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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滨海新区供热专项规划（2021-2035 年）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供热是重要的民生保障工程，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为全面贯彻党

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对供暖

保供工作的部署安排，进一步优化供热结构，加快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确

保能源稳定供应，保障居民用能安全，全面建设美丽“滨城”，制定本规

划。

第一条 规划范围

本次规划范围为天津市滨海新区行政辖区范围，同时，与滨海新区行

政辖区邻近的经开区西区、高新区渤龙湖科技园、保税区空港片区等区域

在规划中予以统筹考虑。

第二条 规划期限

本次规划期限与《天津市滨海新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保持一致。规划基准年为 2020年，规划期限为 2021年~2035年，其中近期

规划至 2025年，远期规划至 20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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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规划对象及内容

规划对象为城镇地区居住建筑和公共建筑的供暖用热，农村地区提出

供热规划模式。

规划以滨海新区现状供热实施情况为基础，结合供热发展趋势，提出

规划目标和原则，划分供热分区，预测供热负荷，确定热源结构，对重大

供热设施，包括调峰供热站、热电联产及重要的供热管线等进行落位，提

出近期建设重点项目，切实合理地提出实施保障措施。

第四条 规划依据

1．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

（5）《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6）《天津市碳达峰碳中和促进条例》

（7）《天津市供热用热条例》

（8）《天津市节约能源条例》

（9）《天津市矿产资源管理条例》

2．政策性文件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

中和工作的意见》

（2）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城乡建设绿色发展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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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务院关于印发 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的通知》（国发〔2021〕

23号）

（4）《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城乡建设领域碳达峰实

施方案的通知》（建标〔2022〕53号）

（5）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委《关于促进地热能开发利用的若干意见》（国

能发新能规〔2021〕43号）

（6）《国家能源局关于因地制宜做好可再生能源供暖工作的通知》（国能

发新能〔2021〕3号）

（7）《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发

〔2021〕33号）

3．相关规划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

远景目标纲要》

（2）《“十四五”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发展规划》

（3）《“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

（4）《天津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5）《天津市滨海新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6）《天津市供热专项规划（2021—2035年）》

（7）《天津市环卫设施布局规划（2022—2035年）》

（8）《滨海新区排水专项规划（2020-2035 年）》

（9）《天津市矿产资源规划（2021—2025年）》

（10）《天津市能源发展“十四五”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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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天津市可再生能源发展“十四五”规划》

（12）《天津市电力发展“十四五”规划》

（13）《天津市城市管理精细化“十四五”规划》

（14）《天津市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4．相关标准规范

（1）《城市供热规划规范》（GB/T 51074—2015）

（2）《供热工程项目规范》（GB 55010—2021）

（3）《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 55015—2021）

（4）《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 50189—2015）

（5）《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 50736—2012）

（6）《城镇供热管网设计标准》（CJJ/T 34—2022）

（7）《严寒和寒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 26—2018）

（8）《控制性详细规划技术规程》（DB12/T 1116—2021）

（9）《锅炉房设计标准》（GB50041-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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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现状及存在问题

第五条 现状情况

滨海新区现状总集中供热面积约为 12984万平方米。

1. 现状热源结构类型

按供热热源结构分类：热电联产供热 9308.02 万平方米，占比

71.69%；燃气供热 3281.4万平方米，占比 25.27%；地热能供热 393.3

万平方米，占比 3.03%；其他热源供热 1.28万平方米，占比 0.01%。

2. 现状建筑节能类型

按建筑节能类型分类：非节能住宅面积 1404 万平方米，占比

10.81%；一步节能住宅面积 1026.8万平方米，占比 7.91%；二步节能

住宅面积 1282.8 万平方米，占比 9.88%；三步及以上节能住宅面积

5031.4万平方米，占比 38.75%。非节能公建面积 1862.8万平方米，

占比 14.35%；节能公建面积 2376.2万平方米，占比 18.3%。

3. 现状供热企业

新区现状供热企业共计 38家，其中 5大开发区 12家供热企业由

开发区行业主管部门管理，街镇 14家供热企业由属地街镇进行管理，

其余供热企业由区行业主管部门进行管理。

4. 现状热电厂

新区现状共有热电厂 10座。其中北疆热电厂、北塘热电厂、南

疆热电厂、临港热电厂、大港热电厂为新区主要热电联产热源，总供

热能力为 8320万平方米，现状供热面积为 7685万平方米。国华热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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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和热源五厂为经开区东区热电联产热源，现状供热面积为 1470万

平方米。保税天保热电厂为保税空港片区热电联产热源，现状供热面

积为 782.1万平方米。保税海港热电厂为保税海港片区热电联产热源，

现状供热面积为 29.72万平方米。南港热电厂主要为南港工业区工业

用汽热源。

5. 现状燃气供热站

新区现状共有主要燃气供热站28座，现状燃气供热面积为3281.4

万平方米。

6. 现状地热热源

新区现状共有地热井 58座，地热能供热面积 393.3万平方米。

7. 现状供热管线

新区现状供热管网总长度约 7743 公里，其中一次网总长度约

2164公里 ，二次网总长度约 5579 公里。

8. 现状供热能耗

新区现状一个采暖期燃气供热总耗气量约 29208 万立方米，燃

气单位面积平均消耗量指标为 8.9立方米/平方米。

第六条 存在问题

1. 热电厂供热能力急需提高

目前，新区热电厂供热能力趋于饱和，五大热电厂现状供热能力

约为 8320万平方米，现状供热规模约为 7673万平方米，总体供热负

荷率超过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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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新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到 2035年，新区总人口将达到 360

万人，总建筑规模将达到 24270万平米（新区行政辖区内总建筑规模），

热电厂供热缺口较大，应逐步提高新区热电厂供热能力，以达到远期

供需平衡。

2. 供热“一张网”建设不足，供热系统缺乏韧性

新区热电厂“一张网”供热系统尚未形成，热电厂之间未完全做到

互联互通，互为补充，调峰系统建设相对缓慢，区域热源以单网运行

为主，多热源联网运行不足。因此，“一张网”供热系统应加快建设，

以提高新区供热整体可靠性、安全性及经济性。

3. 可再生及清洁能源供热比例不高，能源结构有待调整

目前，新区供热能源以热电厂燃煤、燃气及供热站燃气为主，传

统能源占比接近 97%，比例过高，不满足“双碳”要求，且易受能源价

格波动等因素影响。为落实国家及天津市相关文件及规划的要求，新

区应大力发展包括地热能、生物质能、太阳能、电能、各类热泵及工

业余热等多种多样的非常规供热形式。

4. 供热企业相对较多，供热区域分散

新区供热企业区域分散，行业集约化程度不高，不能完全实现规

模化经济效应及管理优势。鼓励企业之间通过合并、参股、区域互换

等多种形式，整合优化新区供热资源，统筹考虑，提升供热综合保障

能力和运营管理水平。

5. 供热老旧管网影响供热安全

老旧管网故障冬季频发，管网热损失率较高，供热保障能力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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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居民正常用热。且有老旧管网沿路架空敷设，不利于城市景观，

也存在安全交通隐患。

6. 供热智慧化程度需要提高

供热企业建设的信息化系统软硬件设施参差不齐，智慧供热系统

建设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规范，存在局部供热温度偏高或供热不足

的现象，供热系统的智能化水平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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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规划目标及原则

第七条 规划目标

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污染物排放，助力建设绿色宜居、生态环保、

低碳节能、智慧高效城市，促进社会经济健康快速发展。

满足滨海新区供热需求，优化能源结构，优先使用可再生能源，

减少城市环境污染，为滨海新区提供良好的基础环境。结合滨海新区

的实际情况，运用节能环保、绿色建筑等领域的先进技术，以滨海新

区供热“3+2+N”一张网为建设目标，形成以燃气及热电联产供热为主，

地热等其他清洁能源为辅的集中供热模式，构建安全、多元、高效、

环保的城市供热系统。

第八条 规划原则

1. 坚持供热安全底线

坚持供热安全是保障民生、维护社会稳定重要保障的原则，规划

以满足供热需求为基本出发点，确保热源的稳定性和供热系统的可靠

性，促进供热行业的健康、稳定发展。

2. 统筹近期远期发展

正确处理近期建设和远期发展关系，近期建设目标要符合需求，

远期发展要有一定前瞻性，有序推进，确保规划的持续性及可实施性。

3. 推进绿色低碳供热

依据国家清洁取暖工作要求和“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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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热结构，积极推进清洁能源替代行动，提高可再生能源供热比例，

因地制宜发展电供热，实现供热方式的多元化和清洁化。

4. 保障供热智能先进

加强智慧供热建设，实现供热计量和智能管理，提高能源利用效

率，提升智慧供热水平，实现供热系统的智能化、高效化和环保化。

采用新能源、新技术、新材料，打造技术先进，经济合理，运行可靠

的新区供热模式。

5. 促进高效集约发展

整合优化供热资源，整体布局、统筹考虑，提升供热综合保障能

力和运营管理水平，并与其他专项规划相协调，保障供热设施科学合

理的建设空间，提高供热系统的运行效率，实现供热行业的高效集约

发展。

第九条 规划指标体系

表 1 规划指标体系

序

号
指标 现状 2025 年 2035 年

1
建筑物能耗

（瓦/平方

米）

住宅 40.2 28
（新建）

25
（新建）

刚性

传导

指标公建 59.3 45
（新建）

40
（新建）

2 能源结构

热电联产及调

峰供热比例
71% ≥65% ≥65%

弹性/
互补

指标

燃气供热比例 25.8% ≥20% ≥5%

可再生能源及

其他清洁能源

供热比例

3.2% ≥5% ≥20%

燃煤供热比例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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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供热分区及热负荷预测

第十条 供热分区划分

依照本次供热规划的规划范围，根据《天津市滨海新区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2021-2035年）》的发展定位要求及规划区域的地形地貌、

用热特性，大致以永定新河、长深高速以及津晋高速为界，将滨海新

区划分为北区、中区、南区和西区四个供热分区。

表 2 规划供热分区

分区 主要包含区域 主热源

北片区 汉沽城区、杨家泊、生态城等
北疆热电厂、燃气供热站、

能源站等

中片区

塘沽城区、北塘、欣嘉园、胡家园、新城

镇、渤海石油、天津港、高新海洋园区、

东疆港、经开东区、经开商务区、保税临

港、保税海港等

北塘热电厂、南疆热电厂、

临港热电厂、国华和热源

五厂、海港热电厂、燃气

供热站等

南片区
大港城区、大港油田、太平镇、中塘镇、

小王庄镇、中部新城南起步区等

大港热电厂、燃气供热站

等

西片区 经开西区、高新渤龙湖区、保税空港等
天保热电厂、燃气供热站

等

第十一条 规划供热面积

参照《天津市滨海新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天

津市供热专项规划（2021-2035年）》相关要求，结合规划范围内规

划人口指标、建设开发强度等，对近、远期规划供热面积及负荷进行

预测。

表 3 规划供热面积及负荷预测

分区
现状供热面积

（万平方米）

至 2025年供热

面积

（万平方米）

至 2025年供

热负荷

（兆瓦）

至 2035年供热

面积

（万平方米）

至 2035年供

热负荷

（兆瓦）

北片区 2339 3233 1336 5890 2109

中片区 6692 8342 3541 12670 4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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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片区 2438 3234 1355 5400 1985

西片区 1515 1825 781 2560 995

合计 12984 16634 7013 26520 9890

第十二条 规划热指标

表 4 规划采暖热指标（W/m2）

现状（2020 年） 近期（2025 年） 远期（2035 年）

居住 40.2 新建：28 新建：25

公建 59.3 规划：45 规划：40

综合热指标 44.5
新建：34.5 新建：29.1

规划：42.8 规划：38.4

第十三条 规划热负荷

规划采暖热负荷远期为 9890兆瓦，近期为 7013兆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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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供热规划

第十四条 供热利用模式

有条件区域宜并入“3+2+N”供热一张网供热系统，构建以新区五

大热电厂为主要热源，以多个燃气调峰供热站为调峰热源，以工业余

热、地热能、太阳能等多种清洁能源及可再生能源为补充的供热模式。

供热一张网难以覆盖区域，主要采用以下供热模式：

城镇区域采用燃气、地热能、太阳能、电力等清洁能源供热，建

议加大对于地热能的开发利用，鼓励运用先进供热技术，多热源间互

相耦合，提高供热保障率，降低供热成本。

农村区域采用分散式供热，倡导采用燃气、电力作为能源的供热

形式，如分户式燃气采暖炉、空气源热泵空调等形式，鼓励推进农村

光伏、生物质能等清洁能源建设。

产业园区采用燃气、电力等清洁能源供热，鼓励利用工业余热、

燃气冷热电三联供系统，与地热能、太阳能等多种能源耦合互补，根

据区域内实际需求设置供热设施。

第十五条 热源规划

1. 热电联产

热电厂供热管网覆盖范围内，原则上优先使用热电联产，适当设

置调峰供热站，提高热电联产供热的经济性与可靠性。

规划保留北疆热电厂、大港热电厂、国华及热源五厂、临港热电

厂、北塘热电厂、南疆热电厂、天保热电厂、保税海港热电厂及南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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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电厂。针对热电联产供热，支持通过老旧机组等容量替代以及采取

其他技术措施，挖掘供热潜力，提高供热能力。同时积极争取国家政

策，保留燃煤机组作为备用机组，进一步扩大热电联产应急供热能力。

支持热电厂在不影响民用供热需求的情况下，积极开拓供热市场，提

升热电厂供热范围，比如开展跨区域蒸汽外输等项目。

2. 燃气供热

新区热电联产一张网覆盖范围内，设置燃气调峰供热站，完善一

张网供热系统。由于各类原因无法与一张网衔接的区域，根据需要设

置分布式燃气供热站作为供热热源。对于低密度居住类项目(别墅、

洋房等)，可采取燃气直接入户，分户设置燃气壁挂炉。对于同时具

备冷、热、电需求的大型公建项目，可采用燃气冷热电三联供。

鼓励分布式燃气供热站与其它能源联网应用，配置多热源耦合供

热系统，减少燃气供热比例，提高可再生能源供热应用，同时在条件

具备的情况下，积极并入一张网供热系统。

3. 可再生及其他清洁能源

充分挖掘、开发可再生及其他清洁能源应用于城市供热。

(1) 地热能

新区中深层地热能储量丰富，应在科学高效、严谨稳妥的原则下，

积极推动中深层地热资源的安全生产和分级利用。倡导在公共建筑和

新建住宅中开发利用浅层地热能，通过建立集中式能源站，满足供暖

和制冷的需求。

(2) 热泵类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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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泵类能源包括空气源热泵、水源热泵、污水源热泵、地源热泵

等形式。空气源热泵可同时用于夏季空调供冷，使用便利，但受室外

环境温湿度影响较大，需采取措施保证其供热可靠性；水源热泵利用

受地下水资源的保护要求限制；地源热泵初期投资高、系统较复杂，

需综合考虑地质条件和现场条件等；污水源热泵是以城市污水作为提

取及储存能量的冷热源，主要取自经处理达到排放标准的城市污水。

(3) 生物质能

生物质能供热是利用生物质作为燃料，通过热电联产形式或大型

生物质锅炉进行供热的方式。结合新区情况，鼓励在垃圾焚烧厂内，

结合垃圾处理设施，对可燃性生活垃圾进行焚烧，为周边一定半径内

用户供热。

(4) 工业余热

工业余热利用应着眼于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并兼顾工业生产的持

续性与稳定性。当工业生产活动与供热需求出现不同步现象时，供热

系统需配置相应的蓄热设施或补充热源，以保障供热的连续性和可靠

性。

(5) 电供热

电供热分为直接供热和热泵类间接供热两种形式，一般指电直接

供热方式。电作为高品位能源，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才可直接用

于供热，如在燃料受限、利用可再生能源发电、采用低谷蓄热等情况

下可直接电供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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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热网规划

滨海新区多热源联合供热“3+2+N”一张网互联互通供热系统是

在滨海新区范围内，以新区 3座现状燃煤热电厂、2座现状燃气热电

厂为主热源，以 N 座燃气调峰供热站为调峰热源，以工业余热、地

热能、太阳能等多种清洁能源及可再生能源为补充，在热电联产供热

主干管的基础上，多热源互联互通的供热系统。

随着新区建设发展，为匹配不断增长的供热负荷，提高供热效率，

保证供热可靠性，应在一张网总体规划基础上，不断推进一张网供热

范围内供热热源、供热管线等设施建设，完善一张网供热系统。

对于分布式燃气供热站，经过总体热平衡分析，在技术、经济等

方面合理可行的情况下，鼓励与新区一张网进行并网，继续扩大一张

网供热范围。

第十七条 供热新技术推广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供热领域也迎来了一系列创新技术的应用，

主要集中在智慧供热、清洁供热和新能源供热等方面。

1. 智慧供热技术

智慧供热是指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和自动化技术，实

现供热系统的智能化管理和监控，以达到高效、节能、环保和安全的

目标。

2. 新能源供热技术

新能源包括太阳能、空气能、生物质能、地热能等，新能源供热

技术通过整合太阳能、地热能等多种可再生能源，实现多能互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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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供热系统的整体能源利用效率和环境友好性，减少环境污染。

3. 节能改进

供热系统的能效提升与节能措施，主要从系统优化、节能技术和

精细管理等方面改进。

4. 热-电协同与尖峰负荷管理

热电联产系统的优化配置可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利用储热（冷）

技术和需求侧管理，有效应对冬季和夏季的尖峰负荷，保证供热和供

电的可靠性。

第十八条 智慧供热

智慧供热包括智能运行、智能管理和人才培养三部分。智能运行

是智慧供热的核心，涉及到运行监督、运行调节、运行控制和运行评

价四大部分。

与传统供热相比，智慧供热具有显著的优势。传统供热系统往往

能耗高、效率低、污染大，且无法灵活调节，导致能源浪费严重。智

慧供热不仅解决了这些问题，还提升了服务水准和居民的用户体验。

未来，智慧供热需要覆盖“源、网、站、荷、储”各个环节，形成完整

的智慧供热数据信息系统，并通过智能分析、联动调度和优化调控推

动整个行业进入智慧供热时代。

第十九条 供热安全保障措施

供热安全对于保证居民的生活质量至关重要，是维护社会稳定的

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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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全管理体系建设

制定相关的制度和规章，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对供热系统

的管理和维护进行规范。

2. 加强日常安全监管

建立安全检查制度，定期检测及维护供热设施，包括对供热管网、

热源设备、终端用户设备等进行全面的检查，及时发现和处理安全隐

患。

3. 供热设施安全防护

供热系统配备必要的安全防护设备，采取防烫、防爆、防火措施，

降低设备噪声，确保系统的安全运行，防止发生爆炸和火灾事故，降

低噪声对环境和人员的影响。

4. 应急管理措施制定

制定、完善供热保障应急管理制度，成立供热应急指挥机构，结

合新区供热主干管网和供热分区布局情况，规划建设功能完善的应急

维修抢修中心，组织建立应急抢修队伍，做好供热应急设备、应急物

资的储备。建立跨区域应急协调联动机制，实行统一指挥、统一调度，

确保在发生供热事故时能够及时有效地进行抢修和救援。定期对供热

系统管理人员和运行人员进行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提高其应对突发

事件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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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近期重点建设项目

1. 推动热电厂升级改造工作，提高热电厂供热规模及保障能力，

近期包括大港热电厂等容替代改造工程、北塘热电厂余热挖潜工程等。

2. 加快滨海新区“3+2+N”一张网供热系统及区域供热管网系统

建设工作，提高管网供热可靠性及调节灵活性，近期主要包括滨海新

区供热“一张网”热源和干网互联互通项目、中新天津生态城临海新城

南部片区供热配套项目、经开西区热源一、二厂联网主线改造等。

3. 持续开展老旧管网及供热设施改造工程，根据供热管道、供

热设施的使用年限、腐蚀程度、损坏低效等情况，有计划、有步骤地

实施旧管网、旧楼区居民户内管道及旧供热设施改造工程。近期主要

包括临海新城供热一次网管道更新改造、滨海新区庭院及楼内公共供

热管道老化更新改造项目、中新天津生态城合作区市政热力管网安全

保障能力提升工程等。

4. 推进供热场站、管网智能化改造，鼓励企业引入大数据、物

联网、人工智能、5G 等先进科学技术，提升企业供热系统及智能管

理水平。近期包括临海新城供热一次网、二次网仪器仪表及相关设备

智能化更新改造等。

5. 支持企业开展保障供热安全相关改造及提升，提高供热系统

运行可靠性。为进一步加强滨城核心区及南北两翼副城区的供热安全

保障和应急管理能力，结合供热分区划分情况，加快推动建设核心区

南北两端的两座应急维修抢修中心项目。

6. 积极引进先进供热技术，对供热站供热模式进行改造及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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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供热系统效率，减少能源消耗，降低供热成本，包括引进热泵供

热技术、多能源耦合供热技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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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供热规划实施保障

供热规划的实施保障是一个多方面、系统性强的工作，它不仅涉

及到能源安全和供热安全，同时也关乎环保、节能减碳及社会经济发

展等多个层面，是确保城市供热系统高效、安全、稳定运行的关键。

1. 政策制定与法规完善

制定和完善供热相关的政策法规，明确政策导向和发展方向，严

格按照相关要求开展供热专项规划的实施工作，确保合法合规。

2. 资金与补贴政策保障

确保供热专项规划所需的资金投入到位，为规划的实施提供有力

的资金保障。

3. 监管和管理体系完善

建立健全供热监管体系，加强对供热单位的监管力度，确保按照

规划要求进行建设和管理。

4. 公众参与和社会宣传的加强

提升公众意识，加强供热知识的普及和宣传工作，提高公众对供

热重要性的认识和支持度，提高公众对于节能减排和可持续发展的了

解。

5. 基础设施建设与改造

加大供热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提升热源保障能力。对老旧供热

管网进行整治改造，消除安全隐患，提高供热质量。

6. 技术应用与创新

鼓励和扶持供热技术研究，推广先进的供热节能环保技术。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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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如信息化管理系统、智能监控等，提高供热管理

的效率和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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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其他

本规划经批准后，必须严格执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擅自调

整规划内容。国家和本市相关法律、法规调整涉及规划内容的，规划

随之相应调整。项目实施涉及规划管线和场站设施是否调整问题由行

业主管部门提出明确意见，确需调整的，经相关部门审核同意后，报

请原审批部门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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