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言 
热泵是实现可再生能源高效利用的技术路径，是热电转换的最佳途径，是全球公认的节能减

碳技术措施。我国清洁取暖国家战略的实施，推动了热泵供暖的广泛应用，但是与北方地区整体

的供暖规模相比，热泵供暖占比仍然较低,具有广泛的应用空间，因此需要从政策支持、技术路

径和经济性提升上进一步发力。作为全国“煤改电”先进示范区域，北京制定了多项清洁取暖政

策，从建筑用能层面推动节能降碳。本文着重回顾了北京出台的用于支持热泵供暖的相关政策和

技术路径，并提炼出几点可供北方其他地区借鉴参考的建议。 

推广热泵提供政策支持的重要性 

热泵技术作为可再生能源利用的关键技术，得到了我国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以法律法规、

专项条例等政策文件形式，约定行政区域，行业类别或者范围内的应用要求。这些政策在推动可

再生能源热泵技术应用方面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国家级政策奠定可再生能源利用的法律基础，在

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中多次明确可再生能源利用在我国能源体系中的重要作用，随着热泵技术在可

再生能源利用领域及节能减排方面的贡献不断扩大，政策机制从可再生能源应用支持进一步明确

为支持热泵技术应用，说明热泵技术的低碳高效性在我国得到了进一步的认可，在“双碳”目标

的引领下，未来的推广力度会持续加强。 

北京推广热泵采暖政策梳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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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将资源禀赋与自身需求相结合，积极制定系列政策。北京市的热泵政策

具有先发性和持续性，早在2013年开始，北京市发布了压减燃煤和清洁能源建设政策1 2，以改善

大气污染为目标，推动供暖方式变革。制定实施方案《北京市2013-2017年清洁空气行动技术重

点任务分解》提出能源结构调整、大气污染治理任务分解，制定了具体的煤改电目标，自2014

年每年支持电网扩容，新增10万户电采暖供暖能力，力争每年完成5万户电采暖改造，新增热泵

供暖面积目标500万平方米。政策制定目标明确，路径清晰，并且明确牵头单位、相关责任单位、

具体责任人等，确保政策的有效实施，落实到位。为北京市清洁取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使其在

分散散煤治理，农村煤改电等工作上，走到了全国前列。 

在政策实施周期后，北京市统计局针对居民煤改清洁能源成效在全市开展了专项调研3，经过

实际应用效果比较和综合的环境、技术、经济性分析，最终选择热泵采暖作为电代煤的主要技术

形式。在被调研住户中，共有275户采用煤改空气源、地源热泵方式，占总户数的一半以上，煤

改天然气的有120户，占比为22.4%，蓄热式电采暖器占比18.5%，其余7.8%为电热锅炉等其他

方式。调研结果显示，蓄热式电采暖器平均能源消耗下降17.9%，天然气方式采暖能源消耗下降

13.5%。地源和空气源热泵平均能源消耗下降17.6%，紧追蓄热式电采暖之后。而热泵在郊区的

节能效果更加明显，能源消耗下降达到20.1%，为四种方式中最优。通过各项清洁能源改造技术

实施的后评估，明确了不同技术间适用性和差异性，总结了热泵在各种供热技术之间的优势并确

定其作为电代煤的主要技术形式，为下一步政策制定奠定了基础。 

2017年国家实施清洁取暖战略，北京市基于前期的工作基础，发布了《2017年北京市农村

地区村庄冬季清洁取暖工作方案》，明确提出集中的热泵清洁取暖项目由市政府固定资产投资按

照一定比例支持。《2018年北京市农村地区村庄冬季清洁取暖工作方案》，提出各类补贴方式，

包括对实施“煤改电”的用户按照采暖面积进行热泵安装补贴，并有晚间采暖低谷电价的补贴。

北京市对热泵系统初投资及运行费用都进行补贴，之后更有持续更新补贴力度和补贴要求，显著

提升了热泵系统的经济性，推进了地区的清洁供暖工作。 

北京市更有政策针对热泵设备质量提出要求。《北京市2017年农村地区冬季清洁取暖工作推

进指导意见》，在明确技术路径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了对产品品质的要求：禁止推广使用没有

节能特点的“直热式”电取暖设备，限制使用蓄能式电暖器；引导住户使用能效比（COP）较高

的空气源热泵、地源热泵设备。加强招标管理，严格企业选拔条件和产品质量：需提供具备资质

的国家级空调设备质量监督检验机构出具的检验合格报告，检验报告涵盖GB/T 25127.2规定的

名义工况及低温工况制热性能，要求名义工况下COP大于2.1，IPLV（H）大于2.4；在-20低温

工况时，不使用电辅加热情况下的COP≥1.6；空气源热泵在室外空气干球温度≥-20℃时，制热

最高出水温度应能达到50℃以上，在空气干球温度≥-25℃时应能正常无电辅热启动。后续2018

年又提出将产品品质要求进一步提升，要求名义工况下COP大于2.2，IPLV（H）大于2.6；在-

 
1 北京市人民政府. (2013年9月12日). 《北京市2013-2017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京政办发〔2013〕27号. 

https://www.beijing.gov.cn/zhengce/zfwj/zfwj/szfwj/201905/t20190523_72673.html  

2 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3年8月23日). 《北京市2013-2017年加快压减燃煤和清洁能源建设工作方案》京政办发〔2013〕45号. 

https://www.beijing.gov.cn/zhengce/zfwj/zfwj/bgtwj/201905/t20190523_75448.html  

3 《热泵市场》杂志. (2017年12月). 北京市统计局发布煤改清洁能源调研报告：空气源热泵最节能！http://www.cnste.org/html/zixun/2017/1205/2340.html  

https://www.beijing.gov.cn/zhengce/zfwj/zfwj/szfwj/201905/t20190523_72673.html
https://www.beijing.gov.cn/zhengce/zfwj/zfwj/bgtwj/201905/t20190523_75448.html
http://www.cnste.org/html/zixun/2017/1205/23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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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低温工况时，不使用电辅加热情况下的COP≥1.8。北京市地区空气源热泵产品应用提升，推

动了产品国标修编后对产品性能指标的提升。为了有力保障清洁取暖战略实施，还发布了

《2020年北京市农村地区冬季清洁取暖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各区要建立售后服务保障

工作。 

以上系列政策的制定，保障了北京市清洁取暖工作的顺利实施，使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及减

排效益，直接推动北京市成为全国的热泵供暖先进地区。在在“双碳”战略目标指引下，北京市

能源政策进一步提升对可再生能源利用和热泵技术的重视，2022年2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印发

《北京市“十四五”时期能源发展规划》提出到2025年，新增可再生能源供热面积4500万平方

米，可再生能源供热面积占比达到10%以上，新增能源消费优先由可再生能源替代，可再生能源

消费比重力争提高4个百分点，达到14.4%以上。2022年2月市政府印发《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

止和限制目录(2022年版)》禁止新建和扩建：热力生产和供应中燃煤、燃油热力生产，燃气独立

供暖系统（不具备可再生能源供热条件的除外，居民自行安装燃气壁挂炉采暖除外）。同时北京

城管委和发改委发布了专门的《〈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2022年版)〉热力生产和供

应业管理措施》提出采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供热或耦合常规能源供热。耦合常规能源供热方案

中，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供热装机占比不低于60%。2023年10月北京发改委等十个部门联合印

发《关于全面推进新能源供热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京发改〔2023〕1309号，融合了上述

燃气独立供暖系统的限制和新能源供热装机占比的要求，不但延续到2025年可再生能源供热面

积占比达到10%的目标，更添加到2023年占比达到15%的目标。1309号文重点关注热泵利用率

提升，明确了新能源供热替代燃气供热的发展方向，并对新能源供热的资源探索和利用给出详细

指导。 

由上面可知，北京市政策体系对于热泵应用的支持具有较好的持续性。起步于大气污染治理，

强化于清洁取暖，升华于“双碳”战略。技术路径方向明确，能效要求不断提升。从最初的压减

燃煤、减少污染物排放、选择电和燃气作为替代能源，到现在的明确支持热泵推广应用、落实热

泵项目专项资金、政策引导技术标准，持续提升热泵供暖经济性。在国家提出“双碳”战略之后，

北京市从清洁能源替代技术在具备技术基础和支撑力的条件下，将高碳排放的传统燃煤燃气供热

形式列入禁限名录，并制定有明确年份和可测量的供暖改革目标，对热泵技术应用给予了强有力

的支撑并取得了良好的应用效果。 

北京推广热泵供暖取得的成就 

在上述政策的叠加作用下，北京市取得了良好的供暖清洁改造效果。2022年，北京市地热及

热泵（含空气源热泵）利用量为88.6万吨标准煤，比2021年增长2.5%，占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

总量的9%；其中空气源热泵折合40.7万吨标准煤，比上年增长3.5%。全市地热及热泵（含空气

源）供热面积共计10493.7万平方米，较上年增加296.7万平方米。其中，深层地热能供热面积

共计99.6万平方米，浅层地温能（包括土壤源和水源热泵）供热面积3482.5万平方米，再生水源

热泵供热面积129万平方米，空气源热泵供热面积6782.6万平方米。现存新能源供热每年可替代

燃气约8亿立方米，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70万吨，节能减排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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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路径的科学选择 

北京市取得优秀的热泵应用成果，除了其完善的政策支持体系外，明确的低碳发展技术路径

也是成果取得的关键。尤其是在以大气环境治理为主要目标的第一发展阶段，迫切需要采用清洁

能源代替散煤燃烧，降低污染。基于北京市集中供热现状和基础，考虑集中供热的高能量密度需

求，北京市开展了集中供热热源清洁化改造。对于分散式热源的清洁化改造有燃气壁挂炉、电蓄

热锅炉、蓄热电暖气、直热电暖气和热泵等多种形式，经过实际应用效果比较和综合的环境、技

术、经济性分析，最终选择热泵采暖作为电代煤的主要技术形式。 

可供北方地区借鉴参考的一些建议 

在“双碳”战略目标提出之后，北京市以全社会减碳量为目标，综合考虑我国的能源结构和

价格系统，对比多种技术间的减碳效益和经济成本，鼓励可持续长期减碳的高效热泵技术发展，

禁止、限制新增及改建热源中高碳排放的燃煤、燃气供热占比，为北方地区城市供热发展提供了

积极参考。 

北方地区以传统的集中供热方式为主，在清洁低碳供暖的目标指引下，应对自身低碳供暖的

技术路线开展积极思考。北京市的发展经验可为其他北方城市提供参考，尤其是技术路线的制定

以及政策支撑体系的建立。对于从清洁取暖战略到“双碳”战略的延伸，低碳技术的选择提供了

良好指导，为京津冀地区部分前期大气污染治理阶段以燃气代煤的技术路径城市，转向“双碳”

目前阶段以高效热泵电代煤转换提供了样板。以下几点建议供参考： 

▪ 加强推广新能源取暖。将“电代煤”、“电代气”列为工作重点，明确高效热泵技术的

“替代”效果。“清洁取暖”中通常将天然气列为清洁供暖项目一类，供暖改造的宣传力

度通常也与高效热泵供暖技术持平。但随着电力系统的深入改造和热泵技术的发展，热泵

的降耗减碳能力已经与天然气拉开一段距离。北京的《新能源供热》政策在原有的清洁取

暖政策上更近一步，用“新能源取暖”一词代替“清洁取暖”，明确将天然气也列为被

“替代”的一类能源并禁止建设燃气独立供暖系统。 

▪ 提供热泵应用财政支持。制定或延续专项资金支持，对使用高效热泵技术的项目提供初投

资和运行费用提供资金补助，激励企业和居民选择热泵进行供暖改造，并逐渐减少对化石

能源供暖的资金支持。 

▪ 与城市规划目标一致。替代推进过程需与城市建设规划和产业结构调整步调协调，同时结

合国家和城市的“双碳“目标，对未来可能削减的工业和火电热电联产的余热，要充分考

虑项目存续周期，论证余热利用的经济性后再投入建设，避免推高社会层面上实现“双碳”

目标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 

▪ 制定清晰可行的指标。设定有科学依据、逐步增量的新能源供热采用目标，比如明确多少

平方米供热面积改造等。北京近年的各项供热政策对新能源供热装机占比和新能源供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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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占比都提出了逐步递增的要求。以全国“双碳”目标为背景，为地区供暖制定高标准的

供暖低碳转型路径指导目标4 5并严格执行，才能更大力度地实现供暖清洁改造。 

▪ 促进热泵设备质量提升。随着时间的推移，早期安装的设备开始老化或者效率下降，在设

备更新时，应考虑采用前沿的产品质量要求，引导更新或新购设备用户选择能效比高并且

性能稳定的供热设备。同时根据科技进步，定期更新质量要求，保证产品市场优质的同时

加速环境目标达成。 

总结 
国内外诸多机构会定期开展能源转型的研究，包括对全面减碳路径的分析，以及对各个领域

的发展建议。在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能源研究所等机构的一份报告中，根据“双碳”目标制定出

的建筑行业碳减排路径的分析推断，最优方案是利用高效的电力供暖替代剩余的燃煤供暖，同时

要避免投资新建天然气。如果北方地区继续大规模投资燃煤锅炉和燃气锅炉，将延长实现“双碳”

目标期限6。热泵供暖是北方地区供暖技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高热电转换效率、低碳排放、

清洁无污染的技术特性，决定其在我国双碳战略目标下，应用范围和占比仍会进一步提升。为加

速部署热泵供暖项目实施，深入推动热泵技术应用，当前的工作重点是吸收先进城市地区政策管

理经验，科学地制定城市低碳供暖应用目标，严格制定技术质量要求。通过几个方面的综合作用，

提升热泵供暖的竞争力，使其在国家的能源结构调整和“双碳”目标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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