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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研究思路及方法 1 

区域及各省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目标 2 

 重点区域及省份控煤实施路径 3 



省区控制煤炭消费的驱动因素：三大红线约束 

1、区域大气质量红线约束：

广大中东部地区及西部城市 

2、水资源条件等红线约束：

广大北方地区特别是西北地区 

3、温室气体减排红线约束： 

全国层面但将会落实地方政府责任 

不同地区水资源利用率（水科院，2014） 

2011-2012年AOD平均值空间分布（环境规划院，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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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区域视角开展研究：区域划分 

全国各区域区域划分 PM2.5省区间年均传输矩阵（环境规划院，2014） 

考虑区域性资源环境特征，主要包括大气污染传输情景及水资源分布条件，

从8大区域角度考察各省煤控目标：京津冀鲁豫、江浙沪皖、粤闽桂琼、湘鄂

赣、黑吉辽、云贵川渝、晋陕蒙宁、甘青新 



研究思路 

本研究由此讨论了三个情景的煤炭需求，即基准情景、区域资源环境约束情景、强化碳

减排约束情景，从而确定不同约束下的各省煤控目标及实现途径 

区域资源环境约束情景：各区域
及各省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目标

是否满足区域空
气质量红线、水
资源约束红线？

否

是

开展区域控
煤的环境效
益与成本分
析，研究各
省区各行业
削减煤炭的
潜力、环境
效益及成本

区域大气质量
控制红线

全国温室气
体减排红线

基准情景：考虑国家既有政策导向、各
省发展诉求、各省已采取的行动

基准情景下各省煤炭需求及结构分析

考虑标准变化及末端治理技术进步，
确定未来各省各行业燃煤污染物排放

划定重点区
域，确定分
阶段各区域
大气质量改
善目标

确定重点
区域、重
点行业用
水红线 代入区域环境模型，评估区域大气质量

及现代煤化工项目用水情况

强化碳减排约束情景：权衡责任、能力等因素，
自上而下分解确定各省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目标

水资源约束
红线

研究确定
强化碳减
排约束下
的煤炭消
费总量控
制目标



主要内容 

研究思路及方法 1 

 区域及各省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目标 2 



三个情景下区域煤炭需求量/控制目标 

基准情景煤炭需求 强化低碳约束下煤炭消费控制目标 

2020年三个情景煤炭需求/控制目标 2030年三个情景煤炭需求/控制目标 



四个代表性省份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目标 

b. 江苏 

c. 湖北 d. 新疆 

a. 河北 



主要内容 

研究思路及方法 1 

区域及各省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目标 2 

 重点区域及省份控煤实施路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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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行业燃煤污染物平均排放系数（环境规划院，2014） 

大气质量红线约束下贯彻环境效益-
实施成本最优原则削减煤炭消费 

不同行业削减煤炭消费的环境效益-实施成本示意图 

实施成本 控煤量 

居民生活 
城镇用煤替代 ● ●● 

农村用煤替代 ●●●●● — 

供热（暖） 
提高锅炉效率 ● ●● 

天然气替代煤 ●●●● ● 

电  力（存
量装机） 

提高燃煤效率 ●● ●● 

外来电等替代 ● ● 

天然气替代煤 ●●●●● — 

实施成本 控煤量 

钢铁 

提高燃煤效率 ● ● 

清洁能源替代 ●●●●● — 

削减钢铁产能 ●●● ●●●● 

建材
窑炉 

提高燃煤效率 ● ● 

清洁能源替代 
水泥●●●●● — 

陶瓷●● ●●● 

削减水泥产能 ●●● ●●●● 

工业
锅炉 

提高锅炉效率 ● ●● 

清洁能源替代 ●● ●●●●● 

削减行业产能 ●●●●● — 



京津冀鲁豫五省市控煤实施途径 

主要控煤途径： 
 首当其冲是大幅削减钢铁、建材等行业产能，坚决淘汰落后产能 

 加大天然气、电力等在工业锅炉、城镇居民生活等领域替代力度：给予适当补贴

特别是基础设施投资补贴，优先鼓励天然气替代工业锅炉燃煤；结合新型城镇化建

设，完善基础设施，或给予设备补贴，推动居民电代煤、气代煤 

 供暖领域以提效为主：上大压小，更多使用高效清洁燃煤锅炉；积极利用北方余

热资源，积极推动工业余热等用于城市供暖；因地制宜，在县域发展热电联产 

 建立区域联合控煤治污机制：推动建立区域联合控煤治污基金，确定区域各行业

用煤总量控制目标并推动行业联合控煤，尝试开展行业内用煤权交易 



江浙沪皖四省市控煤实施途径 

主要控煤途径： 

 重中之重是大幅度削减工业锅炉用煤：淘汰落后，积极推广高效清洁燃煤锅炉；给

予适当补贴特别是基础设施投资补贴，优先鼓励天然气替代工业锅炉燃煤 

 率先应用新型炼钢、生产水泥工艺，稳产但用煤量减少，并逐步实现产能关停并转 

 采取电采暖等措施满足潜在供暖需求：推动电采暖以及（天然气、可再生）分布式

能源满足长江-淮河区域冬季供暖需求 

 建立区域联合控煤治污机制：考虑到广大东中部地区大气污染连片，建议推动江浙

沪皖与京津冀鲁豫及湖北、湖南开展联合控煤 



粤闽桂琼四省区控煤实施途径 

主要控煤途径： 

 优化产业布局，重点降低珠三角以及东南沿海耗煤产业密度 

 淘汰落后与清洁能源替代并举，着重削减建材行业用煤：严控新增水泥产能，不断

淘汰落后，逐步实现净削减；全面推动陶瓷、玻璃等建材窑炉改用天然气燃料 

 大力实施工业燃煤锅炉“煤改气”工程：增强天然气管网辐射轻工业企业能力，降

低企业自行接入天然气管网成本，推动大量轻工业企业改用天然气锅炉 



云贵川渝四省市控煤实施途径 

主要控煤途径： 

 提升煤炭质量，促进燃煤增效减污：增加从甘

肃、新疆调入煤炭比重，控制本地煤炭产量 

 鼓励天然气替代，优化煤炭利用结构：扩大天

然气当地使用规模，给予适当补贴，优先鼓励

居民、工业锅炉燃煤替代；控制用低品味煤发

展煤化工；发展高效清洁燃煤发电机组，强化

既有机组改造，提高发电用煤占煤炭消费比重 2012年四省市煤炭消费结构 

四省市煤炭资源及煤质状况 



核心是平衡各省区经济跨越式发展与

大规模开发利用煤炭关系。控煤途径： 

 严格量水而行，综合考虑效率、污染排放、技

术、经济性等因素，控制现代煤化工上马规模：

2020年前以示范为主，之后适度发展，到2030

年不超过7000万吨油当量 

 优化电源结构及规模，合理控制煤电装机及电

煤需求增长：贯彻优先发展可再生电力并有效

消纳原则，按照东部有效需求确定电力外送量 

 积极开展燃煤锅炉清洁高效替代工程：大力推

动高效燃煤锅炉及热电联产发展，淘汰落后低

效锅炉；因地制宜扩大煤层气、天然气利用规

模及可再生能源就地热利用，替代燃煤锅炉 

晋陕甘宁蒙新西北六省区控煤实施路径 

•几省区普遍积极发展现代煤化工产业，

“十二五”期间规划的煤制油、煤制

气和煤制烯烃项目规模合计已达2亿吨

油当量水平，计划用煤量超7亿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