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政策背景

自 2014年实施节能减排升级与改造专项行动以来，全省燃煤发电

企业积极响应超低排放要求，有序推进环保设施改造提升。截至 2020

年底，全省在役煤电机组均已全部完成大气污染物超低排放改造，实现

了电力供应有效保障和主要污染物排放大幅削减的预期目标，有力支撑

了“十三五”期间全省环境空气质量改善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随着我省

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装机以及区外来电占比不断增加，煤电机组深

度调峰、启停调峰压力进一步加大，对机组环保设施特别是脱硝设施稳

定运行提出了新的要求。

进入“十四五”期间，我省火电企业启停炉排放问题突出，据统计，

今年，启停最频繁的 1至 4月份，全省机组启停 558次，影响时间超

过 3900小时。启炉阶段氮氧化物排放普遍超标（平均浓度 318毫克/

立方米），是超低标准（50毫克/立方米）6.4倍，是我省电厂平均排

放浓度（30.5毫克/立方米）10.4倍，对周边国控站点乃至城市空气质

量影响显著。因此，深入推进火电等重点行业深度减排是切实降低我省

大气污染物排放强度、实现大气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的重要举措。

二、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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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6月底前，全省单机 10万千瓦及以上煤电机组并网达到深

度调峰负荷（根据机组并网调度协议）或并网 2小时后，机组氮氧化物

排放稳定达标。2025年底前，单机 10万千瓦及以上煤电机组自并网运

行、至解列前，机组全负荷氮氧化物排放稳定达标；其他类型机组达到

机组深度调峰能力相应负荷后，实现氮氧化物稳定达标排放。

三、主要内容

一是明确奖补程序。各设区市生态环境局组织煤电企业申报补助资

金，会同财政部门对企业申报情况进行审核，并将审核结果报送省生态

环境厅、省财政厅。项目单位负责项目具体实施和补助资金申报，并对

项目的真实性、可行性、合规性和完整性负责。省生态环境厅对各市初

审结果进行复核，向省财政厅提出资金拨付建议。省财政厅审核后下达

补助资金。二是明确补助方式。补助资金支持的是上一年度以来完工并

通过验收，或已开工尚未完工，项目尚未开工但能在当年年底前完成建

设的项目。申报补助资金比例原则上为深度脱硝环保设施投资总额的

20%。三是明确资金用途。补助资金的使用范围包括深度脱硝项目环保

设施建设、更新和运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