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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改电”——积重难返还是渐入佳境？ 

 

“煤改电”不是简单的从煤炉子换成电炉子，而是一项系统性的综合工程，需要财政、

环境、市场监管、发改委等主管部门多方面政策的落实和配合，尤其要有针对性地解决

电采暖用户的核心关切。 

 

2017 年是国务院“大气十条”第一阶段

的“收官之年”。根据“大气十条”制定的

目标任务，到 2017 年，京津冀区域细颗粒

物（PM2.5）浓度要比 2012 年下降 25%，其

中北京市 PM2.5 年均浓度要控制在 60 微克/

立方米左右。2017 年转眼已过大半，然而前

7 个月的数据却显示，北京想要完成这一目

标实现治霾之战完美收官并非易事。环保部

近日发布数据，北京上半年 PM2.5 平均浓度

为 65 微克/立方米，比去年同期还小幅回升

了 3%左右。放眼整个京津冀区域则情况更

不乐观，上半年京津冀 13 个城市 PM2.5 浓

度为 72微克/立方米，同比上升 14.3%；PM10

浓度为 129 微克/立方米，同比上升 13.2%。

一场秋雨一场寒，眼看着又一年供暖季临近，

下半年的 PM2.5 数据比上半年更差将成为

大概率事件。 

在此背景下，作为冬季北京采暖“主力”

能源的燃煤，势必受到更大的“关照”。北

京市目标在 2017 年底前完成全市农村地区

700 个村庄的“煤改清洁能源”工作任务，

其中，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房山、

大兴、通州七区要基本达到“无煤化”。按

照《北京市“十三五”“煤改电”实施计划》，

“十三五”期间“煤改电”计划完成 1521

个村 67.4 万户电采暖改造。截至 2016 年 11

月，北京完成“煤改清洁能源”的用户中，

“煤改电”574 个村 19.8 万户，占到接近九

成用户，相较而言“煤改气”仅有 89 个村

2.9 万户。可以看出，“煤改电”仍旧是今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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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霾之战所重点倚赖的措施之一。                                               

 

图 1 北京市“煤改电”户数占比 

 

 

来源：第一财经研究院整理 

 

“煤改电”工程已经在北京城市核心区

实施 14 年，从 2013 年开始北京在全市（包

括郊区）范围内大力推广。但围绕“煤改电”

价格、性能、监管等问题的质疑之声一直未

曾中断。一方面，政府着实下了很大的财力

人力物力，以极大的决心希望能推动“煤改

电”真正成为利国利民的民心工程。但另一

方面，“煤改电”引发的争议声似乎盖过了

它所背负的期待：近年来冬季采暖期的雾霾

现象并未因为把煤被“改”了而发生直观的

改善，反而一直在“变本加厉”；偶尔见诸

报端的“煤改电”项目负面新闻却使得公众

对“煤改电”的印象停留在“光费电，却不

暖”的成见中。可以说，“煤改电”从原本

设想的民心工程变成了一个费力却不讨好

的棘手工程。 

纵观多家媒体报道，民众反映“煤改电”

的问题多集中在三个领域，一是供暖效果，

二是用电价格，三是招标公平。央视曾经报

道房山区某村作为北京市“煤改电”首批试

点村，好不容易拆除了燃煤锅炉改成电采暖，

却在冬天重新搭起吊炕烧煤球，为此甚至有

村民专门从新建的别墅中搬回了老宅居住。

该村安装的“直热式”电采暖设备遭村民弃

置的主要问题在于室内温度只能达到

11-12℃，而日耗电却高达 15 度，一户家庭

的 100 平米房屋内如果有 5 个电暖气片，则

日耗电达 75 度，补贴后电费仍达到约 40 元，

采暖花销比“煤改电”之前涨了数倍。这对

于并不富裕的农村居民来说，吸引力显然不

如供暖效果好且价格便宜的散烧煤。另一种

“蓄热型”电暖气，虽然能充分利用峰谷电

价差异降低电价支出，但却存在加热慢、效

果差的问题。此外，据媒体报道，有公众质

疑 2016 年北京“煤改电”设备招标中存在

多家不符合资质企业入围的现象，认为政府

忽视工程质量本身，却把精力放在分食这项

浩大工程背后的巨大“蛋糕”上。 

笔者认为关于“煤改电”的众多问题中，

供暖效果始终是核心问题，这也是解决其他

问题的前提。只有电力供暖设备的效果能满

足居民冬季室内温度需求，“煤改电”才有

推广的必要，否则即使电力价格再便宜也没

有任何意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关于“煤

改 电 ” 供 暖 效 果 差 的 争 议 多 发 生 在

2013-2015 年较早推广“煤改电”的试点村，

而 2016 年后则满意度较高。究其原因，2016

年是空气源热泵和地源热泵作为供暖替代

设备真正走入寻常百姓家的元年，这一年北

京农村地区的“煤改电”用户出现了井喷式

增长，当年新增空气源热泵用户 15.1 万户。

而更早之前使用的设备则以“直热式电取暖

设备”或“蓄能式电暖器”两种为主，在 2013

年、2014 年两年 70 个村的试点中，70%的

用户选用的是“直热式”；2015 年，政府重

点推广的是“储能式”。但由于这两种具有

设备由于耗电高、效果差的缺点，已经不鼓

励在以后的“煤改电”项目中推广。 

技术的成熟使得能耗低、效果好的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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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热泵，特别是变频式空气源热泵等设备成

功进入大规模的商业推广阶段，以往电采暖

设备刚装上即遭弃置的现象得到了极大改

观。空气源热泵由电动机驱动，利用蒸汽压

缩制冷循环工作原理，以环境空气为热源制

取热风供暖，具有能效比（COP）高、室内

温度有保障等优点。虽然设备售价高于2万，

但刨除每台空气源热泵市区两级各 1.2 万的

补助，市民的实际花销仅需两千左右。值得

称道的是，为了配合空气源热泵和地源热泵

的推广使用，政府设立了统一的监管平台对

所有设备进行远程监管，全市所有设备的运

行情况都将反映到后方的平台上，包括出水

温度进水温度等等，机器若出现问题也会远

程报警。如此一来，极大保障了电采暖用户

的使用体验，也提高了用户的使用积极性。 

“煤改电”作为“惠民工程”初衷是解

决燃煤采暖引起的环境、民生、经济等矛盾，

却暴露出了在价格、效果、维护、保养等方

面的瑕疵。“煤改电”是否能实现当初设定

的政策初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能否及

时“对症下药”、正确引导。政府需要充分

意识到，“煤改电”不是简单的从煤炉子换

成电炉子，而是一项系统性的综合工程，需

要财政、环境、市场监管、发改委等主管部

门多方面政策的落实和配合，尤其要有针对

性地解决电采暖用户的核心关切： 

首先，可以出台政策鼓励用新技术对较

早完成“煤改电”的试点村庄进行“二次改

造”； 

其次，鼓励企业通过技术进步降低成本

的同时，保证补贴不会临时中断，以免用户

因经济问题而再次弃置； 

第三，要提高市场准入门槛、完善市场

监管，剔除设备质量不过关却通过违规手段

欲“分一杯羹”的不良企业。 

随着群众接受程度的提高、电采暖设备

技术的成熟和项目经济性的上升，“煤改电”

有望渐入佳境，从而摆脱过去的负面影响。

北京作为率先实现“无煤化”的城市也可以

将其“煤改电”的经验及教训逐渐向华北更

大范围进行推广。一方面，这对于华北解决

冬季供暖污染具有重要的改善作用，另一方

面，在当前电力装机过剩，特别是夜间电力

负荷严重不足的背景下，“煤改电”项目的

推广对于平衡电网供需、解决弃电问题也是

重大利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