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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50中国能源发展展望（煤控情景）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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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中国煤控项目,“2050中国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研究”，2014



2015-2050中国碳排放情景分析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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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全国煤控目标为25亿吨标煤，占比55%2.1

2020全国煤控目标： 25 亿吨标煤（35亿吨煤）

总能耗： 45.8亿吨标煤

煤炭比重： 54.8%

天然气比重： 10.4% 

非化石能源比重： 15.7%

石油比重： 19%

减煤目标： 3亿吨标煤（4.2亿吨煤）

煤炭生产总量控制目标： 34亿吨

2015-2050煤炭消费总量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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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减煤途径2.2

结构减煤

44%

高效利用

29%

清洁化

10%

替代化

17.1%

减量化
72.9%

2020年总减煤量

3
亿吨标煤

天然气和
可再生能源

洗选、
型煤、
配煤

污染物减排

二氧化硫：559万吨

氮氧化物：192万吨

颗粒物：90万吨



将煤控目标分解体系至地域、省、城市2.3

煤控目标较基准情景2020年耗煤量削减比例

0
%

5 10 15 20 25+

区域 2020节煤量（万吨）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晋、豫、鲁）

7750

其中京津冀 2450

长三角及周边地区 7250

其中长三角 5050

川渝贵及周边地区
（湘、鄂）

4950

其中川渝贵 3000

西北
（蒙、陕、甘、青、宁、新）

16050

东北（黑、吉、辽） 4800

东南
（闵、赣、粤、桂、琼）

830

西南（滇、藏） 1100

全国 42730



各行业实现煤控目标的关键政策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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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煤化工

作为战略技术储
备，搞好示范试

点。缓批煤制烯烃
和乙二醇项目。

暂不批煤制油、煤
制气项目。

13.3

2.3

14.19

2.55

0.25

0.34

0.22
0.54

电力

煤电由主角转向配
角，”十三五”不
再审批新煤电，大
力发展清洁能源发
电。停批煤矸石低
热质煤发电。

建筑

建筑去库存
2020年建筑总量控
制在700亿平方米
以下，新建能效水
平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85%，50%为绿
色建筑，可再生能
源在建筑总能耗的
占比达到15%。

钢铁

建立和完善废钢资
源综合利用政策。
削减高能耗钢铁出
口。化解产能过剩
1-1.5亿吨

水泥

化解过剩产能
利用水泥窑协同处
置技术承担生活、
污泥和工业废料。煤控情景

基准情景

煤控
量

单位：亿吨标准煤

40%

15%
11%

24%

10%

2020各部门
节煤量占比



三省三市2020年煤控示范3.1

山东2020年 煤炭消费目标2.5亿吨标煤

陕西2020年

• 煤炭消费目标9730万吨标煤

• 煤炭生产目标2.9亿吨标煤

内蒙古2020年

• 煤炭消费目标1.1亿吨标煤

• 煤炭生产目标6.8亿吨标煤

石家庄 2020年 煤炭消费目标为2136万吨标煤。

武 汉 2020年 煤炭消费目标为2061万吨标煤。
西
安

2020年 煤炭消费目标为800万吨标

煤。



京津冀及周边省市煤控示范:空气质量约束短板

石家庄

山东

整体现状：

• 高耗能行业集中，煤炭消费量高，空气污染严重，减煤
治霾任务重。

2020年目标（煤炭单位：标煤）

措施：

• 减量：节能改造、淘汰落后。

• 替代：天然气、可再生能源。

• 散煤治理是关键：

石家庄到2017年城市区域散煤归0。

山东将要治理4000万吨散煤。

山东：

PM2.5：49μg/m3

煤炭消费量：2.5亿吨

石家庄：

PM2.5：64μg/m3

煤炭消费量：2136万吨

煤炭, 

60%
天然气, 8%

可再生能

源, 7%

其他, 25%

2020山东省能源结构目标

煤炭, 

50%

石油, 17%

天然气, 

17%

可再生能

源, 5%

外来电力, 

11%

2020石家庄市能源结构目标

3.1.1



西部地区煤控示范：水资源和空气质量约束短板

整体现状：

西部煤炭生产和消费大省，大气污染日趋严重，水资源短缺加
剧。

2020年目标(煤炭单位：标煤）：

措施：

• 内蒙和陕西进一步淘汰煤炭落后产能。

• 产业结构升级，减少对煤炭依赖。内蒙大力发展绿色农畜产
业，陕西按区域功能差制定不同措施。

• 替代：天然气、可再生能源。

• 继续推进节能和散煤治理。

• 推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

内蒙：

煤炭消费量：2.1亿吨
煤炭生产量：6.8亿吨

陕西：

煤炭消费量：9730万吨
煤炭生产量：2.9亿吨西

安

西安：

煤炭消费量：
800万吨标煤

能源效率提升

22%

产业结构调整

38%

能源结构优化

40%

2020年陕西煤控实现途径

3.1.2



武汉地区煤控示范：碳排放达峰约束短板

武 汉

整体现状：

长江流域主要重工业城市，2022年前碳排放达峰。

2020年目标：

措施：

• 电力、钢铁、水泥化解过剩产能

• 调整产业结构，2020年第三产业占比61%。

• 调整能源结构，2020年煤炭消费占比降至36.6%。

武汉：

PM2.5：49μg/m3

煤炭消费量：2061万吨标煤。

减量化, 
209.9, 55%清洁化, 

48.2, 13%

煤炭替代, 
124.6, 32%

2020年武汉减煤途径占比

3.1.3



煤炭配额的探索

城市层面

行业层面

碳
排
放
权

煤
炭
配
额

• 石家庄：以提高空气质量为抓手，覆盖1120家企业。

• 武 汉：以空气质量和碳达峰为抓手，与碳排放权交易有效衔
接。

• 选取电力、钢铁、水泥、煤化工行业为研究对象

• 门槛为年能耗1万吨标煤以上。

• 优选基准法，兼顾行业特点和区域差异制定配额分配方案。

3.1.4



电力行业的煤控和去产能3.2.1

控制煤电规模

• 煤电装机过剩风险

• 2020年，煤电装机规模控制在9.3-9.6亿千瓦。

• “十三五”全行业煤电“停批停建”，2019年后不再新增煤电产能。

改造现役机组

• 因地制宜推广煤电清洁高效燃烧技术。

加速可再生能源发电

• 并网消纳是关键，涉及发电、输电、配电、运行、调度、用户多个环节。

• 对现役煤电机组实施深度调峰改造。

• 储能技术和需求响应



钢铁行业煤控和去产能

加大去产能力度

• “十三五”期间通过化解粗钢产能1.4亿吨以上。

• 兼并重组。

• 2020年产量7亿吨。

加强废钢管理和利用

• 引导社会废钢流向规范的钢铁企业。提出的废钢退税30%政策被采纳。

研发和推广节煤减排技术

• 提出的几项重要节煤减排技术已争取到国家“十三五”重点研发计划的支持，

一些成熟的节能技术已列入国家节能低碳技术目录推广应用。

3.2.2



煤炭行业煤控和去产能

淘汰落后产能

• 2020年，退出落后产能10亿吨，其中抑制非法产能8亿吨。

• 2020年产量34亿吨。

• 2030年淘汰20亿吨落后及非科学产能。

提高科学产能

• 2020年，27.5亿吨，占比65%，2030年，占比达100%。

绿色“一带一路”

• 提出煤炭行业“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布局 和煤炭企业“一带一路”绿色指标体系。

• 包含5个封闭性一级指标及11个封闭性二级指标，26个开放滚动式三级指标。

3.2.3



水泥行业煤控和去产能

化解过剩产能

• “十三五”期间水泥熟料去产能3亿吨。

• 2020年产量21亿吨。

创新驱动发展

• 加强创新、提高智能制造水平。

• 力争新技术新装备普及率达30%以上。

• 2020年全行业三分之一企业建立能效管理中心和能效管理体系。

• 大力推广水泥窑协同处置城市垃圾。

绿色“一带一路”

• 建立绿色低碳指标体系，引领水泥工业“一带一路”的绿色发展。

3.2.4



建筑节能落实煤控和去库存

控制建筑能耗总量

• 通过实施专项重点任务和省级任务两个层次联动落实“十三五”期间

建筑能耗总量控制在9.5亿吨标煤和煤炭消耗量控制在2.3亿吨标煤以下的目标。

2020年建筑面积总量700亿平方米。

应用建筑节能技术

• “十三五”大规模应用更高水平建筑节能技术，提升建筑领域节能潜力，

加快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去库存与煤控

• 去库存政策可显著影响中国民用建筑总量，但对全寿命期的民用建筑能耗影响较弱。

3.2.5



煤化工行业煤控措施

“十三五期间”现代煤化工项目的发展原则

环境制约，示范为先，科技创新、减排减碳，讲求效益。

• 以水定产，建设项目应做好水资源论证工作。

• 大气污染物和污水排放要符合最严格的环保要求

• 废渣全部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

• 废水零排放，具有完善的防渗措施。

3.2.6



散煤治理是煤控的关键问题4.1.1

散煤：

• 小型工业锅炉燃煤（20蒸吨以下）

• 民用散烧煤(采暖占90%)

散煤是大气污染防治的重点

• 1吨散煤燃烧排放的污染物量是火电燃煤排放的
5～10倍。中国民用散煤污染物排放超过燃煤电站
污染物排放总和。

• 民用煤炭占比不足10%，但对大气污染的贡献率高
达50%左右。

治理散煤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 污染物减排

• 降低碳排放

• 居民健康和生活质量的改善

分散燃煤供暖, 

6600

生物质和其他

非燃煤供暖, 

2700

约9300万户农村居民采用分散供暖



散煤清洁高效利用和治理的路径和示范4.1.2

减 量

集中供暖
节能建筑
改造升级

清洁利用

（洁净煤+配套炉
具）

替 代
煤改电、气

可再生能源

多能互补

秸秆利用

西安：

划分禁燃区；

2014和2015共拆改20蒸吨以下燃煤锅炉602台。

石家庄：

城区散煤归零、农村清洁利用。

煤改气、煤改电、洁净型煤都给予财政资金补贴。

京津冀：

北京、天津、保定、廊坊建设国家“禁煤区”。

淘汰10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

武汉：

十三五期间，对燃煤企业锅炉进行集中供热改造大约
可实现67.49万吨标准煤的减煤量。



散煤治理的问题和障碍4.1.3

量大面广、底数不清

技术规范和标准体系不健全

劣质煤监管不严，洁净煤供应体系待完善

洁净煤与炉具的适用性问题

经济性问题，政府补贴不可持续

煤改电，煤改气成本高



煤控和去产能带来的社会影响和压力4.2

短期内
高耗能行业结构性失业

金融风险突出

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下降

• 整体上促进中国经济结构的优化，和相关部门生产

效率的提升。

• 到2020年，煤炭行业整体就业规模减少100万。

对煤炭、钢铁等高耗能行业的就业有显著影响。

• 分流安置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低端劳动力再就业

难。

• 煤炭、钢铁企业负债普遍较高，债务处置难，
面临资金链断裂。

• 不良贷款处置不畅，占用过多信贷资源。
• 银行信贷潜在风险较大。



抑制高耗能行业的反弹4.3

产量：

2% ↑

产量：
28.4亿吨

10.5%↓

进口：
1.8亿吨

14.7%↑

消费：
28.4亿吨

2.4%↓

煤

耗煤：

2亿吨

0 -

产量：

0.4% ↑

耗煤：
4.7亿吨

1.5% ↓

耗煤：
3.8 亿吨

0 -

钢
铁

水
泥

水
泥

化
工



更高、更严、更好的煤控目标5

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发挥中国绿
色领导力

消除散煤治理壁垒

加强煤控地方示范 1.5度温控路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