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北省承德市是国家12个城镇

供热体制改革试点城市、首批供热

计量改革示范城市和住建部新型城

市基础设施建设供热智能化试点城

市。2013年在住建部组织的北方采

暖地区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27个地级和副省级城市、12个县级

城市的供热计量改革专项监督检查

中，承德市的检查得分位列第一。



“户

端能源站” 2015

“户端智能温控供热计量系统”

326

10%



户端智能温控供热计量系统

是由热量表、电动执行器、

室内温控面板及数据通讯模

块组成。温控面板内置温度

传感器，感受设备所处位置

的空气温度，与用户设定的

温度进行比较，自动输出控

制信号，控制电动执行器工

作，达到调节房间温度的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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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德市发改委《关于制定市区供热3：7比例两部制

热价价格标准的通知》（承发改价格[2019]368号）

实供面积2896万㎡

供热计量收费面积
1642万㎡

56.7% 基础热价
7.2元/㎡

计量热价
0.188元/kwh

30%

70%





在多年的供热计量收费改革中，面对出现的新

问题、新矛盾，承德市政府和各职能部门全力支持

，积极作为，供热企业开拓进取，勇于创新，通过

建立制度、机制和技术创新，实现了“政府支持、

企业主导、用户参与、多方共赢”的改革成效。



解决供热计量认知问题
加强供热计量收费政策宣传

4

解决计量产品质量问题
做好供热计量产品准入和使用管理

解决热量传导损失问题
根据不同情形设立相应的收费政策

5解决供热企业积极性问题
制定供热计量合理价格

1

主要
做法

2解决供热计量体制机制问题
出台供热计量管理系列政策

3

解决收费依据客观性问题
采用户用热计量表法收取热费

解决供热能耗管理问题
推进源网站户智慧供热精准调节

9

解决供热计量延伸服务问题
实施“弹性供热”便民服务机制

解决供热计量群众支持性问题
制定渐进性的改革收费政策

1
0

6

7

解决自觉节能意识问题
推广供热计量户端自主控制模式

8



统 一 对 供 热 计 量 的 认 识

实施供热计量是法律、法规赋予公民、社会组织的权利和义务

《节约能源法》《民用建筑节能条例》等相关文件

实施供热计量是落实国务院确定的节能减排任务的重要措施
国务院《关于加强节能工作的决定》、国务院《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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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完善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体制机制和政策措施的意见》

实施供热计量是供热企业提高自身运行管理水平的促进剂

智慧供热、能耗管理、技术提升、管理提升

实施供热计量是解决供需矛盾、提升服务品质的重要手段
化解矛盾、用户导向、服务品质提升

提出“像水、电一样节约用热，倡导低碳生活”的

公益宣传，获得自主用热、节能减费的经济实效，

使热计量收费理念深入人心、落地生根。

节省热费

个性化需求

参与体验

延伸服务

弹性供热

远程调控

室内温控

分户计量

理念

升级



多年来，承德市政府和发改、住

建、城管和市场监督等部门，深刻领
会国家供热计量改革政策精神，积极
申报国家供热计量改革示范城市，及
时出台了一系列文件，成立了以市长
为组长的供热计量及既有居住建筑节
能改造领导小组，强力推动全市供热
计量及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工作。
市发改部门密切跟踪供热计量改革进
程和成效，及时调整和制定供热计量
收费政策，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和全
力支持，是承德市供热计量改革取得
成功的重要保障。

建 立 供 热 计 量 工 作 机 制





改革之初，为提高人民群众对供热计量的接受度，引导热用户参与

到供热计量工作中来，承德先采用的是热耗计价“多退少不补”的让利政策

，消除群众的后顾之忧，在人民群众享受到改革成果，拥有较大的群众基

础之后，于2007年过渡到“多退少补”的规范政策，且制定了超耗最高收费

上限；实施区域递进政策，供热计量收费首先在具备保暖建筑的楼房实施

，没有改造的老旧小区热耗大，计量收费会加重用户负担难以执行，待改

造具备条件后逐步实施。

制 定 渐 进 式 改 革 策 略



多年来，坚持“以用户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积极倡导“被动服务”

向“主动服务、前置服务、靶向服务”转变，实施客户管理“户端能源

站”的做法，通过引进户端智能温控系统，把用热调节权交给热用户，

使热用户可以按照定时、定温、定流量的选择，通过手机、电脑远程遥

控或实地手动调节兼容的用热模式设置，进一步感受到随时便捷操控用

热体验，提高用户节能、节费的主动意识。

强 化 用 户 自 觉 节 能 意 识



智能温控系统由电动执行器、室内温

控面板及数据通讯组成。 温控面板内置温度传

感器，感受设备所处位置的空气温度，与用户

设定的温度进行比较，自动输出控制信号，控

制电动执行器工作，达到调节房间温度的目的。

计量热用户可通过室内控制面板或互联网远程设

置调节自家室温，为用户提供了更方便、更快捷、更

人性化的室温调节手段，在满足用户个性化室温需求

的同时，也实现了供热单位对热用户供热效果及运行

参数的及时掌控，形成按需供热、供需平衡、供热企

业可控、居民用户可调的智能化计量用热新模式。



承德市的供热计量定价，按照合理补偿成本、促进节约用热、坚持

公平负担的原则，尊重客观实际、兼顾社会和供热用热各方权益，运用

大数据回归的实际数据，确定合理的定价标准和结算规则，既能保持适

当的退费受益面，又能合理补偿供热成本，兼顾了政府、企业、热用户

多方权益关系，保障了供热计量收费工作的积极稳妥推进和可持续发展。

制 定 计 量 收 费 合 理 价 格



河北省物价局《关于制定
供热计量价格的指导意见》

冀价管〔2009〕35号

“供热计量价格的制

定和调整，应遵循“合

理补偿成本、促进节约

用热、坚持公平负担”

的原则。既要合理补偿

供热成本，保证热力企

业正常经营 ;又要充分

考虑热用户的承受能力，

鼓励节约用热，体现公

平负担。”



数据直观易查

促进行为节能

数据相对准确

体现计量公正性

易理解

易接收

采 用 户 用 热 量 表 收 取 热 费

VS

热分配计法、流量温度法
户用热量表法，同步远程抄表、远程温控

采 用 计 算 得 出 数 据 ， 分 摊

机制不公开透明，不能体现一

对一的用热计量关系。

通断时间面积法

前 提 是 室 内 采 暖 设 施 设 计

合理，一旦原有采暖系统装修

改动，分摊依据就会难于统一，

对分摊的合理性产生影响。



在供热计量推广过程中，按照国家住建部《民

用建筑供热计量管理办法》、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关于全面推进供热计量改革促进建筑节能工作

的意见》等政策要求，建立了新建建筑供热计量资

金管理专户，政府主管部门、产权单位、供热企业

三方共管，资金由产权单位支付，供热企业负责供

热计量装置的产品选型与购置管理，后期更换维护

费用纳入计量热价准许成本。通过公开招标选用质

量过硬、技术先进、价格合理的热量表，保证了供

热计量产品的质量，为热计量工作有效开展奠定了

基础。同时，供热企业通过建立供热计量远程监管

平台，随时发现和处理供热计量设施故障，保证了

供热设施始终处于完好状态。

强 化 供 热 单 位 主 体 责 任



创 新 方 法 缓 解 热 传 导 影 响



实施供热计量后，能否实现供热能耗的降低是改革的主要争议之一

。对此，承德市实施了供热服务从供给主导向需求主导的转变，承德热

力集团研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启智”智慧供热管理平台，按照“

以需定产、计划管理、对标控制”的原则，由传统换热站管理精准到楼

宇换热站管理，对整个供热系统用户室温监测、系统能耗分析、热计量

设备运行实时监控，对换热站供水温度、管网供水温度、热源总体需求

进行精细调节和智能调度，实现了在保证用户室温基础上的供热能耗持

续下降。

以 能 耗 管 理 推 进 智 慧 供 热



目的

满足个性需求，提升服务品质；

强化商品概念和能源价格意识；

强化节能意识，引导按需用热；

深入推进热计量工作，引导用户主

动热计量。

基本特点

1、供热时间和质量“弹性化”。

2、用热方式“个性化”、

     收费标准“精准化”。

3、核心是“用户自主，按需供热”。

定义

以完备的供热计量系统为支撑，通过

提前或延长供热时间，按照市场化原

则，为热用户提供的供热时间“弹性

化”，用热方式“个性化”，收费标

准“精准化”的供热便民、增值服务

新模式。 弹性

供热

实施手段

确保管网热量充足的前提下，通过提前

或延长供热时间，热计量用户根据自身

用热需求对用热时间和质量自主选择。

实 施 弹 性 供 热 服 务 机 制



此项创新举措被《中国建设报·供热之

声》专刊评选为“影响中国供热二十一件年

度大事之一”，评语指出：“弹性供热制度

是提前和延长供热时间法定制度的拓展和延

伸，也是供热服务的升级与创新，更是加快

供热市场化进程的探索与尝试；弹性供热试

点工作的推出对于促进计量收费改革、智慧

供热、精准供热、精细化管理具有示范带动

作用；弹性供热试点工作的开展对推动我国

供热事业发展和进步，既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又有长远的历史意义。”

弹性供热期间，用户参与率达到60%-70%，相对气温变化的调节情况较为明显。





供 热 计 量
改 革 成 效

企业能效优势显现

群众分享节能收益

社会节能效益明显

通过实施供热收费计量改革，群众分享到了建筑节能和行为节能两方面的经济红利。
1.以2021-2022年取暖季为例，热用户取暖费减少支出5760万元，其中退费97954户，退
费额6490万元，户占比76.41%，补费30243户，补费额730万元，户占比23.59%。
2.自供热计量收费改革以来累计减少3.68亿元，节费户比例达到70%。

以占承德市总供热市场80%比例的热力集团为例，与供热计量改革
前相比，建筑供热能耗的降低使企业在同等热源能力的情况下增
加了近300万平方米的供热负荷，减少热源建设投资约1.5亿元。
在没有政府补贴的情况下，至2021年煤价大幅上涨前，企业资产
增加20倍，累计实现盈利6.52亿元，上交市财政国有资本收益
1.07亿元。由于供热能耗持续下降，2015年热力集团被评为“河
北省节约之星”，连续4年获得供热行业“能效领跑者”荣誉称号
。

2021-2022年取暖期，承德市主城区供热能耗较供热计量
改革实施以前降低38%，同一小区实施热计量前后对比单
位能耗平均降低18%。按照当前市区住宅供热计量收费面
积计算，每年可节约标准煤3万吨，折合经济价值4620万
元，同时年可减少排放二氧化碳约8万吨、二氧化硫305
吨、氮氧化物112吨、颗粒物排放477吨。



供热计量改革前后能耗指标变化





热价调整机制亟待理顺问题

承德以及北方各地区供热价格大多已经超过十多年未进行调整。期

间，受各类政策和市场因素影响，实际成本与当前价格倒挂严重，特别

是燃煤供热企业，资金断裂、亏损经营，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企业再实施

供热计量改革的积极性。当前价格工作的首要问题是理论供热价格形成

机制，制定使供热企业能够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供热价格，建议形成供

热价格的定期校核和动态浮动调整机制，保证供热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供热能耗评价与监管问题

当前，供热行业执行的是企业成本定价，这种机制限制了供热企

业提升系统运行能效的积极性，使得全行业过量供热、超量供热现象

突出。在当前双碳战略背景下，供热企业节能降耗空间巨大，建议结

合各地建筑节能实施进度，将单位供热能耗做为对城市政府和供热企

业评价考核的重要内容，并按照区域平均供热能耗制定调整供热价格。



基础热费比例较低问题

承德市已按照相关政策执行的是3：7比例两部制热价，基础热费

的比例为30%。在由5：5比例变更至3：7比例过程中，出现了用户

实际支出分化矛盾，热费承付金额呈现不合理分布。我们认为，对于

计量热价的管理，要以有利于推进改革，实现相对合理承担为出发点，

建议调整现行强制执行3：7比例的要求，结合行业实际特点，设定

合理的基础热费和计量热费分摊比例。



热计量表周期检定问题

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热量表在使用期间应当向法定计量检定

机构申请周期检定。但鉴于热计量表拆卸工作量大、可操作性差，目

前行业内以分批次、按品牌、按比例进行抽检的做法较为普遍，在一

定程度上具备代表性，但此做法从法律层面缺乏政策支撑。建议相关

部门根据实际制定可操作性强的周期检定办法，或研究线上检测技术。



供热计量推广不均衡问题

目前，承德市市区供热计量改革工作稳步推进且在逐步深化，但

各县（市）仅有平泉市、滦平县、隆化县、丰宁县、围场县实行了供

热计量收费，其他县（市）由于大多为民营供热企业，生产技术水平

较低，供热计量工作推广进度较为缓慢，下一步需要着重加以解决，

实现区域平衡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