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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新年刚过，一场大范围雨雪天气就自西向东侵袭我国。这几年每到这个时候
，伴随着治理雾霾、保卫蓝天，清洁取暖都会成为热门话题。

从2016年底开始，中央不断加大清洁取暖支持力度，蓝天保卫战取得初步成效。然
而由于经济条件、基础设施等方面的不足，农村清洁取暖成为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

近日，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协会民用清洁炉具专业委员会2019年会在京召开，来自全
国能源领域的专家学者和企业代表围绕“清洁取暖形式下的变局与破局”主题，积
极为农村清洁取暖建言献策。

形势

——“煤改电”“煤改气”是农村清洁取暖的主要技术路线，但存在着“政府补不
起、企业担不起、农户用不起”等难题

2017年12月，国家十部委联合发布《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规划(2017-2021年)》
；2018年6月，国务院发布《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随着政策的实施，
清洁取暖已在行业内和百姓心中形成了高度共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北方
地区冬季清洁取暖是大事，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是重大的民生工程。这些指
示对我们行业和企业发展具有纲领性指导意义。”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协会农村清洁
取暖专家委员会主任郝芳洲说。

在政策指导下，中央和地方政府加大财政补贴力度，大力推进以“煤改气”“煤改
电”为主要措施的冬季清洁取暖行动，尤其是大城市周边由于经济基础较好，推广
较为迅速，对治理雾霾、保卫蓝天起到了重要作用。

然而从整体看，我国农村地区冬季取暖方式仍然多样，传统燃煤还是以散煤为主，
各地炉具差别也很大。北京化工大学副教授薛春瑜和他的团队近两年在3个省共6个
市进行了调研，对3000多户居民开展问卷调查。他表示，目前农村地区的清洁取暖
率在20%左右，距2021年的规划目标60%仍有较大差距，已经发展到了一个瓶颈
期。

“从调研看，农户对燃料及炉具的选择，是跟经济水平挂钩的，山区从采用薪柴到
用粉煤、块煤，之后用洁净煤或生物制成品燃料，最后是电和气，农户会随着经济
水平提高而沿着这条线改变自家燃料状况、选用相应设备，目前农户清洁取暖的改
造意愿还主要依赖政策补贴。”薛春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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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炉具网行政总监武亭在梳理相关政策文件后表示，从清洁取暖开始到现在，“
煤改电”“煤改气”一直是农村清洁取暖的主要技术路线，但存在着“政府补不起
、企业担不起、农户用不起”的问题。而“洁净煤 节能环保炉具”，仍被贴着“过
渡性”“兜底性”的标签，在实际推进中被“边缘化”。

问题

——既要防污染又要保民生，缺乏手段导致“一刀切”去煤化，封炉禁煤、取暖中
毒、低价竞标等问题时有发生

会议回顾了过去几个取暖季的情况，指出在“政策信号明确”“硬性指标、任务摊
派和环保问责”的压力下，各地推行“煤改气”“煤改电”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如
2017年出现了“气荒”、居民用不起、甚至“无暖可取”等现象；2018年出现能
源供应不足、基础设施不完善、改造使用成本高、财政补贴难持续等情况，“双替
代”进入瓶颈期。

“虽然中央在清洁取暖中一再强调宜电则电、宜气则气、宜煤则煤、宜热则热的‘
四宜’原则，但在实际中部分地区还是存在不考虑当地实际搞‘一刀切’去煤化的
现象。”武亭说。郝芳洲也表示，前段时间发生的山西洪洞县“封炉禁煤”事件，
就是个别地区只顾环保、不顾民生、暴力执法的结果。

在国务院常务会部署实施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时，明确提出确保北方地区群众
安全取暖过冬，着重加上了“安全”两个字。河北省农村能源协会会长边志敏表示
，安全重于泰山，2019年在实施电气代煤工作基础上推进洁净煤取暖兜底政策，河
北全省涉及500多万户，“不论是行业还是企业，都要以高度的责任心完成这项民
生工程。”

破题

——真正做到因地制宜，推动从“追求数量”进入“更侧重质量”的阶段，探索让
清洁取暖回归市场的路径

针对当前的问题和困局，行业内专家和企业代表各抒己见、出谋划策。武亭提出，
首先要算好“三笔账”，即滚石上山的“环保账”，农村清洁取暖排放标准不能一
味求高；进退两难的“经济账”，居民可承受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地制宜的“
方法账”，一切从农村实际出发，不压硬指标，不搞“一刀切”。

郝芳洲表示要做好“宜”的文章，“我理解‘宜’就是因地制宜，要充分考虑当地
资源禀赋和经济能力，有条件的先上，没条件的待具备条件后再上，最终人民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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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能使用清洁能源，达到温暖过冬的目的。”为此，他提出具体建议，即以县级为
单位作出规划和年度实施计划，精准落实到户，重质量不求数量，根据农村实际适
合集中的集中、适合分散的分散，不能搞“一刀切”。“除了气、电之外，生物质
和洁净煤适配炉具依然是主力军。农村清洁采暖决不能照搬城市模式。”郝芳洲说
。

对于炉具行业的未来，相关企业保持了乐观心态。老万清洁供暖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邢立力表示，政府补贴不是长久之计，尤其是2021年后进入“后补贴时代”
，未来还是要依靠市场，“大家只有干好自己的老本行，做好技术创新才是根本的
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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