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国家发改委、国家

能源局、环境保护部等五

部委联合印发《关于进一

步做好生活垃圾焚烧发

电厂规划选工作的通

知》，明确了“十三五”至

“十五五”期间我国垃圾

焚烧发电工程规划选址

工作的重要意义、重点任

务和保障措施，为优化产

业布局、超前谋划选址、

保障项目顺利实施、促进

产业健康有序发展提供

了重要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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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荐

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在某种程度上

为全球治理创造了一种新的模式，即在

没有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参与的情况下，

发展中国家从边缘走向中心。值得一提

的是，国际社会对中国引领未来应对气

候变化进程充满期待。

履职一年
特朗普气候政策争议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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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新闻

我国2020年底拟
形成若干亿吨级特大煤企

本报讯 “到2020年底，争取在全

国形成若干个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亿

吨级特大型煤炭企业集团，发展和培育

一批现代化煤炭企业集团。”1月5日，国

家发改委《关于进一步推进煤炭企业兼

并重组转型升级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正式发布，提出通过兼并重组，实现

煤炭企业平均规模明显扩大、中低水平

煤矿数量明显减少、上下游产业融合度

显著提高，进一步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扩

大优质增量供给，提升煤炭行业发展的

质量和效益。

据了解，《意见》以提高供给体系质

量作为主攻方向，强调“四坚持”原则，即

坚持市场主导、企业主体和政府支持相

结合，坚持发展先进生产力和淘汰落后

产能、化解过剩产能相结合，坚持做强做

优做大主业和上下游产业融合发展相结

合，坚持提高产业集中度和优化生产布

局相结合。

在推进煤炭企业兼并重组转型升级

的具体路径上，《意见》提出了四方面举

措：通过支持有条件的煤炭企业之间实

施兼并重组，大力推进不同规模、不同区

域、不同所有制、不同煤种的煤炭企业实

施兼并重组；支持发展煤电联营，支持

通过出资购买、控股参股等方式发展煤

电联营，以中东部地区为重点推进购销

关系长期稳定且科学合理的煤电企业

联营；支持煤炭与煤化工企业兼并重

组，鼓励煤炭与煤化工企业根据市场需

要出发实施兼并重组，有序发展现代煤

化工；支持煤炭与其他关联产业企业兼

并重组。 （张 宇）

武汉 2022 年
新能源汽车将达 4万辆

本报讯 到2022年，碳排放量控制

在1.73亿吨，新能源汽车推广量达到4

万辆。武汉近日发布《武汉市碳排放达

峰行动计划（2017－2022年）》，计划通

过六大工程形成具有示范效应的武汉版

低碳生活生产模式。

未来5年，武汉将通过产业低碳、能

源低碳、生活低碳、生态降碳、低碳基础

能力提升、低碳发展示范六大工程实现

达峰目标。

新能源汽车和大力发展轨道交通网

络是下一步低碳发展的重点。计划提出

到 2022 年，武汉将基本形成覆盖“三

镇”、通达“新城”的轨道交通网络体系，

总里程达到400公里，轨道交通占公共

交通客运量的比重达到50％以上。同

时，全市新能源汽车推广量达到4万辆，

建成150个以上集中式充换电站、7万

根以上充电桩。

武汉市产业低碳发展主要围绕产业

转型升级展开，目标是让地区生产总值

的结构由重变轻。到2022年，信息技

术、生命健康、智能制造产业产值总和

达到1.6万亿元；占高新技术产业产值

比重七成以上；到2022年，服务业增加

值 1.2 万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56％以上；全面禁止新建钢铁、水泥、平

板玻璃、焦化、有色金属等高污染项目，

长江、汉江武汉段岸线1公里范围内再

无新建的重化工园区；农作物秸秆综合

利用率超过95％以上，化肥、农药使用

量年均逐步减少。 （廖 君）

□ 本报记者 焦红霞

垃圾焚烧发电是城镇生活垃圾

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利用的重要

方式，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设施。近日，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

局、环境保护部等五部委联合印发

《关于进一步做好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厂规划选址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明确了“十三五”至“十五

五”期间我国垃圾焚烧发电工程规划

选址工作的重要意义、重点任务和保

障措施，为优化产业布局、超前谋划

选址、保障项目顺利实施、促进产业

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导。

“《通知》贯彻落实了党的十九大

报告中关于‘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促

进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发展目标，是

迄今为止我国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规

划选址管理工作中最权威、系统和最

具指导意义的文件”。日前，水电水

利规划设计总院副院长易跃春在对

《通知》进行解读时表示，《通知》提出

科学编制垃圾焚烧发电中长期专项

规划，以项目入库管理为手段，以国

家可再生能源补贴资金支持等政策

措施为抓手，统筹做好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规划工作，推动项目顺利实施，

切实保障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科学编制中长期专项规划

新世纪以来，我国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取得了较快发展，目前装机容

量、发电量和垃圾处理量均居世界第

一，但同时产业在规划选址、运行监

测、污染物排放、市场秩序等方面依

然存在一定制约因素，亟待解决。

《通知》提出，由国家发改委、国

家能源局指导地方编制垃圾焚烧发

电中长期规划（2018-2030年），各

省（区、市）发改委（能源局）会同相关

部门应于2018年底前编制完成本省

中长期专项规划。各省（区、市）已编

制的垃圾焚烧发电5年规划应与专

项规划做好衔接。

易跃春向记者表示，2017年 7

月，国家能源局组织地方编制了垃圾

焚烧发电五年规划，并印发了《关于

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实施

的指导意见》（国能发新能〔2017〕31

号），提出了垃圾焚烧发电“十三五”

规划布局，明确在30个省（区、市）及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布局529个垃圾

焚烧发电项目，装机容量1022万千

瓦，这是国家行业主管部门首次组织

编制垃圾焚烧发电专项规划。但由

于缺乏指导和经验，很多地方按照层

层上报方式来汇总形成专项规划，缺

乏严格的资源分析和建设条件论证，

科学性、严谨性不足，项目布局变更

时有发生，部分项目落地较难，成为

僵尸项目。

目前，国家行业主管部门尚未出

台正式的垃圾焚烧发电规划编制指

导文件，易跃春建议，国家发改委、国

家能源局应尽快组织相关研究机构

和行业组织编制垃圾焚烧发电规划

大纲，提出规划管理机制和办法，以

指导地方科学合理编制专项规划。

切实保障规划的可实施性

《通知》要求，拟于2020年前计

划开工建设项目，须于2018年明确

建设规模、建设地点（应明确四至边

界）、建成时间、处理能力等，原则上

不应再调整变更项目选址；拟于

2021年~2030年间计划开工建设项

目，明确建设规模、建设地点（应明确

到具体市县）等内容。同时《通知》从

享受电价附加补贴、中央预算内资

金、选址审查、用地计划和环评服务

等方面，对规划提出了约束条件，只

有列入专项规划的项目，才能享受上

述政策的优先支持，保障规划的可实

施性，有利于推动项目的落地。

针对专项规划的不同特点，易跃春

分析认为，专项规划从 2018 年～

2030年，周期长；2020年前拟开工

建设的项目要落实到点，2030年前

的项目要落实到项目布局，内容深度

要求高，专业性强；未纳入规划的项

目，则无法享受国家政策支持，约束

性强。

对于规划编制工作的可实施性，

他提出了如下建议：各省（区、市）发

改委（能源局）在牵头组织编制规划

时，择优选择第三方专业咨询机构做

好专项规划编制、规划评审等工作，

以保证规划编制的科学性、合理性和

独立性；规划编制单位应根据国家相

关规划指导文件，综合考虑人口、城

镇化率等因素，统筹全省垃圾资源分

布和发展趋势，科学、合理、独立编制

好专项规划，特别是项目的布局、规

模和建设时序等；规划评审单位对专

项规划应进行公平公开公正评审，重

点评审规划的可行性、科学性和合理

性，提出评审结论，作为完善规划编

制工作的依据。

严格项目管理和监督机制

《通知》要求，列入专项规划的项

目，应同步纳入国家发改委重大建设

项目库和国家能源局可再生能源项

目信息管理系统规划库。国家行业

主管部门加强行业管理信息化建设，

以规划项目库为抓手，加强规划监

管，作为后期项目享受中央预算内投

资、国家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贴资

金等政策支持的重要依据。

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家可再生

能源项目信息管理系统和电价附加

补贴资金审核由国家可再生能源信

息管理中心负责日常管理和维护，统

筹做好规划项目和补贴资金审核工

作。对此，易跃春表示，国家行业主

管部门应对填报信息管理系统规划

库提出相关要求，各省（区、市）发改

委（能源局）负责牵头组织和具体落

实，纳入管理系统的信息主要包括项

目建设规模、建设地点、预计建成时

间、处理能力、主要技术方案、规划选

址情况、选址信息公开情况等。按照

项目不同推进阶段及时更新入库信

息，入库后相关信息不得随意更改。

《通知》指出，由省级发改（能源）

部门会同相关部门每年对专项规划

的落实情况进行评估考核，并根据考

核结果对相关规划项目及时进行调

整，形成规划滚动调整机制和信息公

开机制。

易跃春表示，根据项目推进情

况，应建立滚动调整机制，未完成选

址或无法继续实施的项目，应及时调

整出专项规划，将已完成选址的新布

局项目，列入专项规划，及时更新规

划项目库。建议建立规划信息公开

机制，定期向社会公布规划监测报

告，接受社会各界监督。与此同时，

建议建立规划项目信息共享机制，建

立运行监测平台，形成规划、建设、运

行、退出全过程监测平台，为加强垃

圾焚烧发电过程监管提供必要支撑。

本报讯 日前，笔者从“中国城

镇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创新发展高峰

论坛”获悉，到2017年年底，我国垃

圾发电装机容量将达到680万千瓦，

年发电量超过350亿千瓦时，年垃圾

处理量超过1.05亿吨，占全国城镇垃

圾清运量的比重超过35%。经过近

20年发展，我国垃圾发电装机容量、

发电量和垃圾处理量均居世界第一。

论坛期间，由中国生物质能源产

业联盟牵头组织，水电水利规划设计

总院负责主编，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

中节能咨询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同参与

编写的国内第一部关于垃圾焚烧发

电产业发展报告——《中国城镇生活

垃圾焚烧发电产业发展报告(2017)》

(以下简称《报告》)正式对外发布。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以及人口聚

集进程加快、居民消费水平提高，我

国生活垃圾产生量逐步增长。《报告》

显示，2016年，我国城市和县城生活

垃圾清运量达2.7亿吨，比2015年增

加5%。面对城市生活垃圾对社会生

活、环境带来的困扰，全球各国都在积

极探索先进的处理技术。在我国，垃

圾焚烧发电因占地面积小、处理量大、

减量化程度高而被重点推广应用。

《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年底，

全国投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273个，分布在除青海、西藏、新疆以

外的28个省(区、市)的23个省会城

市、113个地级城市、74个县城，并网

装机容量543万千瓦，年发电量约

298亿千瓦时，年垃圾处理量超过

8000万吨，占全国城镇(县城及以上，

不含农村)生活垃圾清运量的比重超

过30%。

“截至去年6月份，我国共有28

个省(区、市)投产了垃圾发电项目

296个，装机容量625万千瓦，约占

全国生物质发电总装机容量的

47%。”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中

心主任郭雁珩介绍，“与欧美发达国

家垃圾焚烧热电联产不同，我国垃圾

焚烧厂往往远离城区和热用户，因此

主要以纯发电为主。”

据了解，作为世界主流的垃圾处

理方式，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发电是城

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以及

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配套设施。

2016年以来，国家研究出台了一系

列政策措施，推进垃圾焚烧发电可持

续健康发展。而2017年是垃圾焚烧

发电产业变革的关键年，国家发改委

印发了《“十三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

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国家能

源局、环保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也

相继出台了相关文件支持垃圾焚烧

产业发展，政策体系逐渐趋于完善。

“目前，国家相关部门正在编制

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中长期发展

规划。”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新能

源部主任谢宏文说，“按照《可再生能

源发展‘十三五’规划实施指导意见》

初步布局，全国各省市生物质发电布

局方案中涉及垃圾发电布局项目

529个，规模总量达1022万千瓦，未

来5年东部与中部地区规划装机规

模区域平衡，均在395万千瓦左右，

而西部地区加快布局，规模达229万

千瓦。”

谢宏文介绍，根据我国各省人口

数量、城市化进程及生态文明建设目

标，预计到2025年，全国垃圾年清运

量约4.4亿吨，垃圾焚烧发电年处理

垃圾约2.6亿吨，占垃圾清运总量比

例将超过60%，垃圾焚烧发电装机容

量约1500万千瓦。

谢宏文说：“这一时期，垃圾焚烧

发电产业布局将出现很大程度的发

展，东部地区装机容量预计达到690

万千瓦，中部地区为500万千瓦，西

部地区达到310万千瓦；各省布局方

面，广东、江苏、山东、浙江、安徽装机

量位居全国前五位。”

谢宏文预计，到2035年，全国垃

圾年清运量约5.5亿吨，垃圾焚烧发

电占垃圾清运总量比例将达到75%，

垃圾焚烧发电年处理垃圾约4.1亿

吨，垃圾焚烧发电装机容量将达到

2200万千瓦，年发电量将达到1300

亿千瓦时，形成6000亿规模的现代

化产业，年收入约1000亿元，垃圾问

题有望得到彻底解决。（苏 雯）

加强规划管理 有效促进项目落地实施

我国垃圾发电装机和发电量均居世界第一

垃圾焚烧发电是

城镇生活垃圾无害

化、减量化、资源化利

用的重要方式，是城

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基础设施。图为光大

国际—苏州垃圾发电

项目。（资料图片）

（光大国际供图）

《关于进一步做好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规划选址工作的通知》近日印发，
专家表示，未完成选址或无法继续实施的项目，应及时调整出专项规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