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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南方方 供供暖暖市市场场大大幕幕拉拉开开
■■本报实习记者 张金梦

引领“碳中和”，粤港澳大湾区能源转型需提速
2025年力争初步建成绿色、低碳、安全、高效、智慧的现代能源体系

■本报实习记者 齐琛冏

编者按
每到冬季，供暖问题就成为社会关注热点。 现如今，“确保温暖过冬”不再只是北方专属“福利”，不少南方地区城市也已经摩拳擦掌，将供暖项目规划建设提上了重

要议事日程。
据统计，2019 年，我国家用暖气片销量同比增长 430%，而销量增长的“主力军”正是上海、武汉、南京等南方城市。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联合发布的《南方百城供暖市场：模式、潜力与影响》报告预计，2025 年，我国南方地区将共有 7006 万户居民

可享受到经济可承受的供暖服务，上海、武汉和南京分列前三位；到 2030 年，这一数字将会增加到 9823 万。 届时，将可带动我国居民消费逾千亿元，发展潜力巨大。

作为中国开放程度最高、 经济活力最
强的区域之一，2019 年， 粤港澳大湾区
GDP 总量约达 11.6 万亿元， 占全国 GDP
总量 11.61%。

大湾区作为经济发展制高点， 需要追
求的目标是用较少的能源消耗创造更多财
富。 记者了解到，当前，尽管粤港澳大湾区
能源结构和能源强度处于全国先进水平，
但化石能源占比仍然超过 60%， 能源强度
是东京湾区的 2.3 倍、 旧金山湾区的 1.4
倍，节能降耗空间巨大。

针对此发展现状，2019 年 2 月发布的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已经提出
要优化粤港澳大湾区能源结构和布局，建
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供给体
系，现如今“2030 年碳达峰、2060 年碳中
和”目标的提出，更将加码大湾区能源转
型需求。

打造湾区引领
有待突破“高碳锁定”

“中国已经确定了力争 2060 年前实
现碳中和的目标，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我国
现代化建设的先行示范区，要在脱碳理念
引领、 制度建设和科技创新方面率先探

索，走在全国前列。 ”近日，在第三届粤港
澳生态环境高端论坛上，中国科学院广州
能源研究所能源战略与低碳发展研究中
心主任、研究员赵黛青强调。

在中国能源资深研究专家许江风看
来， 大湾区作为经济制高点标志就是要以
低碳绿色能源为主体能源。

在脱碳方面，香港已走在全国前列。 相
关数据显示，香港碳排放早在 2014 年就已
达峰。据香港科技大学教授、首席发展战略
家陆恭蕙介绍，2020 年，香港的能源消费结
构中，煤炭、天然气、非化石燃料占比分别
约为 25%、50%、25%，且随着煤炭占比持续
下降， 天然气和非化石能源占比仍在不断
增加。 “即便如此，香港要实现 2060 年实现
国家提出的碳中和目标， 依然有很多工作
要做。 ”她说。

事实上，相较与其他国际湾区，粤港澳大
湾区煤炭和煤电所占比例依旧很高， 提高能
效利用率发展潜力很大。 以广东为例， 截至
2019年 6月底，广东统调煤电机组装机占比
仍高达 49%。 而东京湾区煤电占比仅为 5%。

“因此，粤港澳大湾区需要陆海统筹、
内外并举，坚定走低碳绿色能源发展之路，
力争 2035 年粤港澳大湾区煤炭、 煤电清
零， 成为中国能效与低碳绿色能源利用制

高点。 ”许江风对记者说。
“粤港澳大湾区要构建清洁低碳、安全

高效的能源体系，就需要走出一条突破‘高
碳锁定’的发展道路。 只有这样，才能力争
能源消费总量在 2030 年前后达峰，碳排放
总量在 2025 年达峰，早于国家目标。 ”赵黛
青进一步指出。

能源消费刚性增长
转型脱碳持续承压

记者梳理材料发现， 随着粤港澳大湾
区经济体量、 能源需求总量和碳排放总量
持续增长， 能源发展仍面临能源双控、减
碳、环境治理等多重约束。

粤港澳大湾区属于典型的能源输入型
地区，能源自给率低，所需化石能源和电力
多依靠外购，本地一次电力与非化石能源消
费中比重较低。

广东地区虽有丰富的海上风能可再
生能源资源， 但尚未得到充分开发利用，
由于开发技术难度大、 商业模式缺乏创
新， 加之本地可再生能源制造业发展偏
弱，大湾区提高可再生能源利用比例并非
易事。

有专家指出， 虽然在电力方面， 随着

“弃煤择气”的工作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化
石能源占比不断降低， 但交通方面油品需
求的持续增长正成为大湾区化石能源退出
的最大障碍。

以广东为例，根据近年相关趋势分析，
该省能源消耗与经济发展呈现出相对脱
钩态势。近 4 年广东省以年均 3.16%的能源
消费增速支撑了年均 7.01%的经济增长。

但不可忽视的是，广东省能源消费总
量增长仍为刚性需求，其中煤炭和油品仍
为该省主要能源消费品种。 广东省能源局
数据显示，2019 年全省能源消费总量 3.41
亿吨标准煤，同比增长 2.44%，其中煤炭、
石油消费分别占比 34.7%、27.5%，合计超
过六成。

“广东省生产方式仍相对粗放，产业结
构偏重，能源结构倚煤，转型艰巨。 伴随着
人口增长与城镇化持续推进， 若生产方式
和生活方式不转变， 广东资源能耗和碳排
放均将持续增长，脱碳也将持续承压。 ”广
东省生态环境厅总工程师蒋宏奇介绍说。

加强协同合作
低碳智慧现代能源体系有望5年建成

“大湾区对清洁能源需求旺盛，低碳发

展大有作为。 ”赵黛青认为。
在她看来，大湾区应借力城市群的协

同与合作，将港澳地区金融、科技与服务
的巨大优势融入大湾区的绿色低碳区域
能源体系建设中。

多位专家对此均表示认同， 港澳地区
除需从广东购买更多清洁电力外， 还应在
技术、 投资等方面进行更多互动与合作。
“依托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等中心城市的
科研资源优势和高新技术产业基础， 促进
能源区域合作， 将是大湾区低碳协同发展
的主要方向。 ”赵黛青表示。

“如香港水域较窄，不适合发展海上风
电，但广东海域广阔，深海浮式风电潜力巨
大，‘海上风电领跑工程’ 已被列为广东省
未来五年的‘重中之重’，这可为香港风电
相关技术企业投资广东带来机会。 ”陆恭蕙
举例说，在建筑节能方面，粤港澳大湾区各
城市也可以加强互动沟通，相互取经，取长
补短， 共同促进成熟低碳节能技术进一步
推广应用。

“在开放、协同发展下，到 2025 年，粤
港澳大湾区有望初步建成绿色、 低碳、安
全、高效、智慧的现代能源体系，并面向碳
中和目标， 持续向非化石能源为主流的能
源结构转型。 ”赵黛青表示。

有有预预测测指指出出，，22003300 年年，， 我我国国分分户户供供暖暖、、 区区域域供供暖暖用用户户数数量量合合计计将将超超过过 99880000 万万
户户，，可可带带动动我我国国居居民民消消费费超超过过 11220000 亿亿元元

一城一策
逾千亿元供暖市场待挖

当前，我国南方供暖尚属发展初期，作
为新兴市场，后发优势明显。探索适宜的供
暖模式、路线与行动方案，成为拓展南方地
区拓展供暖市场的关键。

“不同于北方，南方供暖周期短、居民
供暖需求差异明显，在供暖模式上，应采取
‘一城一策’，各城市应根据经济水平、居民
区集中度、 资源禀赋等因素探索适宜的供
暖模式。 ”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副教
授黄滢指出。

作为最早一批开展供暖市场的试点城
市之一，武汉自 2006 年启动“冬暖夏凉”工
程至今，已实现集中供暖的建筑面积达 400
多万平方米，受益人口约达 15 万人。 “政府
搭台，特许经营”的武汉供热模式现已成为
南方供暖模式的典范。

武汉之外，合肥、贵阳、杭州等多地也
都已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供暖发展模式。 如
合肥采用市政工程推动区域供暖发展，通
过工商业供热带动居民供暖；贵阳采用“央
企主导、政府示范”供热模式，由央企提供
多能互补供暖技术， 实现节能减排与清洁
供暖；杭州则发展天然气分户式供暖，实现
供暖个性化、多样化服务。

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魏楚

对此表示：“如今，随着个性化供热模式全面
拓展，南方供热市场也将进一步扩大。”上述
报告预计，到 2030 年，我国南方地区分户供
暖用户数量将达到 6577 万户， 区域供暖用
户数量将达到 3246万， 将分别带动我国居
民消费 330亿元、905亿元。

多管齐下
力争温暖过冬与降耗减排双赢

供暖用户激增、 供暖市场快速扩大的
同时，能源消耗无疑随之增加，环境治理也
将进一步承压。

在能源消耗方面，相关数据显示，若长
江沿岸城市住宅约 40 亿平方米面积实现
供暖全覆盖， 按每平方米 5 公斤标准煤计
算，城市能耗总额就将增加 2000 万吨。

为进一步控制能耗， 建筑节能协会电
能供热专委会主任、 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
张斌建议，南方供热应灵活性掌握。 “分户
采暖可根据用户自身需求控制开关时间，
而集中式供暖可适当将室内设定标准供热
温度———18 摄氏度降低至 14 摄氏度。 ”

张斌同时指出，为防止热量流失，南方
建筑还应不断加强房屋围护结构保温性，
同时要提倡居民改变行为习惯， 适当减少
开窗通风等行为。

而在碳排放方面， 上述报告预测，到
2030 年，分户供暖模式将排放 2557 万吨二

氧化碳，区域供暖模式将排放 4525 万吨二
氧化碳。

“假设每年 5%的热源由可再生能源替
代传统化石能源， 那么南方供暖市场碳排
放值将在 2025 年达峰。 而如果供热能效进
一步提高，那么碳排放值将会逐步降低。 ”
黄滢指出， 在发展绿色可再生能源区域供
暖，提高可再生能源占比情况下，南方区域
供暖市场对环境污染带来的影响会进一步
缩小。

分步实施
将供暖纳入能源系统统一规划

“下一步，推广南方供暖市场需进一步
明确投资的分类承担、分步实施问题。 ”全
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
洪宇建议，南方城市供暖应采取分时点、分
步走、逐步实施推广路线。

对此， 黄滢补充说，“供暖市场潜力较
大的上海、南京、苏州、无锡、杭州、合肥等
城市应作为拓展供暖市场的第一步， 而扬
州、南通、绍兴、嘉兴、长沙等供暖市场潜力
相对大的城市， 则应为南方供暖市场拓展
第二步，最后，实现其他地级市与重点县域
的供暖覆盖。 ”

与明确推广路线同样重要的是确立南
应方供暖推广机制。

有业内人士指出，目前，南方地区因缺

乏统一的国家级供暖或省级供暖机制，各
地相关部门推进取暖工作的动力与依据仍
显不足。

对此，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周
宏春表示：“供暖是人民生活的基本需求，
南方供暖的推广机制也应按照人民的需求
确立，要通过精准、科学、依法的扎实研究，
确立南方各城市适宜的供暖技术路线。 ”

黄滢对此建议，住建部、发改委等部门
积极主动牵头开展供暖市场调查， 摸清南
方百城供暖市场的基本信息， 进而科学引
导市场开展供暖项目建设。

“中央政府应将供热行业纳入政府
监管体系以及能源系统进行统一整合，
将区域供暖纳入城市规划进行整体优
化。 ”中国建筑技术中心绿色建造中心副
总工黄宁说。

与政府定位不同， 地方政府则应遵循
“一城一策”原则。黄滢指出，地方政府应依
据当地能源结构经济结构、发展水平、城市
功能定位，做好区域供暖规划；对开展区域
供暖业务的热力企业进行科学、有效、灵活
的监管； 以降低南方供暖市场交易成本为
目标，做好全局性、前瞻性统筹工作。

千千亿亿元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