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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介绍 

 

南方供暖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热点话题。南方该不

该供暖、怎么供暖？如何正视并解决南方居民日益增长的取暖需求？

“秦岭—淮河”的供暖分界线是否科学？如何正确对待南北方的气候

差异和用户异质性并以正确方式解决南方取暖需要？这一系列问题

不仅每年冬季在媒体与网络上频频出现，引发广大群众的热烈讨论和

南、北网民的“口水战”，并成为新闻热搜和舆论焦点，更是多次出

现在全国和地方“两会”期间人大、政协代表们的正式提案或建议中。 

一个绿色、高效的南方供暖模式应该既能满足南方居民的取暖需

求，还要让热力企业有合理的利润空间去进一步激发市场潜力，同时

还要与城市可持续发展及其他能源系统兼容协调。这需要以市场机制

作为基础性资源配置方式，并需要政府的科学规划与引导。因此，南

方供暖市场的研究迫在眉睫。 

本报告旨在对南方城市供暖市场进行科学研究，通过课题组前期

进行的部门座谈、企业调研、居民问卷、文献查阅、数据分析、专家

研讨和多次内部头脑风暴，提炼出以下内容，分别对这一涉及重大民

生与社会关注、极具经济潜力和政策价值的关键问题进行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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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一：南方供暖为何存在巨大争议？ 

在本报告的开篇章节里，首先回顾了我国建国初期“秦岭—淮河”

供暖线的划分依据，分别从收入水平低下、相对需求有限、能源供给

不足等角度解释了未在南方推行普惠式供暖服务的历史原因。 

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迅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改善，这些

历史约束条件都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譬如，居民对冬季取暖这一改

善型服务的需求快速增加，而且我国的能源供需矛盾也大大缓解，南

方供暖市场已经初步形成。但南方城市供暖市场发展之路却很曲折，

充满了争论。总结来看，支持南方发展集中供暖的观点认为，历史划

分的供暖线并不合理、应根据体感温度来决定供暖需求、人人均享有

获得供暖服务的权利。而反对南方发展集中供暖的观点主要聚焦于，

集中供暖可能会增加采暖成本、南方建筑和气候会导致供暖能效不经

济、会加剧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等问题。 

此外，新时代城市发展的需求也为发展城市供暖注入了新的内涵，

主要体现在：供暖是改善居民生活的重要途径、是增强城市经济发展

动力的重要源泉、是改善城市生态的助力剂、是提升城市规划和综合

治理能力的重要抓手。 

 

问题二：供热服务的本质是什么？ 

居民如果需要热力服务，可以基于能源可获得性以及成本约束，

自行采取分户供暖形式。但为何在中国，北方的热力服务具有“（准）

公共”性质？南方应该采取何种方式？这需要在本质上对“供热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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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商品属性进行界定。 

在第二章“供暖的理论探讨与实践”中，报告对供暖服务的经济

学理论进行了回顾，通过对热力和供暖服务竞争性与排他性的属性进

行分场景讨论，我们认为，从当前市场制度安排和技术发展现状来看，

热商品已经具有了私人物品的属性。但是需要强调的是，热还具有自

然传导性，热能的传导性会带来大量的热流失，从而产生外部性问题。

这一属性对热的存储和传导方式提出了更高的技术要求，同时也给热

的准确计量造成困难，现行技术尚不能完全克服热传导，也就意味着

热能在严格意义上不满足排他性。 

 

问题三：国内外供暖实践有哪些特征？ 

报告在第二章“供暖的理论探讨与实践”中继续回顾了国外供暖

实践的历史发展，其模式可以划分为两类： 

第一类为集中或区域供暖模式。这类国家一般气候寒冷、人口居

住集中。最典型的便是俄罗斯，政府主导供暖建设，提倡发展热电联

产；但同时存在管网老化、热价攀升、投资短缺、服务质量低下等问

题。另外，以丹麦、瑞典为代表的北欧国家在中心城市推行区域供暖

模式，该模式一般由市政统一在人口集中区域铺建管网供暖，注重能

源转型和清洁能源应用，在热源多元化的同时提高供热效率。 

第二类为分布或分户式供暖模式。这类国家一般人口居住相对分

散、消费习惯多元。以美国、日本为代表，此类模式大多以天然气或

电力为主要能源来实现分户式采暖，辅之以部分小规模的分布式供暖，



南方百城供暖市场：模式、潜力与影响 

4 

 

注重清洁能源应用与工业余热利用。 

我国北方的集中供暖模式诞生于计划经济时代，主要沿袭了前苏

联模式，但也不是一蹴而就的。通过对北方供暖发展的体制成因和历

史路径进行系统回顾，揭示出北方供暖服务的发展经历了从“分户供

暖”、“小型分散锅炉”到“热电联产”、再到“大型区域供暖”的不

同阶段，制度上经历了从“政府指导、计划配置”到“市场改革、价

格放开”的变迁。 

 

问题四：南方城市供暖有哪些探索？ 

报告在第三章“南方典型城市供暖模式”中，对南方城市现有的

实践探索进行了归纳总结，具体可划分为以下四种模式： 

一是以合肥为代表的“政府主导、市政推动”模式。政府充分发

挥资源统一配置和城市整体规划的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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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一定的规模经济效应。 

二是以贵阳为代表的“央企主导、政府示范”模式。由央企采取

多能互补供暖技术，政府对供暖项目进行推广、示范，从而实现节能

减排和清洁供暖。 

三是以武汉为代表的“政府搭台、特许经营”模式。在充分落实

政府“冬暖夏凉”工程的号召下，供热行业积极挖掘现有热源、发展

多能互补能源站，较好地实现了政府监管与市场发展的结合。 

四是以杭州为代表的“市场自发、百花齐放”模式。城市电网、

天然气公司采取积极的市场营销手段，定制居民分户供暖方案，能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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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地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取暖需要。 

 

问题五：南方哪些城市供暖市场具有发展潜力？ 

哪些城市发展供暖具有较好的潜力，是供热企业与行业最为关心

的问题。为此，报告第四章“南方百城供暖市场潜力评估”进行了定

量分析。 

首先构建了一个综合性指标评价体系。该体系包含需求、供给和

政策三个维度，共计 22 个三级指标（如表 1），并对“秦岭—淮河”

以南到长江沿线这一“夏热冬冷”地区共 133个城市进行了评估。 

表 1 城市供暖市场潜力评估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A.需求

（50%） 

A1.供暖需要（20%） 

1 月平均体感温度（摄氏度） 

12 月-2 月采暖度日数（摄氏度·日） 

儿童和老年人占比（%） 

A2.支付能力（20%）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人） 

房价水平（元/平方米） 

A3.互补热负荷需求（10%） 
需热企业（餐饮酒店、商贸零售、部分需热工业）

工商业增加值/GDP（%） 

B.供给

（40%） 

B1.供给能力

（30%） 

集中性热源（10%） 电厂、热电厂装机容量（万千瓦） 

区域性热源（10%） 

太阳能资源（千瓦时/平方米） 

河流资源（分数） 

地热资源（兆瓦/平方米） 

污水处理量（万立方米） 

电力、天然气供应

（10%） 

35kV 以上变压器座数/用电量（座/亿千瓦时） 

供电线路密度（千米/平方公里） 

天然气存储能力/天然气消费量 

天然气供气管道密度（千米/平方公里） 

B2.创新能力（2%） 城市创新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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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B3.环境约束（8%） 
轻度污染天数（天） 

能耗强度（吨标煤/元） 

C.政策

（10%） 

C1.政府建设

意愿（5%） 

建设支出水平（2%） 城市维护建设资金支出/GDP（%） 

供热规划（3%） 是否有地方供热规划、管理办法等文件（分数） 

C2.政府财政能力（3%） 财政收入/GDP（%） 

C3.交易成本（2%） 政商关系指数 

 

结果表明：具有较大供暖发展潜力的南方城市大多位于长江中下

游区域，市场潜力最大的 10 个城市分别为：上海、南京、苏州、无

锡、杭州、合肥、镇江、常州、武汉、宁波（如图 1）。 

 
图 1 南方百城供暖市场指数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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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六：南方城市发展供暖市场会有哪些影响？ 

报告第五章“南方百城供暖市场影响评估”，基于分户供暖与区

域供暖两种路径，根据收入、温度和有无折扣设定了 18 种情景，对

未来 2020-2030年间供暖市场的经济、就业和环境影响进行情景分析。 

根据评估结果，南方供暖将产生以下影响。  

第一，普及服务范围、改善生活品质。到 2025 年，预计将有

2362-4644万户居民可以享受到经济可承受的供暖服务，到 2030年，

将进一步增加到 3246-6577万户居民。 

第二，促进基建投资、提振居民消费。“十四五”时期（2021-2025），

累计新增投资将达到 1334-22191 亿元，累计新增消费为 1089-2588

亿元；“十五五”时期（2026-2030），累计新增投资为 822-9476亿元，

累计新增消费为 1442-4033亿元。 

第三，创造工作岗位、拉动社会就业。“十四五”时期（2021-2025），

累计新增就业人数 135-1368万人，“十五五”时期（2026-2030），累

计新增就业人数 122-711万人。 

第四，环境影响适中、兼容达峰目标。到 2025 年，预计碳排放

量为 1809-5061万吨，到 2030年，预计碳排放量为 2557-4525万吨。

在区域供暖的基准情景下，将在 2025年实现碳排放达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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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观点与建议 

 

基于上述分析结果，报告第六章最后对南方城市供暖的重大问题

进行回应和解答，也阐释课题组的观点与建议。 

 

1. 南方城市供暖模式应一城一策 

南方城市供暖模式上应该一城一策。各城市应根据自身经济水平、

居民区集中度、资源禀赋、经济结构等因素，因地制宜地进行供暖模

式的探索尝试。 

由于居民供暖需求的异质性，以及大规模集中供暖对于能源环境

造成的较大影响，我国北方的集中供暖模式不适用于南方城市。但是

对于热源充分、居民需求集中的南方城市，可以尝试采取区域供暖模

式，尤其是清洁性的区域供暖。 

 

2. 南方城市应采用绿色、高效的供暖路线 

首先要提高绿色清洁的可再生能源占比。本报告第五章对供暖碳

排放的评估结果表明，当采取区域供暖模式时，若清洁能源每年替代

天然气的比率为 5%，在所有 18种不同情景下，天然气消费量、碳排

放量均在 2025 年左右出现拐点。这说明：在考虑可再生能源作为热

源的情况下，即使南方区域供暖的总能源消耗量持续增加，天然气的

消费量和相应的碳排放量也不会持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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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需要进一步提升供暖效率，从而使得更多的居民享受到

供暖服务的同时，供暖总能耗也不会显著增加。 

 

3. 南方城市应采取先试点、分步走、逐步实施策略 

第一阶段考虑中东部省会和重点城市，优先拓展上海、南京、苏

州、无锡、杭州、合肥、镇江、常州、武汉、宁波等长江中下游的大

中城市供暖市场。 

第二阶段考虑其他潜力较高的城市，扩展到扬州、南通、绍兴、

嘉兴、长沙、连云港、泰州、徐州、舟山、金华、芜湖、温州、盐城、

台州、福州、湖州、贵阳、蚌埠、成都、南昌市等城市（见图 2）。 

最后覆盖其他地级市和重点县域。 

 
图 2 南方供暖市场试点城市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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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企业是南方城市供暖市场的中坚力量  

企业、行业是推动南方城市供暖市场的广泛基础、核心主体和中

坚力量，要坚决摒弃“坐、等、靠、要”思维，充分认识到南方城市

供暖市场的广泛前景，积极主动、探索创新符合实际市场需求、符合

企业发展战略、符合宏观政策规定的有效经营模式，合力筑牢坚实的

市场基础。 

企业可以采取的策略包括：精准瞄准目标客户群体，并采取灵活

的定价策略；提高经营效率，有效控制成本；制定前瞻性战略，推动

技术创新，积极推动高效的可再生能源供暖在南方的发展。 

 

5. 政府是南方城市供暖市场的重要支撑  

南方城市供暖市场先天就具有自发市场性质，但一个成熟市场的

形成需要适度、有力、科学的监管体系来保驾护航和防范纠错，同时

城市供暖市场也与其他经济子系统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内在关联，需

要在更高层面进行系统耦合、统筹协调和宏观管理。 

南方城市供暖市场发展，需要政府在以下环节参与：一是将供热

行业纳入到能源系统进行统一整合；二是将区域供暖纳入城市规划进

行整体优化；三是将供热行业纳入政府监管体系；四是供热行业需要

有效的市场协调机制。 

 

6. 地方和中央政府应当差异化功能定位 

应按照不同层级政府来差异化功能定位。地方政府在南方供暖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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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中应该多大程度介入市场，也应当遵循一城一策、因地制宜的原则，

以降低南方供暖市场交易成本为目标，做好全局性、前瞻性的统筹工

作。而中央政府则需要给南方供暖市场松绑，下放监管权力，让各城

市找到适合各自城市的发展路线。 

对于地方政府，要依据本城市的情况，做好以下几个环节：一是

需要依据当地的能源系统结构、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城市功能定位

和发展目标做好区域供暖的规划，将供暖纳入城市综合能源服务体系

规划和管理之中。二是需要对区域供暖的热力企业进行科学、有效、

灵活的监管。三是需要利用政府公信力，促进企业和客户的沟通协调。 

中央政府需要积极回应民众呼声，释放积极信号、牵头摸清信息。

鼓励各地方政府制定供暖规划。由于目前南方地区缺乏统一的国家级

供暖规划或省级供暖规划，南方各地的住建及相关部门缺乏推进当地

取暖工作的动力，亟待中央政府的积极信号。住建部、发改委应该牵

头开展供暖市场调查，摸清南方百城供暖市场的基础信息。这些信息

包括各类热源资源量、已建和拟建的基础设施、实际覆盖面和潜在能

力、模式与技术路线、各终端用户实际需求与支出、具有采暖支付能

力的用户规模、特殊群体规模等等。 

 

7. 应采取灵活的节能减排补贴机制 

南方供暖市场无需走北方集中供暖的老路，不需要专门为居民取

暖服务设置专门的补贴，但是南方供暖市场的探索实践中会出现一些

有助于降低能耗的外部性行为，这些经济活动对于节能降耗、保护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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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拉动地区发展都助益颇多。因此，政府对于这些有益于降低能耗、

减少排放的外部性行为可以适当补贴，以发挥其良好的社会、经济和

环境效益。 

具体来说，政府可以在这几方面出台鼓励政策：一是设立节能建

筑专项补贴，鼓励老旧小区建筑的节能改造；二是将热力企业的可再

生能源纳入绿色证书制度，促进可再生能源供暖；三是对于具有溢出

效应的技术创新提供补贴，以促进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的技术研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