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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安德森烦恼之结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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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热电联产”？就是将发电之后的低品位热能用于供热，实现能源梯级
利用，提高能源的综合利用效率的系统。因此，热电联产被世界各国作为主要的节
能环保产业给予鼓励和支持。罗伯特的顶峰公司和其他进入中国投资热电项目的跨
国公司，在选择项目上都会认为投资热电联产，既节能又环保，还能完善城市功
能，改善当地老百姓的生活品质，理所当然是该万无一失的好项目。 

热电联产 

      全世界都知道中国缺乏资源，中国急需治理大气环境，在中国投资热电项目
当属“雪中送炭”。热电分产与热电联产相比较，如果1公斤煤发电，1公斤煤供
热，与2公斤煤热电联产，热电分产即便采用60万千瓦超零界发电机组和较高效率的
燃煤供热锅炉与1.2万千瓦的普通热电机组比较，前者可以发出3.11千瓦时电力和供
应4.88千瓦时热能；后者则可以发电3.62千瓦时和供应热量6.15千瓦时，热电联产
综合热电效率提高21.22%。中国如果有一半的能源采用这一技术转换，每年就可以
节约2亿吨煤炭。此外，热电厂代替了无数的燃煤小锅炉，改善大气环境，节约土地
资源，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同时也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 

      热电联产在中国也有诸多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给予保护，《节能法》中明
确国家鼓励该技术，国家发计委等四委部局2000年下发了《关于发展热电联产的规
定》。2004年国务院转发国家发改委《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中也将发展热电联产
作为重点领域和重点工程。截止到2003年底，全国6000千瓦及以上热电机组2,121
台，发电总容量4,369万千瓦，平均单机容量3.4万千瓦，热电机组占全国火电同容
量机组15.7％，占全国发电机组总容量的11.16%，以远远超过核电机组比重。承担
了全国总供热蒸汽的65.89％，热水的32.66%，是工业供热和城市采暖的支柱行业，
已经具有了相当的产业规模，为国家节约能源，改善环境，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做出
了显著的贡献。 

   然而，此刻几乎每一个热电厂的总经理都向安德森先生一样晃晃不可终日，一边
是节节高升的煤炭价格和运输费用，另一边是铁定的电价热价，还将面临下一步
“电力过剩”可能发生的排斥和打压，以及“竞价上网”的难题。有的企业每个月
亏损上百万，一级级政府仍然是十二道金牌，为保障“安定团结”，落实“三个代
表”不准停暖停热。  

利益夹缝 

   热电企业在中国是一个经常遭遇困境的行业，因为热电联产在中国传统行业分工
中属于边缘性产业，“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热电联产决定了它同时跨越行业提
供两种不同的能源产品，电力和热能，而且这两种产品的生产过程又紧密关联，它
既不向大型火电厂那样简简单单，又不向供热厂那样与地方政府的利益清清楚楚，
“天生的优势”变成“天生的缺陷”。 

   热电厂的供热输送半径不能太大，因为远距离输送热能损失比较大，所以一般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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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厂供热半径不超过10公里。受10公里半径内的供热需求局限，建造热电机组的容
量不能太大，因为机组大了综合热电效率不会提高，有的反而降低，这一因素决定
了热电厂建设只能根据需求采取适度规模的方式。国家是根据综合热效率和热电比
两项指标考核热电厂的，供热量限制后，政府是不会批准建设大型热电厂的。由于
规模小，导致热电厂经常被与明令淘汰的“小火电”混为一谈，常常遭到各级政府
的“误伤”。也正是因为规模小，国有大型电力企业对于投资热电厂兴趣不大，所
以绝大多数热电厂是电力系统以外的地方企业、地方政府或个人，以及外资企业投
资兴建的。 

   中国的电力价格采取了分类分级定价机制，主要由中央和省级政府决定，省级发
改委和物价局提出建议，国家发改委审批。但是热价是由地方政府发改委和物价局
决定的。由于热电企业投资主体隶属关系不同，绝大多数热电厂不是中央或省级国
有大企业，当燃煤价格节节高升，国家决定相应调整上网电价时，大多数省份都不
会考虑地方小热电。涨价空间优先保障中央所属国有大型发电集团，其次保障省属
大型国有发电企业，等到地方小热电，基本上连残羹剩饭也所剩无几。电力部在改
制国家电力公司最后一刻，在起草《电力法》第25条中楔入了：“一个供电营业区
内只设立一个供电营业机构”的法条，当然这就是指他们自己，也就是说不经过他
们同意发电厂就不能卖电，用户也不能买电，并用法律固化了这种利益关系。结果
造成地方发电厂不论多少钱一度电上网，都于地方利益没有直接关系，地方政府没
有权利调整当地电厂的电价，也不会从调整中得到任何实惠。而热价是实实在在的
地方利益，热价上涨不仅影响地方经济，而且地方通常在招商引资之初曾经承诺热
价，一旦调整热价会影响地方政府形象。况且很多地区因为煤价上涨而已经调整了
销售电价，地方为此付出代价，所以他们希望把球再扔回给中央或省政府，憋住热
电企业到上级政府去争电价，因而更不给这些热电厂调整热价，同时还逼着热电厂
不得停热。热电厂就是这样被困在中央和地方利益矛盾的夹缝之间。罗伯特和他的
顶峰公司也不得不与中国同行享受一把中国特色之烦恼。 

      热电厂建设在城市圈内，土地成本高，环保标准高，还要承担巨额投资的供
热管网，所以单位造价高于火电厂。但是，热电厂靠近用电负荷，发出的电力马上
可以就近使用，不用建设大量输配电设施，也没有大量的输变电损失。但是，不幸
的是中国目前对于输配电费用（过网费）实行的是“邮票法”，不论远近，不论变
压等级是多少都是一个价。内蒙的坑口发电厂和北京的热电厂要收取相同的电网中
间费用，一台10千伏可以并网的小型热电机组也要承担900公里之外的火电厂的50万
输电线路和22万、11万和3.5万变压站的投资和损耗，这种部分青红皂白根本不考虑
能源利用效率的政策将热电厂本来的节能等优势全部抵消殆尽，使热电厂的经济性
陷于非常不利的境地。  

物极必反 

   历史的经验证明，中国的问题最终总是能够解决。中国总是带着问题飞奔，最后
一个一个问题在前进中化解，这也是一个中国特色。煤电油运水和土地等资源的全
面紧张，以及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已经使中国忍无可忍。“科学发展观”、“和
谐社会”、“循环经济”、“绿色GDP”等一系列可持续发展的新观念正在中国形成
风潮。 

   今年两会，能源问题和环境问题成为所有代表最为关注的矛盾焦点，节能环保成
为大会的新的主题，大有“山雨预来风满楼”之势。近年来，社会对于能源环境问
题关注程度之高是前所未有，人们越关注能源环境，相关的知识和参与能力就会提
高，就会分辩出什么样的能源供应和利用方式更加合理，更加符合老百姓的“根本
利益”。 

   西方国家如果不曾经历“能源危机”，他们就不可能达到今天社会进步的水平。
今天中国经历的能源瓶颈，对节能环保事业也是一次历史的契机。对于热电厂的保
护与扶持，一些明智的地方政府已经开始有所感悟。市场化比较完善的浙江省，今
年“两会”中宁波市一位政协委员提交了关于《充分挖掘地方电厂潜力，缓解浙江
省用电紧张状况》的提案。该政协委员曾于2004年向宁波市政协提出了内容相近的
提案，并引起宁波市政府的重视，该市于去年通过财政补贴了地方电厂5000万元，
宁波地区的地方电厂几乎全部是热电联产，地方热电厂每发一度电可获补贴0.1元，
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当地的电力供应紧张，同时保障这些热电厂和下游用热企业的
平稳运行。宁波政府发挥了“现代政府”的智慧，保障了当地热电厂没有因为煤价
上涨而中断供热，同时增加了电力供应，保持了下游企业的生产能力，使政府获取
了更多税收。 

   此外，一些热电企业也在通过“能源合作社”等方式提高自身生存能力。山东平



阴热电厂将自己的股份与下游主要热用户进行置换，使自身成为几个主要热用户的
自备热电厂，对热用户进行电力直供，通过减少电网企业的利益盘剥，在煤价高压
下不仅保持了自己的生存，也保证了下游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将自己与地方的
下游企业紧紧绑在一起，以争取地方政府的全力保护。    

团结起来 

热电企业分散在四面八方，从属不同行业和不同投资者，如同一盘散沙。尽管全国
的热电企业已经拥有6000千瓦以上机组超过4,369万千瓦的装机容量，占据全国发电
能力的11.16%，供热能力的70％，但是在中国的经济生活中却完全没有话语权，在
公众舆论中没有什么影响力。 

在西方工业化国家政府官员或老百姓中不知道什么是“热电联产（COGEN）”是一件
新鲜事；而在中国，一个政府官员或老百姓知道什么是“热电联产”反而成为一件
新鲜事。热电企业受到歧视不能怪别人，只能怪他们自己。中国电机工程学会下设
一个热电专业委员会，这是中国唯一的一个全国性热电组织，在该委员会登记在册
的500多个会员中，热电企业只有220个，而全国大大小小热电厂（包括6000千瓦以
下机组）接近2000个。一些热电厂总经理一顿饭可以吃几千元，几百元会员费却舍
不得交纳。平时得过且过，现在过不下去了又怨天尤人，自己的利益自己不争取，
等上帝又有什么用。 

解决热电企业生存问题，关键是要热电企业团结起来，共同主张自己的权利，共同
争取平等的地位，寻求舆论和公众支持。中国应该形成一个热电行业协会以代取目
前的学术性的专业委员会，电机工程学会热电专业委员会是国家电网动力经济研究
中心领导下的二级学会，尽管这个学会为热电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由于性
质局限，一些工作因受到制肘而很难开展。行业协会可以有更多的权利，包括相关
行业规章的制定，资格认定等，也有利于进行行业的整体协调。建立行业协会可以
通过行政或司法程序为热电企业提供法律援助，并争取公正待遇，避免歧视。  

争取关注 

热电专业委员会受会员单位集体委托，已经向本行业在全国人大的四位代表发出的
《关于保护支持热电联产的提案》的建议，以争取各级政府和社会舆论的关注。建
议提出：“中国是一个人均资源高度匮乏的国家，煤、油、天然气和水资源人均占
有量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实施“节能优先，效率为本”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但
目前的形势对于能够有效节能的热电联产产业的健康发展非常不利，特建议政府有
关部门关注这一问题，及时制定相关政策，保护和继续鼓励热电联产的发展。希望
将保护和支持节能环保的热电联产与加强执政能力相结合，作为推进落实可持续发
展的一个具体步骤予以实施。” 

具体建议如下： 

1、热电企业应与火电企业一样享受“煤电联动”的待遇：国家的能源政策不应以大
小论优劣，而应该以效率论高低。不能因为热电厂规模小就歧视，应该坚持“效率
为本”，鼓励能源效率高的技术。在目前煤炭价格持续走高的趋势下，国家发改委
已制定煤电联动的价格机制。实际上国家在2004年已经因为煤炭价格上涨调整了电
力企业的上网电价，但多数热电企业未能享受必要的上网电价调整，造成大量热电
企业亏损，建议在“煤电联动”中对热电厂一视同仁。 

2、地方政府应该实行“煤热联动”：热电企业在发电的同时，还大量供热，较多的
热电厂供热量是发电量的三倍以上，仅仅调整电价不足以弥补亏空，一些地方政府
出于地方利益，不同意在煤炭价格高涨的情况下调整热价，同时要求热电厂不得停
止供热，使热电企业成为中央企业和地方利益的牺牲品。这一做法不利于节能事业
的健康发展，也没有尊重市场规律，建议政府制定根据市场煤价上涨幅度，相应调
整热价的“煤热联动”政策。 

3、电力市场化中应坚持“效率为本”：热电联产是能源梯级利用，热电厂是将发电
后的低品位热能用于供热，限制发电必然影响能源利用效率和供热能力。发展热电
联产的目的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如果将热电厂不加区别的与火电厂一起竞价，将
不利于节能环保。在大多数国家符合要求的热电机组不参加“竞价上网”，在中国
如若参加，也应制定一套符合热电机组节能特性的“热电机组竞价原则”。 

4、在税制改革中应将可持续发展作为目标：目前的电力增值税制度未考虑可持续发



展因素，无论是否节能环保一律照章纳税。特别是在煤炭增值税13％、电力17％、
运输10％的条件下，由于煤价运价上涨造成燃料成本在整个电价构成比例不断高
升，热电企业不但要将自身增值部分按17％纳税，还要把煤炭和运输与17％税率差
额补齐，增值税赋超过20％，甚至有的热电企业每月亏损120万元，仍要交纳30多万
元的增值税。2004年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供热企业税收问题的通
知（财税[2004]28号）》，规定2003～2005三年对居民采暖免缴增值税。在目前煤
价持续高攀的情况下，为保障经济的稳定发展，建议将这一政策扩大到工业供热，
并适当延长。同时建议在下一阶段的税制改革中，参考发达国家做法，对高效节能
环保热电项目实施必要减免税优惠。 

5、热电企业应同样享受国家计划电煤指标：目前国家计划电煤指标主要保障大型国
有电力企业，对于能源利用效率更高的热电企业却不能一视同仁。国家计划电煤应
该视为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之一，用于鼓励发电效率高的企业，无论地方还是中央
企业，无论国有还是民营，国家只应保障发电效率高的设施用煤，这样有助于提高
发电企业燃煤利用效率，减少资源消耗和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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