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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一、我国煤炭消费对大气环境的影响 

二、燃煤污染控制的国际经验 

三、煤炭消费总量控制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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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煤炭消费总量大，并持续快速增长 

•  从2000年的14亿吨增长至2011年的34亿吨，11年间增长了143%。 

•  2012年中国煤炭消费量占全球的50% 

•  煤炭消费比重接近70%，远高于OECD国家平均水平（20%） 

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及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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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SO2排放量的90%、NOx排放量的67%、烟尘排放量的
70%、人为源大气汞排放量的40%以及CO2排放量的70%都来
自于燃煤。 

" 我国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量高居全球首位。2010年二氧化
硫排放量分别为美国的2.6倍、欧盟的4.5倍，氮氧化物排
放量分别为美国的1.8倍、欧盟的2.4倍。 

煤炭	  
（百万吨油当量） 

SO2 
（万吨） 

NOx 
（万吨） 

PM10 
（万吨） 

PM2.5 
（万吨） 

大气Hg  

(吨)  
CO2

a 
（亿吨） 

中国 1713.5 2267.8 2273.6 1277.8         —— 825.2 67.03 

美国 524.6 860.0 1243.9 1023.2 413.4 103.0 58.27 

欧盟 269.7 501.5 937.4 197.1 129.3 73.4 40.65 

中、美、欧煤炭消费、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量比较 

2、燃煤过程是大气污染物排放的重要来源 

a. 数据来源：The Climate Analysis Indicators Tool developed by the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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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煤炭消费是污染物排放激增的主要因素 

" 1990-2010年全国煤炭消费量与同期SO2、NOx、PM2.5和VOC排放量存在显
著的关联性。 

煤
炭
消
费
量
（
亿
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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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大气十条明确提出控制煤炭消费总量 

"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大气十条”）明确提出要求 

制定国家煤炭消费总量中长期控制目标，实行目标责任
管理。到2017年，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降低到65%以
下。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力争实现煤炭消费
总量负增长，通过逐步提高接受外输电比例、增加天然
气供应、加大非化石能源利用强度等措施替代燃煤。 

"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细则》 

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和山东省压减煤炭消费总量
8300 万吨。其中，北京市净削减原煤1300 万吨，天津
市净削减1000 万吨，河北省净削减4000 万吨，山东省
净削减2000 万吨。河北省：到2017年，全省煤炭消费量
比2012年净削减4000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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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煤炭消费结构不合理加剧煤烟型污染 

目前我国电力行业煤炭消费量仅占全国煤炭消费总量的50%左
右，远低于美国90%的水平，大量的煤炭消费集中于工业锅炉、
炼焦炉和建材窑炉，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城市煤烟型污染。 

 

 

SO2 NOx 烟粉尘

火电行业 4.2 5.5 0.9

小型燃煤锅炉 16 2.9 3.2

火电行业与小型燃煤锅炉排污系数对比 
（千克/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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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重点区域（三区

十群）占全国面

积的14% ，但消

费了全国48%的煤

炭！单位面积煤

炭消费量为全国

平均水平的4倍 

6、煤炭消费强度存在巨大地区差异 

我国部分省市单位面积煤炭年消耗量甚至超过4千吨/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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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重点区域排放

了全国47%的

SO2、50%的NOx、

45%的烟粉尘和

约50%的VOC 

l 重点区域单位

面积主要大气

污染物排放远

远高于全国平

均水平 

7、煤炭消费地区不均衡导致区域性大气环境问题 
 

重点地区单位面积大气污染物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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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煤炭消费增幅与空气质量恶化具有显著的空间一致性 

2010—2005，NO2柱浓度 2010—2005，AOD 

2005年煤耗强度 2010年煤耗强度 2010—2005，煤耗强度 

" 中东部煤炭消费
强度增长较快地
区，空气质量加
速恶化； 

" 以“北京—西
安-杭州”为顶
点的污染三角区
已成世界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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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控制煤炭消费总量是确保空气质量达标的前提 

污染物减排是空气质量改善的首要条件 

2010年全国SO2、NOX、VOCs及PM2.5分别为2268万吨、2274万吨、2296万吨、1215
万吨，从全国空气质量形势来看，各种污染物排放削减相比2010削减一半，全国空
气质量才有可能达标； 

 

单位煤耗污染物排放强度下降面临严重技术瓶颈 

假定煤耗量及其他因素不变，需要全社会单位煤耗污染物排放强度在2010年的基础
上再减少50%；考虑煤炭的新增量，估计要再下降70%以上。部分行业也许可以实
现，但全社会要实现面临严重的技术瓶颈； 

煤炭消费总量控制是实现燃煤污染物排放降低的必由之路 

仅通过末端治理不可能解决大气环境问题，必须实施燃煤总量控制。 
 

我国煤炭消费的总量、分布、结构和技术水平等因素
均对大气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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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验1：调整能源结构，降低煤炭比例 

发达国家煤炭占全社会能源消费量的比值 

•  欧洲、美国、日本的煤炭消费量占其全社会商品能源的比重
都低于30%，而我国这一比重在70%左右； 

•  欧洲国家的煤炭消费量在上世纪60年代后保持持续下降的趋
势 

发达国家的煤炭消费量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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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国家煤炭消费量的显著降低主要原因： 
1、清洁能源、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技术的高速发展； 

2、工业化基本完成，高煤耗行业的能源需求量降低； 

3、社会能耗高速发展的阶段基本结束，能源利用效率的逐年提高 

德国和英国的煤炭消费量与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变化趋势（1990-2008年） 

国际经验1：调整能源结构，降低煤炭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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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煤炭消费增量主要集中在电力部门 

国际经验2：调整煤炭行业消费结构 

•  钢铁和电力占据

了日本煤炭消费

量的60%～90% 
•  上世纪70年代后

期以来，钢铁、

陶瓷粘土、焦炭

等工业行业煤炭

消费量保持相对

稳定，煤炭消费

增量主要集中在

电力部门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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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
炭
消
费
量
（
亿
吨
）
 

其他  钢铁 

 陶瓷粘土  焦炭 

 电力 

日本分部门煤炭消费量变化趋势（1965—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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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分部门煤炭消费量变化趋势（1950-2010年） 

•  美国：煤炭消费向电力部门转移 

国际经验2：调整煤炭行业消费结构 

煤炭消费结构大幅变化 

• 电力：20%         93% 

• 工业：40%         6% 

• 民用和商业：30%      1% 

• 交通：1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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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电力和工业部门煤炭消费的SO2排放系数 

•  严格的大气污
染控制要求推
动了美国的煤
炭消费向污染
控制成本较低
的电力部门转
移。 

国际经验3：技术进步降低排放强度 

美国燃煤大气污染物排放量降低的主要原因 
• 电力部门：通过技术进步降低排放系数； 
• 工业部门：通过降低煤炭消费量减少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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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 
主要体现在转变经济
发展方式、调整能源
发展战略以及优化重
点行业发展布局等重
大战略性调整.	  

	  	  	  	  	  	  	  	  行业	  
对象主要包括煤电、钢
铁、建材、焦化、石化等
行业，其核心是实现行业
的适度发展，提高技术水
平，降低单位产品耗煤量
与污染物排放量。	  

区域及城市	  
强调以改善空气质量
为出发点，其核心是
实现城市空气质量达
标	  

三种控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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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类措施 

1、合理划分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区， 科学制定并分解控制目标 

2、优化产业结构和工业布局 

3、实施能源多元化供应, 重点地区增加天然气和电力输入 

4、调整燃料煤消费结构，降低小型燃煤设施煤炭消费量 

5、应用先进技术，提高煤炭加工与转化效率 

6、改善煤炭质量，提高动力煤洗选比例 

7、推行多样化政策，促进能源消费结构与煤炭利用方式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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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合理划分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区， 
   科学制定并分解控制目标 

坚持与煤炭消费强度相结合 坚持与区域发展战略相结合 

坚持与节能减排工作相结合 坚持与区域环保规划相结合 

重点区域 
划分原则 

优先实施区域 

• 京津冀、长三角、珠三
角区域、山东城市群 

探索实施区域 

• 辽宁中部、武汉及其周
边、长株潭、成渝、海
峡西岸、山西中北部、
陕西关中、甘宁、新疆
乌鲁木齐城市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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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石油加工、冶
炼、建材、化工等行
业项目数量及规模 

煤炭消费总量 

科学确定区域煤炭消费总
量控制目标 

建立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目
标分解体系与落实机制 

确定本地区煤炭消费的重
点行业、重点项目 

严格控制煤炭消费新建项
目的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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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优化产业结构和工业布局 
 

优化产业结构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优化第二产业内部结构 

严把能耗增长源头关，提高
行业准入门槛 

积极推进淘汰落后，优化现
有产业结构 

优化工业布局 

• 优化能源发展布局 

• 科学合理设计用煤工业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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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施能源多元化供应,  
   重点地区增加天然气和电力输入 

加大清洁能源利用 

大力发展低碳能源 

提高外送电比例 

降低煤炭消费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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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调整燃料煤消费结构， 
   降低小型燃煤设施煤炭消费量 

热电联产与天然气替代分散燃煤小锅炉 

• 新建工业园区以热电联产企业为供热热源，现有各类工
业园区与工业集中区实施热电联产或集中供热改造，城
市建成区实行集中供热； 

• 热网覆盖范围内的分散燃煤锅炉全部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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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应用先进技术，提高煤炭加工与转化效率 

应用先进锅炉燃烧技术，提高燃煤
利用效率 

• 采用高效环保煤粉锅炉、高效燃煤
节能技术等，降低锅炉煤炭用量。 

推广洁净煤发电技术，实现节能环保
双赢 

• 大力发展先进发电技术； 

• 大力发展煤炭高效清洁转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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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改善煤炭质量，提高动力煤洗选比例 

" 严格限制高硫份高灰分劣质煤炭的
开采与使用； 

" 提高煤炭洗选比例； 

" 推进低硫、低灰分配煤中心建设； 

" 高硫煤优先用于煤化工和配备高效
脱硫装置的燃烧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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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完善法规标准，为煤炭消费总量控制提供支撑 

（2）健全管理制度，落实煤炭消费总量控制任务 

（3）运用经济政策，促进能源行业清洁发展 

7、推行多样化政策，促进能源消费结构 
   与煤炭利用方式调整 

适时修订大气法，完善标准体系，体现区域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理念。 
研究制定煤炭消费总量中长期控制目标，分解落实，建立预测预警机制 
 
 
 

严格控制新建高耗能、高污染项目，实施新建项目煤炭等量或减量替代， 
增加电力、冶金、建材和化工等典型耗煤行业能耗考核指标 

改革能源价格政策，完善财税金融政策，推广节能环保发电调度 
 28 



谢谢！ 

THANK  YOU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