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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十四五”时期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进入关键期；是北京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和率先基

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期。深刻把握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

社会发展和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立足首

都城市战略定位，着眼北京资源禀赋，全面、系统、科学制定《北

京市“十四五”时期供热发展建设规划》，对首都供热管理立足

新发展阶段、向更高发展水平迈进至关重要。

本规划在系统总结“十三五”时期供热发展成效的基础上，

遵循安全可靠、绿色低碳、高效节能、精细智能的发展原则，坚

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行动导向，提出了“十四五”时期供热

发展思路目标、重点任务、保障措施，力争建设国内领先的现代

化供热管理体系，全面提升城市供热运行保障水平，有力支撑首

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本文内容来自网络，由EESIA搜集整理，如有任何异议请联系我们，我们将酌情处理！



— 4 —

第一章 供热发展情况回顾

一、构建清洁供热体系

“十三五”时期以来，北京市供热行业继续快速发展，供热

管理更加规范化、科学化。经过全行业的不断努力，在安全运行

保障、能源结构调整、体制改革、节能减排、资源整合、行业管

理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果，在促进城乡发展、保障改善民生和保护

大气环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供热格局体系不断完善

城镇多元供热体系基本形成。截至 2020 年底，城镇地区供

热面积共计 8.95 亿平方米，已基本实现清洁供热。新能源和可

再生能源耦合供热面积 3893 万平方米，占比约 4.35%。城镇基

本形成了以热电联产、燃气供热为主导，多种能源、多种供热方

式相结合的供热体系。

表 1.1 2020年北京市城镇地区供热面积统计表

供热方式 供热面积（万平方米） 占比（%）

燃气供热（含壁挂炉） 61474 68.67

热电联产供热 23660 26.43

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耦合供热 3893 4.35

电供热 390 0.43

燃油供热 104 0.12

合计 89521 100

热电联产供热规模日益扩大。建成以四大热电中心和太阳

宫、郑常庄 8 个热电厂为主力热源，以及 7 个大型燃气供热厂为

调峰热源的城市热电联产供热系统，城市热网供热面积约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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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平方米。建成海淀山后、通州运河核心区和昌平未来科学城等

区域热电联产供热系统，区域热网供热面积达到 1359 万平方米。

引进外埠热能进京供热，实现三河热电厂向通州供热、涿州热电

厂向房山供热，跨省合作热网供热面积增长到 2645 万平方米。

截至 2020 年底，全市热电联产供热面积约 2.37 亿平方米。

表 1.2 2020 年热电联产供热面积统计表

热电联产热网名称 供热面积（万平方米）

城市热网 19656

区域热网

电子城热网 430

第三热电厂热网 280

协鑫电厂热网 211

昌平未来科学城热网 198

通州运河核心区热网 130

海淀北部区域热网 110

小计 1359

跨省合作热网

三河—通州热网 1796

涿州—房山热网 849

小计 2645

合计 23660

农村地区清洁供热持续推进。全市平原地区村庄基本实现清

洁供热，其余农村地区村庄全部改用优质燃煤供热。全市农村地

区现有村庄 3921 个，目前有 3386 个村庄、约 130 万户实现了清

洁供热，占村庄总数的 86.3%。其中，煤改电村庄 2111 个，约

86 万户（电能利用方式主要为空气源热泵和地源热泵）；煤改

气村庄 552 个，约 22 万户；其他 723 个村庄通过拆迁上楼实现

清洁供热。

（二）供热节能减排扎实推进

燃煤锅炉清洁改造快速推进。“十三五”期间城镇地区共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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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燃煤锅炉房 415 座（不含自管供热锅炉房），涉及供热面积约

13005 万平方米。其中，分散燃煤锅炉房 400 座，供热面积约 9039

万平方米；大型燃煤锅炉房 15座，供热面积约 3966 万平方米。

老旧供热管网改造稳步推进。“十三五”期间改造老旧供热

管网约 3500 公里，其中室外管网约 1850 公里，室内管网约 1650

公里，涉及老旧小区约 742个、供热面积约 6000 万平方米。

余热利用建设项目积极推进。郑常庄热电厂循环水余热、昌

平未来科学城热电厂和方庄供热厂烟气余热回收项目建成投运，

实现余热回收能力 65 兆瓦；太阳宫燃气热电厂循环水余热利用

项目已试运行，设计余热回收能力 92 兆瓦。其余热电厂、调峰

热源厂和区域供热锅炉房也开展了不同程度的设计论证工作。

（三）供热行业管理日益完善

供热补贴管理模式逐步完善。将市级供热管理部门负责的区

域锅炉房专项供热燃料补贴调整为一般性转移支付、管理主动权

下沉到区级管理部门。完善热电联产集中供热补贴机制，优化调

整供热补贴核算标准。

热费制度改革取得初步成效。中央在京国家机关和北京市机

关事业单位职工采暖费改革已完成。出台了低保、优抚和分散供

养特困人员集中供热采暖补助办法，并与民政部门联合制定农村

地区“煤改清洁能源”分户自采暖和低收入家庭采暖等救助政策，

完善了困难群众救助体系。

供热行业服务水平明显提高。推进供热管理信息化，建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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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热服务管理系统和 12345供热服务投诉与处置系统等，12345

接诉即办供热工单总量连续下降，四年降幅达 40%。依托信息平

台初步实现对 1200 余家供热单位的日常沟通、管理培训和督查

考核等相关管理工作，提升了供热行业服务水平。

二、供热发展面临挑战

“十三五”以来，供热行业取得了显著进步，保障了首都安

全稳定供热。但从国家发展战略部署和适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角度来看，北京市供热的总体运行管理仍面临挑战。

（一）能源供应形势严峻，热电运行矛盾突出

北京作为能源资源高度依靠外部的超大型城市，受国际天然

气、原油市场波动及气候变化影响显著，能源供应的不确定性，

给供热安全保障带来严峻挑战。同时，受“外电进京”等政策因

素影响，作为城市热网“基荷”的四大热电中心难以按照“以热

定电”的模式运行，供热出力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从 2016—

2019 年三个采暖季城市热网运行情况来看，四大热电中心供热

出力只达到了额定能力的 70%—73%。

（二）化石能源比重偏高，低碳发展尚待深化

2020 年，城镇热电联产和燃气供热面积约 8.5 亿平方米，

占全市城镇供热面积的 95%；城镇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耦合供热

面积 3893 万平方米，仅占 4.35%。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新技术

推广应用不足、优先使用意识不强、工程建设质量不高，且缺乏

相应的运行优惠政策，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耦合供热的节能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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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充分发挥，低碳供热亟待加强。

（三）节能减排难度增加，智能管理亟需提高

“十一五”以来，全市大规模开展了燃煤锅炉改造、老旧供

热管网改造等节能改造工程，有效支撑了节能减排工作，今后通

过技术改造方式实现节能减排的难度增加。全市供热运行管理方

式仍较为粗放，供热系统优化运行调节仍需继续推进，智能供热

技术有待推广，通过智能供热管理实现节能的潜力尚未充分挖

掘。

（四）供热价格尚未理顺，供热改革仍需深化

居民供热收费价格 20 年未作调整，期间燃料价格上涨导致

供热成本逐年增加，为保证居民稳定供热，政府对供热单位的补

贴逐渐增加。现有供热价格存在“同热不同价”的问题，新能源

和可再生能源耦合供热无价格标准，供热价格机制仍需进一步完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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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供热发展需求预测

一、供热规模预测

按照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减量发展”原则，预计 2025 年，

城镇地区供热面积约 10.5 亿平方米。农村地区按照“减量提质

增绿”的发展目标，预计 2025 年供热面积约 1 亿平方米。

表 2.1 “十四五”末北京市规划供热面积

区域 供热面积（亿平方米）

城镇地区 10.5

农村地区 1.0

合计 11.5

二、供热负荷预测

随着未来建筑节能标准进一步提高和既有建筑节能改造的

不断推进，预测“十四五”期间全市城镇地区建筑综合设计热指

标为 42 瓦/平方米，2025 年城镇地区建筑热负荷约为 44100 兆

瓦。

农村地区结合美丽乡村建设和农宅节能改造相关标准推算，

采暖季热负荷指标为 64瓦/平方米—96瓦/平方米，2025 年农村

地区建筑热负荷约为 6400 兆瓦—9600 兆瓦。

三、供热结构预测

到“十四五”末，全市城镇地区基本实现清洁能源供热，供

热结构不断优化，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耦合供热比例达到 10%；

农村地区深入推进清洁能源改造，基本实现清洁供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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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2025年北京市城镇地区规划供热结构

供热方式 供热面积（万平方米） 占比（%）

燃气供热（含壁挂炉） 61474 58.55

热电联产供热 31700 30.19

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耦合供热 11398 10.86

电供热 423 0.40

燃油供热 5 —

合计 105000 100

表 2.3 2025年北京市农村地区规划供热结构

供热方式
户数

（万户）

供热面积

（万平方米）

占比

（%）

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耦合供热 107 8292 82.92

燃气供热（含壁挂炉） 22 1708 17.08

合计 129 10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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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创建绿色供热体系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以实现“碳达峰、碳

中和”目标为指引，以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为根本，牢固树立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创新发展模式、着力提

高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耦合供热应用规模，推进智能供热，加快

重新构建更加安全、清洁、绿色、智能、高效的供热体系，全面

提升供热行业安全运行管理水平，为建成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

都提供保障。

二、基本原则

安全可靠。加强热源能力建设，坚持供热方式多元化、供热

用能多样化，提高供热系统的韧性。构建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储能等多种方式与热电联产和区域锅炉房耦合的供热体系。

绿色低碳。按照“先立后破”的发展策略，大力发展新能源

和可再生能源耦合供热，减少温室气体和污染物排放，深入挖掘

本地可再生能源供热潜力，重点发展地热、空气能、再生水和余

热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供热。

高效节能。加强供热系统节能升级改造，鼓励应用磁悬浮热

泵、高温热泵和井下换热等高新技术，深度挖潜电厂和锅炉房余

热，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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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细智能。综合运用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仿真系统

及物联网和 GIS 定位等技术，推进构建智能供热感知体系，提升

供热行业精细化管理水平。

三、主要目标

（一）供热发展目标

加强供热企业服务监管，提升供热企业服务水平，保障市民

温暖度冬。

适应城市发展需求，“十四五”末城镇供热面积达到 10.5

亿平方米。

加快推进城镇地区低碳供热发展，2025 年基本完成燃油供

热锅炉清洁改造，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耦合供热面积占比达到

10%左右。

加快推进农村地区村庄住户清洁供热改造，2025 年基本实

现清洁供热。

（二）供热节能目标

贯彻落实第五步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推进老旧小区改

造、超低能耗建筑、公共建筑节能绿色化改造项目实施，建立供

热感知体系、推进实施智能供热，继续开展供热系统节能和老旧

供热管网改造，2025 年全市城镇地区单位建筑面积供热能耗比

“十三五”末降低 10%左右。

（三）行业管理目标

加强供热行业制度建设，健全热、电、气联合调度协调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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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完善供热安全管理制度，夯实供热安全管理基础，建立供

热单位信用信息体系，完成供热基础设施空间数据库建设，实现

供热行业全口径管理，推进供热行业规模化、规范化发展。

四、规划方案

城镇地区按照“安全、高效、低碳、智慧”的原则，推进本

地供热保障能力建设，挖掘京津冀区域供热资源禀赋，进一步完

善源网布局，增强供热系统韧性，提升安全运行管理水平；以“优

先利用电力、优先并入热网”的改造方式，实施全市燃油、液化

石油气等供热锅炉淘汰，有序推进分散燃气锅炉房整合联网及新

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耦合供热替代，加强城镇地区，特别是首都功

能核心区的燃油锅炉清洁改造，提高城镇地区环境品质和供热保

障能力；探索热源绿色发展模式，积极发展再生水源热泵和地源

热泵等新型供热方式；不再新建独立燃气供热系统，新建的耦合

供热系统中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不低于 60%；发展数据

中心和电厂等领域余热利用，积极推进电厂热电解耦；提升智能

供热水平，开展既有建筑智能供热改造，完善全市智能供热“一

张网”建设，构建供热感知体系，逐步实现节能降耗和精准供热

目标。

农村地区立足区域供热资源禀赋，结合美丽乡村建设，加强

农宅节能改造，有序推进剩余村庄燃煤消减，基本实现村庄供热

无煤化。农村地区已完成清洁供热改造的村庄，建立健全支持政

策，采取有效措施，做好清洁供热设施的长效管护和应急管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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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确保正常稳定供热；尚未开展清洁供热改造的村庄，在加强

农宅节能改造的前提下，因地制宜、科学稳妥推进；在具备条件

的地区，挖掘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供热资源，打造一批新型农村

供热示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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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提升供热行业韧性

一、加快城镇热源能力建设

优化热电联产热源布局。城市热网规划供热规模 2.5 亿平方

米，热源能力 10667 兆瓦，其中保留热电中心主热源能力 5914

兆瓦、调峰热源能力 4002 兆瓦，完成左家庄二期和鲁谷北重等

调峰热源工程，供热能力 751兆瓦。将北小营、松榆里等区域热

源接入城市热网，供热能力约 986兆瓦。加快推进首钢南区调峰

热源厂建设，同时加强对热网周边散小热源的整合。提升一热应

急备用热源的供热保障水平；完善华能煤机应急运行和保障机

制；将二热燃重油锅炉房改造成绿色、安全的应急热源中心。推

进区域热网的配套调峰热源建设。

表 4.1 “十四五”期间城市热网规划新增调峰热源

序号 热源名称 供热能力(兆瓦) 烟气余热能力(兆瓦)

1 鲁谷北重供热厂 522 40

2 左家庄二期 174 15

小计 696 55

充分挖掘余热供热资源。统筹电厂周边城市新建区及新增负

荷区域，优先采用电厂余热供热。推进东北和东南热电中心余热

利用改造。深化西北热电中心和郑常庄等热电中心的热电解耦方

案研究。推进燃气锅炉房烟气余热和数据中心余热回收利用。全

市新增余热供热面积 800 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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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强化城镇热网能力建设

优化城市供热管网布局。建设东坝金盏地区余热管网，新建

朝阳路、双桥东路和广渠路等联通管线，进一步增加城市热网韧

性，推进鲁谷北重、北小营和首钢等热源配套管线工程建设，推

动南中轴地区供热资源整合配套热网建设，优化管网水力工况，

提升城市供热管网安全运行水平。

开展外埠热网建设研究。贯彻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统筹考

虑“十四五”期间京津冀地区供热负荷需求和北京周边热电联产

供热资源，研究津冀电厂和余热为北京市供热的可行性。

三、加强农村供热保障能力

加大支持力度，完善农村电网、天然气等供热能源设施系统

建设，提升配套电力、燃气管网供应和保障水平；进一步完善农

宅供热系统整体设计，探索耦合使用太阳能、蓄热等技术措施，

不断提升供热系统稳定性；加强供热系统的维护能力和保障体系

建设，提升运行服务管理和售后服务水平，保障农村地区安全稳

定供热。

四、提升全市应急保障水平

加强供热应急管理，完善本市供热应急工作机制。健全供热

应急管理体系，明确市、区、街道（乡镇）三级应急管理职责，

健全供热应急预案体系，明确不同等级供热应急保障需求及应急

处置措施，开展供热应急演练，加强供热应急队伍建设，完善应

急调度机制，有效应对供热突发事件，开展供热应急宣传与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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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提升应急保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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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推进绿色清洁供热

一、推进城镇地区化石能源供热的低碳转型

新建建筑供热严控化石能源使用，原则上不再新建独立燃气

供热系统，采用城市热网、区域热网和可再生能源供热；推进既

有供热锅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耦合替代，结合城市更新、园区

建设和特色小镇等发展契机，推进建筑和工业等领域新能源和可

再生能源耦合供热。因地制宜优先发展中深层地热能、浅层地热

能、再生水余热、垃圾电厂余热、数据中心余热和绿电等耦合供

热方式，打造一批示范工程。

二、构建多能耦合的城市热网协同供热平台

推动供热资源整合，实施热网多能耦合，加强热泵、余热、

绿电蓄热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供热系统与城市热网、区域热网

耦合应用，研究推进东坝、首钢等地区多能耦合供热系统试点。

推进热网低温化改造，逐步降低热网回水温度，提高可再生能源

接纳能力，鼓励开展热网回水热泵供热示范试点。推进松榆里、

东南郊等蓄热项目研究，提升热网调节能力。推动热网向协同供

热平台升级，开展多能源耦合状态下的运行管理和应急调度体系

研究。

三、实施首都功能核心区供热锅炉清洁转型

提升首都功能核心区环境空气质量及供热保障能力。按照

“优先电力、优先并入热网”的原则，推进 72 座燃油供热锅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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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清洁转型。将二热燃重油锅炉房改造成绿色、安全的应急热源

中心。研究燃气供热锅炉房绿色转型技术路径，推进实施试点示

范。构建更加清洁、安全、低碳的首都功能核心区供热体系。

四、拓展农村地区可再生能源供热应用领域

大力推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在农业农村领域的应用，加大

农村能源设施建设投入力度，配合农村建筑节能改造，鼓励采用

多能耦合供热系统。在具备条件的设施农业、养殖基地、特色村

镇、旅游风景区和民宅民宿，创新技术应用形式，打造一批多能

互补的绿色供热试点示范，促进美丽乡村建设，增加农村百姓福

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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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开展城镇智能供热

一、推进实施新建建筑智能供热

制定新建民用建筑智能供热系统设计标准和智能化供热系

统验收标准。新建民用建筑智能供热系统应与主体建筑同步设

计、建设和验收，实现精准调控，并将供热系统冷态验收改为热

态验收。加强智能供热系统设计、施工、验收和运行管理环节的

监管，确保供热系统安全稳定运行。

二、推进既有建筑智能供热改造

既有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水平达到二步节能标准以上、完成老

旧供热管网更新改造的，既有公共建筑完成建筑节能改造和老旧

供热管网改造的，鼓励供热单位对其开展智能供热改造。制定既

有民用建筑智能供热改造相关标准及工作方案，实施由热源到楼

栋热力入口的智能供热改造，用户安装室温采集装置，既有公共

建筑同步实施供热计量改造。2022 年底前完成 2000 万平方米试

点示范，2023—2025 年完成 1 亿平方米以上既有建筑智能化供

热改造。

三、实施供热系统节能升级改造

贯彻落实第五步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推进老旧小区改

造、超低能耗建筑、公共建筑节能绿色化改造项目实施。推进超

低能耗建筑示范，在有条件区域鼓励发展零能耗建筑。推进燃气

锅炉烟气余热深度利用，推广先进的平衡调节、气候补偿、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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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控制和热计量等节能技术，提高供热系统能源利用效率。结

合既有建筑智能供热升级、城市更新改造和老旧小区改造，继续

开展供热隐患排查治理、推进老旧供热管网更新改造。

四、加强智能供热感知体系建设

制定供热系统数据采集和通信标准，完善智能供热信息管理

体制和机制，整合各区和大型供热企业智能供热信息管理和服务

平台，推进全市供热行业感知“一张网”系统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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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深化供热体制改革

一、加强供热制度建设

推进供热立法；修订供热合同范本；优化供热备案、接诉即

办和巡检等制度；新建全口径管理工作机制、供热单位评价考核

制度和供热系统能耗定额及审计制度、供热系统维修资金管理机

制等。

二、健全供热标准体系

结合行业管理需求，完善供热行业管理标准体系，制定用户

供热系统改造、供热管线保护、无线室温采集装置和智能供热等

相关标准；修订供热系统节能改造、节能运行管理、水处理和供

热管线有限空间高温高湿作业安全技术规程等标准。同时，提高

标准执行力度，完善标准执行监管机制。

三、完善供热价格机制

结合“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供热系统重构和低碳供热技

术应用，研究建立有利于促进节能降耗、绿色高效的供热价格管

理机制。按照同热同价的原则，适时稳妥推进居民供热销售价格

统一。开展建筑供热能耗监测分析，做好供热企业成本核算，进

一步完善供热补贴标准及政策。

四、推进低碳技术应用

按照国家和北京市“碳达峰、碳中和”发展总体战略部署，

开展供热系统低碳发展转型研究，加强低碳、零碳供热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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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储备，进行典型技术试点示范。推动城市热网系统逐步向绿色

转型；统筹推进建筑节能、智能供热和体制优化等工作，强化新

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与区域供热系统的耦合发展；结合低碳供热新

技术，加强燃气壁挂炉低碳升级改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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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规划实施保障措施

一、协调推进规划落实

城乡供热是事关城市安全运行和民生冷暖的基础性、保障性

事业。市、区供热管理部门应在本规划指导下，编制城市热网发

展规划、供热节能规划以及各区供热发展规划等专项规划，为供

热行业发展提供指导，为政府决策、项目核准与监管提供依据。

各有关部门应按照供热发展规划确定的项目，制定相关配套政

策，积极吸引社会主体参与，多渠道落实项目资金，安排项目实

施进度，为全面完成确定的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提供保证。同时

应加强规划前、规划中、规划实施后的全过程管控，尤其在新能

源和可再生能源耦合供热落地方面，应切实发挥规划引领和监督

作用，加强协调力度，保障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耦合供热等项目

顺利实施。

二、推进重大项目实施

做好重大项目前期谋划和储备，建立供热项目储备库，实行

动态管理，滚动实施，分批推进，做到谋划一批、储备一批、实

施一批。强化项目实施管理，健全政府投资项目后评价制度。

三、提升供热安全保障

强化能源资源调度，保障供热能源供应。着力提升供热生产

运行安全水平，统筹加大地下供热管线监管和风险隐患排查力

度，强化源头治理能力，提高行业安全管理能力。健全完善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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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线突发事故应急处置预案及演练机制，强化专业应急救援队伍

建设，提升应急救援人员专业能力素质和相关技术装备物资配备

水平。

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

在规划编制、发布、宣讲、实施、评估等各环节充分动员社

会力量参与，强化全民编制规划的意识，提高规划的可实施性。

建立健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机制，引导和规范社会资本参与供

热设施建设、运营，形成公开透明、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

加强供热节能宣传，引导公众参与供热节能减碳行动，建立全民

供热节能减碳新时尚。

五、研究制定保障政策

优化供热补贴和供热设施备案政策。逐步降低化石能源供热

补贴，在明确政策性亏损前提下，研究热泵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

源耦合供热的运行补贴政策，优化供热投资补贴政策。研究供热

设施全生命周期管理机制及相关配套政策，明确供热设施产权，

实施折旧资金管理。研究制定智能供热改造补助政策，提升供热

品质。制定首都功能核心区供热资源整合鼓励政策。研究优化低

保和分散供养特困人员集中供热采暖补助发放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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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规划环境影响分析

“十三五”以来，本市供热面积总量平稳增长，供热能源结

构优化，供热所用优质能源占比大幅提高。“十四五”期间，本

市供热面积总量仍将保持增长，为进一步顺应供热绿色低碳发展

新要求，将采取更加严格的节能减排措施，持续削减各类污染物

排放总量
1
。

一、“十三五”末供热行业污染物排放测算

“十三五”期间，本市大力实施煤改气、煤改电、严格排放

标准等大气污染防治措施，城镇地区各类污染物排放显著下降。

综合测算，2020 年，与本市城镇地区供热能源利用直接相关的

SO2、NOX、PM10和 PM2.5排放量分别为 391.2 吨、4513.3 吨、2.1

吨和 1.5 吨。

表 9.1 2020 年北京市城镇地区供热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测算

指标

类型
能耗实物量

SO2

（吨）

NOX

（吨）

PM10

（吨）

PM2.5

（吨）

燃气供热

（含壁挂炉）
523484万立方米 256.51 3323.08 0 0

热电厂 224027万立方米 109.77 853.54 0 0

电厂调峰热源 37836万立方米 18.54 240.18 0 0

新能源和可再生能

源耦合供热（燃气

部分）

11377万立方米 5.57 72.22 0 0

燃油供热 8601吨 0.76 24.24 2.08 1.46

合 计 391.15 4513.26 2.08 1.46

1 注：1.热电厂耗气量分摊方式为热量法分摊；2.华能煤机排放未计入；3.电力消耗排放未计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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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五”时期供热行业减排效果测算

“十四五”时期，加快锅炉房减油净煤及新能源和可再生能

源替代，结合城市更新、园区建设和特色小镇等发展契机，推进

建筑和工业等领域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耦合供热，显著降低城镇

地区能源利用污染物排放总量。综合测算，2025 年本市与城镇

地区供热能源利用直接相关的 SO2排放总量将比 2020 年上升约

2.6%，NOX、PM10和 PM2.5的排放总量将分别比 2020 年下降约 1.0%、

95.2%和 95.2%。

表 9.2 2025 年北京市城镇地区供热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测算

指标

类型
能耗实物量

SO2

（吨）

NOX

（吨）

PM10

（吨）

PM2.5

（吨）

燃气供热

（含壁挂炉）
469208万立方米 229.91 2978.53 0 0

热电厂 288700万立方米 141.46 1099.95 0 0

电厂调峰热源 29783万立方米 14.59 189.06 0 0

新能源和可再生能

源耦合供热（燃气

部分）

31244万立方米 15.31 198.34 0 0

燃油供热 414吨 0.04 1.16 0.10 0.07

合 计 401.31 4467.04 0.10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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