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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介绍

20 世纪 50、60 年代，我国政府集中了 300 多亿元投资创建东北
老工业区。鞍山市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因重视对重
工业建设的规模投资，而忽视了对传统企业的升级改造，使得资源型工
业城市的发展面临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多重困境。国家“十二五”规划
指出，到 2015 年底，每单位 GDP 的 CO2 排放量要降低 17%。规划
列出全国十三个需要重点关注并进行技术改造的地区。辽宁省中部地区
由于环境污染相对严重，被特别要求“强化对采暖季煤炭污染的控制”
并实施“钢铁产业的总体排放控制”。鞍山市位于辽宁省中部，是东北
老工业基地资源性城市之一，饱受环境及空气污染问题的严重困扰。
2010 年其空气中的二氧化硫水平为 46µg/m3（数据来自“十二五”规
划），高于欧洲城市 10 倍左右。鞍山市的供暖系统由若干家区域供热
公司承担，这些供热系统互相独立运行，管网结构分离，导致供热系统
安全互补能力差，能耗过高，污染物排放量大，综合运行效率较低。鞍
山市的鞍钢集团是为中国最大的钢铁企业之一，在生产过程中产生高达
1GW 的余热，因为各种原因而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表 1 ：目前鞍山市区域供热市场现状
企业名称 企业隶属 供热面积 /m2 市场份额
鞍山市供暖总公司 ( 原千峰供暖公
司和立达供暖公司合并而成 ) 市政府 3000 万 48%

北美供热有限公司 私人企业 1300 万 21%
鞍钢物业供热有限公司 鞍钢集团 1100 万 18%

导读 ：辽宁省鞍山市是中国最重要的钢铁生产基地之一，素有“钢铁之
都”之称，有 180 万人口，供热能耗高。随着钢铁产业的发展和燃煤供
热面积的增加，鞍山当地的空气污染问题日益严峻。为解决钢铁行业发
展带来的环境压力，整合当地有效资源，优化和完善城市集中供热系统，
提高热效率，鞍山市通过建立区域能源系统，充分利用钢铁企业余热和
热电联产技术，较好的解决了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改善城市空气质量和
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等问题，一举多得、成效显著。

（一）鞍山市鞍钢余热供暖

一、“开源”与“节流”并举，促
进城市建筑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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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企业隶属 供热面积 /m2 市场份额
其他 31 家小型供热公司 N/A 800 万 13%

二、对策和解决方案

为实现降低燃煤消耗、提升能源效率、改善空气质量、降低二氧化
碳排放量等目标，鞍山市政府与丹麦企业（丹佛斯、COWI）合作，启动“丹
佛斯鞍山市利用鞍钢余热和提高集中供热系统能效工程”，共同编制了
为鞍山市开发可持续综合能源利用的解决方案。方案充分利用热电联产、
垃圾焚烧取热、本地锅炉房相互联动运行，改造城市供暖系统，以期大
幅度降低冬季供暖用煤，降低 CO2 排放量。鞍山市政府先后投入近 4
亿人民币，建设供热传输管网，将原有低效的小型供热锅炉改为调峰使
用，并在一次网和二次网中安装了水力平衡系统，确保建筑物之间的热
量供需匹配，使供热公司能够根据实际需求，实现灵活的调峰切换，降
低总能耗及热量损失。其中采集鞍钢余热的设备总投入约 1000 万元，
仅占整个改造工程投入的 2.6%。鞍钢集团对外供应余热有所获益，可
以从每千瓦的余热中退税 0.11 元。

表 2 ：鞍山市区域能源发展目标
城市 中国鞍山市
温 室 气 体 减
排目标

2015年年底单位 GDPCO2排放量降低17%（与2010年的水
平相比）；
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量分别降低11% 和9%，目标值
高于年平均减排量 ；

“区域能源”
目标 / 战略

推广热电联产并充分利用鞍钢余热，优化现有集中供热
系统 ；
利用鞍钢余热1000MW 以上，可以保障2000-3000万 m2采
暖面积的基础负荷 ；借助于区域供热管网，每年降低煤
耗120万吨，减少 CO2排放量200万吨，改善当地空气质
量 ；

可 再 生 能 源
/ 能效目标

鞍钢集团

 

三、成效

鞍山市新型的热传输系统第一期已于 2015 年 2 月投入运行，
200MW 的余热输入到供热管网中，为二台子地区供热系统每年可节省
17.3 万吨燃煤，并减少 29 万吨 CO2 的排放。二期工程也正在运筹之
中，采用“区域能源系统”概念的节能减排综合解决方案已得到鞍山
市供暖总公司的支持，计划将建国路和双山路供热锅炉房连接到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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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以便利用鞍钢焦化装置产生的余热，二期项目预期可利用余热量约
200MW，并使两个供热区的面积扩展到 420 万 m2。鞍山市的远期目
标是将鞍钢 2000MW 的热量输入到市政供热管网中，每年可减少 120
万吨煤炭消耗，200 万吨 CO2 排放，改善当地的空气质量。在 2014
年绿色科技奖（GreenTec Awards）的评选过程中，“丹佛斯鞍山市
利用鞍钢余热和提高集中供热系统能效工程”获得了智能城市特别奖，
并且被选为模范案例应用于联合国气候变化倡议。未来鞍山市还将研究
和实施利用余热供应生活热水，提高居民生活品质。区域能源系统还计
划将鞍山市两座正在规划中的热电厂（一座位于鞍山市北部，一座位于
鞍山市南部）连接。通过整合城市区域能源网络，以更有效率的大型锅
炉替代现有低效率锅炉，应用调峰机制，提高城市区域能源效率和稳定
性。

四、启示和建议

中国有许多城市与鞍山市有类似情况，即工业余热仍有较大利用空
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人居署在近期发布的一份关于区域能源系统的
报告中指出，到 2050 年，区域能源系统将帮助减少供热和制冷领域一
次能源消耗 50%，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 60%。我国余热利用潜力巨大，
很多城市面临升级转型的巨大挑战，而科学利用区域能源作为一种城市
能源系统性解决方案，是维持城市能源供应稳定和逐步开发非化石能源
的有效方式之一。鞍山市政府以发掘利用鞍钢余热为起点，尝试建立整
个城市的区域能源系统，将传统工业劣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是一次新时
期城市转型路径的有效探索，值得学习和思考。

“区域能源系统将帮助减少供热和制冷领域一次能源消
耗50%，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