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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供热企业综合统计调查表 

填报及主要指标说明 

 

〇、总说明 

（1）本调查表中，无特殊说明外，与供热相关的指标填报上一个完整法定供暖期的指标，且属

时点指标的，按供暖期内平均数填报，属时期指标的，按供暖期累计数填报（时点指标：总体现象在

某一时刻状态下总量水平的指标；时期指标：总体现象在一定时期内的累积总量水平的指标）。 

（2）统计指标按照企业情况如实填写，企业不涉及的填报内容填“0”。 

（3）上个供暖期：2024-2025 年供暖期。 

（4）大于 500 万平米的异地子公司可单独填报。 

（5）所有填报数据全部为原始数据，无需折算。 

（6）填报中涉及的供热面积均为建筑面积，若供热面积的统计方法不是建筑面积，须折算为建

筑面积后进行填报。  

（7）法定供暖期是指当地供热管理办法规定的供暖期时间。 

（8）所有能耗指标均应填报企业在法定供暖期内的能耗数值。 

1. 企业基本信息 

(1) 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在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三证书的基础上进行合

并，三证合一的营业执照代码统称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若无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请填写组

织机构代码。 

(2) 注册资本：企业营业执照上登记注册的资本额。 

(3) 企业总人数：仅统计供热企业与供热相关的在册且在职的人员数量，不应包括季节工、临时

工。 

(4) 其中本科及以上学历人数：统计企业总人数中本科及以上学历职工的总人数。 

(5) 2024 年年度新入职本科及以上学历人数：统计 2024 年全年新入职员工中本科及以上学历人

数。 

(6) 转业军人数量：统计企业总人数中转业军人的总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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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024 年度新入职转业军人数量：统计 2024 年全年新入职员工中转业军人数量。 

(8)  -（10）管理人员：包括高层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和基层管理人员。 

（11）临时工、季节工人数总人数：统计 2024 全年聘用的临时用工、季节工的人数。 

（12）其中农民工人数：统计 2024 全年聘用的临时工、季节工中农民工的数量。 

（13）企业性质：选择企业资金及所有权属性。 

（14） 供热主要方式：选择企业的供热方式，可多选。注：外购热力也属于热电联产供热。 

（15）上个供暖期总供热面积：指上个供暖期由本企业提供热源（包括自有热源和外购热源）向城

市各类房屋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供热的全部建筑面积，除特殊说明外，均为企业在网供热面

积（或供热应供面积或用热面积）。若包含对外趸售供热面积，应在备注中说明具体趸售供热面积。 

（16）直管到户供热面积：指供热企业管理到楼口或热用户的供热面积。 

（17）上个供暖期总暂停供热面积：上个供暖期停止向热用户末端设备供给热量的供热面积，等于

公共建筑暂停供热面积+居住建筑暂停供热面积。 

（18）其中公共建筑暂停供热面积：上个供暖期总暂停供热面积中公共建筑的供热面积。 

（19）其中居住建筑暂停供热面积：上个供暖期总暂停供热面积中居住建筑的供热面积。 

（20）其中居民用户申请报停供热面积：上个供暖期居住建筑暂停供热面积中由居民用户申请报停

的供热面积。 

（21）上个供暖期报停且收基础热费的总供热面积：上个供暖期未供热但需缴纳基础热费的供热面

积。 

（22）上个供暖期报停且收基础热费的公共建筑供热面积：上个供暖期未供热但需缴纳基础热费的

公共建筑供热面积。 

（23）上个供暖期报停且收基础热费的居住建筑供热面积：上个供暖期未供热但需缴纳基础热费的

居住建筑供热面积。 

（24）上个供暖期实际供热面积：指上个供暖期总供热面积与上个供暖期总暂停供热面积之差。 

（25）上个供暖期供热收费面积：指上个供暖期向热用户收取供暖费的供热面积。 

2.供热能力指标 

2-1 热源 

2-1-1 热电联产（含多热源联网）供热 

（26）总供热面积：企业热电联产（含多热源联网）供热大网的供热面积之和。 



2023 供热企业综合统计调查表填报及主要指标说明 

 3 / 11 

中国城镇供热协会 

2025.4 

（27）总供热能力：热电联产（含多热源联网）供热大网内各台机组的单台额定功率之和。对单

台机组而言，额定供热能力为设计工况下的机组供热量。 

（28）总燃煤热电联产机组供热能力：企业热电联产（含多热源联网）供热总供热能力中来自燃

煤热电联产机组的供热能力之和。 

（29）总燃气热电联产机组供热能力：企业热电联产（含多热源联网）供热总供热能力中来自燃

气热电联产机组的供热能力之和。 

（30） 自有热电厂的总额定供热能力：产权归供热企业所有的电厂内各台机组的单台额定功率

之和。对单台机组而言，额定供热能力为设计工况下的机组供热量，仅适用于含有自有电厂的供热企

业填写。 

（31）自有热电厂数量：产权归供热企业所有的热电厂数量。 

（32）-（46）自有热电厂机组容量及数量：产权归供热企业所有的热电厂内各类热电联产机组

的功率及其数量。 

（36）（41）（46）自有热电厂能源类型：产权归供热企业所有的热电厂内该热电联产机组所用

的燃料类型。 

（47）上游热电厂总外购供热能力：指产权归上游热电厂所有、且向本供热企业提供热力的热电

联产机组的供热能力之和，以购、售热量企业双方签订的购、售热量合同约定量为准，仅适用于向上

游购买热量的供热企业填写。 

（49）-（63）上游热电厂机组容量及数量：上游热电厂内各类热电联产机组的功率及其数量。 

（53）（58）（63）上游热电厂能源类型：上游热电厂中该热电联产机组所用的燃料类型。 

（64）-（68）锅炉房总供热能力：指热电联产（含多热源联网）供热大网内各种燃料类型调峰

锅炉房的供热能力，不同燃料类型分别填写。 

（69）-（71）其他热源总供热能力：指热电联产（含多热源联网）供热大网内其他能源类型热

源（如工业余热、热泵）的总供热能力，分不同燃料类型分别填写。 

注：工业余热供热能力统计除（热电厂）热电联产机组之外的其他工业设备回收的余热进行供热

的供热能力。 

（72）热力站总数量：指热电联产（含多热源联网）供热大网内热力站的数量之和。 

（73）无人值守热力站数量：指热电联产（含多热源联网）供热大网内热力站中无人值守的热力

站数量之和。 

（74）楼宇热力站数量：楼宇热力站以一个单体建筑或楼栋单元为供热对象、且一级管网直接延

伸到建筑物、无户外二级管网的热力站。 

2-1-2 区域锅炉房供热 

（75）总供热面积：企业由区域锅炉房供热的供热面积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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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可再生能源供热面积：区域锅炉房热源由空气能、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地热能等清

洁能源提供的供热面积。 

（77）总供热能力：企业由区域锅炉房供热的区域内各台机组的单台额定功率之和，分热水供热

能力和蒸汽供热能力。对单台机组而言，额定供热能力为设计工况下的机组供热量。 

（78）-（85）热水供热能力：区域热水锅炉房供热能力，分不同燃料类型分别填写。 

（86）-（91）蒸汽供热能力：区域蒸汽锅炉房供热能力，分不同燃料类型分别填写。 

（92）热力站总数量：指企业区域锅炉房供热区域内热力站的数量之和。 

（93）无人值守热力站数量：指企业区域锅炉房供热区域内热力站中无人值守的热力站数量。 

（94）楼宇热力站数量：指企业区域锅炉房供热区域内热力站中楼宇热力站的数量之和，楼宇热

力站以一个单体建筑或楼栋单元为供热对象、且一级管网直接延伸到建筑物、无户外二级管网的热力

站。 

2-1-3 蓄热 

（95）总蓄热体积：企业各蓄热装置体积之和。 

（96）总蓄热能力：企业各蓄热装置蓄热能力之和。 

（97）总供热功率：企业各蓄热装置的供热功率之和。 

（98）蓄热装置数量：企业所拥有的蓄热装置数量。 

2-2 热网 

（1）所有管网长度均为单程管网长度。 

（2）直接连接管网填入二级供热管网区域，并进行备注。 

2-3 热用户 

（119）非节能公共建筑：2005 年 7 月 1 日前 

（120）节能公共建筑：2005 年 7 月 1 日后 

（125）非节能居住建筑：1986 年 8 月 1 日前 

一步节能（节能 30%）居住建筑：1986 年 8 月 1 日-1996 年 7 月 1 日 

（126）二步节能（节能 50%）居住建筑：1996 年 7 月 1 日-2010 年 8 月 1 日 

三步节能居住建筑（节能 65%）：2010 年 8 月 1 日-2019 年 8 月 1 日 

（127）四步节能居住建筑（节能 75%）：2019 年 8 月 1 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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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供热能耗指标 

3-0 运行基础信息 

（130）供热面积所在地区：填写供热面积所属省市，非企业注册地。 

（131）-（133）法定供暖期：当地供热管理办法规定的供暖期时间。 

（139）供暖期室外平均气温：供暖期室外日逐时或定时平均温度的算术平均值。 

（140）供暖期政府规定的居民室内达标温度：当地政府要求向居民供热达到的最低室内温度。 

（142）人工抽检居民室温占居民供热面积的比例：人工抽检居民室温供热面积与居民供热面积

之比。 

（143）自动采集居民室温占居民供热面积的比例：自动采集居民室温供热面积与居民供热面积

之比。 

（144）-（148）提前供暖期内各室温段占比之和应等于 100%。 

（149）-（153）法定供暖期内各室温段占比之和应等于 100%。 

（154）-（158）延后供暖期内各室温段之比之和应等于 100%。 

（141）居民室内平均温度：供暖期居民用户室内温度的平均值。 

3-1 热电联产（含多热源联网）供热 

（161）实际供热面积：热电联产（含多热源联网）供热大网应供面积与该区域内暂停供热面积

之差。 

（162）完整供暖期总供热量：热电联产（含多热源联网）供热大网提供的供热量之和，总供热

量=自有热电厂供热量+外购热力热量+调峰锅炉房供热量。若企业无自有热电厂，则自有热电厂供热

量为 0。完整供暖期总供热量=提前供暖期内供热量+法定供暖期内供热量+延后供暖期内供热量。 

（166）-（171）外购热量：企业在法定供暖期内从其他热源单位购入的用于对外供暖的热量总

量，分不同的能源类型分别填写，若无外购热力此项填 0，并在备注中说明：无外购热量。 

注：工业余热的外购热量不包括从热电厂购入的热量。从热电厂购买的热量填入（167）、（168）

或（169）。 

（172）-（178）自有热电厂热源燃料消耗：所有投入产热装置（不进行热电拆分）的燃料消耗

量。原煤填写总消耗量、平均热值（热值单位为 kJ/kg）、折标准煤后的消耗量；燃气填写总消耗量、

平均热值（热值单位为 kJ/m3）。对于不同批次燃料热值不同的情况，填写供暖期燃料热值的平均值。 

（179）发电量：法定供暖期热电机组生产的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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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厂用电量：热电厂内的总电耗，包括一次网循环泵电耗、厂内辅助用电等。 

（181）工业蒸汽量：热电厂所输出的工业（仅工业，不含采暖）蒸汽量。 

（184）自有热电厂热水总供热量：此供热量包括且仅包括热源输出的所有热水热量之和（在热

源处计量，注意：不包括任何形式的蒸汽热量），包括供给本企业的和供给其他热力企业的供暖热水

热量和生活热水热量。 

（185）-（186）供回水温度：与自有热电厂相连接的一次网供暖期平均供回水温度。 

（187）自有热电厂外卖热水总供热量：供给其他热力企业的热水总供热量（在热源处计量，不

包括任何形式的蒸汽热量），若热水供热量全部自用，该项填 0。 

（188）自有热电厂生活热水总供热量：此热量包括且仅包括热源输出的生活热水热量。若无生

活热水，该项填 0。 

（190）自有热电厂供热首站循环水泵耗电量：若供热首站可以拆分出循环水泵电耗，则必须填

写循环水泵电耗值；若供热首站无法拆分出循环水泵电耗，请填 0，并在备注中说明“无法拆分”。 

（191）-（200）：调峰热水锅炉房热源燃料消耗：所有投入调峰热水锅炉的燃料消耗量。原煤

填写原始消耗量、平均热值（热值单位为 kJ/kg）和折标准煤后的消耗量；燃气填写原始消耗量和平

均热值（热值单位为 kJ/m3）。对于不同批次燃料热值不同的情况，填写供暖期燃料热值的平均值。 

（201）-（205）调峰锅炉房热水供热量：调峰燃煤锅炉房或调峰燃气锅炉房输出的热水供热量

（在热源处计量）。不同燃料类型锅炉房分别填写。 

（206）-（207）调峰热水锅炉房耗电量：调峰燃煤锅炉房或调峰燃气锅炉房的总电耗，包括一

次网循环泵电耗、锅炉房电耗等。不同燃料类型锅炉房分别填写。 

（208）调峰热水锅炉房一次网循环泵耗电量：若调峰锅炉房内总电耗中可以拆分出一次网循环

泵电耗，则必须填写一次网循环泵电耗值；若锅炉房总电耗中无法拆分出一次网循环泵电耗，请填 0，

并在备注中说明“无法从厂电耗中拆分”；若锅炉房内未设置一次网循环泵，请填 0，并在备注中说明

“厂内无一次网循环泵”。 

（209）调峰燃煤热水锅炉房单位供热量燃煤消耗量=调峰燃煤锅炉房消耗的燃煤总量（标煤）/ 燃

煤锅炉房供暖热水总热量。 

（210）调峰燃煤热水锅炉房单位供热量耗电量=调峰燃煤锅炉房耗电量/燃煤锅炉房供暖热水总

热量。 

（211）调峰燃气热水锅炉房单位供热量燃气消耗量=调峰燃气锅炉房消耗的燃气总量/燃气锅炉

房供暖热水总热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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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调峰燃气热水锅炉房单位供热量耗电量=调峰燃气锅炉房耗电量/燃气锅炉房供暖热水总

热量。 

（213）法定供暖期一次网平均供水温度：法定供暖期间一次网供水温度的平均值。 

（214）法定供暖期一次网平均回水温度：法定供暖期间一次网回水温度的平均值。 

（215）万平方米最大循环流量：法定供暖期间一次网（小时）循环流量的最大值/一次网所供实

际供热面积。 

（216）补水量总量：等于法定供暖期上游热电厂或外单位补水量+自有补水量。 

（217）抢修维修补水量：供热系统抢修、维修过程中的补水。 

（220）法定供暖期一次网单位面积补水量：法定供暖期一次网总补水量×30/(一次网供热面积

×供暖天数)。 

（221）一次网热损失率：(热源供热量-热力站供热量)/热源供热量 

（222）法定供暖期热力站单位面积耗热量=法定供暖期热力站总供热量/热力站实际总供热面积 

（223）法定供暖期热力站每月单位面积耗电量=法定供暖期热力站总耗电量×30/（热力站实际

总供热面积×供暖天数） 

（224）法定供暖期热力站单位供热量耗电量=法定供暖期热力站总耗电量/热力站总供热量 

热力站总供热量：供热企业所有自有热力站二次侧出口热量之和（若无二次侧出口热量，可为

一次侧入口热量）。 

（225）法定供暖期热力站每月单位面积补水量=法定供暖期热力站总补水量×30/(热力站实际总

供热面积×供暖天数)。 

3-2 区域锅炉房供热 

（226）实际供热面积：区域锅炉房供热区域应供面积与该区域内暂停供热面积之差。 

（227）完整供暖期总供热量：区域锅炉房供热区域提供的供热量之和。总供热量=提前供暖期内

供热量+法定供暖期内供热量+延后供暖期内供热量。 

（231）-（240）区域蒸汽锅炉房热源燃料消耗：所有投入区域蒸汽锅炉的燃料消耗量。原煤填

写总消耗量、平均热值、折标准煤后的消耗量；燃气填写总消耗量、平均热值。对于不同批次燃料热

值不同的情况，填写供暖期燃料热值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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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245）区域蒸汽锅炉房总供热量：区域燃煤蒸汽锅炉房、区域燃气蒸汽锅炉房和其他

不同燃料类型锅炉房输出供暖蒸汽热量之和。不同燃料类型蒸汽锅炉房分别填写。若热源没有输出供

暖蒸汽量，此项填 0，并在备注中说明：无输出供暖蒸汽量。 

（246）-（250）区域蒸汽锅炉房耗电量：区域燃煤蒸汽锅炉房、区域燃气蒸汽锅炉房和其他不

同燃料类型锅炉房的总电耗，包括一次网循环泵电耗、厂内辅助用电等。不同燃料类型蒸汽锅炉房分

别填写。 

（251）区域蒸汽锅炉房单位供热量燃煤消耗量=区域燃煤蒸汽锅炉房消耗的燃煤总量（标煤）/ 燃

煤锅炉房供暖蒸汽总热量。 

（252）区域蒸汽锅炉房单位供热量燃气消耗量=区域燃气蒸汽锅炉房消耗的燃气总量/燃气锅炉

房供暖蒸汽总热量。  

（253）-（270）区域热水锅炉房热源燃料消耗、区域热水锅炉房热水总供热量、区域热水锅炉

房耗电量、区域热水锅炉房一次网循环水泵耗电量统计方法同 3-1 热电联产（含多热源联网）供热调

峰热水锅炉房的相关指标解释。 

（271）区域燃煤热水锅炉房单位供热量燃煤消耗量=区域燃煤热水锅炉房消耗的燃煤总量（标

煤）/区域燃煤锅炉房供暖热水总热量。 

（272）区域燃煤热水锅炉房单位面积燃煤消耗量=区域燃煤热水锅炉房消耗的燃煤总量（标煤）

/区域燃煤锅炉房实际供热面积。 

（273）区域燃煤热水锅炉房单位面积耗热量=区域燃煤热水锅炉房总供热量/区域燃煤热水锅炉

房实际供热面积。 

（274）区域燃煤热水锅炉房单位供热量耗电量=区域燃煤热水锅炉房总耗电量/区域燃煤热水锅

炉房总供热量。 

（275）区域燃气热水锅炉房单位供热量燃气消耗量=区域燃气热水锅炉房消耗的燃气总量/区域

燃气锅炉房供暖热水总热量。 

（276）区域燃气热水锅炉房单位面积燃气消耗量=区域燃气热水锅炉房消耗的燃气总量/区域燃

气锅炉房实际供热面积。 

（277）区域燃气热水锅炉房单位面积耗热量=区域燃气热水锅炉房总供热量/区域燃气热水锅炉

房实际供热面积。 

（278）区域燃气热水锅炉房单位供热量耗电量=区域燃气热水锅炉房总耗电量/区域燃气热水锅

炉房总供热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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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289）法定供暖期一次网平均供水温度、法定供暖期一次网平均回水温度、万平方米

最大循环流量、补水量总量、抢修维修补水量、法定供暖期单位面积补水量、一次网热损失率、法

定供暖期热力站单位面积耗热量、法定供暖期每月单位面积耗电量、法定供暖期单位供热量耗电量、

法定供暖期每月单位面积补水量统计方法同 3-1 热电联产（含多热源联网）供热调峰热水锅炉房的相

关指标解释。 

（290）低能耗标杆热力站：选一个由供热企业自主管理的热力站，且供暖末端建筑为居住建筑，

不包括公共建筑。 

（302）-（307）低能耗标杆热力站供热量、耗电量、补水量指供暖期、法定供暖期居民供暖的供

热量、耗电量和补水量，不包括生活用水的消耗量。 

3-4 蓄热 

以项目为单位填报相关指标，每个项目依次填写。 

（309）蓄热介质：选择蓄热介质。 

（310）蓄热体积：单个项目蓄热体积。 

（311）蓄热能力：单个项目蓄热能力。 

4.经营与财务指标 

4-2 收入与成本 

（336）（343）：以企业财务报表数据为准。 

（337）居民供暖费收入：按面积收费的居民收入与按热计量收费的居民收入之和。 

（338）非居民供暖费收入：按面积收费的非居民收入与按热计量收费的非居民收入之和。 

（339）供暖费收缴率：供暖费实际收入与供暖费应计收入之比。实际收入为居民供暖费实际收

入和非居民供暖费实际收入之和，应计收入为居民供暖费应计收入和非居民供暖费应计收入之和。 

（340）热计量居民供暖费收入：按热计量收费的居民收入，且为扣除热计量退费后供暖费收入。 

（341）热计量退费金额：实行热计量收费政策居民用户的退费总额。 

（342）热计量非居民供暖费收入：按热计量收费的非居民收入之和。 

（344）热力及燃料成本：企业在供暖期从其他热源单位购买热量、购买供热所需燃煤、天然气

等燃料所发生的费用之和。 

（345）电费及水费：企业在供暖期内供热所发生的电费和水费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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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职工薪酬：企业所有职工年度总薪酬，不等于人工成本。 

（347）环保成本：原材料成本（水、电、药剂）、人工成本、修理费、折旧费等。 

（348）固定资产折旧：企业所有固定资产年耗费。 

（349）维修维护费用：保养维护、抢修、维修换热站或者换热站内改造的费用。 

（351）-（359）：以企业财务报表数据为准。 

（361）补贴收入：供热企业因向居民供热收到的各类政府补贴总额。 

（364）企业利润率：应为成本利润率。 

（365）企业负债率：企业总负债/企业总资产。 

（366）-（371）热量购买价格：企业在供暖期内从其它热源单位购入的用于对外供暖的热量单

价，均为含税价，无购入热力填 0，并在备注中注明“无外购热力”。 

 长距离输送管网：自热源至主要厂站（中继泵站、中继能源站或隔压换热站）长度超过 20km

的热水管道。 

（372）-（375）能源价格：均为含税价。 

（373）综合电价=供暖期电费总额/购电量。 

（376）管网建设配套费：供热企业向新建建筑收取一次性项目费用，主要用于新建小区供热管

网换热站的建设和维护等。 

（378）平均供暖成本=供暖期生产经营成本/供暖期企业供热面积。 

生产经营成本（含税）=生产成本+期间费用，具体参见各地供热成本监审办法。 

生产成本是指供热过程中发生的直接费用。主要包括原辅燃料、生产成本和制造费用等。 

期间费用：是指供热经营者为组织和管理供热生产经营活动而发生的合理费用，包括管理

费用、销售费用、财务费用、研发费用等。 

（379）职工人均工资=职工薪酬/企业总人数。 

（380）锅炉环保改造总容量：进行环保改造的锅炉总容量之和。 

（381）锅炉环保改造支出金额：锅炉进行环保改造的支出总金额。 

（382）区域燃煤锅炉房单位供热量环保成本=区域燃煤锅炉房运行环保总成本/区域燃煤锅炉房

总供热量。 

（383）区域燃气锅炉房单位供热量环保成本=区域燃气锅炉房运行环保总成本/区域燃气锅炉房

总供热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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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4）入网费收入：新用户加入供暖管网所缴纳的资金总额，以合同金额为准（非每年计提收

入）。 

（385）管网建设配套费收入：企业年度管网建设配套费总收入。 

（386）老旧管网改造投资：企业对使用年限较长或者由于其他原因造成的老化供热管道进行改

造产生的费用总额。无老旧管网改造投资填 0，并在备注中注明“无老旧管网改造投资”。 

（387）新建管网投资：企业用于新建供热管网建设的年度实际支出总额。 

4-3 税收减免 

（388）增值税实缴额：指 2024 年企业享受增值税减免后缴纳的增值税额。 

（389）增值税税收减免额：指 2024 年企业享受的增值税减免额。 

（390）房产税实缴额：指 2024 年企业享受房产税减免后缴纳的房产税额。 

（391）房产税税收减免额：指 2024 年企业享受的房产税减免额。 

（392）土地使用税实缴额：指 2024 年企业享受土地使用税减免后缴纳的土地使用税额。 

（393）土地使用税减免额：指 2024 年企业享受的土地使用税减免额。 

（394）三税减免额合计=增值税税收减免额+房产税税收减免额+土地使用税减免额 

5.服务指标 

（395）用户满意度：供热用户对供热服务主观满意程度。 

6.碳排放指标 

（401）上年度二氧化碳排放总量（tCO2）：2024 全年二氧化碳排放总量=2024 全年化石燃料燃

烧的排放量+2024 全年消耗外购电力对应的排放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