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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能源网论文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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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的中国城市集中供热 

徐忠堂 [建设部城建司] 2003-07-03 

 

 

  一、城市集中供热发展状况 

    城市供热是以保证人们生产生活用热为目的的。生活用热主要包括供暖和生活用 热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
学技术的进步，夏季集中供冷(空调)也划为城市供热的范围。城 市供热设施的主要特征是热源集中，并以不同规
模的热网向热用户输送热能。我国城市供热 绝大多数以保证城市供暖为主，用于生活热水供应仅是很少一部分，
用于夏季供冷就更少了 ，目前刚刚在江苏、浙江等省兴起。城市供热发展情况，详见下表1-2-1。 

表1-2-1    我国城市集中供热发展状况(1991-1998) 

  

    1998年全国集中供热面积为86540万平方米，比1997年增加9.96%。城市供热主要分布在“三 北”(东北、华
北、西北)13个省、市、自治区，还有山东、河南两省，长江中下游的江苏、 浙江、安徽等省也开始起步。“三
北”地区城市供热普及率以达25%以上。1998年各省市集 中供热状况详见下表1-2-2。 

表1-2-2集中供热状况(1998年) 

1、热源的发展 

    城市供热热源的形式：热电厂、区域锅炉房、工业余热、分散锅炉房、地热、核能、太阳能 、热泵、家庭用
小燃煤炉和电暖气等。我国供热所用能源包括：煤炭、燃油、天然气、电能 、核能、太阳能、地热等，但是集中
供热所用能源目前仍以煤炭为主，北京和有资源条件的 城市开始使用天然气和燃油。随着我国城市化速度加快，
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在国家对 于环境保护和节约能源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的推动下，城市供热得到迅速发
展，形成了以 热电联产为主，热电联产占62.9%，区域锅炉房占35.75%，其他占1.35%截至1998年我国区域 锅炉
房为辅，其他热源方式为补充的供热局面。在我国城市供热热源供应的总热量中，热电 联产供热设备容量为
2493.85万千瓦(单机6000千瓦及以上机组)，年供热量为103599万百万 千焦，供热标准煤耗40.39千克/吉焦。 

    我国目前热电联产的主要技术特征是： 

(1)热电联产的建设服从于城市总体规划和城市热力规划 ，使之更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 

(2)热电厂建设以区域热电厂为主，企业自备热电厂为热源兼顾周围联片供热为补充； 

指标时间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供热能力 

 

蒸汽 

t/h

21495 25491 31079 34848 67601 62316 65207 66427

热水 

MW

29663 45386 119302 52466 354948 103960 69529 71720

供热总量  

 

蒸汽 

t

81951575 92667797 106334311 103345449 164147794 176150000 206040000 174630000

热水 

GJ

210654403 266702609 290358799 320562319 751614084 563070000 626610000 646840000

供热面积 

万 平米 

27651 32832 44164 50992 64645 73433.31 80754.95 86540

 地区 

 名称 

   供热能力   供热总量
集中供热面积 

 (万平方米) 

  蒸汽 

 (T/H)

 热水 

 (MW)

 蒸汽 

 (万吨) 

 热水 

(万百万千焦) 

总计   66427   71720   17463   64684   86540.00

北京   2908   3052   1674   8102   6477.00

天津   10932   3309    -   3400   4184.08

河北   3660   6552   1705   4218   6693.73

山西   3177   4863   728   3937   4132.48

内蒙古   1097   4644   83   3796   3827.00

辽宁   11653   13317   3325  8374   16446.43

吉林   3025   7316   367  7068   7487.38

黑龙江   4615   11681   1472   11761   11729.89

陕西   2203   1077   295   540   1674.01

甘肃   2310   2495   2026   2409   3042.94

青海   8   51     -   34   59.00

宁夏   666   1878   244   1808   1325.30

新疆   1086   3332   346   2558   2933.78

山东   9865   6830   1885   5760   9197.65

河南   2343   857   934   811   3022.32

湖北   750   12   533   26   438.00

湖南   733   49   587   1   577.00

江苏   2259    -   487       -   1295.37

浙江   1222    -   381      -   300.60

安徽   1915   380   391   20   196.04



(3)位于城市中心地带、机组陈旧、耗煤高的不适应电力事业发展的部分老发电厂，纷纷改 扩建为热电联产的供
热机组，使老电厂恢复了生机； 

(4)过去供热机组小于20MW的中小型机组为主，影响热电联产综合效益的提高。现在，随着 城市供热规模的发
展，200和300MW抽凝供热机组开始采用，这些大容量、高参数的机组，在 非采暖期与凝汽机组的效率基本相同，
在采暖期节约能源效果明显，在城市供热产业发展中 显示出巨大潜力。 

     我国区域锅炉房的技术发展现状是： 

(1)区域锅炉房的锅炉单台容量按大、中、小城市不同规模分别为4、10、20吨/小时，许多 城市还没有达到要
求，分散锅炉房较多，锅炉房能源利用率较低，热效率大多低于60%，我 国北方最冷的大城市哈尔滨市供热仍以
分散小锅炉为主，10吨/小时以下分散锅炉有2670台 ，占现有锅炉的70%；沈阳、唐山、牡丹江等城市对现有锅炉
进行技术改造，采用混合燃烧 和分层给煤技术，使锅炉热效率提高到70%左右； 

(2)北京、沈阳、长春、青岛、大连等城市区域锅炉房的锅炉已开始向单台锅炉大容量发展 ，尤其是北京市的大
型区域锅炉房供热厂(双榆树、左家庄、方庄供热厂等)锅炉单台容量均 在45吨/小时以上，并使用了天然气； 

(3)区域锅炉房运行工况较差，一般都采用人工除灰渣，使锅炉房内外充满灰尘，灰渣飞扬 ，对周围和工人工作
环境危害较重； 

(4)区域锅炉房除尘器除尘效率低(仅达60%)，缺乏有效的脱硫设施，加重了对大气的污染。  

2、城市热力网的发展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迅速发展，作为城市基础设施的热力网输送热能系统发展很快，全 国设有集中供热设施
的城市已占到42.8%，尤其是“三北”地区13个省、市、自治区的设市 城市全部都有供热设施，形成较大的规
模，并正在向大型化发展。十分利于节约能源和集中 治理环境，逐步实现集中管理、集中调度，能源利用率高的
优势正在得到充分发挥。 

(1)热水网设计最高温度已达150℃，压力2.5-1.6MP，最大供热半径19.5KM，最大管径1400M M；蒸汽管网最高温
度已达300℃，压力一般低于1.0MP，最大供热半径6-7KM，最大管径为10 00MM； 

(2)热源为热电厂的热力管网系统，最大供热面积为1200万m 2；热源为区域锅炉房的热力 管网系统，最大供热
面积为500万m 2；热源为热电厂和调峰锅炉房联合供热的热力管网系 统，最大供热面积为4000万m 2； 

(3)改变了单一的热力管网系统形式，设计和应用了多热源联合供热系统和热、电、冷联产 联供系统； 

(4)城市热力网以枝状管网为主，环状管网也得到广泛应用，其具有互补性好和保证率高的 优点；热力管网与热
用户的连接以间接系统为主，直接连接仍然在中、小城市广泛采用； 

(5)热力网中有沟和无沟敷设并存，在管沟敷设中最大预制钢筋混凝土拱型管沟已用在DN120 0MM热力管道上；自
80年代学习引进国外直埋先进技术以来，热力直埋保温管在我国发展很 快，其主要表现是：引进、消化、吸收国
外直埋管道制造工艺，研究开发了符合国情的国产 预制保温管生产设备和直埋保温管产品，直埋保温管计算理论
研究取得好的成果并用于指导 设计和施工，制定了直埋保温管产品标准和工程施工规范，从而促进了产品标准化
和施工技 术规范化，直埋保温管产品开始由低温向高温，由热水向蒸汽发展； 

(6)重视和发展了热力网调节技术和计算机控制技术的应用，改革了过去单一的调节方式， 水力平衡设备、变频
调速设备、微机控制系统的应用，提高了我国热力网调节水平。 

(7)新型国产供热设备不断研制、开发、生产，加快了供热产业技术进步，无论是消化、吸 收国外的先进技术还
是开发国产的供热设备，都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和较高的水平。主要包括 ：品种多质量好的换热器、各种阀门、各
种波纹管补偿器、规格不同的直埋保温管、热量表 、各种自动化仪表、溴化锂制冷机组等； 

(8)城市供热行业职工队伍不断提高，研究生、本科生、大专生等有专业知识的人才在城市 供热行业中越来越
多，充分发挥着技术骨干力量的作用。 

3、热用户的现状 

    我国城市集中供热面积已达86540万m 2，其中民用住宅建筑面积占59.76%(51600万m 2)， 公共建筑面积占
33.12%，其他占7.11%。近几年，民用住宅建筑面积增长很快，主要是受经 济发展的推动，还有房改加快所至。
今后，随着我国人民生活不断提高和人民环境的改善， 民用住宅建设将会更快的发展。 

    但是，热用户应用技术发展是城市供热产业中最薄弱的环节，主要是由于计划经济时期福利 “包烧制”供暖
制度造成的。因此，目前我国民用住宅热用户室内采暖系统绝大多数为单管 垂直串联系统，系统内严重垂直失
调，高、低层冷热不均，高层热的开窗户，地层却不热， 使用户挨冻，浪费热源，供热质量差；采暖管道材质均
为普通碳素钢管，散热器以粗笨的铸 铁为主，室内系统中除了有一些陈旧的关断阀门外，基本上没有任何调节设
备及手段，也没 有温度、压力、流量、热量表计等设备。 

二、城市集中供热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城市集中供热是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开放开始兴起并发展起来的新产业，在 改革开放巨大动力的推动
下得以迅速的发展，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和成绩 。但就其技术水平、设备水平、管理水平和服
务质量水平，与国外先进水平相比，差距较大 ，尤其是技术和设备水平比较落后，有的设备甚至是50或60年代的
陈旧的、应该淘汰的东西 。 

1、热源 

(1)以煤炭为燃料的热电联产和区域锅炉房的集中供热受到其他能源供热方式的挑战。必须 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
决，一是如何降低初投资(包括热源、热网、的投资)减少热用户的工程 建设费用；二是加快提高供热产业的设
备、技术、管理水平降低供热成本，减少热用户的用热费用； 

(2)没有完善的供热规划和供热项目审判手续，造成供热项目盲目建设，出现了热源建成后 热负荷不足的大马拉
小车的严重的浪费现象； 

(3)集中供热负荷以采暖和工业负荷为主，生活热水负荷的比例很少，集中供热的效能得不 到充分发挥； 

(4)区域供热锅炉容量小、效率低、技术落后、司炉人员素质极低(多为临时季节工)，阻碍 了供热产业技术的发
展； 

(5)区域供热锅炉以中、小燃煤锅炉量大面广，脱硫技术落后对城市空气环境污染严重。 

2、热力网 

(1)热力网中的热力站设备陈旧落后，进行热力工况调节的设备和手段基本没有或者十分落 后，绝大部分机械设
备是其他产业的代用设备，供热的专业设备不仅少而且比较粗糙； 

(2)渗漏问题没有引起重视，高温或蒸汽直埋保温管在设计、制造、施工等各个环节存在诸 多问题，如：结构形
式、排湿措施、关键节点处理及管道补偿问题等； 

(3)热力管网中失调问题严重存在，系统失水、补水量大，能量浪费严重，水质差腐蚀严重 ，大流量小温差现象
仍然普遍存在； 

(4)供热产业技术研究投入少，基础理论研究工作薄弱，工程设计基本数据缺乏，许多理论 和技术问题没有彻底
解决； 



(5)供热行业出台的政策法规较少，至今没有一个国家的法律或条例。 

3、热用户 

    前面已讲到，热用户应用技术是城市供热产业中最薄弱的环节，足以说明我国的热用户应用 技术处于十分落
后的局面。诸如热用户系统垂直失调冷热不均的问题普遍存在，单管垂直系 统难以实现热用户分户按热量计量收
费，致使目前造成收费难从而导致供热更难的严重局面 。因此，尽快提高城市供热热用户应用技术水平已成为摆
在我们面前的首要课题和当务之急 。 

三、我国城市供热与国际先进水平的比较 

    前苏联、丹麦、芬兰、瑞典、德国等国是集中供热发展很快的国家，从设备、技术 、管理等诸方面都居世界
领先的水平。 

    前苏联集中供热占全国总需求的热量的70%，其中热电联产占一半多。用的燃料是石油、天 然气和煤，也有
垃圾焚烧、核能供热等。热电联产的供热机组的单机容量随着供热事业发展 ，由60年代初的6MW、12MW、25MW到
70年代初扩大到50MW、100MW的供热机组，目前 功率为2 50-300MW、初压240的超临界供热机组也投入使用。 

    丹麦集中供热占总需求热量的50%其中热电联产占30%，在丹麦集中供热作为城市基础设施的 组成部分，与电
力、电话、燃气、给排水系统等受到同等重视和发展。1979年丹麦议会通过 了“供热法”，该法要求各城市政府
在分析本市能源供应的基础上制定了供热总体规划，积 极推进集中供热，并最大可能地发展热电联产。他们按
大、小城市不同规模因地制宜，大城 市建设了世界上大型高效热电联产、集中供热系统，首都哥本哈根有四座热
电厂，装机总容 量达764MW，总供热能力为3582GJ/H；在小城市迅速发展小型热电联产、区域供热系统，这 些小
型热电厂的燃料为天然气、垃圾、稻草、沼气等，技术方案在燃气发动机、燃气轮机和 蒸汽轮机等联合循环，小
型热电联产成为丹麦能源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芬兰集中供热占总需求热量的45%，其中热电联产占70%、芬兰70%的燃料能源依赖进口，因 此，对能源的经
济使用和运输政策特别重视。集中供热的能源：煤占41%，天然气25%，泥煤 20%，石油9%，其他5%。首都赫尔辛
基集中供热率已达90%以上。 

      瑞典集中供热占全国总需求热量的34%，集中供热热力网总长6500KM，1600万栋公寓和11万 小型建筑与集
中供热热力网相连，说明集中供热在瑞典的城市和人口密集区已广泛使用 。  德国集中供热总热量为1961万
GJ，其中西德地区热电联产占67%，原东德地区热电联占41%。 因此，德国也是集中供热发展较好的国家之一。 

    韩国发展城市集中供热的历史与我国相当，也是始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中期进入快速发 展阶段，令人刮
目相看。韩国集中供热的规模、设计、施工、运行、管理全面引进芬兰供热 先进技术，从实际出发扬长避短，使
供热系统更先进、完善。 

    北欧诸国从70年代末开始，热用户均按热量计量收费，发展到现在技术与设备水平十分先进 。 

     我国与国外供热先进技术相比，尚有较大的差距。主要表现在： 

1、热源： 

(1)分散小锅炉房较多，浪费能源，污染环境；而国家缺乏针对发展集中供热立法和强制政 策措施； 

(2)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现有热电厂、区域锅炉房的单机容量偏低，能源利用率低，热能浪费 严重，供热成本高； 

(3)部门与地产的保护主义严重，在发展城市集中供热产业上不能协调一致共同发展，致使 城市集中供热所占比
重较小。 

2、热力网和热用户应用技术与国外先进技术相比差距更大，前边在存在问题中讲的很多， 这里不多加论述。 

四、城市供热发展趋势 

     学习国外城市集中供热先进技术，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结合当前城市集中供热 的实际情况，随着我国
经济迅速发展，城市化进程逐步加快，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要求 ，我国城市供热在实现市场经济向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转变的进程中会得到继续发展。 

1、热源 

(1)热电厂的大型热电机组比重不断增加。目前一些城市为适应工业与民用热负荷的增长， 正在建设单机组10万
MW和14万MW的较大型供热机组，北京、沈阳、长春、郑州、太原等城市 已建成20万MW以上的大型抽凝供热机组； 

(2)区域锅炉房的锅炉单台容量开始向大型化发展。大城市的单台锅炉容量宜为40T/H以上， 中等城市宜为
20T/H，小城市宜为10T/H，使能源效益提高10-20%以上； 

(3)城市热、电、冷联产加快发展。长江中下游的杭州、常州、苏州等城市已建设以热电厂 为热源的集中供热与
供冷系统，溴化锂制冷负荷增加，使热电厂的综合效益明显提高。 

(4)多热源联网的运行日益发展。北京、沈阳、牡丹江等城市已开始尝试多热源联网运行， 可以优化生产和运行
方式，增加热力运行的灵活性和互补性，提高系统的经济性与可靠性。  

(5)开始使用油、气、电等清洁能源，积极推进燃气-蒸汽联合发电的机组。 

(6)开发地热、低温核供热、热泵等核热技术。 

(7)为适应按热量计量收费的新办法，应致力研究调节供热技术和热储存技术。 

(8)发展村镇小热电具有十分广阔的市场。 

2、热力网 

(1)多热源联供系统热力网的运行和输送技术及优化控制不断得到应用和发展；  

(2)大型热力网环状管网的技术和应用不断增加； 

(3)热力网计算机监控系统将得到较大的发展，并由监测为主逐步向控制为主转变； 

(4)为适应按热量计量收费新办法的实施，热力网的量调节技术和热力站先进设备的使用将 会得到迅速发展； 

(5)直埋保温管将向耐高温和输送蒸汽方面发展； 

3、热用户 

(1)采暖系统实行分户控制和计量，实现节约能源20-25%的要求。今后新建筑物要按分户控 制和计量的要求设
计、施工，原有建筑用5-10年时间逐步改造； 

(2)住宅单元按双管垂直系统并联连接，各用户室内采暖系统设计可以按使用功能进行单管 串联或双管并联； 

(3)室内地面供热的辐射采暖得到应用，使室内采暖方式多样化； 

(4)室内采暖管道、各种阀门向优质可靠发展，保证正常使用； 



(5)热量表得到广泛应用，并要建立标准，成立检验机构； 

(6)散热器向美观、大方、实用发展，逐步过渡到不用装饰包装，以达到节约能源10-15%的 要求。 

五、城市供热发展原则和2015年发展的方向 

1、根据我国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以煤炭为主的实际情况(见表3)，城市集中供热消耗 的能源应坚持以煤炭主，在一
些经济发达的城市和有资源条件的地方适当发展以天然气、石 油等清洁能源为供热能源的方针；发展到2015年天
然气、石油等清洁能源中所占比例将会增 加。 

我国一次能源消费结构(统计资料) 

2、城市集中供热应发展成以热电联产集中供热为主，大型区域锅炉房供热为辅，其他供热 方式为补充的供热格
局。 

    热电联产集中供热具有节约能源、改善环境、提高供热质量、增加电力生产供应等综合效益 。《中华人民共
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中国二十一世 纪议程》、《中国节能技术政策大
纲》、《当前重点鼓励发展产业、产品和技术目录》等国 家法规和政策均明确提出鼓励、支持、发展热电联产集
中供热。热电联产集中供热由于其锅 炉、机组容量大、热能利用率高于火电厂一倍以上。热电联产集中供热锅炉
容量大，热效率 高，烟囱高，除尘效果高达90%以上，这样高的环境保护效益，分散小锅炉是不可比拟的。 因
此，热电联产是集中供热最理想的供热模式。但是，热电联产集中供热有初投资较大、热 负荷不宜过于分散等不
足。所以热电联产集中供热的立项、可行性研究、审批等都要认真研 究分析和决策。 

    大型区域锅炉房供热节能幅度比热电联产其热效率低(仅在70%左右)，对环境改善也比热电 联产差。但是，
大型区域锅炉房比分散小锅炉房热效率高(分散小锅炉热效率低为55%左右) ，与热电联产相比投资少、热力输配
管线短、上马快，并可以做为热电厂的调峰锅炉联合供 热。 

3、发展到2010年城市集中供热基本实现分户按热量计量收费。为此，城市供热的热源和热 力网要提高以动态调
节代替静态调节的技术，逐步实现按需供热的运行。 

4、发展到2015年城市供热普及率在2000年25%的基础上提高15-20%，使供热普及率达40%以 上。 

六、城市供热重点发展和推广的技术 

1、大力发展热电联产集中供热，提高热电联产利用率，发展热能梯级利用技术； 推广发展热、电、冷联产技
术，提高热能综合利用率。 

2、发展城市供热热源形式多样化，包括燃气-蒸汽联合，燃气直燃制冷、热泵、地热、低温 核供热、垃圾焚烧、
太阳能等。 

3、大力推广锅炉节能技术，包括：锅炉自动控制、分层给煤燃烧、水泵及风机变频调速、 循环硫化床锅炉、脱
硫等技术，通过利用新技术挖潜改造，降低锅炉房耗能指标，降低供热 成本。 

4、发展和推广多热源联网运行供热技术和优化运行。 

5、开发研制并推广蓄热能技术和设备。 

6、推广应用计算机在热网中的控制调节技术。 

7、研究应用高温热水和蒸汽直埋保温管道技术。 

8、推广和发展热力站组装机组自动控制及调节技术。 

9、大力推广和发展热用户分户控制和热量计量技术及仪表设备。 

10、逐步应用和发展生活用热水的设备和技术。 

七、发展城市供热的政策措施 

    首先应当肯定，城市供热能较快的发展是国家和各级城市政府重视和支持的结果； 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
济迅速发展推动的结果。自1986年以来，国家和各省、市政府制定 了一系列鼓励、支持、发展城市供热的政策法
规，主要有： 

1、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3、节约能源管理暂行条例； 

4、节能技术政策大纲； 

5、当前重点鼓励发展的产业、产品和技术目录； 

6、国务院1986(22)号文件《关于发展城市集中供热的意见》 

7、关于发展热电联产的若干规定(国家计委、经贸委、建设部、电力部) 

8、关于城市供热产业政策实施意见(建设部)； 

9、城市供热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建设部、国家工商局)； 

10、加强城市供热规划的管理规定(国家计委、建设部)； 

11、城市供水、供气、供热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实施方法(国家体改委、经贸委、建设部)； 

12、城市供热区域锅炉房管理办法(建设部)； 

但是，从依法治国的高度要求出发，城市供热还没有一部专门的国家法规和条例，这也是我 们与供热发达国家相
比的重大差距 之一。因此，促进城市供热产业的发展，应抓紧制定有 关政策法规及措施，主要是： 

1、建议加快城市供热产业供热产业的立法进程，使其有法可依，推动发展。 

2、城市集中供热面临着我国能源结构调整带来供热方式多样化的挑战，在国家制定能源政 策时应支持发展热电
联产集中供热 

3、城市供热面临着改革供热收费制度和实行计量收费新办法的新发展时期，在制定《城市 供热收费制度改革实

时间  煤(%)   石油(%)   天然气(%)   水电(%)   核电 

1995   75.0   17.3   1.8   5.9   -

2000   71.0   24.0   2.7   2.0   0.2

2015   62.6   29.6   7.1   2.6   0.8



施意见》和《城市供热按热量计量收费办法》的时候，国家应扶持城市 供热摆脱收费难的困难局面，顺利实现改
革。主要从五年内减免税赋和允许各城市政府建立 供热保障金等方面予以支持。 

4、建设部应会同国家计委制定“城市供热按热量计量收费的价格管理办法”以支持、规范 按热量收费办法的实
行，加强管理供热企业的成本，降低热价，减少热用户热费负担。 

5、建设部应加快规定“城市热力网运行质量管理规定”以要求供热企业提高设备、技术、 管理、服务水平，保
证按需供热。 

6、建设部要加快制定适应城市供热按热量计量收费办法和技术标准、规范和产品标准，以 指导城市供热计量收
费方法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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