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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散煤治理专题调研行动由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简称 SEE 基金会）联合能

源基金会于 2022年共同发起，通过联合公益伙伴针对民用、工业和农业领域散

煤开展调研与行动。项目希望通过实地调研，识别大气污染重点区域散煤治理

的具体现状与问题，为回应和支持国家散煤综合治理政策体系提供地方案例与

支撑，并促进农村地区的取暖方式从清洁化向低碳化转型。

项目概述

本项目于 2022 年8月启动，聚焦大气污染防治

重点区域散煤治理问题开展调硏，包括工业散煤、

民用散煤及农业散煤。项目核心目标是对重点区

域重点城市的散煤治理现状以及农村清洁能源转

型有更加清晰、深入的了解，厘清政策落实未端

的关键阻碍。

项目覆盖地域主要包括：山东、江苏、安徽、河

南、山西、陕西六个省份。

所采用的核心研究方法

•以各地政策研究为基础，并结合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的方式分析在地政策实施

情况。

•开展实地调研，结合访谈、问卷调研的形式，了解实际散煤使用与替代情况

•创新采用“卫星空气质量遥感＋无人机调研技术〞用于识别区域工业散煤使用

情况，并结合排污许可证统计数据实现快速筛查。

项目亮点

1. 除清洁取暖攻策重点支持民用散煤之外，还重点关注了农业散煤、工业散煤

和经营性散煤等。

2. 卫星空气质量遥感＋无人机调研技术验证成功，对于工业散煤使用的识别具

有有效性，能够协助在区域范国内高效定位散煤使用工厂。

3.大量深入田间地头的调研、走访、座谈，为真实了解散煤替代取得的成效和

用户的实际感受获得了一手资料，并梳理形成面向节能、降碳、减污、经济和

便捷五位一体的改造路径的政策建议

4. 本项目采用联合在地公益伙伴共同开展项目的模式，联合优势更能够实现区



域范围内的问题识别与多重验证。

5. 与生态环境部门及时互动，通过信息公开申请和问题反馈，促进环境问题监

管和解决。

项目成果

工业散煤治理成效显著

基于过往工业散煤治理的显著成效，本次调研中主要聚焦江苏、山东、安徽、

河南开展工业散煤调研，末发现明显的工业散煤使用情况。其中调研的洗煤厂

基本定点供应电厂、钢铁厂等，未出现零售的情况。然而，调硏过程中发现个

别散乱污小炼铁厂依然在燃烧散煤，以及个别小工厂采用清洁能源替代的生物

质锅炉存在颗粒物超标情况。

农村民用散煤替代技术方案需进一步完善

在民用散煤治理层面，此处主要指农村生活用煤，治理替代行动以清洁取暖为

主导，但调研发现这其中依然存在着诸多挑战。

1. 清洁取暖进程和技术路径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性：

各个地区的清洁取暖进程受政策、当地收入水平、技术成熟度、改造基础条件

及地理条件等多因素影响，以苏鲁豫皖地区调研为例，在苏北院北地区，农村

村一级极少使用，散煤销售渠道少，以及价格较高是影响区农村散煤使用较少

的重要原因；但在鲁南地区，以日照市为例，农村冬季烧煤现象较为普遍。同

时，在平原地区与山区也存在不同，以汾渭平原为例，平原地区村落居民集中

程度高的，采用集中供暖的比例较高，但在山区村落中居民分散，采用的清洁

能源类型呈现多样化，且传统生物质（如薪柴、秸秆等）和燃煤取暖的现象较

为集中。

除了煤改气、煤改电，可再生能源取暖的案例也在调研中有所发现：

•山东菏泽、潍坊地区部分社区采用太阳能光热取暖，以菏泽鄄城黄河滩区为例，

在滩区迁建项目中统一采用太阳能光热取暖入户。

•在山东东营地区，以杨庙社区为代表的新农村建设集中上楼居住地区已采用统

一地热采暖。陕西西安临潼地区也采用地热供暖，充分利用了关中地区中深层

丰富的地热资源。

•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邓庄镇采用了“工业余热十屋顶光伏应用” 的模式。

•陕西省宝鸡市麟游县万家城村利用白身光热资源较好的自然条件，采用了 “光
热＋生物质颗粒”多能互补的光热清洁能源采暖。



2.市场化的清洁取暖替代方案需要加强管理：

目前已有的清洁取暖替代方案在可靠性、稳定性与可信度等方面存在一定的问

题。

•设备种类繁多，部分取暖设备存在质量问题

在此次山东地区的调研中发现，在部分地区采购要求中存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

或预留份额”的保护政策；但在统一采购行为中，太阳能取暖设备(指光热取暖

设备）质量问题较为突出。相比之下，其他技术路径，如空调器、燃气采暖热

水炉等产品均已进入“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生产门槛高，企业规模大、

实力强，产品质量更有保证。而太阳能光热产品因风险系数较小，暂无“中国强

制性产品认证”要求，生产门槛低，生产厂家多为小型企业，产品质量无法保证。

同时，在山西地区，由于一些清洁用能设备上市时间短，人们大多数在不熟悉

的情况下购买了某种产品，但是使用时与实际需要不符，就出现了大量的“试错

“现象。

•市场流通的煤品质需加强监管

在山东地区的入户调研中，随机抽取农户使用的12份煤样进行检测，均有检测

指标不满足《商品煤质量民用散煤》（GB34169-2017）中无烟 1号的要求，

其中 11 份煤样存在挥发分超标。建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加强散煤销售点煤质

管控，适当提高抽检频次，加大执法力度，杜绝不达标煤进入用户。针对当前

散煤挥发分含量普遍较高的实际情况，应组织推广节能环保炉具，以降低因燃

烧不充分而带来的污染排放。

•工业余热供暖的稳定性存在风险

在汾渭平原地区，部分(临近工业区的村子、集中供暖的区域以工业余热供暖为

主，但也存在一定的不稳定风险。调研发现，部分提供余热供暖单位或因大气

污染物超标排放，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不力等，责令整改期间，供暖中断不可

避免，成为村民担忧的问题，村民不得不考虑增加其他供暖方式，实际取暖成

本增加。

•清洁取暖改造工程需加强后续运营管理

调查发现，部分地区施工队“急于求成、急于完工〞，清洁取暖改造施工质量差，

验收流程形同虚设，用户意见很多。在苏北皖北地区，农民只是出租屋顶给光

伏运营商以获取租赁费用为主，自身用能仍保持柴火 /煤/ 市电等传统方式，无

法真正实现“发电白用，余电上网，煤改电”的清洁取暖模式。建议加强对清洁

取暖改造项目的施工质量监管，完善施工验收机制，并关注后续的运营管理，

补充追责机制，减少不必要的公共资源浪费。

农业散煤治理尚有推进空间，需要政策倾斜



1.23.08% 的被抽样调研对象仍存在散煤使用，与种植养殖种类有关：

实地调研河南5城市26 家种植业、养殖业用能实际情况发现，76.92% 被调研

对象己用电、气、生物质颗粒作为生产能源，23.08% 仍有散煤使用，主要存

在于食用菌灭菌和鸭、鸡、羊育幼养殖生产环节。

2.成本是调研对象未进行农业散煤替代的首要影响因素：

环保政策加严是较早推动散煤能源替代的动力，从 2018 年开始，26 家调研对

象中共有8家受政策影响己进行能源替代；经济成本是影响被调研者是否选择进

行散煤替代的重要因素，而己经顺应环保政策完成清洁能源替代的调研对象，

也会考虑用能清洁性、便捷性和安全性。

3.政策差异造成省间地域不公平问题：

针对食用菌灭菌环节散煤治理，只有河南制定《关于支持全省食用菌企业 “双
改” 工作的实施意见》，导致食用菌生产成本上升，同属于 《2021-2022 年秋

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方案》要求范围内的河北、陕西、山西和山东 4 省，

经政府信息公开答复确认，并未针对食用菌开展“双改”治理，形成政策不统一

造成不同省份间的不公平。

4. 农业散煤清洁替代作用被低估、缺少激励措施：

农业生产开展散煤清洁替代具有非常明显的减排成效，可以保护农村弱势群体

健康以及就地消纳屋顶光伏电力。农业散煤的清洁替代与民用取暖虽同样涉及

农村，其散煤用量尚没有权威的统计数据，国家层面缺少专项政策文件和配套

激励措施。

建议

随着国家双碳战略的发布，针对农村清洁取暖，应因地制宜统筹设计清洁取暖

路径协同控制空气污染和二氧化碳。推动农村从能源消费端转向可再生能源的

生产供应端，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切入点。

统筹兼顾，分类施策。在距离热源较近的村镇集中地区，可采用热电联产、工

业余热等集中供暖改造方式，便于维护管理，运行费用和能耗也相对较低。在

更为分散的农村地区，应因地制宜选取分布式清洁取暖方式。

农村应大力推广利用可再生能源进行散煤替代，推动可再生能源在农村就地消

纳，节省初始投资和运营费用，降低农户用能成本。分布式屋顶光伏、太阳能

暖房、空气源热泵、生物质能清洁利用在多地均有试点，如山西芮城的光储直

柔、河南鹤壁实施生物质供暖等，已成为利用可再生能源清洁供暖的典型案例。

应推动可再生能源如光伏发电的就地就近开发和利用。



扶持农村清洁能源投资运营商，发挥头部企业的作用，以其作为主体，负责当

地农村散煤治理项目的投资和运营，以及设备维护及服务。

农村能源转型离不开农户的主动积极参与。作为政府和农村居民的桥梁，应鼓

励地方环保组织采取积极行动参与农村能源低碳转型，提出政策完善建议，使

农村绿色能源转型和乡村振兴结合获得各界更多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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