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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地区尚未推行集中供暖，但长江流域及周边夏热冬冷地区供暖需求日益高涨。中国以秦岭淮

河为界，将中国划分为南北两区，北方采用集中供暖系统，而南方由于建国初期的经济情况，不允许

建集中供热设施。这条南北分界线，一直沿用至今。主要包含我国上海、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全

境，江苏、安徽、四川大部，陕西、河南南部，贵州东部，福建、广东、广西北部和甘肃南部的部分

地区。南方地区以推广分散式电供暖为主。目前，我国南方地区居民家庭主要采用的采暖方式为空调

（约占一半）、电供暖设备（约占三成）、烤火炉、暖气片、中央空调及一些其他采暖方式。

1.1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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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北方地区集中供暖面积占比不足一半，且主要集中于城镇，农村地区仍以分散式供暖为主。

我国采暖范围遍布17个省、市、自治区，覆盖了约70%的国土面积，采暖人口达7亿。目前我国主要的

供热方式为集中供热和分散供热。根据用电数据推测，截至2018年底，我国北方地区城乡建筑取暖总

面积约260亿平方米。其中，城镇建筑取暖面积约占7成。集中供暖面积约120亿平方米，主要是城镇集

中供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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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用电数据推测，2017～2018取暖季，在公司北方供暖地区，居民电供暖的面积约为3.2亿

平方米，涉及约300万户；采暖电量约120亿千瓦时。其中，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电供暖面积约2.6亿

平方米，涉及约240万户，采暖电量约90亿千瓦时。电供暖以分散式为主，分散电供暖面积约2.7亿

平方米，涉及250万户，采暖电量约95亿千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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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发展现状

集中式电供暖主要分布于京津冀及其周边地区和西北地区，谷段电量、平段电量和峰段电量

比例约5:3:2。蓄热电锅炉主要用于北京、天津和宁夏等省市；直热电锅炉主要用于青海、河南和

甘肃等地；热泵主要用于陕西、冀北和吉林等地。

分散电供暖主要应用在京津冀及其周边地区，谷段电量、平段电量和峰段电量比例约为5:2:3。

分散电供暖主要采用蓄热、空气源热泵和直热分散等三大技术，蓄热电供暖主要用于北京和冀北；

空气源热泵主要用于天津，直热分散技术主要用于河南、辽宁、吉林和宁夏等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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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发展现状

南方电供暖，据历年统计，华东、华中冬季采暖负荷持约占冬季最大负荷的20--25%，空调负荷

占比呈逐年放大趋势。初步估计，2018年南方电供暖电量约100亿千瓦时。

天然气供暖。2018年天然气消费2766亿立方米，增速17%，各种口径数据略有差异，对外依存度

45%。石油对外依存度超过70%。天然气安全供应存在一定风险，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形势。

2019年2月，时任国务院国资委主任、党委副书记肖亚庆在黑龙江“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九

届年会”上表示，“中国的采暖不是以温度来决定的，而是以区域来决定的，黄河以南现在还没有规

定的采暖”，他认为，从给人们美好生活的这些愿望、要求来看，这个潜力还是巨大的。

目前有关南方供暖的政策、法规、标准主要包括《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

节约能源法》以及部分地方节能条例等

参考建筑面积、采暖小时数等因素推算，预计2025南方供暖市场将达到300亿千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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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发展现状

电供暖成本及变化趋势。2017年7月各省燃煤标杆上网电价标准如下表（单位：元/千千瓦
时）。一般工商业电价连续2年降10%，电价存在继续下调可能。户均采暖用电4000-1万千瓦时。

第一章 电供暖与气供暖现状及商业模式

北京  359.8
天津  365.5

河北北网 372
河北南部  364.4
山西  332
山东  394.9
上海  415.5
浙江  415.3
江苏  391
安徽  384.4
福建  393.2

辽宁  374.9
吉林  373.1
黑龙江  374
蒙东 303.5
蒙西  282.9
广东  453
广西  420.7
云南  335.8
贵州  351.5
海南  429.8

湖北  416.1
湖南  450
河南  377.9
江西  414.3
四川  401.2
重庆  396.4
陕西  354.5
甘肃  297.8
青海  324.7
宁夏  259.5
新疆 262



1.1发展现状

天然气供暖成本及变化趋势。户均采暖用气700-1500立方米。进口价、长输价，气价存在上
涨可能。部分地区供暖气价1元/立方米。2019年4月1日起各省(区、市)天然气基准门站价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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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商业模式

（一）集中电供暖

居民领域集中式电供暖主要集中于城区，具有运行成本低、便于集中管理、缴费率高、建

筑保温性能较好等特点，对社会投资的吸引力较大，投资主体较多，投资界面多元，目前尚

未形成固定、成熟的商业模式，但进行了多种模式的试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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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商业模式

（1）投资主体及界面

集中式电供暖主要投资主体包括政府、电网企业、热力公司等，投资内容包括配套电网、热力系统、用户

电供暖设备等方面。根据各地情况，投资模式主要包括政府独立投资、热力公司独立投资和多方共同投资三种

模式。具体如下：

一是政府独立投资。政府在无10kV以上外电源建设的情况下，负责电供暖项目的全部投资。投资内容包括

10kV及以下配套电网、热力系统、用户设备等。如北京海淀城市住宅相变蓄热电锅炉集中采暖项目。二是热力

公司独立投资。热力公司在无10kV以上外电源建设的情况下，负责电供暖项目的全部投资。投资内容包括

10kV及以下配套电网、热力系统、用户设备等。如山东、山西、河南等省份“供暖改造或新建小区”投资项目。

三是电网企业、政府、热力公司、用户共同投资。其中，配套电网方面，10kV以上配套电网由电网企业负责

投资建设，10kV及以下配套电网包括电网企业投资、热力公司投资、电网企业与热力公司共同投资三种模式；

热力系统方面，主要包括热力公司投资或政府投资两种模式；用户电供暖设备方面，主要包括用户投资或政府

投资两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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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商业模式

（2）商业模式介绍、操作流程及投资回报情况

集中式电供暖目前尚未形成较为成熟、适于广泛推广的商业模式，但公司部分地区进行了有益探索及尝试，

发现可行性较高、适合多方共赢的商业模式主要包括电力公司代建、热力公司建设运维+风电直接交易两种模

式。

1)电力公司代建模式：该模式是指建设移交模式，由政府与电网公司合作，由政府出资，电网企业负责建

设项目并移交政府运维。该模式下，政府负责项目的全部投资，并收获环境治理等社会效益；电网企业负责建

设，并在建设完成后移交政府运维，增加电网售电收入。该模式的优点为减少了电网投资，保护环境，实现了

双方共赢；缺点为该模式推广范围受限于各地财政支持能力，不具备可持续性。

以天津西青农村平房水蓄热电锅炉集中采暖项目为例，该项目由政府出资、电力公司代建、村委集中运维，

运维成本按照一个采暖季每片暖气片400元、户均3-4片收取供热费，取暖费总收入50万元，收入支出基本持平、

略有盈余。该模式的优点为实现农村地区的集中供暖，有助于散煤清零。同时村委会运维模式方便集中管理，

提高了政府投资效能；缺点为首次在农村地区实行集中供暖，配电方式、供热运行方式需优化改进，提高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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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商业模式

（2）商业模式介绍、操作流程及投资回报情况

2)热力公司建设运维+风电直接交易模式：该模式又称为风电清洁供暖模式，是指热力运营与风电企业进行捆绑，

通过电量增发和让利补贴，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模式。该模式参与主体包括政府、电网企业、风电企业和电供暖用

户。其中，政府负责牵头签订四方协议，提供法律及政策支持，达到消纳清洁能源、保护环境的目的；电网企业发

挥桥梁纽带作用，为用户实现“捆绑”交易，增加电网收益；风电企业按照电供暖新增用电负荷实现电量增发，并

根据用户采暖电量进行补贴，增加企业收益；用户通过清洁、低价的电能供应实现供热。该模式的优点为可实现多

方共赢，提升各方参与电供暖项目的积极性；缺点为对风电资源、居民居住密度有较高要求。

以内蒙赤峰城市住宅及平房“风电+水蓄热电锅炉”集中采暖项目为例，该项目由某风电集团所属热力公司投资

建设运维、电网公司投资建设配套电网，供热面积与开发风场容量挂钩，实现直接交易，热力公司供暖用电电价执

行当地大工业电价，供暖成本为63元/m2,供暖收入9.38元/ m2,供热亏损53.62元/ m2,但供热区域提高风电场收入200元/ 

m2,综合效益约146.38元/ m2。该模式下虽然热力公司亏损，但由于热力公司隶属风电企业，整体实现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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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商业模式
表1  集中电供暖主要商业模式介绍

序号 商业模式
操作流程

投资方 建设方 运维方 交易模式

1 电力公司代建 政府 电力公司
热力公司或村

委

 

2 设备厂商代建 政府 设备厂商
政府或热力公

司

3 热力公司代维
电网、政府、热力公

司
电网、政府 热力公司

4
热力公司投资运维+

政府补贴
热力公司 热力公司 热力公司

5 热力公司投资运维 电网、热力公司 电网、热力公司 热力公司

6 设备厂商建设运维 电网、设备厂商 电网、设备厂商 设备厂商

7
热力公司建设运维+

风电直接交易
电网、热力公司 电网、热力公司 热力公司

与风电企业
直接交易

8
“一站式”投资建

设运维
政府、电网、设备厂

商、热力公司
政府、电网、设备厂

商、热力公司
热力公司或委
托其他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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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商业模式

（二）分散电供暖

分散式电供暖主要集中于郊区及农村，具有不易管理、房子保温性能较差、运行成本较高

等特点，社会不愿投入，投资主体单一，投资界面清晰，商业模式缺失。

分散式电供暖的投资主体只有政府和电网企业。投资内容包括房屋保温、配套电网、热力

系统、用户设备等方面，其中，政府投资界面主要包括房屋保温、热力系统、用户设备等内容；

电网企业投资界面主要包括计量表计及以上配套电网。目前尚无商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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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存在的问题

（1）当前政策支持力度及精准度不足，远期缺乏长效支持机制。

一是政府“一刀切”的政策造成投资和补贴失准。当前政府投资和补贴未充分考虑用户需求、

补贴对象及电供暖技术的差异性，导致投资、补贴不精准，效率偏低。实施大规模分散“煤改电”

工程后，有相当规模的用户月用电量少于500千瓦时，部分用户用电量为0；另外，按照电量补贴的

方式，别墅等大户型用电量越大、享受的补贴越多。二是政府政策支持力度不足。除北京、天津、

山西等少数省份外，其他地方政府在居民户内改造、取暖设备补贴、配套电网建设改造、电供暖运

行补贴等方面缺乏明确有效的支持政策。三是电供暖现有补贴政策下经济优势依然不足。在现有补

贴政策下，多数地区电供暖运行成本较市政集中供暖仍然偏高。其中，蓄热式电供暖除北京、天津、

河北、冀北、山东运行成本低于市政供暖外，其余省份运行成本约为市政供暖的1.2～2.8倍；直热式

电供暖约为市政供暖的1.2～3.2倍，热泵半数省份运行成本高于市政集中供暖，约为1.2～1.7倍。四

是缺乏长效支持机制。当前采取的补贴政策加大了政府财政压力，若不建立长效支持机制，较难实

现电供暖项目的可持续性发展。能源价格扭曲现象难以根本消除，成本分摊对于全寿命周期和使用

效率效益考虑不足。



第二章 存在的问题

（2）电供暖市场运行机制不健全，制约了电供暖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一是尚未形成成熟、适于广泛推广的商业模式。分散式电供暖因存在管理难、供热收费低

等问题，盈利空间有限，一般无法吸引社会投资，目前尚无商业模式；集中式电供暖目前已经

进行了有益探索，电力公司代建、热力公司建设运维+风电直接交易等模式在部分地区取得较

好效果，但受政策、能源禀赋、技术特点等多方因素影响，商业模式的可复制性需进一步论证。

二是电价矛盾亟待疏导。目前销售分时电价与上网电价缺乏及时有效的联动，对低谷用电的激

励不足；居民阶梯电价与电供暖用电量相互制肘，需全国范围出台简单易操作的专项优惠政策。

三是市场化交易机制亟需完善。电供暖居民用户参与直接交易的政策及实施细则缺失，不利于

降低用户采暖成本、促进风电及光伏等新能源消纳。



第二章 存在的问题

（3）电供暖技术推进方式欠优化，导致投资效率效益较低。

一是电供暖推广模式较为粗犷。电供暖推广未充分考虑地域特性、资源禀赋、技术特

点，尚未实现“宜集中则集中、宜分散则分散”，推广模式欠优化，推广广度和深度严重

不足。二是投资界面不清晰。电供暖配套电网投资有的投资到红线、有的投资到10KV以上，

没有明确的投资界线，导致社会参与主体扯皮现状严重，影响社会投资积极性及投资效率。

三是尚未实现精准投资。受电供暖项目确村确户数量变化较大、客户需求把握不准确、技

术推广针对性不强等问题影响，电供暖投资缺乏精益化管理，导致投资精准度不高。



第二章 存在的问题

（4）电供暖与配套电网建设尚未实现协同、优化发展。

一是电供暖的快速发展带来负荷特性的转变。随着电供暖体量的增加，冬季采暖负荷

大幅增长，年、日负荷特性均发生转变，部分地区呈现出冬季最大负荷首次突破夏季尖峰

负荷、低谷时段出现尖峰负荷等现象；二是电供暖缺乏系统的标准规范。目前，电供暖在

设计、建设、设备、运行的全过程管理中均缺乏完善的标准规范，导致建设改造标准不统

一、产品质量和性能不稳定、部分用户未严格执行配置标准等一系列问题，影响客户体验

及电能质量；三是配套电网改造需求大、设备闲置率高。据北京、天津“煤改电”项目实

施情况测算，户均容量需达到6千伏安以上方可保障居民冬季电供暖需求，电网建设改造需

求大。若电供暖设备仅在冬季采暖期使用，平均负载率仅为30%，造成资源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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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清洁供暖形势与政策标准分析

政策支持保障机制从可持续性角度可大体分为短期政策支持和长期机制保障两大类。通常来讲，短期政

策执行快，见效也快，但不易长期持续；长期机制保障的推出和执行通常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其具有可持

续性。两种保障机制互为补充，缺一不可。



政府：政府是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特殊主体，拥有着较为丰富的社会资源，代表着社会的整体利益。

对政府而言，其在冬季电供暖改造中主要起着引导推动及宏观管理的作用，同时，其也需要分担与其

职能相关的冬季电供暖费用。首先，政府应当分担电供暖推广的大部分宣传成本。其次，政府需要承

担相关法律法规制定的成本。再次，政府还要从财政支出以及政策性融资等方面对冬季电供暖的成本

进行分担。

居民：冬季电供暖改造将会使居民的采暖效果相比传统方式有所提升，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

了居住质量。具体来讲，电供暖让居民有了更好的采暖体验，除此之外，电供暖更加方便，开关时间、

采暖温度、采暖模式都可以自己设定，更加智能化和人性化。这样一来，对于秋季以及早春等寒冷但

以往又无集中供暖的时段，居民再也不用被动忍受室内的寒冷。因此总结起来就是冬季电供暖让居民

的生活更加舒适，所以居民是冬季电供暖的较大受益者。相应的，居民理应根据清洁采暖改造所带来

的情况负担与所获效益对等的费用。居民需要分摊的成本主要包含两个部分。一是电供暖的电费成本。

二是电供暖的设备成本。

第三章  清洁供暖形势与政策标准分析



电网企业：冬季电供暖的普及能够提升全社会电气化水平，同时可以培养居民的用电习惯，这对于提升整体用

电量和售电量是有好处的。除此之外，清洁供暖的效益不仅体现在低碳环保方面，更在于能够提高清洁能源消纳力

度。电网企业在冬季电供暖工作中承担的责任主要是根据中央和地方政府确定的改造范围和规模，对电网供电能力

进行评估并调整电网规划，同时加大配套电网建设力度，主要涉及到的费用分摊包括配套电网建设和升级改造费，

电供暖设备购置、安装和维护费，以及后续的电供暖相关电费等，例如“煤改电”配套电网建设，新建、扩建变电

站以新增变电容量，新建、改造配电变压器和线路。

第三章  清洁供暖形势与政策标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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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政策建议

（1）研究建立成本的全社会分摊机制及市场化机制，推动电供暖可持续发展。一是进一步探索

社会化运营模式，建立合理的投资回报和成本分摊机制，积极引导和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清洁取暖；二

是建立降低采暖用电成本的市场化交易机制，鼓励取暖用电直接或由电网企业统一代理等方式“打捆”

参与电力市场交易，加大清洁能源就地消纳力度，降低电供暖成本；三是建立电供暖用电市场化竞价

采购机制，将供暖电量纳入优先购电计划，授权电网企业（或市场化售电公司）代理用户通过竞价采

购市场低价电量。



第四章 政策建议

（2）政府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实施精准补贴。一是加强顶层设计及统筹规划，做好电供暖相关

政策与国家能源、环保、电价等其他政策之间的衔接，助力冬季清洁取暖规划等政策的落地实施；二

是加大政策出台力度及广度，从国家及各级政府层面推进电供暖设备补贴、运行电费补贴、农村区域

型集中电供热补贴、专项电价等政策的出台；三是实施精准投资和精准补贴，充分结合各地资源禀赋、

区域特点、居民消费能力等实际情况开展电供暖精准投资，并针对不同的技术类型及不同收入用户群

体进行差异化补贴，做到“好钢用在刀刃上”，提高投资、补贴的精准度及效益。



第四章 政策建议

（3）建立科学、合理、适应市场要求的价格机制。一是科学合理制定供热价格，

协调好不同采暖方式的比价关系，既让企业有积极性开发清洁供暖项目，也让居民可承

受；二是针对发电企业出台上网侧峰谷分时电价政策，鼓励电供暖用户使用谷段电量采

暖，降低供暖成本；三是优化居民阶梯电价政策，可借鉴北京模式，针对电供暖用户，

在冬季采暖季节取消阶梯电价。



第四章 政策建议

（4）加快研究出台电供暖相关标准。一是针对电供暖设计、建设、设备、运行分别

制定完善的标准和要求，提高电供暖项目全过程管控能力，促进电供暖持续健康发展；

二是加快推进蓄热电供暖标准、农村电锅炉等集中供热标准的制定，以标准引领居民清

洁供热升级；三是建议住建部门进一步提升、明确建筑节能标准，提升各地建筑节能水

平，推动农村及非节能建筑节能保温改造与“煤改电”同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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