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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汴政办〔2017〕122号 

 
 
 

开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开封市“十三五”煤炭消费总量 

控制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部门： 

《开封市“十三五”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工作方案》已经市政

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2017年 10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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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市“十三五”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工作方案 
 

为进一步优化能源结构，严格控制煤炭消费总量，加强大气

污染防治，根据《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南省“十三

五”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工作方案的通知》（豫政办〔2017〕82号）

精神，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

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关于大气污染防治

攻坚工作部署，牢固树立绿色发展新理念，坚持把煤炭消费总量

控制作为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倒逼经济转型

发展的重要途径，着力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削减煤炭消费需求，

着力整治燃煤设施、促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着力优化能源结构、

提升清洁能源比重，着力完善政策措施、实施煤炭消费减量替代，

确保完成省政府下达我市的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目标任务，促进经

济、社会、环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基本原则 

1．坚持全面推进与重点突破相兼顾。统筹把握煤炭消费总

量控制目标任务和时限要求，发挥部门协同作用，推进总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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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减量替代工作有序开展。以淘汰落后产能、压缩过剩产能、整

治燃煤锅炉、深化节能改造等为重点，以点带面推动全市煤炭消

费总量控制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2．坚持煤炭总量控制与清洁能源发展相同步。以削减存量

和严控增量为抓手，压减高耗煤产业用煤需求，严格控制新增煤

炭消费项目。优化能源生产利用方式，加快推进散煤治理，大力

增加清洁低碳能源供给，着力保障关乎民生的重点领域、基础产

业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源需求。 

3．坚持政策引导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制定能源消费总量控

制目标，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强化目标责任制考核。充分发挥市

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落实煤炭消费企业主体责任，综

合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推动形成煤炭清

洁高效利用格局。 

（三）控制目标 

到 2020年，全市煤炭消费总量在 2015年 479万吨的基础上

下降 15％，控制在 407 万吨以内。杞县、通许县、尉氏县、祥

符区下降 16％；顺河回族区、鼓楼区、禹王台区、城乡一体化

示范区下降 15％；重点耗煤企业下降 16％。 

二、重点任务 

（一）优化产业结构，削减煤炭消费需求 

1．加快化解过剩产能。加强环保、能耗、质量、安全等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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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执法检查，严格落实差别化价格政策，建立以提高节能环保标

准倒逼过剩产能退出机制。制定更加严格的标准，在电力、钢铁、

化工、建材等行业再淘汰一批能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低效产

能。全面清理产能过剩行业违规在建项目，对未批先建、边批边

建的违规项目，尚末开工建设的不准开工，正在建设的停止建设。

（责任单位：各县、区人民政府，市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

委、环保局、质监局、安全监管局） 

2．淘汰非电行业落后产能。制定实施钢铁、化工、水泥等

重点行业淘汰落后产能年度计划。严格常态化执法和强制性标准

实施，依法依规关停退出一批能耗、环保、安全、技术达不到标

准和生产不合格产品或淘汰类产能。对未按期完成淘汰落后产能

任务的县（区），实行项目“区域限批”，暂停对该县（区）项目

的核准和审批。（责任单位：各县、区人民政府，市工业和信息

化委、发展改革委、环保局）     

3．深化重点行业节能改造。实施煤电节能减排升级与改造

行动计划，对现役燃煤发电机组进行节能增效和环保提标改造，

供电煤耗达到全国同类机组先进水平，实现超低排放。开展重点

行业能效对标活动，实施建材、化工、玻璃制品等高耗煤行业节

能改造，推广中高温余热余压利用、低温烟气余热深度回收、空

气源热泵供暖等节能技术，推进能量系统优化，提升能源利用效

率。（责任单位：各县、区人民政府，市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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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化委）     

（二）治理燃煤设施，提升煤炭利用水平 

1．推进热电联产。按照统一规划、以热定电原则，加快采

暖供热改造和背压机组发展，有序推进抽凝供热机组建设，加快

供热管网建设，2018 年对现有国家电投开封发电公司热电联产

机组进行深度改造，实现两台机组增加供热抽气 1400t／h，提

升热源供热能力 2500万平方米，到 2020年，新增采暖供热能力

4000 万平方米，工业供汽 150 吨／小时。统筹推进天然气热电

联产项目建设。鼓励有条件的产业集聚区、工业园区、城市大型

工商业建筑综合体、医院和交通枢纽等，推进冷热电多联供天然

气分布式能源站建设。（责任单位：各县、区人民政府，市发展

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局、环保局、质监局） 

2．推进产业集聚区集中供热。加快推进产业集聚区已纳入

规划和核准在建的热电项目建设，优先发挥产业集聚区周围现有

发电机组供热能力。对用热规模较小或暂不具备热电联产集中供

热条件的园区，优先选用环保型燃煤锅炉、燃气锅炉或分布式能

源站方式集中供热；在集中供热和燃气管网未覆盖的产业集聚

区，积极推进电锅炉供热。2017年 10月底前，全市范围内具有

一定规模用热需求的产业集聚区实现集中供热。（责任单位：各

县、区人民政府，市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局、环保局） 

3．全面整治燃煤锅炉。严格落实燃煤锅炉限建、禁建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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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全市行政区域区禁止新建 20 蒸吨／小时以下燃煤锅炉，

新建燃煤锅炉的，必须满足煤炭减量替代和超低排放要求。加快

推进现役燃煤锅炉节能环保提升改造，到 2017年年底，全市 65

蒸吨／小时以上燃煤锅炉完成超低排放改造，2017年 11月 1日

起，65 蒸吨／小时以下燃煤锅炉全面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

限值。全面拆改燃煤小锅炉，2017 年完成全市农村、乡镇和产

业集聚区 10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拆除或清洁能源改造。（责任单

位：各县、区人民政府，市环保局、发展改革委、质监局） 

4．推广煤炭清洁利用。强化煤炭消费全过程管理，推进煤

炭分质分级梯级利用，推广使用优质煤、洁净型煤，促进煤炭清

洁高效利用。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法》和《河南省商品煤质

量管理暂行办法》，有效限制销售和使用灰分大于 32％、硫分大

于 1％的散煤。积极开展低氮燃烧技术及水煤浆燃烧技术示范，

大力推进焦炉煤气、煤焦油等副产品的高质高效利用。（责任单

位：各县、区人民政府，市工业和信息化委、环保局、质监局、

工商局） 

（三）强化准入管理，严控煤炭消费增量 

1．提高燃煤项目准入门槛。严禁建设产能过剩行业新增产

能项目。从严执行国家、省重点耗煤行业准入规定，严格控制新

建、改建、扩建耗煤项目审批、核准、备案。严格实施节能评估

审查制度，新增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用能设备要达到一级能效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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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新建高耗能项目单位产品（产值）能耗、煤耗要达到国内先

进水平。严格新上耗煤项目环评审批，新建耗煤项目排污强度必

须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对未通过能评、环评审查的项目，有关部

门不得批准开工建设，不得发放生产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

排污许可证，有关单位不得供电、供水。（责任单位：各县、区

人民政府，市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委、环保局、住房城乡

建设局、安全监管局） 

2．全面实施煤炭减量替代。制定实施煤炭消费减量替代管

理办法，所有新建、改建、扩建耗煤项目一律实施煤炭减量替代。

将煤炭减量或等量替代作为节能审查的重要内容，不符合替代标

准的，不予出具节能审查意见。新上非电行业燃煤项目实行 1．5

倍减量替代；上一年度空气质量排序后 2 位的县（区），新上非

电行业燃煤项目实行 2倍减量替代。已经核准且 2019年以前建

成投产的热电联产机组新增原煤消费量不列入当地煤炭消费总

量控制目标。除热电联产项目以外，全市不再核准“十三五”期

间新开工建设的燃煤发电项目。（责任单位：各县、区人民政府，

市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委、环保局、统计局） 

（四）优化能源结构，提高清洁能源比重 

1．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有序推进低风速平原风电项目建

设，因地制宜推动分散式风电开发。积极推进在有条件的产业集

聚区、公共设施及商业建筑屋顶和个人家庭建设分布式光伏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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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推进农林生物质发电，支持热需求稳定的产业集聚区建设

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统筹地热能开发利用，重点发展浅层地热

能，规范发展中深层地热能。到 2020 年，可再生能源占全市能

源消费总量的比重达到 7％以上。（责任单位：各县、区人民政

府，市发展改革委） 

2．扩大天然气利用规模。在热负荷相对集中的开发区、工

业集聚区、产业园区新建和改建天然气集中供热设施，鼓励新型

工业、高技术企业利用天然气。加快推动城镇居民、公共服务、

采暖等领域“气代煤”，鼓励发展燃气壁挂炉、燃气空调等采暖

设施。深入推进城镇天然气利用工程，不断提高县（区）、重点

乡镇气化水平。鼓励天然气下乡，灵活采取管道及 CNG（压缩天

然气）、LNG（液化天然气）供气站等多种方式供应。到 2020年，

力争全市天然气消费量达到 5．6 亿立方米，占全市能源消费总

量的比重达到 8．5％以上。（责任单位：各县、区人民政府，市

发展改革委） 

3．加快实施电能替代。在集中供热和天然气管道达不到的

区域积极推进工业燃煤锅炉、窑炉电能替代改造。以商场、医院、

学校、酒店、商务办公楼等为重点，实施以电代煤，减少民用燃

煤消费，到 2020 年，力争在集中供热不能覆盖的城镇居民小区

实施电代煤 5万户，累计推广热泵应用 500万平方米。（责任单

位：各县、区人民政府，市发展改革委、财政局、环保局、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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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建设局、工商局、质监局）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市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研究

制定全市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目标，统筹推进煤炭总量控制和减量

替代工作。市发展改革委负责推进电力行业淘汰落后产能和燃煤

机组节能改造，组织实施“电代煤”、“气代煤”和产业集聚区集

中供热；市工业和信息化委负责淘汰高耗煤行业落后产能，压减

非电行业低效产能，推进煤炭高效清洁利用；市财政局负责制定

和实施相关财政支持政策；市环保局负责燃煤锅炉拆改、提标治

理，加强环保执法检查；市统计局负责煤炭消费统计和监测预警；

其他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做好本系统煤炭消费减量替代工作。 

（二）落实工作责任 

各县（区）人民政府负责本区域的煤炭消费总量目标控制，

结合实际制定本地“十三五”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工作方案，明确

牵头部门和责任分工，完善工作机制，协同推进煤炭消费减量替

代工作。 

（三）完善政策措施 

贯彻落实国家关于燃煤机组改造、燃煤锅炉节能环保综合提

升、新能源开发利用等方面的扶持政策。落实差别电价、惩罚性

电价和阶梯电价政策。研究制定“煤改电”、“煤改气”的优惠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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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各县（区）要加大对煤炭消费减量替代工作的资金支持力度，

整合各领域相关资金，加强统筹使用，促进资金投入与煤炭消费

减量成效相匹配。 

（四）加强统计监测 

加强统计能力建设，建立健全市、县煤炭消费统计体系。市

统计局会同有关部门加大煤炭消费统计和监测力度，建立煤炭消

费量定期公布制度，跟踪监测分析重点行业、重点企业能源消费

情况，做好信息公开和数据共享工作。 

（五）强化监督管理 

将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和措施落实情况纳

入年度节能目标评价考核体系，并在节能目标评价考核指标中占

重要权重。市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有关部门对各各

县（区）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工作进行检查督导，对未完成总量控

制目标任务和煤炭消费减量替代工作措施落实不到位的进行通

报批评。 

 

附件：各县（区）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目标 
 
 
 
 
 
 
 
 



 

—１１—   
 

附  件 
各县（区）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目标 

 

县（区） 

2015年煤炭 

消费总量 

（吨） 

“十三五”煤炭

消费下降率 

2020年煤炭消费

总量控制目标

（吨） 

杞县 17969 16 15094 

通许县 171411 16 143985 

尉氏县 284480 16 238963 

祥符区 2451940 16 2059630 

顺河回族区 1638312 15 1392565 

鼓楼区 74298 15 63153 

禹王台区 133338 15 113337 

城乡一体

化示范区 
18149 15 15427 

注：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各县区将控制目标分解到重点耗煤企业。



—１２—  
 

 
 
 
 
 
 
 
 
 
 
 
  
 
 
 
 
 
 
 
 
 
 
 
 
 
 
 
 
 
 
 
 
 
 
 
 
主办：市发改委               督办：市政府办公室二科 

抄送：市委办公室，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 

开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 10月 12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