北京

外环供气管网。建设鄂安沧濮阳-保定支干线燕山石化供气管道，新

增向北京供气气源。

天津：建设天津城市管网与中海油天津 LNG 连接工程提高城

市管网接气能力。建设天津乙烯供气支线，实现石油公司向大用户

直接供气。

2017-2021年ñ2+26ò重点城市累计新建支线管道 42条，新增里

程 4300公里，新增年输配能力 580亿立方米。

（四）储气调峰设施

1．现状

六省市区域内地下储气库主要有大港储气库群、华北储气库

群、苏桥、板南和文 96，有效工作气量 33.2亿立方米，采气能力

约 3150万立方米/天。

六省市现有城市应急储气能力较低，约 1.05亿立方米/天，仅

相当于其年均日用气的 75%。

2．重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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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建设太原、长治、阳泉、晋城、大同、忻州、晋中、运

城等 LNG调峰项目，新增应急能力 4800万立方米。

ఇȟԉ䯈ᣖসᩫもᩛᠭ

（一）落实责任分工合作

国家能源局负责国家层面ñ煤改气ò气源协调和保障，以ñ2+26ò

城市所涉及的六省市为范例，确定ñ煤改气ò总体原则，在全国天然

气统一管网系统中配置天然气资源，解决共性问题，争取对ñ煤改

气ò政策支持。

北方地区各省市发改委（能源局）要参照六省市气源保障方案

中确定的ñ煤改气ò总体原则和气源配置方案，根据气源落实情况制

定省级ñ煤改气ò气源保障方案，明确目标任务，确保ñ煤改气ò有序

开展。

企业是ñ煤改气ò气源保障的主体，是气源保障工程、天然气长

输管道、地下储气库及城市应急储气设施建设等具体工作的实施

者。城市燃气企业要在地方政府的指导下，做好城镇居民供气工作

和城市应急储气设施建设。终端供气企业要加强入村、入户设施的

定期巡检、维护，保障平稳、安全供气，重视服务质量提升。各级

供气企业均要及时将气源保障任务分解落实，及时安排生产计划，

组织编制企业保障方案。

（二）多方开拓气源

督促气源企业按计划做好气源供应，充分发挥好中石油、中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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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中海油主要供气商的作用，同时加快推动民营企业、城镇燃气

经营企业开辟新供应渠道。加快中俄东线、进口 LNG 等气源引进

和建设步伐，加大煤层气、页岩气、煤制天然气等挖潜力度。加快

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开发。加强煤层气资源就近利用，提高属地资源

利用比例，确保资源优先满足属地冬季取暖气源保障需要。

（三）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一是编制全国天然气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工作方案，打破企业

间、地域间及行政性垄断，推进管道互联互通，做到应联尽联。论

证沿海 LNG 接收站管道互联。协调各管道系统间压力等级，最大

限度发挥应急和调峰能力。

二是推动已纳入规划的长输管道和 LNG 接收站加快建设，协

调推动前期各项工作。开展天然气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通过招投标等

方式选择投资主体试点工作。加快推动城市周边、城乡结合部和农

村地区天然气利用ñ最后一公里ò基础设施建设。

三是鼓励具备扩建条件的已有接收站增建储罐，扩建增压、气

化设施，并按实际接收 LNG 能力进行核定。经国家准许的新增进

口天然气项目主体可依照相关规定申请享受进口天然气增值税按

比例返还政策。各部门、各地方要进一步简化审批程序，为接收站

扩建及天然气长输管道项目开辟ñ绿色通道ò，简化程序，支持项目

加快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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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立储气调峰辅助服务市场机制

一是按照《天然气基础设施建设与运营管理办法》的规定切实

落实供用气双方权利和责任，天然气销售企业要履行季节调峰义

务，城镇燃气经营企业要落实小时调峰义务，供用气双方要在天然

气购销合同中明确约定日调峰供气量和各自责任。

二是构建和完善储气调峰辅助服务市场机制。企业储气调峰责

任的履行，可以通过自建、合建或租赁第三方储气设施，向第三方

企业购买储气调峰服务等方式实现。

三是各省级人民政府要把燃气应急保障能力要求分解到各重

点用气城市，给予相应扶持政策，督促形成至少不低于保障本行政

区域平均 3天需求量的储气能力。

四是鼓励更多投资主体投资建设地下储气库，充分发挥上海、

重庆等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作用，逐步将地下储气库工作气量、

LNG 应急调峰规模等纳入交易范围，建立各方自由交易的调峰市

场。

（五）加快推进市场化改革

一是鼓励具备条件的地区，在建立健全监管规则的基础上，放

开非居民用气销售价格。鼓励用气季节性峰谷差大的地区，在终端

销售环节推行季节性差价政策。

二是减少供气中间环节，降低用气成本。天然气主干管网可以

实现供气的区域和用户，不得以统购统销或统一代输等名义，增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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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气输配环节，提高供气成本。对没有实质性管网投入或不需要提

供输配服务的加价，要立即取消。各地在项目核准时，对省内天然

气管道项目建设要认真论证，对增设不必要中间环节的管道项目要

严格把关。

三是建立用户自主选择资源和供气路径的机制。用户可自主选

择资源方和供气路径，减少供气层级，降低用气成本。用户自主选

择资源方和供气路径的，应当符合当地城乡发展规划、天然气和燃

气发展等专项规划，地方人民政府应加强统筹协调给予支持。

（六）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一是中央财政充分利用现有大气污染防治等资金渠道，加大对

清洁取暖ñ煤改气ò的支持力度。鼓励地方政府因地制宜配套财政支

持，推进清洁取暖ñ煤改气ò项目发展。

二是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在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的前提下，

依法合规对符合信贷条件的清洁取暖气源项目和ñ煤改气ò项目给予

信贷支持。

三是支持地方政府、金融机构、企业等在防范风险基础上创新

合作机制和投融资模式，创新和灵活运用贷款、基金、债券、租赁、

证券等多种金融工具，加大对清洁取暖ñ煤改气ò领域的融资支持。

积极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等方式。

四是对于央企支持北方清洁取暖在偏远地区建设天然气管道

所造成的亏损，在业绩考核中予以适当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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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加强监管，落实清洁取暖重点任务

一是加强天然气管道运输和配气价格监管，建立健全成本监审

制度，推行成本信息公开，强化社会监督。及时开展成本监审，合

理制定输配价格，输配价格偏高的要予以降低。

二是加强对天然气基础设施规划、政策、项目、协议履行情况

的监管，督促各地方、部门和相关企业落实责任主体。进一步推动

落实基础设施第三方公平准入各项要求，切实将流量信息、已预定

能力信息、剩余能力、管段或区域费率标准、LNG接收站服务窗口

期等信息公平要求落到实处。

三是地方政府要以试点等方式加强对本地区燃气特别是农村

燃气取暖工作的指导，督促相关企业加强供用气安全管理。相关企

业要承担安全供气的主体责任，制定完善的企业规范和操作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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