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民担心多交费，热企投入大改造难

按热计费：双方都憷头
本报记者 王光照 赵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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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计量是个新事物，又
是个复杂的事物，涉及的环
节很多：试点用户、普通居
民、开发商、热源厂、供热
办……顺着这条线逐一采
访下去，接触到不少人。对
于热计量，他们几乎都能说
出自己的观点，无论是支持
的，还是反对的，最终落脚
点都是一个“钱”字。

不少市民赞同热计量，
因为在试点过程中，他们花
点心思调节阀门，确实省了
钱。但也有些用户心里没底
儿，“为了家里暖和，只能把
阀门开到最大，取暖费不减
反增。”

而热源厂有着同样的
顾虑：没有远传装置，“即使
用户节约用热，我们也无法
节能，该烧多少煤没变化。”
见不到效益，热企也打不起
精神。

但从节能的角度考虑，
大多数人确信，热计量还是
未来的发展趋势。为保证热
计量装置的质量，今年济南
市已经将热计量装置交由供
热企业安装维护；本月底，济
南再推出一块完整的“试验
田”，试点小区将安装远传设
备……

未来在热计量推广中
还会遇到各种新问题，但就
像山东建筑工程学院热能
工程学院副院长田贯三所
说，再好的事情都要在摸索
中发展，热计量也需要“好
事多磨”。

本报记者 王光照

1、楼栋计量，用户按面
积分摊

在瑞典、挪威和芬兰等
北欧国家，热计量工作都是
建立在成熟的建筑节能工
作基础之上的。

丹麦、瑞典、挪威和芬
兰等国家很重视“楼栋计
量”，在推行热计量工作时
就在建筑热力入口处安装
热量表，实行“楼栋计量”，
而楼内的用户则按面积平
摊费用。

这样可以起到划分供
热企业责任、处理业主投诉
纠纷、提高水力平衡、实施
能源审计等作用。此外，在
热力站、热源等地设置热
表，还能起到收集数据、加
强量化管理的作用。

2、供热“满水保养”配
合热计量

国外在实行分户计量
上，有先进的供热系统配
合。国外供热实行的是“满
水保养”，即管道内常年存
放水，不需要在临近供热时
充水试压。从设备上，国外
换热站内都有一个储热罐，
当遇到供热低谷期时，热源
能够被储备起来，不会造成
浪费。同时，当用热高峰期
到来时，还能够从储热罐内
释放热量，迅速提高管内水
温。

好事多磨

国外经验

为了保证室温达到 20℃以
上，省城正大城市花园业主王继生
把家中的暖气阀门开到最大。去
年，他家所在小区试行热计量收
费，他发现比按面积收费要高。

王先生住房套内面积为112
平方米，其中两阳台约13平方米
按半价收费。如果按照面积交取
暖费，王先生应该交纳约 2 8 0 0
元 。而 按 照 热 计 量 收 费 ，却 要
2900多元。

对于计量收费，一些顶楼、底
层和边户也感觉不合算。东营市试
点小区东城安慧南区的胡女士说，
房子带阁楼，每年取暖费要交
4400元。去年阁楼没住人，她特地
将供热阀门关了。结果楼下居民的
取暖费都退钱了，她家却没有，因
为她家取暖费要比按面积交费高
出400多元。

不过也有居民因热计量收
费而受益。在青岛海信金色慧谷

小区，试点分户计量已经是第 3
个年头了。市民黄女士告诉记
者，她家住在15楼，去年退费200
多元钱。

济南市市政公用事业局供
热办副主任李勉解释说，实行热
计量收费，大多用户应该是省钱
的，也有部分用户热计量收费比
按面积收费高，这主要是计量表
质量存在问题，或者建筑节能不
达标。

同时，山东省2011年通过了
《关于推进供热计量改革与既有
建筑节能改造的意见》，明确规
定建筑开发建设之初，供热系统
设计及施工图纸就要纳入图纸
联审程序，不符合供热计量技术
路线的，不予通过图纸审查。既
有建筑节能改造项目，不同步实
施供热计量改造的不予验收。这
意味着从源头开始把关，避免房
子不保温造成热量损失。

有人拿到退费，有人超额了

济南市正大城市花园5号楼，热量表安置在每
个楼层的楼道里。 本报记者 王媛 摄

按照相关规定，今后新加入集
中供暖的用户都需安装热计量装
置，并进行建筑节能改造。如此一
来，用户除了要交纳管网配套费、
室内采暖设施费用外，还要再交
2450元热计量装置费。

以一户面积为70平方米的居
民住宅为例，房主加入集中供暖要
交每平方米78元的配套费和每平

方米48元的小区供热设施配套费，
另加热量表装置费 2 4 5 0 元，共
11270元。不少居民认为压力很大。

按照规定，既有建筑如果想加
入集中供暖，必须先进行建筑节能
改造，节能改造的费用按中央和省
里奖一块、市县财政配一块、供热企
业投一块、产权单位拿一块、受益居
民出一块、市场运作集一块的办法，

多渠道筹集资金。
“虽然政府给出补贴，但仍有一

部分钱需要用户自费。”济南二七新
村街道铁二社区居委会主任钟辉说，
他们小区16栋楼建筑节能改造预算
近3000万元，暂时先由热企垫付，但
开户费、管网改造费以及每户2450元
的计量表就要居民自己掏腰包了。现
在七里山北村600多户居民只有452

户愿意交费加入集中供热。
“为了减轻市民的费用负担，我

们正在尝试多种计量方法。”李勉
说，其中通断时间面积法是一种比
较合理的方式，采用分摊计费，可以
一个单元十几户用一个大表，每家
安有温控装置，室温达到20℃就自
动断开，最后每家按照各自的面积
和用热时间结算费用。

装置费2450元，居民不愿掏腰包

近日，省城和信花园和供热公
司签订了一份临时供暖协议。该小
区建设单位的一位陆姓负责人说，
热企通知说，开发商必须先签一份
更换不合格热计量装置的承诺，才
能签订正式合同。

这位负责人表示，和信花园现
有的热计量表是 2009年 6月份选
购，2010年6月份左右安装的。在此
过程中，没有任何部门告知计量表

不合格。直到一个月前，热企才通
知，已经安装的热表精度低，须全
部更换。小区有1200余户居民，按
每户2450元的标准，需要300万元，
前期热表的采购费、安装费用都白
花了。

和信花园的情况并不是个例。
济南市市政公用事业局局长贾玉良
表示，去年济南市25个热计量试点
小区，计量表都是开发商安装的，其

中近60%不合格。记者采访了多位开
发商了解到，他们往往不愿再为计
量表投钱。

在山东建筑大学热能工程学院
院长刁乃仁看来，热计量表是一种
精密的计量仪器，影响它准确性的
因素很多，比如热水水质达不到标
准会影响精确度，不及时清理会造
成测量偏差。热计量表平时需要维
护，一旦损坏，由谁承担责任，也需要

有关部门做出明确界定。
按照规定，以后热计量表由

质监部门检测，供热企业统一选
购安装。李勉说，热计量表使用 3
年后需要校验，现在质监部门正
在研究可行的检测方法。其中一
种就是“谁提出谁检测”，用户如
果认为自家的计量表不准，可以
通知质监部门检测，每块表的检
测费约需50元。

三年一校验，计量表将统一安装

“实行热计量的目的不仅是让
居民省钱，最终还应达到节能的效
果。”济南市一些热源厂这样表示，不
少试点小区还没有安装远传设备，
热源厂也没有相应的感应装置，无
法接收到用户的实际用热量，热源
厂烧煤量是不变的。一位业内知情
人士透露，老热源厂要完成这样一
场改造，得需上千万元甚至更多的
投入。

青岛一家热企工作人员指出，
按照热计量供热，很可能出现供热
的高峰期和低谷期。市民上班期间
可能都会关闭或者关小阀门，而在
晚上则全部开大阀门，使得供热负
荷忽大忽小。忽热忽冷的水温对于
管道的冲击，以及换热站的调控、

热源分配上都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刁乃仁认为，要达到节能的目

的，供热系统势必要实现“按需供
热”。但试点中，真正按需用热的用
户并没有想象中多。这导致的结果
是“大系统内，只有少量在动，供热
企业调节起来就困难”。

不过，李勉坚信热计量最终也
能使供热企业受益。“现在热计量是
跟建筑节能改造同时推的，建筑保
温了，能够节省热源。”李勉说，像威
海热计量试点小区进行建筑节能改
造后，室温能提高6℃左右。

山东建筑大学热能工程学院
副院长田贯三说，热计量是系统工
程，不是在末端用户家里安一块热
计量表那么简单，从建筑节能、热

计量表验收、安装、热源厂运行方
面都应有详细规定，现有的政策还
不够细致。

市政部门和专家的想法不谋
而合。李勉表示，目前热计量刚刚
进行试点，许多经验都需要摸索。

他们已在静居苑小区、黄金时代小
区安装了通信模块，并在济南东新
热电公司、浆水泉热源厂安装了抄
表软件服务器，热企可以根据市民
对热量的需要进行调节，实现省钱
省煤。

无传感设备，按需供热有点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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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计量收费的推行，热计量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热计量如何收费？各

方又如何看待热计量？热计量推行又会遇到哪些潜在的问题？本报记者多方

采访，力求找到热计量推行难背后的症结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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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冬采暖季起，我省所有达到热计量条件的新建建筑和

既有建筑都将取消按面积收费，一律实行按用热量计价收费。

以节能为目标的热计量改造自试点以来，一直牵动各方神

经。热计量真比按面积计费省钱吗？节能的同时能保证舒适度

吗？针对这些疑问，本报记者对相关部门进行了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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