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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村居民生活用能现状与展望 

 

我国农村能源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清洁能源普及率不断上升，

电力基础设施渐趋完善。面向实现美好生活向往的新目标，我国农村

地区还存在一系列用能问题亟待解决。加快农村能源居民生活能源转

型是推进能源革命、建设生态文明、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和乡村振兴战

略的重要内容。 

一、我国农村能源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 

一是能源供应呈现多元化、清洁能源普及率稳步上升。经过四十

多年的发展，我国农村地区从根本上改变了长久以来以柴草和煤炭为

绝对主导的能源消费格局。电力已全部普及，液化气可以供应到多数

城镇周边的村庄，甚至部分非气源地的农村地区也用上了天然气。太

阳能供热、家庭分布式光伏发电已形成较大规模。根据农业普查数据，

2016 年 49%的农户以燃气为主要的炊事和取暖用能，59%的农户以电

力为主（每户可以填报不超过两种能源）。 

二是供电质量显著提升、主要家用电器广泛普及。经过三次大规

模的农村电网建设和改造工程之后，农户通电率基本达到了 100%、

供电质量和稳定性显著提升，数亿农民不再面临高频率的电力供应短

缺局面，基本实现了城乡同价，主要家电产品得到了广泛普及和使用。

这是大多数大型发展中经济体无法比拟的。2017 年，每百户农户空

调和冰箱拥有量达到 53 台和 92 台，电动助力车 62 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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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居民生活用能存在的问题 

一是用能质量不高且清洁商品能用量少。秸秆、薪柴、煤炭等传

统固体能源使用还比较广泛、使用效率比较低。经测算，2016 年农

村生活用传统固体生物质能约为 1.3 亿吨标准煤，约占全部生活用能

量的一半，其中秸秆约为 0.5 亿吨标准煤。全国有 44%和 24%的农户

以柴草、煤炭作为主要炊事取暖燃料。北方地区农村取暖用散烧煤接

近 2 亿吨标准煤，大多数农户使用火炕、柴灶、炉子或土暖气等供暖，

清洁取暖率不到 15%。由于地处偏远、市场分散、地形地貌复杂，大

多数村庄无液化气、天然气等清洁燃气供应。电力基础设施已经比较

完善、家电已比较普及，但家电使用率偏低、家庭用电量较少。农村

常住人口的人均生活用电量约为 350 千瓦时/年（不含电瓶车和生产

性用电），约为城镇人均量的一半（统计数据大大高估了农村用电量）。

贫困户和留守老人家庭的用电量更低，主要用于照明。 

 

 

煤炭 

 

柴草 

图 1 各地区以煤炭和柴草作为主要炊事取暖燃料的农户比重 

 

二是用能能力偏弱且认知落后。相当一部分农村家庭因收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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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高，不得不耗费大量时间收集柴草，或者购置价低但质劣的散烧煤

作为家庭燃料。在少数燃气供应已到位的地区，这部分低收入家庭也

不愿或较少使用价格较高的燃气。加入北方地区农村清洁能源消费量

达到城市人均水平，平均每户用能支出需要 4500 元/年（含取暖），

这对于低收入家庭是一笔不小费用。现行的“煤改气”、“煤改电”

供暖补贴额度尽管不低，但在部分地区仍难以弥补居民燃料费用增

量，且中长期的补贴办法尚不明朗。用能费用不仅包括燃料成本，还

有燃料设施购置和维护成本。价廉但效低质劣的炉具在农户中广泛存

在。北方农村地区一半的采暖设施是农户自制，大多数房屋没有保温

层，气密性差，能源浪费大。研究显示，收入水平对于能源消费清洁

化转型至关重要。煤炭柴草已成为“非吉芬劣质品”，即收入增长、

消费量下降。平均而言，农村居民收入每增长 10%，其煤炭消费量下

降约 17%左右，南方地区比北方地区更为敏感、收入越高越为敏感。

部分家庭习惯于传统低效的用能方式，没有充分认识到使用煤炭、柴

草作为炊事和取暖燃料的危害性。同时，农村居民文化水平相对较低，

不具备判断炉具效率和质量的能力，造成大量低效劣质炉具充斥市

场。大量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租房居住用电被纳入到商业用电范畴，

并按商业电价甚至更高价格支付电费。 

三、现行农村用能状况造成了健康和社会经济影响 

一是造成室内外空气污染，破坏农村人居环境，损害居民健康并

加剧全球气候变暖。煤炭、柴草等固体燃料在炉灶中低效燃烧会产生

大量固体颗粒物、一氧化碳等污染物，散烧煤中甚至还含有氟、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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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毒物质，形成严重室内空气污染，大幅增加农村居民特别是新生儿

和婴幼儿患呼吸道和心血管疾病的可能性。据世界卫生组织等机构和

学者的测算，我国仅固体燃料炊事形成的室内污染而造成的过早死亡

人口达到 80-150 万人/年，全国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中有 32%归因

于家庭固体燃料燃烧，中西部地区情况更为严重。固体燃料取暖造成

的过早死亡人数目前还难以准确估计。煤炭、柴草低效燃烧也是室外

大气污染的重要来源，其中排放出的甲烷和黑碳（煤烟颗粒物）还是

全球气候变化的重大致因源之一。室外大气污染造成的我国过早死亡

人口约为 110 万人/年，其中相当一部分归因于家用固体燃料燃烧排

放的污染物。居民健康受损还进一步导致医疗费用增加，就业减少、

收入降低，致使部分家庭陷入“贫困陷阱”。 

二是造成农户劳动生产率低下，影响妇女儿童发展。丘陵山区的

秸秆薪柴分散、交通不便，柴草采集和干燥处理主要依靠手工完成，

消耗了大量劳动时间。以柴草作为主要燃料的炊事活动，要求高频率

地往炉具内添柴加草，甚至要求多人合作才能完成。这造成农户劳动

强度高、劳动效率低，并部分挤占了他们从事其他生产性活动和休闲

娱乐活动的时间。农村妇女通常是炊事劳务的主要承担者，儿童也经

常参与部分炊事活动。她们是最脆弱人群，接触的空气污染浓度更高、

污染暴露的时间更长、受到的健康危害更严重。妇女长时间从事燃料

采集和炊事活动，也降低了她们参与有货币收入的就业的机会，甚至

影响了性别平等。儿童高频率参与这些活动，也挤占了他们的学习时

间，影响他们的长期发展。研究显示，以柴草作为主要燃料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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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儿童的课外学习活动参与度要比非柴草家庭的儿童低 8%。 

四、未来展望 

未来农村居民生活用能将进一步往清洁化方向发展，但发展的速

度还取决于主观努力程度。农村能源转型有一个相对自然的动力（收

入水平提高）；与此同时，在基础设施、能力建设方面还存在诸多发

挥主观能动性的加速空间。 

从更高层次认识和把握农村生活用能转型。农村能源转型的工作

出发点不只是减少室外大气污染，还是减少室内空气污染；不只是减

少京津冀地区雾霾，更是减少全国农村家庭室内污染、推进农村生活

方式革命、提升全体人民健康水平，还是促进农村妇女儿童发展和社

会公平。 

加大农村清洁能源设施建设、运营维护和服务体系资金和人员投

入。今后的工作着力点可以增加燃气设施建设和其他清洁能源利用，

设施建设、运营维护和服务体系建设并重。目前对农业农村的资金投

入总额大，但用于清洁能源设施建设的经费比重不高，用于运营维护

和服务支撑的经费比重更低。提高已建成沼气工程的使用率、减少报

废率，增加村级沼气服务网点和人员。在尊重农户意愿、保障安全和

落实气源的前提下，加快推进有条件地区液化石油气、天然气向农村

覆盖。 

增强农村居民清洁能源消费能力，加速推进高效炉灶研发、生产

和市场推广。确保“煤改电”、“煤改气”补贴及时、持续、足额发

放到户，鼓励各地方尽早出台中长期补贴办法，避免“返煤”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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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市场手段和需求侧管理进一步挖掘农村电力和燃气降价潜力。加

快推进秸秆资源化利用，减少直接散烧、增加居民收入。完善家庭炉

具能源效率和污染物排放国家标准，将炊事采暖炉具纳入“能效标

识”管理体系。积极探索试验针对不同区域和不同收入群体的清洁炉

灶推广激励机制。 

引导农村居民重视室内空气污染和健康问题。目前有关室内空气

污染防治的宣传教育，大多局限在防治煤气中毒（急性病）方面，而

涉及其他污染物防治的宣传教育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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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EP-BIT-2017-001（总第 24 期）：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中国能源经济形势展望 

 CEEP-BIT-2017-002（总第 25 期）： 2017 年国际原油价格分析与趋势预测 

 CEEP-BIT-2017-003（总第 26 期）： 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2016 回顾与 2017 展望 

 CEEP-BIT-2017-004（总第 27 期）： 我国共享出行节能减排现状及潜力展望 

 CEEP-BIT-2017-005（总第 28 期）： 我国电子废弃物回收处置现状及发展趋势展望 

 CEEP-BIT-2017-006（总第 29 期）： 2017 年我国碳市场预测与展望 

 CEEP-BIT-2018-001（总第 30 期）： 新时代能源经济预测与展望 

 CEEP-BIT-2018-002（总第 31 期）： 2018 年国际原油价格分析与趋势预测 

 CEEP-BIT-2018-003（总第 32 期）： 2018 年石化产业前景预测与展望 
 CEEP-BIT-2018-004（总第 33 期）： 新能源汽车新时代新征程:2017 回顾及未来展望 

 CEEP-BIT-2018-005（总第 34 期）： 我国电动汽车动力电池回收处置现状、趋势及对策 

 CEEP-BIT-2018-006（总第 35 期）： 我国碳交易市场回顾与展望 

 CEEP-BIT-2019-001（总第 36 期）： 新贸易形势下中国能源经济预测与展望 

 CEEP-BIT-2019-002（总第 37 期）： 2019 年国际原油价格分析与趋势预测 

 CEEP-BIT-2019-003（总第 38 期）： 我国农村居民生活用能现状与展望 

 CEEP-BIT-2019-004（总第 39 期）： 高耗能行业污染的健康效应评估与展望 

 CEEP-BIT-2019-005（总第 40 期）： 我国社会公众对雾霾关注的热点与展望 

 CEEP-BIT-2019-006（总第 41 期）： 我国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水平分析及展望 

 CEEP-BIT-2019-007（总第 42 期）： 2019 年光伏及风电产业前景预测与展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