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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全面实施燃煤电厂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工作方案 

 

全面实施燃煤电厂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是推进煤炭清洁化利

用、改善大气环境质量、缓解资源约束的重要举措。《煤电节能减排

升级与改造行动计划（2014-2020 年）》（以下简称《行动计划》）实

施以来，各地大力实施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重点工程，取得了积极

成效。根据国务院第 114 次常务会议精神，为加快能源技术创新，

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实现稳增长、调结构、

促减排、惠民生，推动《行动计划》“提速扩围”，特制订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与目标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

全面实施煤电行业节能减排升级改造，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燃煤电厂

超低排放要求和新的能耗标准，建成世界上最大的清洁高效煤电体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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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目标 

到 2020 年，全国所有具备改造条件的燃煤电厂力争实现超低排

放（即在基准氧含量 6%条件下，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

度分别不高于 10、35、50 毫克/立方米）。全国有条件的新建燃煤发

电机组达到超低排放水平。加快现役燃煤发电机组超低排放改造步

伐，将东部地区原计划 2020 年前完成的超低排放改造任务提前至

2017 年前总体完成；将对东部地区的要求逐步扩展至全国有条件地

区，其中，中部地区力争在 2018 年前基本完成，西部地区在 2020

年前完成。 

全国新建燃煤发电项目原则上要采用 60 万千瓦及以上超超临界

机组，平均供电煤耗低于300克标准煤/千瓦时（以下简称克/千瓦时），

到 2020 年，现役燃煤发电机组改造后平均供电煤耗低于 310 克/千

瓦时。 

二、重点任务 

（一）具备条件的燃煤机组要实施超低排放改造。在确保供电

安全前提下，将东部地区（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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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等 11 省市）原计划 2020 年前完成

的超低排放改造任务提前至 2017 年前总体完成，要求 30 万千瓦及

以上公用燃煤发电机组、10 万千瓦及以上自备燃煤发电机组（暂不

含 W 型火焰锅炉和循环流化床锅炉）实施超低排放改造。 

将对东部地区的要求逐步扩展至全国有条件地区，要求 30 万千

瓦及以上燃煤发电机组（暂不含 W 型火焰锅炉和循环流化床锅炉）

实施超低排放改造。其中，中部地区（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

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 8 省）力争在 2018 年前基本完成；西部

地区（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

肃、青海、宁夏、新疆等 12 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 2020

年前完成。力争 2020 年前完成改造 5.8 亿千瓦。 

（二）不具备改造条件的机组要实施达标排放治理。燃煤机组

必须安装高效脱硫脱硝除尘设施，推动实施烟气脱硝全工况运行。

各地要加大执法监管力度，推动企业进行限期治理，一厂一策，逐

一明确时间表和路线图，做到稳定达标，改造机组容量约 1.1 亿千瓦。 

（三）落后产能和不符合相关强制性标准要求的机组要实施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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汰。进一步提高小火电机组淘汰标准，对经整改仍不符合能耗、环

保、质量、安全等要求的，由地方政府予以淘汰关停。优先淘汰改

造后仍不符合能效、环保等标准的 30 万千瓦以下机组，特别是运行

满 20 年的纯凝机组和运行满 25 年的抽凝热电机组。列入淘汰方案

的机组不再要求实施改造。力争“十三五”期间淘汰落后火电机组规模

超过 2000 万千瓦。 

（四）要统筹节能与超低排放改造。在推进超低排放改造同时，

协同安排节能改造，东部、中部地区现役煤电机组平均供电煤耗力

争在 2017 年、2018 年实现达标，西部地区现役煤电机组平均供电

煤耗到 2020 年前达标。企业尽可能安排在同一检修期内同步实施超

低排放和节能改造，降低改造成本和对电网的影响。2016-2020 年

全国实施节能改造 3.4 亿千瓦。 

三、政策措施 

（一）落实电价补贴政策 

对达到超低排放水平的燃煤发电机组，按照《关于实行燃煤电

厂超低排放电价支持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15〕2835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1_70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