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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 

城市供热管理工作意见的通知 

吉政办发〔２０１２〕５２号 

各市（州）人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各县（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

办、各直属机构：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城市供热管理工作的意见》

已经省政府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８日 

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城市供热管理工作的意见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城市供热是一项重要的公益性事业，是关系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重大民生

工作。为进一步加强全省城市供热管理工作，保障供用热设施安全平稳运行，
确保广大人民群众温暖过冬，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发挥供热专项规划的指导调控作用 

  （一）科学编制供热专项规划。由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会同有关部门，依

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组织编制全省供热专项规划。各市（州）、县

（市）政府要加快编制城市供热专项规划，纳入城市总体规划。未编制城市供

热专项规划的市（州）、县（市），２０１２年年底前必须完成。 

  （二）严格依据规划实施项目建设。供热专项规划依法批准后，任何单位

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确需变更的，必须履行法定程序。要严格依据供热专项
规划建设城市供热设施，凡未列入供热专项规划的供热项目，不予审批建设。 



  二、采取有力措施，规范行业管理 

  （三）规范供用热设施建设管理。各地政府要加强对供用热设施建设的监

管，杜绝用热工程随意并网、供热工程随意建设。未经批准的供用热工程，住

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不得办理施工许可，不予办理竣工验收备案手续，

供热运营单位不予并网供热。对采用电、燃气和污水源热泵、地源热泵、生物
质能及太阳能等新能源供热的建设工程，要纳入管理范围，做到规范、有序发

展。按照热计量的要求，实施热源、管网、换热站热计量改造。提升全省供热

调峰能力，“十二五”期间，按现有热电联产规模建设２０座调峰锅炉房，补

足缺口，新建热电联产项目配套调峰锅炉要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验收。

要实施城市热网联网工程，推进多热源联网供热；在城市集中管网覆盖范围

内，严禁建设分散锅炉。 

  （四）规范城市供热运行管理。 

  １.建设供热信息化监管系统，实时监测供热企业运行情况。地级城市和重

点县（市）在２０１２年９月底前完成供热信息化监管系统建设，并及时投入

运行。 

  ２.建立供热企业服务评价奖惩机制。供热企业应严格按照国家、省有关规

范和标准向用户供热，向社会公开承诺服务标准，开通服务热线并保证２４小

时值守，及时受理群众投诉。各地供热主管部门要建立供热服务质量评价体

系，严格规范供热服务行为。建立奖惩机制，对供热服务质量优秀单位实施奖

励，对服务质量差、群众投诉量多的企业实施处罚。由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会

同有关部门制定考核评价标准和奖惩办法，并组织实施。 

  ３.完善热用户报停管理办法。各地要在充分考虑热传导特点及停热影响评

估基础上，总结工作经验，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制定科学合理的热用户报

停管理办法。 

  （五）规范城市供热市场管理。 

  １.建立和完善经营许可制度。各地要按照法律法规规定，明确供热经营权

取得的条件和程序，供热企业进入供热市场必须获得经营许可，凡是没有取得

经营权的企业，不得从事供热经营活动。推行供热特许经营的城市可由市

（州）、县（市）政府制定供热特许经营管理办法，并依法授予供热企业在一

定区域和一定时限内的特许经营权。 

  ２.严格供热市场准入。要按照法规政策规定，明确供热市场准入标准，规

范市场准入程序，要综合考虑企业供热能力、经营方案、质量和服务承诺、应

急保障能力等各项因素，择优选择供热经营者。 

  ３.严格供热企业考评。各地要对取得经营权的供热企业开展年度考评和等

级评价，建立企业诚信档案，及时向社会公示供热企业诚信等级，对未达到服
务标准的企业，责令整改，整改后仍未达到要求的取消其经营资格。 



  （六）积极推进供热计量改革。 

  １.加快推进供热计量收费工作。各地务必在２０１２年采暖期前按照省物

价局、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质监局《关于印发〈关于实施供热计量价格有

关问题的指导意见〉的通知》（吉省价格联〔２０１０〕１９７号）的原则，

出台供热计量收费办法，所有集中供热并安装热计量装置的新建建筑和实施供
热计量及节能改造的既有居住建筑，实行热计量收费。 

  ２.要进一步加大对新建建筑供热计量装置的安装监管。供热计量工程要与

主体工程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同步交付使用，对没有安装或没有
正确安装供热计量装置和温控装置的建筑工程不予验收备案。 

  ３.落实供热企业供热计量实施主体和收费主体责任。供热企业要严格执行

国家供热计量规定，负责供热计量和温控装置的选型、购置、维护管理以及计

量收费等，其费用纳入房屋建造成本；供热单位应与供热计量及温控装置的生

产销售单位签订合同，明确产品质量、售后服务等内容，新建建筑和已进行节

能改造的既有建筑在供热计量专项验收合格后，由供热单位实行供热计量收

费。 

  三、建立健全城市供热保障机制 

  （七）建立城市供热用煤保障机制。按照 “冬病夏医，冬煤夏储、刚性保

煤”， “应急状态常态化，解决难题长效化”的原则，建立供热煤炭保障机

制，科学配置和管理省内煤炭资源。凡是省内能够用于供热的燃煤，除省统调

外，优先保障省内供热用煤。煤炭企业要认真落实供热用煤计划，做好供热用

煤的生产，确保完成省内供热用煤供应任务。各市（州）、县（市）政府要采

取有力措施，强化煤炭资源管理，确保供热用煤供应。供热企业要积极自筹资

金，满足购煤需要。对供热面积达到一定规模、供热服务质量优秀、自行筹措

购煤资金确有一定困难的供热企业，各市（州）、县（市）政府可采取适当安

排贷款贴息和协调金融机构发放贷款的方式，帮助供热企业筹措购煤资金。采

暖期前，锅炉供热企业储煤不得低于采暖期用煤总量的５０％；热电厂在采暖

期内的供热储煤不得低于１５天的用量。 

  （八）建立城市供热应急保障机制。 

  １.建立供热事故应急处理机制，供热企业要落实供热事故抢修抢险人员、

设备和物资，做到人员队伍、机具设备、技术方案三到位，加强模拟演练，提

高快速反应能力，确保及时有效处理突发事故。 

  ２.建立供热用煤应急保障机制。供热企业要制定燃料供应应急预案，加强

燃料调配和应急储备，确保供热用煤供应。 

  ３.供热企业要制定并完善低温严寒天气情况的应急预案，遇有极端天气出

现，确保及时有效启动，保证正常供热。 



  （九）落实应急抢修时限要求。热源单位、供热单位发生设施事故停止供

热的，应当按照下列时限进行抢修：一般事故，６小时可恢复供热的，抢修时

限为６小时内；较大事故，６小时至２４小时内可恢复供热的，抢修时限为２

４小时内；重大事故，２４小时以上可恢复供热的，抢修时限为４８小时至７

２小时内。 

  （十）建立城市供热利益调节机制。对存在热电联产和锅炉两种热源而实

行同一终端销售热价的城市，当地政府要重点研究建立经营不同热源的热网企

业利益平衡调节机制，既要保持供热价格基本稳定，又要实现各类热源、热网

企业健康发展。 

  （十一）建立信息报送制度。冬季供热期间实行信息半月报告制度，关键

期实行周报，重点城市、重点企业、重要时段日调日报。省工业信息化厅负责

全省热电厂信息报送，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供热运行信息报送。具体报送

内容、程序和办法由省工业信息化厅、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制定。 

  四、加强组织领导，严格实行供热责任制 

  （十二）健全和完善行业管理体制机制，严格落实管理责任。各地要积极

探索适应供热行业市场化监管的体制机制，明确管理职责。要严格落实管理责

任，对于因工作不力导致供热事故，造成不良影响的，要追究有关领导及相关

责任人的责任，对供热企业责任事故实施责任追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