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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山东省冬季清洁取暖规划(2018—2022年)

 

清洁取暖是指利用清洁化燃煤（超低排放）、天然气、电、地热、生物质、太阳能、工业余热、核能等

清洁化能源，通过高效用能系统实现低排放、低能耗的取暖方式，包含以降低污染物排放和能源消耗为

目标的取暖全过程，涉及清洁热源、高效输配管网（热网）、节能建筑（热用户）等环节。为深入贯彻

落实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4次会议上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清洁取暖的一系列重要批示精神，

依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委关于印发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规划（2017—2021年）的通知》（发改

能源〔2017〕2100号）要求，更好地指导和推动全省冬季清洁取暖工作科学有序开展，特编制本规划。

本规划编制的基准年为2017年，规划期限为2018-2022年。



（一）全省取暖总体情况。

1.取暖面积。截至2017年年底，全省建筑总面积约32.70亿平方米，其中城市建筑面积约19.35亿平方米，

农村地区建筑面积约13.35亿平方米。全省城乡建筑总取暖面积约28.86亿平方米，取暖率为88.3%。其中

，城市取暖面积17.78亿平方米，取暖率为91.9%；农村地区取暖面积11.08亿平方米，取暖率为83.0%。

2.用能结构。全省取暖用能以燃煤为主，截至2017年年底，燃煤取暖面积23.23亿平方米，占总取暖面积

的80.5%；电能、天然气、地热能、生物质能、工业余热等取暖面积5.63亿平方米，占总取暖面积的19.5%

。全省取暖用煤量约4300万吨，其中取暖散烧煤用量约1000万吨，主要集中在广大农村地区；取暖天然

气用量约20.0亿立方米。全省取暖平均综合能耗约20.3千克标煤/平方米，其中城市取暖平均综合能耗约18

.0千克标煤/平方米，农村地区约24.0千克标煤/平方米。

3.取暖热源。全省城镇取暖形成了以燃煤热电联产机组和区域锅炉为主，天然气、电能及地热能等可再

生能源分散取暖作为补充的发展格局。截至2017年年底，城市集中取暖面积约14.14亿平方米，集中取暖

普及率为73.1%。城乡结合部、农村地区等以分散取暖为主，主要使用小煤炉、土暖气、火炕、空调等取

暖，约占总取暖面积的79.0%；其它采用集中取暖、天然气、电能、生物质能等清洁方式取暖，约占总取

暖面积的21.0%。

4.热网情况。全省城镇集中供热管网形成了以高温热水间接供热和低温循环水直供为主，少量蒸汽管网

间接供热的发展格局。截至2017年年底，全省集中供热管网总里程数达到6.03万公里，其中一级管网长度

约2.03万公里，二级管网长度约4.0万公里。

5.热用户情况。截至2017年年底，全省县城及以上城市规划区新建建筑全部执行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全



省累计完成城镇既有居住建筑供热计量及节能改造1.6亿平方米；农村地区除新型农村社区外，大部分取

暖建筑未采取节能保温。

（二）清洁取暖发展情况。近年来，为改善大气环境质量和满足用户清洁取暖需求，我省在加快煤炭等

传统能源清洁化利用的同时，积极推进天然气、电能、可再生能源等清洁能源替代，城乡清洁取暖快速

发展。截至2017年年底，全省清洁取暖面积约17.75亿平方米，清洁取暖率54.3%。其中，城市清洁取暖面

积15.34亿平方米，清洁取暖率79.3%；农村地区清洁取暖面积2.41亿平方米，清洁取暖率17.9%。主要采取

以下清洁取暖方式：

1.清洁燃煤集中供暖。清洁燃煤集中供暖是对燃煤热电联产、燃煤锅炉房实施超低排放改造后(即在基准

氧含量6%条件下，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分别不高于10毫克、35毫克、50毫克/立方米)，通

过热网系统向用户供暖的方式，包括达到超低排放的燃煤热电联产和燃煤锅炉供暖。截至2017年年底，

全省清洁燃煤集中供暖面积约13.90亿平方米，占城乡总建筑面积的42.5%。

2.天然气取暖。天然气取暖是以天然气为燃料，使用低氮燃烧的燃气锅炉或燃气采暖热水炉（以下简称

燃气壁挂炉）等供暖设施向用户供暖的方式，包括燃气热电联产、天然气分布式、燃气锅炉、燃气壁挂

炉等，具有燃烧效率较高、基本不排放尘和二氧化硫等优势。截至2017年年底，全省天然气取暖面积约1.

99亿平方米，占城乡总建筑面积的6.1%。

3.电取暖。电取暖是利用电能，使用电锅炉或蓄热式电暖器、发热电缆、电热膜及各类电驱动热泵等供

暖设施向用户供暖的方式。电取暖布置和运行方式灵活，有利于提高电能占终端能源消费的比重；蓄热

式电锅炉还可配合电网调峰，促进可再生能源消纳。截至2017年年底，全省电取暖面积约7946万平方米

，占城乡总建筑面积的2.4%。



4.工业余热取暖。工业余热取暖是工业企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余（废）热，经余热利用装置提质后向用

户供暖的方式。截至2017年年底，全省工业余热取暖面积约4700万平方米，占城乡总建筑面积的1.4%。

5.可再生能源等其他清洁取暖。包括地热能、生物质能和太阳能等取暖，截至2017年年底总计取暖面积约

6000万平方米，占城乡总建筑面积的1.8%。其中，地热能取暖是使用换热系统提取地热资源中的热量向

用户供暖的方式，取暖面积约3500万平方米。生物质能清洁取暖是指利用各类生物质原料及其加工转化

形成的固体、气体、液体燃料，通过专用设备实现清洁取暖的方式，包括达到相应环保排放要求的生物

质热电联产、生物质锅炉、生物质成型炉具等，取暖面积约2500万平方米。太阳能取暖是使用太阳能集

热装置等，配合其他稳定性好的清洁取暖方式向用户供暖，目前取暖面积较小。

（三）清洁取暖存在主要问题。总体来看，我省冬季清洁取暖发展迅速，但在工作过程中还存在一些亟

待改进和提高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清洁取暖缺少统筹规划。长期以来，全省缺乏对煤炭、天然气、电能、可再生能源等多种能源形式供

暖的统筹谋划，热力供需平衡不足，导致一些地区供暖布局不科学，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发展不均衡。

部分地区将清洁取暖等同于“一刀切”去煤化或煤改气、煤改电，缺少对各类供暖能源形式的有效整合

。此外，清洁取暖工作涉及面广，职能相对分散，缺少统一管理部门，在具体推进过程中存在职能不明

确、协调联动不足等问题。

2.清洁能源供应保障能力不足。我省天然气自身产量不足且处于全国天然气主干管网的末端，对外依存

度高达95%以上；基础设施建设存在薄弱环节，特别是农村地区管网建设相对滞后，各地储气设施和调

峰能力严重不足，大规模煤改气存在着气源不足、配套设施跟不上等突出矛盾。农村地区配电网网架结

构依然较弱，配变电容量不足，户均配电容量不足2千伏安，难以有效支撑大规模煤改电取暖。地热能、



生物质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消费中的占比还相对较低，且进一步发展面临土地、电网接入和

消纳等瓶颈制约。

3.清洁取暖成本偏高。清洁取暖涉及取暖设施购置、配套管网和电网建设改造、建筑节能改造等各个方

面，前期建设投入较大。据初步测算，实施煤改气取暖用户，每户配套天然气管网投资约5000元，户内

燃气壁挂炉及其他设备投资约6000元；实施煤改电取暖用户，每户配电网改造投资约15000—20000元，户

内电暖器等设备投资约6000元。2017年我省实施煤改气、煤改电工程户均财政补贴在5000—8000元。同时

，清洁取暖运行成本普遍高于燃煤取暖，天然气和电能取暖成本是燃煤的2—3倍，地热能、太阳能等可

再生能源取暖运行成本更高，很难同时保证清洁供暖企业盈利和居民普遍可承受。

4.清洁取暖体制机制亟待完善。天然气、电力、供热市场主要由政府主导，缺乏有效的市场竞争；天然

气气价、电价、热价等均执行地方统一定价，市场化调节能力较差。天然气供应中间环节过多，导致成

本偏高制约推广应用。电力和油气体制改革也处于起步阶段，“有法可依、政企分开、主体规范、交易

公平、价格合理、监管有效”的市场体制机制尚未完全形成。

5.煤改气工程推进过程中面临着一定安全隐患。当前，煤改电工程技术标准和规范不完善，造成市场标

准不统一，产品质量、工程施工质量、运行维护等良莠不齐，特别是农村地区天然气管道大多采用架空

敷设，燃气管线与电缆电线在房屋上面交叉并行，存在较大安全隐患。此外，广大农村地区点多面广，

群众安全意识薄弱，安全监管难度较大。

6.建筑节能水平亟待提高。我省农村地区受技术、施工条件及经济基础等制约，分布相对分散，建筑以

土结构和砖混结构平房为主，围护结构仍采用传统做法，绝大部分建筑外墙没有保温，隔热性能较差，

能耗偏高，取暖舒适度较低，成本较高。



（四）加快推进清洁取暖的重要意义。

1.加快推动清洁取暖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总书记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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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多谋民生之

力，多解民生之忧。虽然近年来我省取暖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城乡发展不平衡、清洁供暖覆盖不充

分等问题仍然突出。通过加快推动清洁取暖，让更多群众享受到温暖、舒适、清洁的供暖服务，将进一

步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有效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2.加快推动清洁取暖是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改善空气环境质量的有效途径。做好大气污染防治

和生态环境保护，事关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事关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目前，我省大气污染防治形

势依然严峻复杂，包括冬季取暖在内的大规模高强度煤炭消费是导致全省主要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长

期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之一，特别是劣质散煤直燃污染物排放浓度严重超标。通过加快推动以替代散烧

煤为主要内容的清洁取暖工作的开展，可以有效促进取暖用能结构优化调整，最大限度地减少主要污染

物排放，为减少雾霾、建设美丽山东做出积极贡献。

3.加快推动清洁取暖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完善农村公共服务设施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九大对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作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我省乡村战略规划以

总书记关于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按照国家总要求，全力推动乡村产业振

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着力打造生产美产业强、生态美环境优、生活美家园

好“三生三美”的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清洁取暖是乡村振兴战略中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的一项重要内

容。做好清洁取暖工作，重点和难点都集中在农村，这既是补齐农村取暖基础设施短板、缩小城乡公共

服务差距的重要方面，也是建设美丽乡村、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重要内容。



4.加快推动清洁取暖是实施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的有效载体。加快推进新旧动

能转换综合试验区建设是我省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大任务，其核心是通过新技术、新产业、新

模式、新业态，促进产业智慧化、智慧产业化、跨界融合化、品牌高端化，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

益变革、动力变革。应抓住国家大力推进北方地区清洁取暖的重大契机,立足山东优势，着力培育和壮大

清洁取暖装备制造产业，推动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融合发展，既为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发展新引擎，

也为清洁取暖实施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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