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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泰安市政府印发《泰安市“十四五”能源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进一步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深入推进
能源生产和消费方式变革，促进全市现代能源经济高质量发展。

根据《规划》发展目标，“十四五”期间，能源消费总量和煤炭消费总量得到有效控制，可再生能源消费水平加速提高，到2025年，全市能源消费
总量保持基本稳定，煤炭消费量下降10%，年生产能力达1000万吨；电力装机总量达1000万千瓦以上，全社会用电量达到270亿千瓦时，全市新能源
产业年营业收入达到170亿元，年均增长15%以上。在能源结构方面，天然气占比提高至9.36%，非化石能源占比提高至15%以上；煤电发电量、可再
生能源发电量、市外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的比重由57∶18∶25优化到48∶26∶26，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重提高到36%以上。

加快推进能源发展实现质量变
革 、 效 率 变 革 、 动 力 变 革 。《规
划》 提出了打造全国重要的盐穴储
气储能基地、采煤沉陷区农光互补
基地、鲁中抽水蓄能基地以及实施
电网绿色智能升级工程、天然气延
伸覆盖工程、清洁能源取暖改造工
程、煤矿智能化提升工程、氢能示
范推进工程等八大能源工程。

其中，打造全国重要的盐穴储
气储能基地。科学、有序、综合开
发大汶口盆地岩盐资源，2025年建
成库容 10 亿立方米的盐穴储气库
群。发挥国内首台 （套） 肥城10兆
瓦压缩空气储能电站的示范带动作
用，推进中储国能 300 兆瓦压缩空

气储能电站扩容继建工程。用15年
时间，建设4000兆瓦的压缩空气储
能电站、20亿立方米库容的盐穴储
气库群，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
供坚实的能源支撑。

打造采煤沉陷区农光互补基
地。把光伏建设作为能源绿色替代
主战场，重点利用新泰、肥城采煤
沉陷区，继续建设 200 万千瓦农光
互补光伏基地，与其他产业有机融
合，向绿色阳光、农产品加工、物
流产业延伸。到2025年，基地新增
装机规模110万千瓦。

实施天然气延伸覆盖工程。到
2025年，有条件的地方实现管道天
然气“村村通”。加快推进城市应急

调峰储罐、LNG 调峰站等建设，重
点推动玻纤 1000 立方米 LNG 储配
站 、 范 镇 360 立 方 米 LNG 储 配
站、范镇西 4000 立方米 LNG 储配
站等储气设施建设工程。稳步发展
分布式天然气能源项目，到 2025
年，建成10个以上天然气分布式能
源站。

实 施 清 洁 能 源 取 暖 改 造 工
程。加快推进供热管网向农村地区
延伸，在管网未及区域优先推广燃
气、电力、地源热泵、污水源热
泵 、 生 物 质 锅 炉 等 区 域 集 中 供
热。到2025年，新增城市县城清洁
取暖面积 908 万平方米，农村地区
完成清洁取暖改造39万户。

实施氢能示范推进工程。实施
氢燃料电池应急备电、移动式加氢
车等项目，推进固态储氢技术产业
化；实施阳极石墨板、超薄金属复
合双极板及高性能燃料电池电堆项
目，推进燃料电池落地转化；实施
恒信高科“氢气岛”、明升达合成气
制氢提纯、瑞星粉煤气化氢气提
纯、泰汶盐化工业副产氢提纯等项
目 ， 推 动 大 规 模 低 成 本 煤 化 制
氢；实施可再生能源电解水制氢光
伏配套储能和液态阳光项目，推
动“风光电+ 氢储能”一体化发
展。探索推进氢能向绿色旅游、绿
色工业园区、分布式储能、应急备
电等更广领域拓展应用。

《泰安市“十四五”能源发展规划》发布

充电桩保有量2025年超4000台
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王玉

探索氢能示范应用，到2025年累计建成加氢站3座

《规 划》在 能 源 结 构 优 化 调
整、能源产业转型升级、能源装备
产业发展、能源应急保障能力、能
源消费利用效能、能源领域安全生
产、现代能源发展新体系等 7 个方
面明确了发展任务。

在加快能源结构优化调整方
面，《规划》指出，利用太阳能、风
能、生物质能、天然气、外电入泰
等方式，加快推进清洁能源发展水
平 ， 严 控 煤 炭 、 煤 电 等 新 增 用
能，实现能源消费增量全部由清洁
能源供给、电力消费增量主要由清
洁电力供给，有效解决能源结构偏

煤问题。到2025年，可再生能源发
电 装 机 规 模 达 到 550 万 千 瓦 以
上（含100万千瓦抽水蓄能）。

《规划》指出，要加快推进互联
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
能源产业深度融合，培育壮大能源
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构建创新驱
动的现代能源科技体系，其中，明
确了探索氢能示范应用和推动储备
能源提升效能。《规划》 指出，培
育“光伏+氢储能”一体化应用模
式。科学布局加氢站，重点推进城
市公交、物流、环卫等专用加氢站
建设，试点推进“油电氢气”合建

站建设。拓展氢能应用场景，积极
创建自具特色的氢能产业园区，搭
建氢能创新平台，引进设立研发机
构和中试基地。到2025年，培育国
内领先的企业2至3家，氢能产业链
年营业收入达到30亿元，累计建成
加氢站 3 座，燃料电池汽车规模达
到 300 余辆，乘用车实现规模化示
范。加强储能体系建设，打造以抽
水蓄能为主，空气储能、化学储
能、制氢储能等为辅的多元储能体
系，支撑构建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
电力系统，保障可再生能源高效消
纳，到 2025 年，新增储能容量 50

万千瓦以上。
坚 持 产 业 融 合, 《规 划》 指

出，加快能源装备产业发展，建立
能源产业“链长制”，实现资源开发
和产业融合发展，做到规划、资
源、项目、要素四个统筹，做强延
伸“新能源产业链”，支撑建设“资
源开发三大基地”，着力打造泰安高
新区矿山装备产业园、泰安高新
区“双碳”小微企业创业园、新泰
光伏装备制造产业园、新泰液态阳
光产业园、肥城光储装备产业园
等“产业集聚五大园区”，实现能源
装备产业转型升级。

推广电动汽车3万辆，充电桩保有量将达到4100台左右

能 源 保 供 事 关 群 众 切 身 利
益。《规划》 明确，要坚持多元供
给，提升能源应急保障能力。《规
划》 指出，稳定煤炭供应保障，强
化区域协同发展，到2025年，市内
地方煤矿企业在省外的权属煤矿煤
炭产量达到 300 万吨以上。加强油
气供应保障，完成中俄东线泰安
段、山东天然气环网泰安段工程建
设，构建鲁中输气枢纽，不断满足
沿海 LNG 输送需要。实施泰青威
线、聊泰线及主要城燃管线安全提
升改造工程。到2025年，长输油气
管道达到 668 千米以上。加快储备
能力建设，建设大汶口盆地盐穴储

气库工程。打造山东省内陆LNG储
备基地，加快实施范镇60万吨LNG
国产化扩容及储气、泰山燃气集团
储气调峰、新泰市 LNG 等重点项
目。强化电力供应保障，完善电力
输送网络，推进实施泰山、岱宗站
主变扩建工程，新增变电容量 175
万千伏安。强化热力供应保障，加
快建设华电莱城电厂至泰安市区供
热管线，国家能源石横电厂至肥城
市区、东平城区供热管线等跨区供
热工程。

提高能源消费利用效能，《规
划》 明确，要推动多领域节能增
效。其中，推广绿色建材和装配式

建筑，加快推进智能建造与建筑工
业化协调发展。在有条件的办公建
筑和居民小区试点开展多能互补智
能微网工程。积极推广节能和新能
源汽车，提升电动车用电效率，完
成氢能源汽车推广任务。到 2025
年，推广电动汽车 3 万辆，其中公
交、物流、环卫等车型1.4万辆。推
进公共机构节能，支持具备条件的
政府机构、事业单位率先利用建筑
屋顶建设分布式光伏。到 2025 年,
全市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能耗和
人均综合能耗比 2020 年分别下降
5%和6%。

持续推进能源惠民利民工程建

设，实现城乡居民共享能源发展成
果。《规划》指出，要持续提升“简
化获得电力”服务水平，到 2025
年，供电可靠率达到 99.954%，户
均故障停电时间缩短 30%以上。加
快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构建以居民
小区和办公场所充电为主、城市公
共充换电为辅的综合服务体系；重
点推进居民小区充电设施建设，鼓
励采用“统建统营”模式利用小区
公共车位统一规划、建设、运营与维
护充电设施；探索充电服务信息资源
共享，引导支持行业领军企业发展充
电商业服务新模式。到2025年，全市
充电桩保有量达到4100台左右。

有条件的地方2025年实现管道天然气“村村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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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占比提高至9.36%，非化

石能源占比提高至 15%以上；煤电发
电量、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市外电量

占全社会用电量的比重由57∶18∶25
优化到48∶26∶26，可再生能源发电

量占总发电量的比重提高到 36%
以上。

到2025年,全市能源消费
总量保持基本稳定，煤炭消费

量下降 10%，年生产能力达

1000 万吨；电力装机总量达

1000 万千瓦以上，全社会用

电量达到270 亿千瓦时，全市
新能源产业年营业收入达到

170亿元，年均增长15%以上。

能源总量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