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路透社报道 ， 欧盟正在计划起草
“可持续 ”投资法规 ，要求天然气相关项
目必须满足二氧化碳以及甲烷等温室气
体的排放规定 ，否则将不再被纳入 “可持
续”投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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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订阅
2021年《中国能源报》

作为国内第一张针对整个能
源产业并为其服务的综合性产业
经济类报纸 ， 《中国能源报 》 以其
独有的权威性、可读性、影响力 ，成
为能源人首选的行业读物。 未来我
们将继续努力做出更加专业 、权
威 、好读的原创内容 ，回馈广大读
者朋友 。

目前， 新一年的报纸征订已经开
始， 希望广大读者一如既往地支持我
们，前往各地邮局订阅 2021 年《中国

能源报》， 邮发
代号 1-6，全年
定价 388 元，或
扫描二维码，一
键快速订阅。

《中国能源报》社

“国家一直高度重视太阳能供热产业
规划，将太阳能供暖等可再生能源供暖作
为城乡能源规划的重要内容，大力发展可
再生能源供热市场，推进完善可再生能源
供热市场化机制。 下一步，我们将指导地
方积极探索建立符合市场化原则的可再
生能源供热项目开发运营模式。 ”近日，在
《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 3406 号
建议的答复》（下称《答复》）中，国家能源
局再一次肯定了可再生能源供暖， 并称
“将指导地方在具备条件的地区开展可再
生能源供暖试点示范工作和重大项目建
设，探索先进的项目运行和管理经验”。

作为清洁取暖的重要实现方式之一，
可再生能源供暖具有环保、 安全等优点。
在此背景下，2017 年 12 月， 国家发改委、
国家能源局等 10 部委联合发布的 《北方
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规划（2017-2021 年）》
（下称《规划》），制定了宏大的可再生能源
供暖发展目标———供暖面积将从 2016 年
底的约 7 亿平方米增至 2021 年的 31.5 亿
平方米，相当于 4 年净增 3.5 倍。但多位业
内人士日前向记者证实，距离《规划》收官
仅剩 1 年时间，可再生能源供暖目标实际
完成率仅刚刚过半，目标落空已成大概率
事件，亟待引起行业主管部门高度重视。

按照《规划》，可再生能源供暖包括地
热能、生物质能及太阳能三种类型。 截至

2016 年底，地热和生物质能在北方地区的
供暖面积分别约为 5 亿、2 亿平方米；太阳
能主要以辅助供暖的形式存在，供暖面积
较小。

基于摸底数据，《规划》制定了以下目
标：地热能具有储量大、分布广、清洁环
保、稳定可靠等特点，到 2021 年，供暖面
积达到 10 亿平方米； 生物质能清洁供暖
布局灵活，适应性强，可用于北方生物质
资源丰富地区的县城及农村取暖，在用户
侧直接替代煤炭，到 2021 年，供暖面积达
到 21 亿平方米；太阳能热利用技术成熟，
已广泛用于生活及工业热水供应，到 2021

年实现供暖面积 5000 万平方米。
“由此计算，可再生能源供暖总目标

为 31.5 亿平方米。 去年，国家能源局等 4
部委组织《规划》中期评估时，我们已经发
现可再生能源供暖的推进情况很不理想。
《规划》时间过半，地热、生物质和太阳能
供暖各完成 2.6 亿、1 亿、0.1 亿平方米，实
际面积还不到规划目标的 12%。 ”一位参
与评估工作的专家告诉记者，由于差距较
大，评估小组提出适当降低可再生能源供
暖目标值的建议，“当时跟相关部委有过
沟通， 有关部门也对评估结果做了会签，
但后来却没了下文。 ”

1 年多过去了，最新进展如何？据中国
循环经济协会可再生能源专业委员会副
秘书长王卫权介绍，当前除地热供暖完成
情况较好外，生物质、太阳能供暖均推进
缓慢。 “生物质供暖面积约 4.8 亿平方米，
完成率为 23%；太阳能供暖只有 500 万平
方米，仅为目标的 1/10。 可再生能源供暖
总面积约 16.08 亿平方米， 目前完成率只
有 51%，从进度来看，到 2021 年大概率是
完不成规划规定的目标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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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供暖市场寒意浓

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等 10部委 2017年底制定规划，要求将可
再生能源供暖面积从当时的约 7 亿平方米提升至 2021 年的 31.5 亿平
方米。 目前距离规划收官仅剩 1年，但任务完成度才刚刚过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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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季度行业利润总额
同比降三成，煤价下跌拖累多
家企业利润走低———

用煤旺季来了，
煤价会涨吗？

欧盟拟限制
天然气项目投资

14
城燃再掀并购潮

■■本报记者 朱妍 实习记者 董梓童

“目前完成率只有 51%，
从进度来看，到 2021 年大概
率是完不成目标了”

时间已过 3/4， 目标任务完成率仅
勉强过半———可再生能源供暖推广受
挫固然遗憾，但期间暴露出的问题更值
得深思。

可再生能源供暖既符合推进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要求 ， 又是
实施民生工程 、 治理大气污染的重
要抓手 ， 对我国实现能源转型和建
设生态文明都具有重要意义 。 同时 ，
从能源资源禀赋来看 ，我国太阳能 、
风能 、地热能 、生物质能丰富 ，具备
推行可 再 生 能 源 供 暖 的 基 础 条 件 。
换言之 ， 无论从必要性还是从可行
性上来考量 ， 可再生能源供暖都是
看得见的方向 ，也是可落地的战略 ；
当前亟待解决的， 不是可再生能源供
暖该不该推的问题， 而是怎么推的问
题，以最终达到企业有动力做、百姓有
意愿用的目标。

眼下，可再生能源供暖之所以推进
不力，核心问题不在于规划目标定得高
了还是低了， 而在于如何通过市场机
制，让可再生能源供暖成为既“有用”又
“好用”的供暖形式。

“有用”是指其价值，可再生能源供
暖的价值已无需赘言；“好用”是指用户
体验。 现阶段，企业不愿推，群众不愿
用，恰恰表明了可再生能源供暖还不够
“好用”。

从用户侧来看，相比燃煤甚至是燃
气供暖，可再生能源供暖初始投资仍然
较高， 用户在取暖开支上仍不具有优
势；相比传统的供暖方式，可再生能源
供暖的效果不稳定，可控性和舒适感也
较差。

从供给侧来看，受制于市场机制，企
业推动可再生能源供暖的动力明显不
足。比如，城镇供暖市场对社会投资开放

不够，供暖企业靠政府补贴生存，拥有新
技术和成本优势的可再生能源供暖企业
较难进入城镇供暖市场。 再如，供暖计
量及收费不科学， 按面积向用户收费
的供暖企业获取垄断利益， 按热量向
供暖企业售热的上游企业的热价受到
压制，二者投资收益相差较大。

可再生能源供暖存在的技术短板
并非无解。 通过多种能源形式的耦合集
成， 可以发挥各类可再生能源的优势，
弥补单一能源品种供暖稳定性不足的
弱点， 建立起多种可再生能源协同互
补、梯级利用的综合热能供应体系。 因
此，技术瓶颈也不是可再生能源供暖目
标完成率低的根源。

市场是调节器，价格是指挥棒。 按
照市场化原则，建立促进可再生能源供
暖的价格机制，才是破解其停滞不前的
关键所在。

例如，参与供暖的可再生能源项目
预设一定比例发电量用于供暖，电网企
业降低参与可再生能源供暖企业项目
的低谷段输配电价，使可再生能源供暖
的热力价格与燃煤供暖基本持平。

相比现阶段的 “煤改电”“煤改气”
等清洁供暖方式，可再生能源供暖全生
命周期更加清洁，是清洁供暖的终极方
式之一。 但市场的问题最终要交还市场
来解决。 只有打通市场机制中的堵点，
释放价格指挥棒的引导作用，才能促成
可再生能源供暖真正实现 “因地制宜，
统筹优化”。

清洁供暖， 不仅是重要的能源问
题，也是重大民生问题和民心问题。 守
护碧水蓝天净土，守住群众安全温暖过
冬底线，不能只有良好的初衷和政策的
一厢情愿，还需要相关部门有善用市场
机制、引导商业模式创新的能力。

降低初始投资是当务之急
■■本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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