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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村用能是衡量村民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的一项重要指标。推进农村用能低碳转型，持续推进农村地区

清洁取暖发展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路径，也是助力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当前，资源禀赋和政策

利好均能推动乡村清洁取暖发展，但乡村清洁取暖商业模式尚未形成，经济性成为最大制约因素。建议

借助乡村振兴战略发展、制定清洁取暖技术路线等措施，为实现“双碳”目标和乡村全面振兴提供稳定

要素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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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ural energy use is an important index to measure the living environment and living quality of vil-
lagers. Promoting the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energy use and continuously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lean heating in rural areas is an important path to achieve the goal of “double 
carbon” and an effective way to help rural revitalization. At present, resource endowments and fa-
vorable policies ca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clean heating, but the rural clean heating 
business model has not yet formed, and economy has become the biggest constraint. It is suggested 
that measures such as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the formulation of clean 
heating technology routes should be adopted to provide stable elements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double carbon” goal and the comprehensiv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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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2 年 7 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颁布的《城乡建设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中，明确

指出大力推进北方地区农村清洁取暖。2022 年 8 月吉林省政府印发的《吉林省碳达峰施方案》中，明确

指出推进农村用能低碳转型，持续推进农村地区清洁取暖发展。无论是在国家层面控制城乡建设领域碳

排放量增长，还是省市地方落实“碳达峰”实施方案，农村用能低碳转型都是重要推进抓手。据《吉林省

202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显示，2023 年年末全省总人口为 2339.41 万人，乡村人口

825.34 万人，占比为 35.28% [1]。取暖需求和取暖方式是衡量村民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的一项重要指标，

乡村清洁取暖产业发展既是实现我省“碳达峰”的重要内容，也是助力于我省“三农”工作和乡村振兴

发展的重要途径。 

2. 吉林省乡村清洁取暖产业发展的现状 

吉林省目前乡村清洁取暖规模较大的项目，主要受益于“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项目”，从 2021 年

最早的辽源市到 2022 年增加的三个城市长春市、吉林市、白山市。中央财政连续 3 年，每年提供清洁取

暖改造定额奖补资金。同时，省市地方也出台了《吉林省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十四五”规划》、

《吉林省“秸秆变绿煤”工程实施方案》等相关政策推进吉林省乡村清洁取暖产业发展。2022 年 1 月在

国家能源局、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三部门联合发布的《加快农村能源转型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

实施意见》中，明确指出推进新能源产业将成为改善农村经济的重要补充、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渠道，

为绿色多元的农村能源体系加快形成指出具体实施方案[2]。 

2.1. 农村取暖现状分析 

吉林省冬季平均气温在−11℃以下，在民用建筑热工分区中属于严寒地区。冬季寒冷有供暖需求，一

般从当年 10 月中下旬到次年 4 月上旬，供暖期近 170 天。农村住宅不仅是农民的生活空间，也是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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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产和辅助空间[3]。现有农村建筑的围护结构保温性能和气密性能较差，新建的住宅虽然按照设计标

准在设计、施工、材料等方面均有所改善，但是最重要还是受到传统观念和经济水平的影响，农村住宅

的建设与运行仍然存在一定问题[4]。供暖形式上来看，吉林省农村地区居民大多采用火炕、火炉、土暖

气等供暖设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农村的供暖需求。供暖热源以柴薪、秸秆、散煤的直接燃烧为主

要形式，燃烧效率低导致能源利用率低。 
供暖除与人们生活环境舒适度有着莫大关系外，也从很多方面对居民的健康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

每年一到供暖时间，室外空气质量会严重下降产生大量烟尘，而烟尘是雾霾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研究

发现空气污染会显著降低居民享乐型幸福感，增加抑郁症状的发生率；此外，空气污染对居民幸福的影

响还会受到健康、收入水平、区域空气质量的空间综合结果等因素的影响[5]。由此可见，清洁取暖会让

居民幸福指数大幅度上升，同时改善居民生活环境，让他们健康得到保障。 

2.2. 清洁能源应用适应性分析 

吉林省在我国各省中属于拥有清洁能源资源种类较为齐全的少数地区之一，拥有丰富的生物质能、

风能、太阳能、地热能储量，具备得天独厚的清洁能源资源禀赋。省内化石能源相对短缺，煤炭自给率

不足 15%。但以生物质能、风能、太阳能、地热能为代表的清洁能源资源丰富，能源转型后将带来巨大

的碳减排潜力是我省的优势之一。作为我国玉米主产区，玉米秸秆资源年产量为 3000 多万吨，占全部秸

秆资源的 85%，玉米秸秆资源优势明显。同时近年来，光伏发电系统、风力发电系统的成本大幅降低，

其发电成本已可实现平价上网。地热能主要集中分布在我省中部高平原、东部山区，东部山区多以温泉

形式自然形成，中部高平原区地热能多埋藏在数百米至数千米的地下深部区域，需要钻井勘测进行汲取

形式[6]。吉林省具有生物质、风光、地热资源富集优势，将吉林省乡村资源优势转化为乡村能源产业优

势、经济发展优势，实现农村产业兴旺，农民生活富裕是助力于我省“三农”工作和乡村振兴发展的重

要途径。 

3. 吉林省乡村清洁取暖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吉林省发展乡村清洁取暖产业具有良好的资源禀赋，也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成效。但从高质量发展的

要求来看，还存在以下问题。 

3.1. 战略地位有待提高，各部门尚未形成合力 

首先，目前吉林省对乡村居住环境、能源转型在乡村可持续发展中战略地位有待提高。对乡村清洁

取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现状分析、存在的问题和技术路线缺少系统研究，各项规划发展目标难落实。乡

村清洁取暖产业发展有助于农村用能清洁化，农民增收节支和农村环境改善三重功效，各级政府要提高

站位应将其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尤其加强对经济水平较低地区农村清洁取暖转型的支持，进一步加

大对地方资金或社会资本投入的保障要求。 
其次，乡村清洁取暖产业发展涉及城乡建设、能源转型、农业农村、乡村振兴、财政补贴等领域，产

业发展过程中所属管理机构职能不同且独立，因此在前述农村清洁取暖相关政策实施中仍存在“互不通

气”各部门联动不足尚未形成合力现象，缺乏协调推动的有效机制。 

3.2. 技术路线尚未成熟，仍处于低端发展阶段 

吉林省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资源丰富，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巨大，即使在同一个县市由于农村

地区的能源消费情况也会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推广的绿色低碳能源的技术选择也会因此不同。制定技术

路线的总体原则是“因地制宜”，例如生物质能的应用，秸秆适用于平原种植业区域，而柴火适用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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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林地地区，而不应以降低工作难度“整齐划一”。 
现阶段，对乡村清洁取暖技术路线的理解还更集中于清洁能源的技术选择上。但是乡村清洁取暖是

一个系统工程，从整个生命周期的角度考虑还存在系列制约影响因素。 
首先，通过建筑节能改造降低用能需求。从取暖源头农宅保温角度来说，农村住宅普遍未完成建筑

节能改造，围护结构热工性能差，造成大量的能量浪费。在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项目申报文件中，进

一步细化农村建筑节能改造的范围、能效提升目标及相关考核要求。 
其次，清洁取暖比例仍处于比较低的状态，对生物质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并未合理消纳，原煤散

烧现象屡见不鲜。传统柴薪的利用效率仅为 15%左右，燃煤土暖气的效率也仅为 40%左右，造成大量能

源浪费，污染物排放浓度高，室内外环境差，不利于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且威胁居民的身体健康。 
再者，农村清洁取暖快速推动，产品质量如果监管不严预计安装 5~8 年会陆续出现问题。清洁取暖

设备的监管、维护是清洁取暖长效可持续发展的“最后一公里”。尤其对于我省应用较多的生物质清洁

炉具，目前还未有出台生物质成型燃料标准和生物质炉具产品标准。 
目前的乡村能源数据价值并未得到有效发掘，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国农村能源转型发展。缺乏官方

统计数据，农村能源管理机构及从业人员数量不足。先进能源技术、先进信息技术还应更进一步下沉进

入乡村，目前的能源网与政务网、社群网之间并未建立有效融合，无法有效推动乡村治理水平提升。 
综上所述，清洁取暖产业尚未形成成熟体系，仍处在低端、散发、小规模的发展阶段。 

3.3. 村民对清洁取暖接受度低，可持续发展后劲不足 

取暖方式是衡量村民生活质量的一项重要指标，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长久以来居民习惯使用火炕

和土暖气进行取暖，由于散煤的禁止，火炕的使用也遇到了难题。村民对生活习惯改变的不适应以及村

民由于受教育程度所限对清洁取暖认识不强或抗拒。家庭成员中中青年大多外出务工或已不在村内居住，

各村常住人口以老年人为主。老年人节俭的生活习惯、环境意识的惰性以及对新型设备接受能力差等因

素使得清洁取暖改造在农村实施面临一定的困难。即使完成清洁取暖改造，同意改造后受费用、传统习

惯等因素影响，清洁取暖设备使用频率仍较低，并出现改造前设备复燃现象。因此必须考虑清洁取暖的

连续性，考虑使用生物质燃料替代散煤进行取暖，同时可以保证火炕的正常使用。 
用户日常生活除取暖需要外，对于生活热水、做饭等方面的需求也不容忽视。调查中不少住户表示，

倾向于使用煤炉的原因是煤炉除了取暖以外还可以烧水、做饭。热风机显然无法满足这种需求，而燃气

壁挂炉虽可以用于烧水、做饭，但其使用成本过高，超出用户的经济承受能力。这些问题就导致即使完

成清洁取暖改造，用户仍会选择使用煤炉，而对清洁取暖设备使用频率不高。 
农村能源发展的过程中要充分调动农民参与的积极性，要注重农村地区资源的实际情况，还应注意

农村其他基础设施的发展现状。绿色环保，多方受益是农村能源发展、建设的核心。在发展农村能源的

过程中，要让农民从农村能源建设、发展中获得实际收益，让农民意识到自己是可以从农村能源中获得

收益的，自己是农村能源的建设者，参与者，而不是旁观者。 
不同农村地区农民经济承受能力不一，这就意味着不同农村能源发展一定不相同，农民对能源的

消费能力是研究农村能源问题的重要边界条件之一，是农村能源发展绕不开的问题。只有摸清农民实际

对不同能源的消费能力，才可能制定好的农村能源发展战略，才能使农民真正从农村能源的发展中获得

利益。 

3.4. 商业模式尚未形成，经济性成为最大制约因素 

目前乡村清洁取暖市场还是具有依赖政府、盈利水平较低、市场积极性不高的问题。各地主要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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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财政补贴政策推动清洁取暖发展，且中央补贴按行政级别支付定额，并未考虑城市实际规模、技术

成本差异，导致实际补贴力度差异较大。清洁取暖设备替换对农民来说单价较高，清洁取暖运行成本相

比传统取暖较高等实际情况。如果没有成熟的商业模式，过度依赖补贴政策，待补贴政策到期后已实施

清洁取暖的用户极有可能复燃，将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7]。 
财政资金如何补贴？补贴在建设阶段，还是运行阶段？节能改造和清洁取暖设备谁先做，谁后做？

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如何将经费有效补贴发挥最大作用需要经过详细论证得出最佳方案。根据调研统

计，目前用于吉林省农村主要是建设补贴模式，也就是部分个体农户清洁取暖设备一次性补贴更换。也

就是说，这种补贴方式并未将农户从消费者转变为消费生产者。而成熟的商业模式应能将充分调动各方

参与者的积极性，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共同发展。每位农户如果能借助经济组织获得再生产能力，才具有

真正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在乡村清洁取暖改造的具体实践中，经济性是最大的难题，其实质是居民取暖支出的能力水平与

清洁取暖技术应用成本之间的差距问题。从清洁取暖改造的成本来看，清洁炉具的运行成本是散煤取暖

的 1.5 倍左右；空气源热泵运行成本是散煤取暖的 2 倍左右；燃气壁挂炉运行成本是散煤取暖的 2~3 倍；

直/蓄式电暖器运行成本是散煤取暖的 3~5 倍[8]。考虑到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北方清洁取暖经济性问题的

解决更加迫切和关键，需要多方协同发力。 

4. 加快乡村清洁取暖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4.1. 借助乡村振兴战略发展“同向同行” 

对于农村居民来说，冬季采暖方式也是能源消费方式和农民生活质量的重要体现，可同时实现能源

清洁高效供给、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农民生活条件改善三重功效。新发展阶段国家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作出总体部署，多份清洁能源助推乡村振兴文件陆续出台。2022 年，三部门联合发布的《加快农村能源

转型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实施意见》更能体现出，国家在“推进新能源产业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补充和

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方面的重要决策，农村能源体系正在加快形成中[9]。 
吉林省是农业大省，乡村振兴发展基础好。依托乡村振兴前期成果，有序推进乡村清洁取暖产业发

展，乘借东风，同向同行。将清洁取暖和建筑节能改造纳入乡村整体规划，同时注重传统特色、民俗习

惯和乡村风貌保护；将清洁取暖产业发展与推行生态宜居、建设和美乡村，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紧密相连，

可将其推进实施情况作为乡村振兴示范县建设内容，“千村示范”等评选内容的参考指标，有效发挥激

励作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实现乡村清洁能源农民“用得起、用得好”，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发展提供坚强支撑。城乡融

合发展，变废为宝，不仅能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更是吉林省贯彻落实国家“双碳”战略的重要举措。

例如，可借鉴十三五时期发展成熟的“光伏扶贫”模式，对于吉林省可实施“生物质扶贫”模式，最终实

现村民利益与开发企业合作共赢。 
对于生物质能传统供应模式，农民以低价出售秸秆，却要以高价从加工厂购买固体成型燃料，得不

到真正实惠。在原有基础上，生物质能应用可考虑借鉴“一村一厂”、“村镇一体”能源模式，政府出资

购买设备，租赁给“承包户”，雇佣 2~3 名工人进行运行管理；农户将原料送到加工厂，来料加工，即

完即走，只支付少量代工费用，将农村秸秆制成生物质成型燃料并向周边小城镇供应。推进农村清洁取

暖高质量发展，提高利用效率，降低用能成本，提升服务水平，减少环境污染，推进共同富裕。 

4.2. 制定清洁取暖技术路线“持续发展” 

乡村清洁取暖是一项系统工程、复杂工程，不是单一提供热源的技术选择就能解决的问题[10]，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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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环境、能源、经济、技术、设施、服务等多维度因子共同组成的“复杂方程式”。因此，不求单点突

破，而应在推动农村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地综合求解。 
加强清洁取暖方式技术路线论证。需从当地取暖需求实际出发，在推进实施过程中，应多措并举，

统筹考虑气候条件、资源禀赋、房屋保温、基础设施条件、散煤管控力度、经济条件、补贴力度、用户生

活习惯等现实问题，做到因地制宜，保证清洁取暖的可持续性[11]。千万不能“好高骛远”，也不能“简

单照搬”，更不能“改了又改”，而忽略技术路线的可持续性和可实施性。 
“先补漏洞，再把热供。”不能仅考虑清洁能源的替代，而忽略建筑本体保温性能情况。提高建筑

保温重视程度，政府部门引导新建农房严格执行《农村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等相关标准[12]，加快既

有农房节能改造，鼓励建设低碳、零碳农房，引导农房建设向绿色生态化发展。通过完善政策引导、推

广应用节能环保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材料、强化节能监管等措施，鼓励支持建设星级绿色农房、被动式

超低能耗农房，结合城市更新改造行动，对既有房屋墙体、屋面、门窗、地面等住宅围护结构进行规模

化节能改造。 
基础设施要匹配。如果要推行“煤改电”，农村电网要进行升级改造；要推行“煤改生物质”，就要

考虑建设生物质燃料加工厂并匹配合理的收储运机制。组建技术服务平台，制定并发布技术推广目录，

制定省级清洁取暖技术设备准入标准。 
加强农村能源统计能力建设，建立健全以县域为单元的农村能源统计体系。提升农村能源数据收集

管理能力，建立常态化农村能源项目信息上报机制。同时与信息技术结合，加快建设智慧能源大数据平

台或综合能源控制中心，采用数字化方式采集农村能源数据。 
充分考虑村民消费能力。立足本地经济实力条件，着力降低农户取暖成本，选取合适的清洁取暖方

式。在满足村民舒适条件下选择使用经济成本最低和污染物减排效果最好的清洁取暖方案，提高居民的

获得感和幸福感。 

4.3. 提升示范表率宣传推广“良性参照” 

各级政府的上下联动和表率作用对农户具有一定约束力和影响力。充分发挥当地政府和基层党组织

的引领、组织等坚强保障作用。压实地方责任，落实领导干部生态文明建设责任制，明确目标任务，制

定具体落实举措，切实做好相关工作。将绿色低碳发展作为干部教育培训体系重要内容，增强各级领导

干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本领。也可通过工作绩效考核及行政问责等方式提升自身模范作用，以正确的

舆论导向传递清洁取暖的积极作用，推动农村清洁取暖推广工作[13]。 
在产业大规模推广前，应尽快出台政策选择具备条件的村屯建立试点示范，发现问题，积累经验，

为清洁取暖产业可持续发展打好基础。加大农村清洁取暖教育扶持力度，提高农民的受教育水平，改变

能源消费观念。依托“节能宣传周”、“全国低碳日”等重要时间节点开展主题活动，举办乡村振兴论

坛、对接农村研讨会等方式进行乡村清洁取暖宣传教育，倡导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的良好氛围。农村的思

想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不断地进步，只要知识普及到位，村民们对于新思想、新事物都具备着接受的

可能性。充分利用主流媒体，广泛宣传推广各地在清洁取暖工作中的好经验、好做法，提高群众参与建

设的积极性、主动性。 

4.4. 建立清洁取暖产业市场机制“经济可靠” 

资金投入是保障清洁取暖产业发展的必要条件。吉林省应继续延续之前的北方清洁取暖城市类项目

申报，积极争取中央预算内污染防治和节能降碳专项资金支持。可借助 PPP 模式、特许经营、政府购买

服务等多种方式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广泛吸引社会、个人和外资参与投资、建设和运营清洁取暖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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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金融机构创新融资方式和服务模式，将支持县域乡村能源产业发展和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作为绿

色金融服务重点[14]，对优质农村清洁取暖项目在贷款准入、期限、利率等方面给予差异化支持。相应的

专业银行要提高绿色金融服务的水平，优先扶植清洁取暖建设发展项目和对信贷农户给予倾斜等[15]。建

立多层次、多方位、多渠道的清洁取暖投资融资机制，帮助农村农业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鼓励社会资

本设立绿色低碳产业投资基金。 
乡村清洁取暖商业模式需要构建清洁取暖产业体系，需要建立健全行业标准体系，需要创新体制机

制，提供多元化综合能源服务。在“双碳”目标下，是否将节省的能耗转化为碳排放，把部分成本通过碳

排放交易的办法疏导出去，加快形成清洁取暖市场。 

4.5. 触发人才技术服务联动“共建共享” 

积极推进乡村清洁取暖技术生产、教育和科研协作发展，推动有关科研院所、高校和企业等创新主

体联合攻关农村清洁取暖发展共性问题，例如吉林省教育厅推进的“乡村振兴产业学院协作体”，联合

高校、企业为乡村振兴助力就是一种值得推荐的协作方式。在政府部门指导下，产、学、研协作把握新

动向，多做实用性研究。推动成熟清洁取暖技术成果在乡村集成转化、示范推广，促进乡村清洁取暖产

业可持续发展。 
加强农村能源人才队伍建设。随着农村教育水平和村民对于教育重视程度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在

更广阔的行业领域得以大展宏图，其中不乏专业技术人才等竞争激烈的行业。引导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

积极向农村输送科技人才，壮大农村清洁取暖人才队伍，提高农村能源技术服务水平。 
鼓励院校根据专业优势成立乡村助力站，尤其是发挥农村生源学生对农村生活环境熟悉的优势，可

作为人才储备将专业知识应用于助力乡村清洁取暖产业发展、技术支持的相关工作。村民们对自己家乡

培养出来的学生更有信任感，农村生源学生的反哺帮扶作用更有效。也可以同暑期社会实践、大学生创

新创业项目相结合加强院校的社会服务能力。同时筑牢人才基础，为毕业生服务家乡、反哺家乡做好培

育。通过技术宣讲、入户培训等方式，发挥村集体、合作社等组织的作用，加大技术培训和宣传力度，加

强农村能源基层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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