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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锅炉发展预测 

 

2013 年 9 月，国务院发布《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明确提出“到 2017 年，全国地

级及以上城市可吸入颗粒物浓度比 2012 年下降 10%以上，优良天数逐年提高；京津冀、长

三角、珠三角等区域细颗粒物浓度分别下降 25%、20%、15%左右。”同时还强调要“加强工

业企业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全面整治燃煤小锅炉。”“到 2017 年，除必要保留的以外，地级

及以上城市建成区基本淘汰每小时 10蒸吨/时及以下的燃煤锅炉，禁止新建每小时 20蒸吨/

时以下的燃煤锅炉；其他地区原则上不再新建每小时 10蒸吨/时以下的燃煤锅炉。在供热供

气管网不能覆盖的地区，改用电、新能源或洁净煤，推广应用高效节能环保型锅炉。 

为实现上述目标，“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提出在 2012 年基础上，“到 2017

年，河北省削减燃煤 4000 万吨”；天津市也明确提出在 2012 年基础上，净削减原煤 1000

万吨。 

2014年 11月，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 7部委联合印发了《燃煤锅炉节能环保综合提升

工程实施方案》，指出“到 2018年，推广高效锅炉 50万蒸吨/时，高效燃煤锅炉市场占有率

由目前的不足 5%提高到 40%；淘汰落后燃煤锅炉 40万蒸吨/时；完成 40万蒸吨/时燃煤锅炉

的节能改造；燃煤工业锅炉平均运行效率在 2013年的基础上提高 6个百分点，形成年 4000

万吨标煤的节能能力；减排 100万吨烟尘、128万吨二氧化硫、24万吨氮氧化物。”“到 2017

年，天津市、河北省地级及以上城市建成区基本淘汰 35吨/时及以下燃煤锅炉。” 

    受雾霾等环境因素的影响，节能环保燃气锅炉在近几年市场需求还会比较旺盛。从发展

角度看，“煤改气”项目还会继续深化，城市新增项目将以中小型燃气锅炉为主。 

国办印发的《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 年）》已明确,“到 2020 年，非化石

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15%，天然气比重达到 10%以上，煤炭消费比重控制在 62%以

内。”、“以经济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为重点，有序推进重点用煤领域“煤改气”工程，加强

余热、余压利用，加快淘汰分散燃煤小锅炉，到 2017 年，基本完成重点地区燃煤锅炉、工

业窑炉等天然气替代改造任务。”等具体目标和要求。 

另一方面，近几年，随着中国能源转型和应对环境问题的需要，分布式能源的发展逐渐

进入升温阶段。未来，天然气、生物质、余热利用等分布式能源的市场将迎来新的爆发。根

据 GE《分布式能源白皮书》，2012 年，分布式能源技术的投资达到 1500亿美元，包括在全

球电气、电力、机械传动和推进应用领域的燃气轮机、往复式发动机和太阳能光伏产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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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分布式能源技术的投资将从 1500 亿美元增加到 2060 亿美元。这也就意味着分布

式能源的“黄金时代”即将到来。 

伴随着工业化进程加速，我国城镇化经历了一个起点低、速度快的发展过程。1978～2013

年，城镇常住人口从 1.7亿人增加到 7.3 亿人，城镇化率从 17.9%提升到 53.7%，年均提高

1.02 个百分点；城市数量从 193 个增加到 658 个，建制镇数量从 2173 个增加到 20113 个。

如下图 1。 

 

图 1  城镇化水平变化 

“十三五”时期，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建设进程将进一步加快推进，我国能源需求呈刚

性增长，节能减排仍面临严峻形势。《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要求户籍人口

城镇化率从 2012年的 35.3%提高到 2020 年的 45%左右的同时，城镇可再生能源消费比重从

2012年的 8.7%提高到 2020年的 13%、“北方地区县城和重点镇集中供热水平明显提高”、“城

镇建设和改造优先采用分布式能源，资源丰富地区的城镇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消费比重显著

提高。”。 

从技术及产品发展来看： 

能源供应在逐步减少燃煤比重的同时增加油气特别是燃气的供应，提高可再生能源的比

重。对工业锅炉而言应重点关注生物质能利用、天然气深度利用和煤的清洁高效利用，其中

生物质能和天然气利用将以分布式为重点、煤炭以集中利用为重点； 

因此，未来锅炉行业企业将聚焦（工业）锅炉及相关领域节能、环保、新能源利用、信

息化融合四大领域，通过研发、转化、集成创新等手段形成一批有较大应用前景的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或集成创新特点的关键新技术、新产品，为我国工业锅炉行业持续发展提供足够技

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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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锅炉继续向低氮燃烧、凝结换热与多能源系统集成化方向发展 

①燃气锅炉继续低氮化、冷凝化 

围绕能源结构转换工作的不断推进及减排要求的严格，燃气工业锅炉将继续向低氮排放、

冷凝化方向发展。未来应以分散式及时供热为出发点，重点抓好天然气深度利用技术和产品

的研发、系统集成与工程化工作，特别是中小容量（≤40t/h）新型燃气锅炉、冷凝式燃气

锅炉产品开发、定型和推广：通过综合利用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分级燃烧技术、浓淡燃烧技

术、蒸汽雾化技术、预混燃烧技术和中心稳燃射流燃烧技术等，结合烟气再循环技术和燃烧

控制技术等以最大限度地控制 NOX的排放；通过研制高端换热设备，有效降低锅炉排烟温度，

有效回收烟气显热和烟气中水蒸汽潜热，提高锅炉热效率，降低燃气消耗量。 

②大容量燃气水管锅炉向组装化、模块化方向发展 

    针对燃气的燃烧特性和燃气锅炉的运行特点，开展采用膜式壁结构、微正压燃烧为主的

新型大容量燃气水管锅炉研发，减少锅炉散热损失与漏风造成的排烟热损失等。通过对水循

环原理和方式研究，实现中小型中温中压锅炉、大容量锅炉组装化、模块化出厂，减少材料

消耗、提升产品制造质量和性能质量。 

市场需求分析和预测 

    综合以上诸多因素和锅炉行业近年来的发展情况，我们可以设想我国锅炉市场发展轨迹

及未来趋势：从最初的燃柴、燃煤锅炉为主导的锅炉市场，逐步发展成燃气、燃煤锅炉为主

导、其它新能源锅炉为补充的锅炉市场，往后的发展将是新能源锅炉、燃气锅炉、燃煤锅炉

三足并存成鼎力之势；再往后可能就是新能源锅炉和环保燃煤锅炉雄踞天下的局面，„„。

总之锅炉产品发展的结果将是产品更节能、更环保、更人性化。 

近年来工业锅炉年产量总的看来呈波浪式发展。未来工业锅炉的需求将处于平稳增长态

势（年产量在 45～50 万蒸吨/时）（此数据以 2014年国家统计局数据的 8折并结合 2015

年趋势推算。2015年 1～5月累计同比增长-15%）。我国工业锅炉产品市场主要在国内，影

响工业锅炉市场的主要因素主要是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和投资规模、北方地区采暖需要和住

宅建设、第三产业的发展、效率低污染重的落后锅炉淘汰改造以及正常的更新改造等。从

2005-2014年我国历年经济发展相关数据与工业锅炉年总产量的变化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

工业锅炉的发展与房地产发展、固定资产投资呈正相关关系，见表 1、图 2、图 3、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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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05-2014年我国经济发展相关数据与工业锅炉年总产量的变化 

年份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工业锅炉年总产量 

总产量 蒸吨/时 
162959.7 175125.5 208595.5 222781.5 292149.9 336381.55 413329 439337 512736 558118.1 

同比 % 21.93 7.47 19.11 6.80 31.14 15.14 22.88 6.29 16.71 8.85 

GDP 增幅 % 11.31 12.68 14.16 9.63 9.21 10.6 9.5 7.7 7.7 7.4 

三北地区房地产
1）
 

竣工面积 万 m
2
 13726.35 14878.03 16332.21 15381.6 18395.41 20806.74 26880 28257.91 28743.53 27616.76 

同比 %  8.39 9.77 -5.82 19.60 13.11 29.19 5.12 1.72 -3.92 

全社会固定资产 

投资 亿元 88773.6 109998.2 137323.9 172828.4 224598.8 251684 311485.1 374695 446294.09 512761 

同比 %  23.91 24.84 25.86 29.95 12.06 23.76 13.04 19.11 14.89 

注 1）：三北地区包括东北、华北、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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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历年工业锅炉年产量与三北地区房地产发展趋势 

 

 

图 3  历年工业锅炉年产量增幅与 GDP增幅趋势 

 

 

图 4  历年工业锅炉总产量与全社会固定投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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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北方寒冷地区新建住房的采暖需要 

    北方寒冷地区的集中供热面积 1996年为 73433万 m
2
，到 2012年为 518367.96 万 m

2
，平

均每年增长 27808万 m
2
，年增长率约为 14%。就北方各省来说，从 1996年至 2012年虽然供

热面积不时有波动，但是显而易见，无一例外都是增长的趋势，特别是辽宁省，增长速度最

快，16年间增长了近 3倍，如图 5所示，集中供热面积较大的地区有辽宁、山西、北京等。

现阶段我国城市集中供热的方式仍以区域锅炉房供热为主，2012年，集中供热总量为 295427

万吉焦，其中热电联产供热所占比重较少，约为占 46.23%，锅炉房供热占 51.28%，还有少

量 2.5%来自于其他的供热方式。 

 

图 5 1996-2012北方各省份集中供热面积 

但城市集中供热普及率仍然不高，北方采暖城市中集中供热普及率平均不到 40％，且

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差别很大，以辽宁省为最高，该省城市集中供热普及率 2015年拟达到

95%以上，供热质量全面提升；黑龙江集中供热普及率 2013年已达到 67.8%，计划到 2017

年底，全省城市建成区集中供热普及率达到 73%以上，到 2020年达到 87%。为此，《关于发

展热电联产的规定》明确“供热锅炉单台容量 20t/h及以上者，热负荷年利用大于 4000小

时，经技术经济论证具有明显经济效益的，应改造为热电联产。”、“ 在城市热力网供热范围

内，居民住宅小区应使用集中供热，不应再采用小锅炉等分散供热方式。” 

    就“三北”地区而言，平均每年新增住房面积 20000～25000万 m
2
，其所需采暖锅炉量

为 1.29～1.71万蒸吨/时。另据住建部专家估计，“三北”地区需供热的总需求约为 400

亿 m
2
，约需采暖锅炉量为 271万蒸吨/时，发展潜力巨大。 

（二）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和投资规模  

工业锅炉 50%以上用于各主要工业部门。根据初步的调查统计,在我国工业生产中需要

大量用热的部门，主要是轻纺和化学工业，其用热温区和用量比例，和美国 1977年对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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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用热的调查估计大体一致，工业用热的参数范围，大约在 300℃和 1.0MPa 以下。未来

轻纺工业、能源工业、建材、建筑业、化学工业、冶金工业、交通运输业和军工部门等 

仍将是工业锅炉的主要市场，各自所占份额见图 6。 

 

数据来源：CMMA（中机系（北京）信息技术研究院）整理 

图 6  我国工业锅炉主要需求市场分布 

（三）工业锅炉的正常更新以及低效率和落后锅炉的改造  

工业锅炉使用寿命一般在 15～20年，某些水火管锅炉的寿命短的不过 8～10年。未来

5年（2016-2020）内将有约 11万台 40万蒸吨/时（年均 2万台、8万蒸吨/时）工业锅炉需

要更新改造。但是随着热电联产和集中供热的发展，这些更新改造不会是简单的重置，而是

容量等级提高，锅炉和锅炉房数量相对减少。  

（四）未来工业锅炉产品市场发展将进一步受到能源政策和节能、环保要求的制约 

    随着大中城市产业结构调整、旧区改造和工业区的成片建设以及中心城区禁煤政策的实

施，区域集中供热、热电联产等节能减排政策的推行，20t/h及以下燃煤锅炉的比重将会显

著下降，大容量、高参数、高能效、低排放的燃煤锅炉比重继续提高：燃煤锅炉仍将较长时

间内以层燃炉为主，即以链条炉排锅炉为主，向着大容量、高参数方向发展，是任何其他燃

煤锅炉都取代不了的；大容量循环流化床锅炉（35t/h及以上）等采用清洁燃烧技术的锅炉

将得到较快的发展；燃气锅炉将面向区域集中供热和分散供热、工业用热方向发展；电热锅

炉及蓄热系统随着电力工业改革和发展其市场将进一步拓宽；燃生物质和生活垃圾的锅炉将

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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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锅炉销售比例继续增大 

    面对节能减排的双重压力，我国已开始进行能源消费结构转型。国家《能源发展战略行

动计划（2014-2020年）》中提出“到 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15%，

天然气比重达到 10%以上，煤炭消费比重控制在 62%以内。”可喜的是，随着我国常规天然

气资源探明程度和可采资源量的不断提升、煤层气和天然气水合物、页岩气等的非常规天然

气资源战略地位日益提升、煤气化、煤制油、煤制合成天然气等煤化工产业发展迅速、各种

可燃工业余气回收利用、邻国天然气或液化天然气进口的不断加大，我国以气体能源为第一

能源的能源结构将逐步成型，“在 2020年后，特别是在 2025～2035年，中国天然气产业将

与全球同步进入更加快速发展的时期，呈现产业发展、政策到位和公众利益同步推进的“黄

金时代”的特征。”（引自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发布的《世界能源中国展望

（2013-2014）》）。基于此，未来燃油\燃气锅炉在我国将迎来很大发展空间，具有很好市

场前景。 

    根据中国电器工业协会工业锅炉分会 2010-2014年的统计资料，这五年每年生产的工业

锅炉中，燃油燃气锅炉从台数上看平均占约 30%左右、从容量上平均占约 20%左右。未来燃

油燃气锅炉从台数上看平均占约 45%左右、从蒸吨上平均占约 25%左右，且逐年上升 2个百

分点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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