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近日在采访中获悉， 国内首批燃
料电池示范城市群 （亦称 “氢能示范城市
群”）名单最快有望在春节前公布，业内翘
首以待的氢燃料电池“以奖代补”政策也即
将实施。在此背景下，2021 年已被视为氢燃
料电池汽车产业的发展元年。

根据工信部指导、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牵
头编制的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图
2.0》，2025 年，燃料电池汽车保有量将有望
达到 10 万辆左右。 截至 2020 年底，新能源
汽车国家监测和管理平台（下称“国家监管
平台”） 已累计接入氢燃料电池汽车 6002
辆。业内预计“十四五”期间，伴随着氢能示
范城市群落地， 氢燃料电池汽车产业进入
大规模示范推广已在预料之中。

然而，如何达成目标？ 多位受访人士向
记者一致表示， 大数据将可发挥重要作用。
基于当前大数据监测管理部门对汽车运行
情况已经拥有了灵敏的“眼睛”与“大脑”，这
意味着我国已经具备大数据应用的基础条
件，可对这一轮氢燃料电池汽车国家补贴发
挥精准的参考作用，进而对氢能示范城市群
建设发挥强大的支撑作用。

挖潜大数据，硬件基础已具备

一进入新能源汽车国家监测与管理中
心，约 60 平方米的巨大蓝色大屏即向记者
震撼“扑面而来”，全国新能源车辆接入数、

累计行驶里程、地方接入情况、电池溯源管
理等状况的数据尽收眼底， 工作人员动动
鼠标即可轻松调取查看任一类别的实时详
细数据。

新能源汽车国家大数据联盟执行秘书
长李阳向记者介绍， 国家监管平台是在工
信部的指导下， 由北京理工大学电动车辆
国家工程实验室建立。截至 2021 年 1 月 20
日， 平台已累计接入 408 万辆新能源汽车
以及全国 6000 余辆在运行氢燃料电池汽
车，其中 2017 年以来上牌的新能源车辆基
本全部接入， 车辆累计行驶里程 1208.7 亿
公里，累计碳减排达 5024.1 万吨；接入的氢
燃料电池汽车则分布在 17 个省份，累计行
驶里程超过 1 亿公里。

针对氢燃料电池汽车， 平台可通过实
时监测汽车运行情况，获取车辆行驶、加氢
等数据，并进行分析和诊断，以综合评估车
辆行驶特征， 从而对全国范围内氢燃料电
池汽车的示范运行提供重要参考。

李阳介绍， 从国家监管平台运行数据
来看，氢燃料电池汽车区域集中度偏高。排
名前 10 位的省份接入量占全国氢燃料电
池汽车接入量的 95.7%。 其中，广东省氢燃
料电池汽车接入量为 2415 辆， 排在首位，
在全国氢燃料电池车辆接入量的占比达
40.2%；其次是上海市，氢燃料电池汽车接
入量为 1376 辆，占比达 22.9%。其他重点省
份如北京市、江苏省、河南省、山东省、四川

省、河北省、湖北省、浙江省，氢燃料电池汽
车接入数量均在 100 辆以上。

“整体来看，当前我国氢燃料电池汽车
产业仍处于示范运行阶段， 处于商业化运
行的‘前夜’。 ”李阳分析。

从 6000 到 10 万，大数据被寄厚望

根据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图
2.0》的发展目标，2025 年，氢燃料电池汽车
保有量有望达到 10 万辆左右； 而到 2035
年， 燃料电池汽车保有量将可达到 100 万
辆左右。

反观现实，目前，全国上路氢燃料电池
汽车仅有 6000 余辆，这意味着，仅“十四
五”期间，氢燃料电池汽车就需要增加超过
15 倍，首批燃料电池示范城市群无疑将肩
负重任。

在这种情况下，兑现预期目标，国家监
管平台将如何协助各地主管部门制定更加
科学合理的规划，并支撑其落地实施，至关
重要。

有业内专家指出，如果说电动化是“三
化”(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的基础，那么
大数据便是“三化”的基础条件。 依托于国
家监管平台， 大数据在推动氢燃料电池汽
车示范应用方面极具潜力。

“氢燃料电池汽车在‘出生’时即自带车
载 T-BOX（远程信息处理系统），具有接入

联网监测平台的先天条件。”李阳介绍，从目
前实际运行情况看，以实时监测车辆运行数
据为抓手， 国家监管平台已经在政策制定、
企业服务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如在政策制定方面， 国家监管平台为
工信部、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等职能部
门提供新能源汽车运行情况数据报告，便
于政府通过数据实时了解行业现状， 为标
准制定及管理体系完善提供数据支撑，并
为地方氢燃料电池汽车推广提供有价值的
改善建议。

在企业服务方面， 国家监管平台通过
监测氢燃料电池的行驶轨迹、加氢特征，促
进了加氢站建设合理布局， 从而进一步优
化车辆应用场景； 通过实时监测氢燃料电
池汽车安全故障， 及时保障车辆安全。 此
外，平台还依托行业数据咨询和分析研究，
主导编写了 《全国氢燃料电池车数据分析
报告》等，从而支撑相关企业开展新能源汽
车及配套设施的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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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氢燃料电池汽车保有量从 6000到 10万———

氢能示范城市群建设，大数据要担重任
■本报记者 齐琛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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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四四五五””北北方方地地区区清清洁洁取取暖暖重重心心渐渐明明
■本报记者 张金梦

清洁供暖一直是社会关注、 人民关切
的重大民生工程。回顾“十三五”期间，我国
北方地区清洁供暖水平显著提升， 清洁供
暖试点城市空气质量大幅改善。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19 年底，我
国北方地区清洁取暖面积已超 120 亿平方
米，相比 2016 年增加了 51 亿平方米，清洁
取暖率达到 55%，较 2016 年提高了 21 个百
分点，累计替代散烧煤超过 1亿吨。

但清洁取暖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同
时，亦暴露出诸多短板，如技术路线重热源
侧轻用户侧， 清洁取暖工作开展仍过度依
赖财政，缺乏内生动力，与此同时，大规模
清洁取暖改造也为能源保障带来了较大压
力。根据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预测，到 2025
年，我国北方地区清洁取暖率将达到 80%。
“十四五”时期，我国北方地区清洁取暖将
有哪些新举措、新方向？ 为此，记者近日展
开了一系列调研采访。

“煤改电”潜力逐步释放

根据由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发布的
《北方地区清洁供暖实施进展及发展趋势
报告》（下称《报告》），2017—2019 年，我国
北方地区新增煤改电用户 740 万户、 新增
煤改气用户 891 万户， 北方地区新增清洁
燃煤集中供暖 17.3 亿平方米、新增可再生
能源供暖 2 亿平方米、 新增工业余热供暖
1.3 亿平方米。

“当前，‘煤改电’正逐步成为北方地区
清洁取暖的主流形式，“煤改气” 发展正持
续放缓。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环能院科技
供热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袁闪闪向记者
表示。

“2017—2019 年，在‘煤改气’、‘煤改
电’双代工作中，‘煤改电’无论从新增户数
还是占比看，均呈现出强劲的增长态势，三
年相继完成 127.3 万户、238.5 万户、374.1
万户， 对应占比依次达到 26.8%、50.1%、

55.0%。 ”袁闪闪说。
分地域看，目前我国以“煤改电”为主

的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南，其中河南是
“煤改电”最大的市场，约占全国“煤改电”
市场的半壁江山。

相关数据显示，2020 年，河南省全省
“双替代” 供暖累计完成 104.6 万户，其
中 ， “电 代 煤 ”102.5 万 户 ， 占 比 高 达
97.99%。 作为北方清洁取暖重点区域的
新晋省份，陕西“煤改电”市场潜力亦正
逐步释放。

试点城市工作重心渐向运维转移

“从 2017 年第一批 12 个试点城市，到
2018 年第二批 23 个试点城市， 再到 2019
年第三批 8 个试点城市，截至目前，我国共

支持了 3 批 43 个清洁取暖试点城市，清洁
取暖试点工作已基本覆盖‘2+26’大气通道
及汾渭平原所有城市。 ”袁闪闪说。

随着清洁取暖试点城市的全面铺开，
清洁供暖工作深入开展， 后期运维规模亦
逐渐增大， 各级地方政府的工作重心逐渐
向后期运维聚焦。

记者了解到， 目前我国部分省市正积
极依托物联网、大数据与“互联网+”技术，
全面提升清洁取暖工作管理水平。

如北京建立了 “北京市农村地区清洁取
暖监控平台”和“乡镇供暖服务中心”，为全市
清洁取暖工作全流程提供平台服务，目前，已
有 13个区、近 3000个村庄纳入平台管理。河
北省建成的省级供热监管信息平台目前也已
覆盖至全省所有县级以上供暖城区。

河南省鹤壁市打造的冬季清洁取暖智慧

监管平台， 实现了农村清洁取暖与城镇智慧
供热一平台管理， 全市域范围内推行的用户
报修小程序、维修师傅 APP、报修工单监管与
智慧监管平台三位一体运维模式， 已成为北
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建设和运行的典范。

用户侧能效亟待提升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尽管“十三五”期
间，我国北方清洁供暖路径已初具规模，各
试点城市各具特色的清洁取暖模式已初步
成型，但由于技术路线选用不科学，不少城
市清洁取暖效果大打折扣。

有业内人士指出， 一些城市由于在开
展农村地区清洁取暖工作前， 没有做到广
泛调研摸清底数、强化突出顶层设计、因地
制宜突破农村、优化完善工作机制、建立健
全保障体系， 以致出现了技术路线重热源
侧轻用户侧，特别在农村地区，存在“插花
式”实施、概念性实施、盲目性推广等一系
列问题，以致清洁取暖效果打折，既造成短
期风险，也存在长期隐患。

用户侧建筑能效提升缓慢也是制约清
洁取暖成效发挥的重要原因。 相关数据显
示，截至 2019 年底，我国累计实施用户侧
建筑节能改造 1.84 亿平方米（城镇 1.38 亿
平方米，农村 0.46 亿平方米），占到 5 亿平
方米改造任务目标的 36.8%， 仅占 50.6 亿
平方米热源侧清洁化改造完工量的 3.6%。

与此同时，清洁取暖涉及城市、地区
较多， 大规模改造不仅为能源保障带来
较大压力， 目前清洁取暖 “过度依赖财
政，缺乏内生动力”的发展模式也给中央
和地方财政带来极大压力， 存在不可持
续的风险。

对此，有业内人士表示，一方面财政补
贴应向用户侧能效提升倾斜， 削减清洁取
暖对补贴的依赖； 另一方面应探索城乡统
筹、打包实施等商业化模式，不断提高清洁
取暖长效可持续原生动力。

“十四五”要严防散煤复燃

记者了解到，“十三五”期间，清洁取暖试
点城市建设虽已初具规模， 但由于热源侧、
用户侧发展不均衡， 清洁取暖返煤现象逐
步凸显，可持续性面临重大考验。

有关部门实地入户督查数据显示，北
方地区清洁取暖用户平均复燃率按户统计
约为 8%，按村统计约为 14%。 其中，河北某
市已完成清洁化替代村庄中， 散煤复燃比
例高达近 40%。

记者了解到，根据针对返煤风险的全
情景预测分析， 若按照当前运行补贴标
准测算，潜在返煤用户达到 531 万户，占
到清洁取暖总用户的 20%以上； 若补贴
逐步退坡， 潜在返煤用户则将高达 875
万户，占到清洁取暖总用户 35%。 不断出
现的大规模返煤现象， 使得清洁取暖效
果大打折扣。

业内初步预测，“十四五”期间“2+26”
重点城市清洁取暖改造量会剧减， 但以
“2+26” 大气污染通道城市为代表的京津
冀地区， 仍是大气污染防治的重点区域，
监管重点将主要从重点城市扩至重点区
域， 从强化改造建设转移到注重运维和防
止散煤复烧。

“‘十四五’期间推动清洁取暖高质量
发展迈上新台阶，‘2+26’ 重点城市工作重
心应转向严防散煤复燃。 ”袁闪闪认为。

具体到地域清洁取暖工作开展，《报
告》指出，“十四五”期间，汾渭平原将进入
发展“增速期”。与此同时，清洁取暖工作重
心也将进一步扩至东北、西北等地区。

以汾渭平原为例， 该地区煤炭消费更为
集中，煤炭在能源消费中占比近 90%，远高于
全国 60%的平均水平。 且汾渭平原是陕、蒙、
晋煤外运的重要通道，普遍以公路运输为主，
随着京津冀地区空气质量的改善， 污染问题
将逐步凸显，清洁取暖工作需加大力度。

新能源汽车国家监测与管理平台大屏实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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