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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城市群能源协同发展背景下能源生产结构变化
探究

王　 朝１，２，李伟峰１，∗，韩立建１

１ 城市与区域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北京　 １０００８５

２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１０００４９

摘要：能源作为城市生产与生活中不可替代的资源类型，在城市化发展过程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工业革命时代的结束，信息

时代的开始，标志着以化石燃料为主要原料的发展方式发生转变，能源生产结构随着化石燃料比重下降而优化。 城市群成为当

前城市化的主体形态，其发展战略对区域能源结构具有重要影响。 以京津冀城市群为例，从地级市尺度核算了 ２００１—２０１５ 年

不同城市能源生产结构的特征及其变化，并分析了城市群能源协同发展战略对不同城市能源生产结构的影响。 主要结论包括：
（１）２００１—２０１５ 年京津冀各城市能源生产结构整体上趋于优化，但能源生产化石燃料占主导地位的本质特点没有改变。 例如，

河北的邯郸和邢台市增加了一次电力生产，但原煤生产仍占比 ９０％以上。 （２）研究根据能源生产的主导类型，可将京津冀城市

划分为两类，即原煤主导型与原油主导型城市。 其中，原煤主导型城市能源生产结构的调整明显优于原油主导型城市，例如，北
京、石家庄、张家口与承德等原煤主导型城市的煤炭生产比重显著下降，而天津与沧州市等原油主导型城市的原油生产无明显

下降趋势。 （３）京津冀能源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有助于推进能源生产结构的优化，但对不同城市的影响不同，其中，对北京和

河北承德市能源生产结构优化最显著，２００１—２０１５ 年原煤生产比例下降了近 ４０％，与协同发展战略的“基本无煤矿”目标方向

一致，而对邯郸市、邢台市影响不明显。 京津冀城市群能源生产结构调整仍具有较大潜力，对于原煤生产比例最高的城市（邯

郸和邢台市），需要加快城市的能源生产转型，增加清洁能源产出，改善能源生产单一的结构特点；对于原煤生产产量较高的城

市（唐山市）， 需要根据资源禀赋情况逐步调整原煤产量，进一步集约地区煤矿，同时鼓励发展煤炭洗选业，提高煤炭清洁生产

技术；对于具有“无煤矿化”目标的高煤产城市（承德市和张家口市），需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同时依托京津冀能源协同发展战

略，充分利用自身自然风力优势和区位优势，大力发展新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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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ａｃｋｗａｒ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ｃｌｅａｎｌ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ｅｎｒｉｃｈ
ｔｈ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ｉｔ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ａｗ ｃｏａｌ （Ｔａｎｇｓｈａｎ Ｃｉｔｙ）， ｉｔ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ｗｉｓｅ ｔｏ ａｄｊｕｓｔ
ｔｈｅｉｒ ｒａｗ ｃｏ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ｙ ｔｈｅ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ｅ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 ｔｈｅ ｃｏａｌ ｗａｓｈ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ｃｌｅａｎ ｃｏ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Ｆｏｒ ｈｉｇｈ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ｉｔ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ｇｏａｌ ｏｆ ｎｏ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ｉｎｇ （ Ｃｈｅｎｇｄｅ ａｎｄ Ｚｈａｎｇｊｉａｋｏｕ ），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ａｒｅ ｎｅｅｄｅｄ ｉｎ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ｂａｃｋｗａｒ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ｅｍｐｌｏｙ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ｗｉ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ｎｄｉｎｇ ｎｅｗ ｅｎｅｒｇｙ ｖｉｇｏｒｏｕｓｌ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Ｊｉｎｇ⁃
Ｊｉｎ⁃Ｊｉ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ｎｅｒｇｙ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能源是维持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推进城市发展的基础保障［１］。 随着我国城市化水平的快速提高，
能源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城市化面临的四大挑战（能源问题、固体废弃物处理、城市发展检测系统和信息交流）
之首位［２］，城市化地区的能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能源对城市的限制作用加剧［３］。 一方面，能源总量供不应

求，限制了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大量的化石燃料消费加剧了环境问题，如雾霾污染、城市热岛、
酸雨及土壤重金属污染等，严重限制了城市可持续发展［４］。

针对城市发展与能源的相互胁迫作用，系统、深入地认识城市发展对能源生产与消费结构的影响特征与

机制，有助于缓解或解决城市能源问题。 能源生产作为城市赖以发展的基础，其结构对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至

关重要。 我国能源生产长期以煤炭为主，占比能源总储量的 ７０％以上［５］。 尽管目前我国区域能源生产结构

趋于优化，但从全国尺度上，煤炭占主导地位的特点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生产结构优化需求迫切［６⁃７］。 煤炭为

首的化石燃料由于具有不可再生和高污染排放的特点，其生产所占比重的减少，有助于降低城市对其依赖造

成的能源限制，同时也有助于减少消耗排放造成的环境污染，是缓解能源胁迫作用的重要路径［８⁃１０］。 从世界

范围来看，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已成为发达城市化地区能源发展进程的必然趋势［１１⁃１２］，如荷兰等国家重视并大

力发展风力发电等清洁能源生产［１３］。 为此，我国政府加大对能源生产结构调整并提出相应优化政策，如“十
三五规划”中将能源结构优化放在了重要地位，提倡大力发展新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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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作为我国最重要的城市群之一，也是快速城市化加剧能源胁迫问题的集中区域［１４］，而在城市群协

同发展战略要求下，能源生产结构优化需求同样迫切。 一方面，要想实现城市群的协同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

于不同种类能源供给的支撑作用；另一方面，如果能源的开发利用模式不合理，将对城市群的发展造成限制作

用［１５⁃２０］。 为此，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京津冀三地发改委发布了《京津冀能源协同发展行动计划（２０１７—２０２０ 年）》，提
出了包括强化能源战略协同、设施协同、治理协同、绿色发展协同、管理协同、创新协同、市场协同及政策协同

的“八大协同”战略，其中，针对绿色发展协同发展提出的重要目标为实施清洁能源替代，推进可再生能源发

展。 具体来讲，如 ２０２０ 年北京基本实现平原地区“无煤化”、打造张家口可再生能源示范区等。 为强化能源

协同战略的实施，２０１８ 年河北省印发《河北省煤炭工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控制煤炭生产，淘汰落后产

能，即到 ２０２０ 年全省煤炭产量控制在 ５０００ 万吨左右，同时推动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及保定市加快成为“基本

无煤矿市”。 在能源储量固定的条件下，城市可根据自身的开发利用技术水平、发展目标需求，适度调整能源

生产。 基于京津冀能源协同发展战略目标，从城市群一体化角度出发协同城市群规划能源生产布局，将有利

于城市群可持续发展。
目前，关于省及直辖市尺度展开的能源问题的研究较多，主要针对能源结构变化分析、能源结构的影响因

素、能源结构优化及其效应三方面，例如，陈海龙等对新疆能源生产结构演进的分析［２１］，张珺婷等探究上海市

城镇化发展对能源生产结构的影响［２２］，何立华等以山东省为例探究能源结构优化对低碳的贡献潜力［２３］，而
在城市能源禀赋差异条件下，地级市尺度对城市群协同发展分析更具意义，却少有研究展开。 对此，本研究以

京津冀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开展了基于地级市尺度的能源生产结构特征与变化的核算：分析 ２００１—２０１５ 年快

速城市化阶段，京津冀城市群能源生产结构的变化特征及规律，并结合城市群能源协同发展战略目标，分析探

讨了京津冀城市群能源生产结构亟待解决的问题及进一步的优化重点。

１　 研究区概况

京津冀城市群包括北京、天津两个直辖市和河北省内 １１ 个地级市，整体位于我国华北地区，属于能源禀

赋较高的区域。 国务院发布的《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年）》中列入的资源型城市（以
本地区矿产、森林等自然资源开采、加工为主导产业的城市类型）中包括京津冀的唐山、张家口、石家庄、邢台

和邯郸 ５ 个地级市。 从城市群区域尺度来看，２００１—２０１５ 年间，能源生产总量呈增长趋势，一次能源种类趋

于丰富，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气及水力、风力、生物质、垃圾发电等一次电力生产。 从地级市尺度来看，城市群

能源储量情况空间分异明显。 其中，煤炭资源主要集中在河北省的开滦、蔚县、宣化下花园、峰峰、井陉与邢台

六大矿区，分布于北部的唐山、张家口和南部的石家庄、邢台和邯郸等 ５ 个城市；油气资源主要分布在东部沿

海，包括大港油田、华北油田和冀东油田，横跨天津、沧州、唐山、秦皇岛市；风力发电站主要分布在北部的张家

口、承德市。

２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２．１　 研究方法

能源生产量根据《中国能源统计年鉴》解释，指一定时期内该地区一次能源生产量的总和，包括原煤、原
油、天然气、水电、核能及其他动力能发电量，不包括低热值燃料生产量、生物质能、太阳能等的利用和由一次

能源加工转换而成的二次能源生产量。
对于河北省地级市能源生产量数据，由于其不可获得性，研究采用估算方法量化能源生产结构。 由各城

市的规模以上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情况，估算各城市的原煤、原油、天然气及一次电力的生产量数据。 其中，一
次电力生产以发电量与火力发电量差值估算。 在生产结构比例的核算上，为统一化能源热值单位，根据《中
国能源统计年鉴》提供的能源热值换算系数，将能源生产实物量转化为标准量（标准煤）。 研究以占比 ５０％以

上的能源类型作为主导类型，表征能源生产结构。 该换算方法数据准确性以河北省省级尺度数据验证且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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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差低于 １％，误差主要由未考虑在本核算范围内的规模以下工业能源生产造成的。
对于未纳入统计的相关数据，一种情况是根据城市当年原煤采掘业产值为零，记煤炭产出为零，如秦皇岛

市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保定市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产量数据。 而对其他非零数据，主要通过以下两种方法推得：一是根

据历年能源生产行业产值与产量的比例关系推算，如石家庄和承德市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原煤生产数据的估算；二
是通过尺度推绎由河北省产量与各地级市总产量的等价关系推算，如沧州市 ２００２—２０１０ 年原油生产数据由

此方法推得。
２．２　 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 ２００１—２０１５ 年为例，研究涉及数据来源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２００２—２０１６）、《河北省经济统

计年鉴》（２００２—２０１６）、河北省各地级市统计年鉴及统计公报（２００２—２０１６）。
３ 研究结果与分析

京津冀城市群能源生产量主要呈缓慢上升趋势（图 １）。 在 ２００１—２０１５ 年间，京津冀城市群原煤、原油两

类化石能源生产占比例最大（图 ２），天然气比重较小，非化石燃料占比最小且均未达到 １５％的低碳城市能源

生产结构标准线［２４］。 根据主要生产能源类型，可将城市群划分为以原煤与原油生产主导的两类城市。 廊坊

和衡水市在研究期内无能源生产而不予以考虑。 因此，原煤生产型城市有 ９ 个：北京、石家庄、唐山、秦皇岛、
邯郸、邢台、保定、张家口和承德市；原油生产型城市有 ２ 个：天津和沧州市。

图 １　 京津冀能源生产量变化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Ｊｉｎｇ⁃Ｊｉｎ⁃Ｊｉ ｒｅｇｉｏｎ

３．１　 京津冀原煤生产型城市生产结构变化及分析

原煤生产型城市平均原煤生产量排序如图 ３ 所示，其中的千万吨级产煤城市包括唐山、邯郸、邢台和张家

口市［２５］。 由于能源生产量变化可引起生产结构波动，按产量顺序对城市原煤生产及其比例分析如下：
原煤生产量上，城市群整体主要呈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主要在 ２０１０ 年前后达到最高产量，后趋于平稳

或下降（图 ４）。 分城市来看，煤炭生产变化趋势主要分为 ３ 类：１．显著减少，比如北京市、秦皇岛市；２．平稳变

化，比如石家庄、邯郸和承德市；３．波动变化，比如唐山、邢台、张家口和保定市。
煤炭生产呈大幅度减少趋势的城市，北京市，其原煤产量居于城市群中间水平，在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 年间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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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京津冀能源生产结构变化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Ｊｉｎｇ⁃Ｊｉｎ⁃

Ｊｉ ｒｅｇｉｏｎ

较高的水平，尤其是在 ２００４ 年达千万吨以上。 ２００６ 年

煤炭产量下降后，又呈追回趋势，直到 ２０１０ 年后表现出

明显的变化，即 ２０１０ 年北京完成关闭小煤矿任务后，原
煤生产规模得到了有效控制，产量显著下降［２６－２７］。 秦

皇岛市则是城市群原煤生产能力最弱的城市之一，年均

产量为 １２．０８ 万 ｔ，低于河北省煤矿保留产能最低要求，
属于加快“基本无煤矿”化转变的城市，其原煤产量在

２００８ 年后显著减少，２００９ 年后无规模以上煤炭生产。
煤炭产量变化较平稳的城市，邯郸市，其原煤生产

能力较强，年均原煤产量超过 ２０００ 万 ｔ，在 ２０１０ 年达到

最高值 ２７８６．５８ 万 ｔ。 其中，在 ２００８ 年，分析由于北京

奥运会期间受到影响，邯郸市原煤生产产量走低。 承德

图 ３　 京津冀原煤生产城市年均原煤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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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和石家庄市能源生产量变化相对更平稳，分别在 ２００４ 年和 ２００９ 年取得最大产量，整体产量偏低并呈稳定

下降趋势，符合城市群淘汰落后产能的需求。
其他城市煤炭产量则呈波动变化，其中，唐山市原煤生产能力最高，产量变化呈先增加后减少趋势，转折

点 ２０１１ 年产量高达 ５１１１．９４ 万 ｔ。 其次，邢台和张家口市原煤产量较高，在 ２００７—２０１３ 年时间段，原煤产量均

在 １１００ 万 ｔ 以上，同样呈先增加后减少趋势，但在 ２０１３ 年后表现出不同走向：邢台市原煤产量保持在较高水

平；张家口市从 ２０１３ 年起，确立发展新能源示范基地，风力发电替代优势凸显，原煤产量显著下降［２８－２９］。 保

定市原煤生产能力较弱，其年均产量不足 ３０ 万吨标煤且生产不稳定，前期产量呈减少趋势，到 ２０１３ 年后又恢

复增长，但仍处于低产水平。
综上，各市原煤生产逐渐得到有效控制，但离减煤目标仍有一定距离。 河北省整体原煤产量到 ２０１５ 年仍

在 ７６００ 万吨以上，距离 ２０２０ 年控煤目标仍有 １６００ 万吨左右差距。 对于具有“基本无煤矿”目标的城市，秦皇

岛和保定市产煤量很低而距离目标最近，北京市和承德市次之且下降显著，张家口市减煤工作距目标差距

最大。
原煤生产比例上，城市群整体主要呈减少趋势，主要在 ２０１０ 年前后变化最显著（图 ５）。 分城市煤炭生产

占比主要表现出的趋势则为：１．持续减少，比如北京市、承德市，石家庄市、张家口市；２．平稳变化，比如邢台、
邯郸市；３．波动变化，比如唐山、秦皇岛和保定市。

煤炭生产占比持续减少的城市，北京市和承德市，整体煤炭生产占比下降近 ４０％，２０１０ 年后下降最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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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２００１—２０１５ 年京津冀原煤生产型城市原煤生产量时空分布

Ｆｉｇ．４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ａｗ ｃｏ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ｃ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Ｊｉｎｇ⁃ｊｉｎ⁃ｊｉ ｉｎ ２００１—２０１５ ｙｅａｒｓ

其次为石家庄市和张家口市，以 ２０１３ 年后下降最显著。 分析原因，承德市和张家口市位于城市群的西北部，
具有自然风力优势，同时，与中心北京市相邻而受辐射影响，有助于加快能源产业转型，张家口市更是依托

２０１９ 年冬季奥运会的举办，新能源发展迅速；北京市作为城市群中心城市，致力于疏解非首都功能，初期原煤

在能源生产中占主要地位，到 ２０１３ 年积极推行煤改气政策，天然气投入生产且产量逐年增加，到 ２０１５ 年占比

能源生产超过 ４０％，年均增长率达 ９．４８％；而石家庄在 ２０１４ 年提出打造城市群副中心的目标，也致力于推进

清洁能源的推广与发展，原煤生产比例年减低 ５％左右，能源生产结构趋于优化。
原煤生产比例呈平稳变化的城市，邢台市和邯郸市，在城市群中原煤生产占比最高，均接近 １００％，能源

生产结构单一。 分析原因，二者位于城市群煤炭储量具优势的南部区域，单一原料生产相关工业行业占比较

大［３０］，原煤产量高且比重过高，在城市群能源生产转型中需要重点关注。
其他原煤型城市原煤生产占比则呈波动变化，包括唐山、秦皇岛和保定市。 其中，唐山市能源禀赋最高，

生产种类最丰富，但其原煤仍占据过高比例，均在 ８５％以上。 在 ２００８ 年，唐山市原煤生产占比 ８５．５７％，煤炭

产量回升至 ２０１１ 年占比高达到 ９２．４８％，此后呈现下降趋势。 分析原因，２００８ 年，唐山市煤炭生产受奥运会影

响而减少，而后逐渐恢复并增长。 直到 ２０１２ 年，“十二五”期间产业政策导向重点推动唐山市从资源型向创

新型城市转型，部分采矿区关闭并实现了绿色转型，如南部的开滦唐山矿采煤沉降地改造成南湖公园，成功举

办了 ２０１６ 年唐山世界园艺博览会。 由此，２０１２ 年后唐山原煤生产占比下降。 对于保定市和秦皇岛市，前者

在 ２００３—２０１０ 年间，原煤生产比例明显下降，后呈波动变化；后者原煤生产占比在 ２００９ 年显著下降。 两城市

能源生产结构主要由于原煤低产而易使结构波动较大［３１］。
综上分析，原煤生产型城市煤炭产量水平不同，受不同的政策等影响驱动，能源生产结构及变化存在差

异。 对于煤炭高禀赋城市，邯郸和邢台市，能源生产结构中煤炭占比过高，结构调整难度也相对较高，发挥作

用的政策导向较少；对于煤炭中等产量水平的城市，张家口和承德市，主要受新能源发展政策驱动，借助良好

的风力发电优势和城市群区位优势，有效改善了能源生产结构，而北京市和石家庄市，受城市群中心功能疏解

政策驱动，煤炭生产减少，新能源生产比例相应提高，从而显著优化能源生产结构；对于煤炭低产城市，保定和

秦皇岛市，年均产量均不足 ３０ 万吨标煤，属于落后产能城市，其能源生产结构不稳定，主要受淘汰落后产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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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影响。 由此分析认为，城市群能源协同发展通过针对性政策驱动路径有助于能源生产结构的优化。

图 ５　 ２００１—２０１５ 年京津冀原煤生产型城市原煤生产占比时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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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京津冀原油生产型城市生产结构变化及分析

城市群中仅天津市和沧州市原油生产在能源生产中占主导，两城市均为城市群东部沿海城市，具有油气

资源优势，年均原油产量分别为 ２２７５．６６ 万 ｔ 和 ２９１．４９ 万 ｔ。 天津市能源生产主要包括原油、天然气，少量一

次电力生产，油气主要来自大港油田［３２］，沧州市油气资源则产自华北油田。

图 ６　 ２００１—２０１５ 年京津冀原油生产型城市原油生产量

　 Ｆｉｇ．６　 Ｃｒｕｄｅ ｏｉ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ｒｕｄｅ ｏｉｌ 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ｃ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Ｊｉｎｇ⁃

ｊｉｎ⁃ｊｉ ｉｎ ２００１—２０１５ ｙｅａｒｓ

原油产量上，天津市整体呈上升趋势，其中，２００９
年前呈逐年上升趋势，到 ２０１０ 年显著上升，后以较平稳

变化趋势保持在 ３０００ 万 ｔ 以上产量（图 ６）。 相比之下，
沧州市原油生产量远低于天津市，产量变化更平稳，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呈缓慢上升趋势，２０１０ 年后趋于平稳而

变化不明显。 由此，城市群原油生产主要呈上升趋势，
油气资源尚处于开发阶段。

原油生产比例上，天津市原油生产占比均在 ９０％
以上，平均占比 ９４．４２％。 总体上，天津市原油产量比例

很高且基本保持稳定，能源生产结构变化不大。 沧州市

原油生产比例则呈平稳增长趋势，从 ７０％左右上升到

９０％以上，由落后于天津市到与天津市持平。 综上，城市群原油生产比例变化相对稳定且无下降趋势，结构优

化不明显，认为相关能源政策影响较小。

４　 结论与讨论

研究根据统计数据核算了京津冀城市群 ２００１—２０１５ 年地级市各类型能源生产数据，根据城市群化石燃

料占主导地位的特点，划分了分别以原煤和原油生产为主的两类不同能源生产结构的城市，同时，结合京津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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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２００１—２０１５ 年京津冀原油生产城市原油产量占比

　 Ｆｉｇ． ７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ｒｕｄｅ ｏｉ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ｒｕｄｅ ｏｉｌ

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ｃ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Ｊｉｎｇ⁃ｊｉｎ⁃ｊｉ ｉｎ ２００１—２０１５ ｙｅａｒｓ

能源协同发展战略目标，分析了能源生产结构特征与变

化趋势。 研究主要得到以下结论：
（１）２００１—２０１５ 年，京津冀城市群整体能源种类趋

于多样化，且不同城市的能源生产结构特征与变化存在

明显差异，因此，要深入认识京津冀能源结构与城市化

的相互作用，需要从地级市或更精细尺度开展能源问题

的深入分析与探讨。
（２）京津冀其所辖 １３ 个城市，依然以原煤或原油

化石燃料生产为主，可以分为原煤和原油型两类城市，
２００１—２０１５ 年，原煤生产主导城市结构优化显著，多数

城市原煤生产占比下降、一次电力生产占比增加；原油

生产主导城市结构变动较少，二者变化趋势不同。
（３）京津冀能源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有助于推进能源生产结构的优化，但对不同城市的影响不同，其中，

对北京和河北承德市能源结构优化最显著，原煤生产比例下降近 ４０％，与其“基本无煤矿”目标方向一致，而
对邯郸市、邢台市影响不明显。 京津冀城市群能源生产结构调整仍具有较大潜力，对于原煤生产比例最高的

城市，邯郸市和邢台市，需要加快能源结构落后的传统资源城市的能源转型，增加清洁能源产出，改善能源生

产单一的结构特点；对于原煤生产产量较高的城市，唐山市，由于短期内原煤生产占主导的现状不会改变，不
能盲目转变能源生产结构，需要根据资源禀赋情况逐步调整原煤产量，进一步集约地区煤矿，鼓励发展煤炭洗

选业，提高煤炭清洁生产技术；对于“无煤矿化”目标的城市（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及保定市），承德市和张家

口市，需要进一步控制煤矿生产，逐步减少产煤量，同时充分利用自身自然风力优势和区位优势，依托京津冀

能源协同发展战略，大力发展新能源，而秦皇岛市和保定市，原煤产量已处于较低水平，需要进一步压缩产煤

量，同时注意推动废弃矿区的合理处置，如发展风电、光伏等新型产业转型，或像唐山等城市在原矿区改建地

质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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