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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国的饮食和烹饪文化具有独特的东方特色，“民以食为天”

的文化深植于大众心中，日常“炒、煎、炸、蒸、煮、炖、烤”

等烹饪方式都离不开燃气灶具的使用，作为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

相关的产品，燃气灶具对满足烹饪需求、改善居住环境、提升生

活品质发挥着重要作用。燃气热水器和燃气采暖热水炉可随时满

足人们对热水使用和采暖的需求，为舒适性生活体验和高质量生

活水平提供有效保障。与此同时，推进燃气用具产品的应用和煤

替代工程，可以持续改善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渭平原、长三角

地区空气质量，推动北方地区清洁取暖，对大气污染治理和生态

环境保护具有重要的意义。随着城镇燃气普及率逐步提升，燃气

管网向下延伸，燃气用具的推广使用将充分发挥天然气清洁能源

利用优势，发展燃气用具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应用技术，是实

现绿色低碳发展的有效途径，也是“双碳”目标下的挑战和机遇，

“技术为王”将在双碳进程中得到充分体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

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的总体要求，为扩大燃气用具应用

规模，促进燃气用具行业有序、健康发展，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燃

气分会、中国市政工程华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国家燃气用

具质量检验检测中心组织编制了《中国燃气用具行业“十四五”

发展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本《报告》对燃气用具行业

现状、生产企业情况、市场规模情况进行了描述，分析了不同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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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对燃气用具行业发展形势的影响，结合现状和形势，汇编了“十

四五”阶段燃气用具行业市场、技术、产品的发展目标和发展趋

势，同时从政策支持、市场监管、平台建设、实施主体、环境保

护等方面提出了组织和保障行业发展方向的建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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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展背景

（一）发展基础

1、行业现状

“十三五”期间燃气用具企业在产品质量稳定、技术创新、

市场营销、产业投入、规模积累等方面投入力量，制造工艺提高，

产品能效提升，外观设计亮点突出，智能化产品逐步进入用户日

常生活之中，人机交互应用场景不断完善，用户使用舒适性和用

户体验得以提升，燃气用具市场规模保持逐年稳步增长态势，燃

气用具产品技术水平和质量水平取得了长足进步。在政府简政放

权政策引导下，燃气用具行业由原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制度

向 CCC认证和自愿性认证模式转化，燃气用具产品质量监管迎

来新发展阶段。

“十三五”期间燃气用具行业标准规范得以更新。《家用燃

气灶具》GB 16410-2020于 2020年 12月 24日发布，于 2022年

1月 1日正式实施；《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和燃气采暖热水炉能

效限定值和能效等级》GB 20665-2015于 2015年 5月 15日发布，

于 2016年 6月 1日正式实施；2020年 10月 11日发布了《燃气

采暖热水炉》GB 25034-2020，并于 2021年 11月 1日正式实施；

《商用燃气燃烧器具》GB 35848-2018于 2018年 2月 6日发布，

并于 2019年 3月 1日正式实施，标准涵盖了大锅灶、炒灶、蒸

汽发生器、蒸箱、炸炉、煮食炉、平头炉等 13大类燃具。《燃

气燃烧器和燃烧器具用安全和控制装置》系列零部件标准发布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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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对燃气阀、控制器、传感器、熄火保护等燃气用具关键零部

件提出了系统化要求。与此同时，燃气用具产品安装、应用、服

务等相关标准规范不断完善。新版国标的发布与实施，为燃气用

具产品的规范化、标准化、能效与安全性能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使得燃气用具行业得以更规范的发展，推动燃气用具行业

技术创新发展。

2、生产企业情况

在 2019年 10月燃气用具行业由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制度转

CCC 认证制度之前，共有家用燃气灶获证生产企业 888 家，家

用燃气快速热水器获证生产企业 422家，燃气采暖热水炉获证生

产企业 314家，商用燃气燃烧器具获证生产企业超过 1200家。

“十三五”时期，家用燃气灶生产企业主要分布在广东地区

和浙江地区，广东地区家用燃气灶获证生产企业数占全国的 67%

左右，浙江地区占全国的 23.5%左右；家用燃气灶产能达到

5000~6000万台/年。集成灶产业集群主要分布在浙江嵊州、浙江

海宁、广东佛山、广东中山等地区，产能达到 400~500万台/年。

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生产企业主要集中在广东地区，占全国的

87%左右；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产能达到 3000万台/年以上。

随着“煤改气”工程的推进，燃气采暖热水炉产品生产企业

由原先主要集中于广东地区，开始向河北和山东地区布局。广东

地区获生产许可证的燃气采暖热水炉生产企业占全国的 45%左

右，河北和山东两地占比 29%左右，燃气采暖热水炉产能超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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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台/年。

与家用燃气灶生产企业分布情况相比，商用燃气燃烧器具企

业全国各地分布较均衡，以山东、广东、浙江等地为代表，但具

有一定竞争规模的生产企业占比较低，大部分生产企业以小规模

加工零售和以工程招投标的生产经营方式为主。自 2019年 10月

起，由于商用燃气燃烧器具生产许可证制度取消，开始转为自愿

性认证制度，商用燃气燃烧器具及相关零配件生产商进入了企业

自律发展模式和市场后监管同步实施的新格局中。总体而言，商

用燃气燃烧器具生产企业的规模较小，品牌集中度不高。

3、市场规模情况

根据奥维云网发布的统计数据，“十三五”期间家用燃气灶

和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市场销售量相对稳定，家用燃气灶年销量

在 3000~3185万台之间，销售额在 188~215亿元范围内；家用燃

气快速热水器年销量在 1580万台左右，销售额在 263~343亿元

范围内。受疫情影响，2020年家用燃气灶年销量为 2803.9万台，

同比下降 8.1%，销售额为 188亿元，同比降低 5.9%；2020年家

用燃气快速热水器年销量为 1319.6万台，同比下降 10.4%，销售

额为 263亿元，同比降低 15.6%。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十三

五”期间，家用燃气灶全年产量基本保持在 3800万台左右；家

用燃气快速热水器全年产量稍有波动，从 2016年的 1783万台增

长至 2020年的 2099万台。

“十三五”期间集成灶销量大幅增长，产品市场发展增速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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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领先于其他品类燃气用具。究其原因，一方面三、四线房地产

行业为集成灶市场的爆发提供了良好契机，另一方面集成灶产品

用户接受度提升为其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根据奥维云网发布的

统计数据，2016年到 2020年期间，我国集成灶市场销售额规模

从 61.5亿元增加至 182亿元，年销量从 91万台增加至 238万台。

2016年到 2020年，燃气采暖热水炉市场经历了受房地产调

控政策的缓慢增长时期，又经历了“煤改清洁能源”政策红利的

爆发增长时期，市场年销量从 210 万台增长至 420 万台。2017

年在北方“煤改气”工程的推进下，全年燃气采暖热水炉销量达

到了 550万台，同比增长了 162%，创历史新高。随着“煤改气”

市场逐渐恢复理性，2018年和 2019年燃气采暖热水炉市场逐渐

回归常态化稳步发展趋势。2020 年燃气采暖热水炉市场全年总

销量为 420万台，相比 2019年增幅 4.5%。

商用燃气燃烧器具产品种类众多，主要应用于大型食堂、星

级饭店厨房、连锁餐饮和社会餐饮、学校食堂、机关事业单位食

堂等场景。商用燃气燃烧器具作为项目建设的组成部分无法独立

统计市场规模，根据奥维云网发布的统计数据，商用厨房设备市

场规模整体达到了 800亿元左右；根据相关行业数据，商用燃气

燃烧器具产品约占 15%的市场份额。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

数据，“十三五”期间餐饮收入从 3.58万亿元增长至 4.67万亿

元，2020年受疫情影响餐饮收入有所下降为 3.95万亿元。随着

城市工作节奏的加快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住宿饮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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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业蓬勃发展，商用燃气燃烧器具产品正健康稳步发展，市场

年销量约 300万台套。

4、存在的不足

现阶段燃气用具行业发展过程中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各类

燃气用具生产企业规模差异较大，部分类别燃气用具产品品牌集

中度较低，尚未形成有效的品牌影响力，产品质量参差不齐，低

端劣质产品在市场中仍有销售，燃气用具产品质量稳定性有待提

高。与此同时，燃气用具产品售后质量跟踪和售后服务体系建设

有待加强，市场监管体系和方式需进一步落实到位，严格监管产

品质量问题。

（二）发展形势

1、销售渠道变化

随着我国经济增长、居民收入增加，消费者年龄结构、消费

方式和消费习惯等发生变化，家用燃气灶、集成灶、家用燃气快

速热水器市场在产品端和销售端都有所变化，销售渠道逐渐从传

统的实体店销售向线上电商平台销售转移。线上消费习惯已经养

成，社会消费品总额中线上比重逐年增加，电商运营模式不断创

新，国家政策的倾斜和相关法规持续健全，使得燃气用具产品线

上销售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

根据奥维云网发布的统计数据，2016年到 2020年家用燃气

灶线上销售额逐年增长，从 35.4亿元增长至 71亿元，线上销售

额占比逐年增长，从 17.9%增长至 37.6%，线下销售受到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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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缓慢下降趋势。2020 年受疫情影响，线下市场销售额 117

亿元，同比下滑 16.9%，销售量 1660.4万台，同比下滑 22.2%；

线上市场销售额为 71亿元，同比增长 20.3%，销售量 1143.5万

台，同比增长 25.0%。

根据奥维云网发布的统计数据，2016年到 2020年集成灶线

上销售额逐年增长，从 8.8亿元增长至 35亿元，占比从 14.3%提

升至 19.4%。2020年线上销售量 67万台，线下销售量为 171万

台，占比分别为 28.2%、71.8%；销售额累计为 182亿元，其中

线上销售额达到 35亿元，线下销售额达到 147亿元，占比分别

为 19.2%、80.8%。

根据奥维云网发布的统计数据，2016年到 2020年家用燃气

快速热水器线上销售额逐年增长，从 44.8亿元增长至 91亿元，

线上销售额占比逐年增长，从 15.0%增长至 34.6%。2020年家用

燃气快速热水器线上市场受疫情影响较小，趋势较好，零售额

91亿元，同比增长 17.1%，销售量 604.1万台，同比增长 21.0%；

线下零售额 172亿元，同比下降 26.5%，零售量 715.5万台，同

比下降 26.4%。

“十三五”时期，燃气采暖热水炉“煤改气”工程市场总销

量为 1060.5 万台，占据了“十三五”时期燃气采暖热水炉市场

总销量的 56%；普通工程和零售市场总销量约 841.5万台，占据

了 44%。“十三五”时期，“煤改气”工程市场渠道对于燃气采

暖热水炉市场起到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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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奥维云网发布的统计数据，从各地区销售渠道分布情况

来看，华东地区是我国现阶段燃气用具产品的主要销售区域，家

用燃气灶的市场销量占有率 38.9%，集成灶的市场销量占有率

44.2%，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的市场销量占有率 38.5%；华北地

区在家用燃气灶和集成灶市场占有率仅次于华东地区；华中地区

和西南地区作为第二梯队，是燃气用具的重要销售市场；西北地

区和东北地区作为第三梯队，市场发展潜力巨大。

“十三五”时期，燃气采暖热水炉产品受“煤改清洁能源”

政策的刺激影响，市场销量超过 70%以上分布在华北地区，

6%~10%分布在西北地区；以南方分户供暖为代表的华东地区、

华中地区和西南地区市场合计销量占全年总销量的比例为 16%

左右。剔除“煤改气”工程市场销量数据，有供暖需求的传统北

方地区，如华北地区和西北地区，仍是燃气采暖热水炉重要的市

场销售区域，2020年两者的市场占比分别为 35%左右和 16%左

右；新兴的南方供暖市场，以华东地区、华中地区和西南地区为

代表，燃气采暖热水炉市场占比逐年提升，2020 年市场占比达

到了 46%以上，增长态势良好。

2、燃气用具产品市场变化

家用燃气灶产品的市场变化主要集中在火力大小、热效率高

低以及安全性提升等方面，对外观设计有了显著提升，上进风产

品市场占比增加。随着温度检测、传感技术的应用和控制程序算

法的研究，自动控温型家用燃气灶在市场上崭露头角。为了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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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厨房装修风格效果，家用燃气灶具与各类家电集成化、套系

化产品逐渐增多。

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市场方面，安全技术、大升数、恒温技

术等逐渐成为标配功能，低噪声、高抗风压性、零冷水等舒适性

燃气热水器产品市场占比持续提升，强排式燃气热水器占据市场

主流份额。差异化、智能化和集成化的产品，以及行业标准的制

定，成为品牌之间竞争的显著差异点。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市场

由城镇市场的更新需求和农村市场的新增需求主导，增长更为多

元。

“十三五”时期，冷凝式燃气采暖热水炉（以下简称冷凝炉）

市场销量合计达到了近 130万台，占据了“十三五”时期燃气采

暖热水炉市场总销量的 7%，年均增长率为 11%。“十三五”初

期，在北方地区对节能环保的高度重视和政策引导下，以北京地

区为代表，冷凝炉市场迎来快速增长期，特别是 2017年全年销

量达 38万台。南方市场消费升级对冷凝炉产品有推动作用，冷

凝炉在普通工程和零售市场占比逐步提升。

商用燃气燃烧器具作为满足餐饮烹饪功能的最主要器具，与

用电厨房器具相比具有传统烹饪优势。近些年，随着客户需求的

多样化、燃气用具行业的合理引导和国家标准的实施，商用燃气

燃烧器具产品除了在满足客户需求的基础上，在操作便利、安全、

环保、节能、美观、实用、耐用等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

3、政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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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期间，能源发展政策、环保政策以及其他相关政

策的大力推进，为天然气行业快速发展和燃气用具行业的增长起

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煤改气”工程的持续不断推进，为燃气

用具行业市场发展注入新动力。北方部分农村地区实现天然气管

道入户，为燃气用具产品进入农村地区提供了便利条件。

随着“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目标的提出，能源

结构转型将进入大变革新时期。在实现“碳达峰”前，天然气在

一次能源中的占比仍将增长，对煤炭具有重要的替代性作用，“十

四五”时期，天然气依然会是发展较快的一次清洁能源。随着“双

碳”政策的不断深入、环保政策的持续推进，政策因素将继续对

燃气用具市场发展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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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场发展规模预期

（一）市场发展特点

家用燃气灶作为国人日常生活烹饪的家用产品，已成为每户

家庭的必备燃气用具产品，其本身具有极高的百户拥有量、极强

的换新属性和下沉市场的低饱和度特征。家用燃气灶市场直接受

城镇燃气发展的影响，与房地产市场发展情况呈现极强的正相关

性，同时在一、二线城市的换新需求较大，在下沉市场依旧有较

大的增量市场潜力。

集成灶作为集成化家用厨房设备产品，“十三五”期间迎来

快速发展阶段。一方面集成灶产品品牌宣传推广力度的加大、销

售渠道的增多，使得集成灶进入更多消费者的视线之中，消费者

接受度提升。另一方面，主要布局于三、四线市场的集成灶，随

着三、四线城市在棚改货币化政策刺激下，显著拉动厨房配置需

求，为集成灶市场增长提供了良好契机。集成灶与家用燃气灶同

属家用烹饪产品，两者具有一定的互相替代性。集成灶市场发展

同样受天然气、房地产市场、收入和消费水平等因素的影响，未

来增量市场发展潜力巨大，相比而言换新市场需求较小。

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在热水器市场中约占到 40%的市场份

额，略低于电热水器市场占比，但显著高于太阳能等其他能源类

型热水器市场占比。随着“双碳”政策的提出，天然气在一次能

源消费占比将进一步提升；同时，考虑到太阳能热水器产品痛点

明显和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在使用舒适性方面的显著优势，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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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燃气逐步向乡村地区普及，在具备燃气使用条件的地区，家

用燃气快速热水器替代电热水器和太阳能热水器将逐渐成为趋

势。另一方面，在一、二级市场保有量已近饱和，家用燃气快速

热水器市场开始步入存量换新市场；下沉市场产品饱和度比较

低，随着经济和生活水平的提升，消费者需求持续释放，下沉市

场有望成为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市场新增量需求的主要来源。

“十三五”时期，燃气采暖热水炉市场在供给侧改革、房地

产市场拉升、城镇化进程提速、燃气管网供应基础建设不断推进、

分户供暖逐渐普及到南方市场、“煤改清洁能源”政策红利释放

等多方利好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实现突破性发展。政策因素对燃气

采暖热水炉市场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煤改气”政策

的推动下，燃气采暖热水炉产品知名度提升，消费者购买意愿增

强，房地产工程市场得以稳步发展。后“煤改气”时代的置换市

场和南方分户供暖市场将是燃气采暖热水炉市场未来发展的重

要领域。

商用燃气燃烧器具主要应用于大型食堂、星级饭店厨房、连

锁餐饮和社会餐饮、学校食堂、机关事业单位食堂等场景。随着

我国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餐饮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

好，餐饮行业收入基本保持稳定增长。随着互联网新型产业的发

展带动外卖餐饮市场蓬勃发展，大众餐饮渐成主流，快餐和小吃

餐饮在生意火爆的同时着力发展社区便利餐饮；高端餐饮企业向

大众化转型，让大众化餐饮成为餐饮行业发展的主力军。与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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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随着旅游行业的快速发展，节假日出行游玩，入住酒店，也

为餐饮行业的发展注入动力，一定程度上助推商用燃气燃烧器具

的发展。

（二）影响因素分析

不同品类的燃气用具由于各自功能特点和应用场景有所不

同，市场发展的影响因素有差异，但总体上影响燃气用具市场发

展的主要因素包括：宏观经济因素、人口因素、城镇化率因素、

收入和消费水平因素、消费市场因素、气源因素、房地产市场因

素等。

1、宏观经济因素

2020年 5月 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首次提出“深

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

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双循环”

发展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提高供给

侧的创新力和竞争力，对外提升产业链安全。

“十三五”期间，我国经济增长动力强劲，经济发展迅速，

供需关系逐步改善，市场活力动力增强，就业民生较好保障，国

民经济延续稳定态势。虽然 2020年受疫情影响，但疫情得到控

制后前三季度经济增速由负转正，全年 GDP总量突破 100万亿

元，全年 GDP增速 2.3%，成为全球唯一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2021年一季度 GDP同比增长 18.3%，比 2019年同期增长 10.3%，

经济运行持续稳定恢复，发展动力不断增强。“十四五”时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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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经济将进入“新常态”发展阶段，将带来四大新机遇：一是增

速虽然放缓，但增量依然可观；二是增长更趋平稳，动力更为多

元；三是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发展前景更加稳定；四是政府简政

放权，市场活力将进一步释放。

2、人口因素

人口在经济发展中发挥巨大作用，“人口红利”形成的超大

规模市场和劳动力供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的一

项核心竞争力。我国人口发展已经进入低生育水平阶段，2018

年末全国就业人口总量首次出现下降，预计未来劳动年龄人口还

会逐年减少。“人口红利”的消失，导致未来对燃气用具产品的

新增需求将会持续减弱，换新需求成为主导力量。

3、城镇化率因素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经之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

和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促使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推动城

镇化水平稳步提升。近年来随着城镇化发展战略的逐步推进，我

国城镇化率稳步提升，2020年达到 63.89%。城镇化进程的加速，

意味着大量农村居民向城镇转移，消费者对于产品有更高需求，

从而带来大量需求释放，燃气用具产品需求将随着城镇化的推进

而稳步增长。下沉市场燃气用具产品的低保有量以及城镇化进程

的深入推进，将为燃气用具行业发展带来广阔空间。

4、收入和消费因素

2021年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值 9730元，



16

比上年同期实际增长 13.7%。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累

计值 13120元，同期实际增长 12.3%；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累计值 5398元，同期实际增长 16.3%。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稳步

增长，一方面能提高燃气用具产品的整体需求与消费者购买能

力，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推动需求结构升级，消费者购买需求已经

从普及型需求转变成更新换代需求。消费者在购买燃气用具产品

时更加注重产品品质，中高端产品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欢迎。整

体化、节能环保化、美观智能化、健康化、人性化和多样化成为

燃气用具市场消费的重要发展趋势。收入水平增长带来的消费能

力提升，将为燃气用具行业注入长期发展动力。

5、消费市场因素

消费升级是新消费发展的动力基础，“双循环”下线上消费

和网络零售等新消费模式成为趋势。随着移动互联网和移动支付

的快速普及，碎片化时间的充分利用使燃气用具产品网络零售深

度融入居民生活，网络零售规模持续较快增长，线上消费习惯逐

渐养成。在网络消费规模扩大过程中，燃气用具产品消费方式由

单纯线上或线下向线上线下融合发展转变，全渠道消费快速增

长。另外，新消费的营销渠道主要是线上新媒体平台，燃气用具

产品品牌推广和营销方式更加多变，使得产品得到更快速的热点

和更大范围的曝光量。

随着厂商宣传渠道的多样化，消费者对于燃气用具各品牌的

认知了解有了明显的提升，购买时对于品牌的选择会投入更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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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重。消费者在购买燃气用具产品的过程中，更关注品牌代表的

质量承诺和文化内涵，愿意为品牌承载的品质支付额外溢价，一

定程度上刺激换新市场需求和新增购买需求。

6、气源因素

“十三五”期间，我国建成了中俄东线、东北管网系统、陕

京系统和西气东输系统天然气管输互联互通，总体呈现“西气东

输、北气南下、海气登陆”态势，构建了西北、西南、东北、海

上进口天然气四大战略通道及“三纵三横”管网架构，形成了横

跨东西、纵贯南北、联通海外的天然气骨干管网格局，保障国家

能源安全。天然气消费持续快速增长，从 2015年的 1871亿立方

米增长至 2020年的 3280亿立方米，天然气消费量在一次能源总

消费量中的占比从“十二五”末期的 5.9%提升至 8.4%。在城镇

燃气方面，《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规划（2017-2021年）》的

发布推进京津冀、汾渭平原地区居民“煤改气”工程，城乡居民

燃气用量保持稳定增长，城镇燃气快速发展，促进了燃气用具行

业新发展态势。液化天然气（LNG）点供站和液化石油气（LPG）

在偏远地区的推广使用，也为燃气用具进入更多下沉市场用户提

供了宝贵渠道。

“十四五”期间，我国能源发展将开启“2030年前碳达峰、

2060年前碳中和”的低碳转型升级新征程，一次能源结构调整

将进入加速变革和全面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新时期，天然气行业仍

将处于发展期；与此同时，氢能利用将逐步向城镇日常用能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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掺氢天然气将在城镇燃气领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氢能在燃气

用具领域的应用将迎来全新的发展机遇。

“十四五”期间随着我国经济质量提高，能源资源配置更加

合理，能源利用效率大幅提高，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和二

氧化碳排放分别降低 13.5%、18%，清洁能源需求和高效天然气

利用技术需求持续上涨，推动天然气消费增长仍然是我国能源转

型的主要方向。环渤海、华北和西北等重点区域稳步推进居民清

洁采暖和“煤改气”工程，持续推进城镇燃气领域的“煤改气”，

东南沿海、长三角和华中地区推动城镇燃气加快发展，引导南方

地区天然气采暖。预计“十四五”期间我国天然气消费量年均增

长率仍将在 5%以上，“十四五”末我国天然气消费量预计为

4300～4500亿立方米。

7、房地产市场因素

燃气用具市场与房地产市场关联度较大，随着近年来精装房

政策的逐步推广实施，家用燃气灶、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燃气

采暖热水炉等燃气用具产品在精装房中的配套率逐步提升，房地

产市场的走向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燃气用具市场的发展情况。

2016年到 2017年春，一线房地产市场疯涨，热门二线城市

纷纷上涨，三、四线城市由于棚改政策刺激房价大涨，直到 2019

年 12月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之后，“房住不炒、因城施策”

的楼市主基调使房地产市场上涨趋势得以抑制。在疫情得到控制

之后，2020 年我国经济依然坚韧，房地产作为我国经济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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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和压舱石，超预期发展对 2020年经济做出了重要贡献。房地

产行业在政策护航下市场稳健运行，随着经济回暖，房地产市场

韧性凸显，土地交易市场指标、开发投资和销售指标、商品住宅

新开工面积和竣工面积等多项指标稳中有升。政策端立场仍然十

分坚定，不以房地产作为刺激经济的手段，未来相当长时间内，

房地产市场将延续稳定发展的思路。

近年来，国家以及地方政府加速推动全装修房和保障性住房

政策落地，未来保障性租赁住房将作为工程精装修的主要阵地。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城镇化率的提升，精装房市场和保障

房市场发展潜力巨大。精装房市场家用燃气灶配套率达到 95%以

上，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配套率连年攀升，燃气采暖热水炉配套

率虽与建材、厨房、卫生间等标配部品配套率相差悬殊，但市场

潜力不容小觑。房地产市场健康持续发展将为燃气用具行业的可

持续增长带来需求保障。

（三）市场规模预测

1、预测分析方法

基于影响燃气用具市场发展的宏观经济、人口、城镇化率、

收入和消费水平、消费市场、气源、房地产市场等主要因素，分

析各因素与各类燃气用具市场规模的关联性，选取具有较强关联

性的各类因素，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岭回归模型，充分剔除

各因素之间的共线性影响，最终得到各类燃气用具市场规模与各

影响因素之间的回归预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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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结合各影响因素的整体发展过程、国内外宏观环境影

响、政策发展趋势等对各影响因素未来的发展趋势做三种可能出

现的情景预判，分别为正常发展情景、不理想发展情景和理想发

展情景，并基于回归模型，对各类燃气用具市场规模进行三种情

景下的发展预测。

2、各影响因素关联性分析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历年统计数据，结合各类燃气用具市

场规模数据，同时考虑 2020年的特殊情况，选取 2006年~2019

年各类影响因素的国家统计数据和各类燃气用具市场规模数据

进行关联性分析。

宏观经济因素选取了国内生产总值（万亿元）、第二产业增

加值（万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千元）作为相关影响因素。

人口因素选取了年末总人口（千万人）、城镇人口（千万人）、

天然气用气人口（千万人）作为相关影响因素。

收入和消费水平因素选取了居民消费水平（千元）、城镇居

民消费水平（千元）作为相关影响因素。

气源因素选取了天然气消费量（百亿立方米）、居民生活天

然气消费总量（十亿立方米）作为相关影响因素。

房地产市场因素选取了住宅商品房销售面积（千万平方米）

作为相关影响因素。

考虑到商用燃气燃烧器具应用场景的特殊性，无法获得有效

的商用燃气燃烧器具市场数据，故选取商用厨房设备市场规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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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作为评估商用燃气燃烧器具市场发展水平的指标，且将大型食

堂、星级饭店厨房、连锁餐饮和社会餐饮、学校食堂、机关事业

单位食堂等商用厨房食堂数量数据作为其中一项影响因素。

对选取的各影响因素数据与各类燃气用具市场规模数据进

行灰色关联性分析，得到各影响因素与各类燃气用具市场的关联

度，列于表 1。

表 1 各影响因素与各类燃气用具市场的关联度

影响因素

燃气用具

家用燃气灶 集成灶
家用燃气快

速热水器

燃气采暖

热水炉*
商用厨房

设备

国内生产总值

(万亿元) 0.566 0.656 0.576 0.761 0.833

第二产业增加值

(万亿元) 0.637 0.612 0.640 0.763 0.765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千元) 0.579 0.645 0.589 0.758 0.815

年末总人口

(千万人) 0.681 0.458 0.690 0.678 0.592

城镇人口

(千万人) 0.812 0.507 0.778 0.713 0.645

天然气用气人口

(千万人) 0.577 0.649 0.585 0.768 0.804

居民消费水平

(千元) 0.548 0.669 0.561 0.748 0.849

城镇居民消费水平

(千元) 0.617 0.618 0.624 0.752 0.758

天然气消费量

(百亿立方米) 0.521 0.700 0.536 0.748 0.833

居民生活天然气消费

总量(十亿立方米) 0.607 0.630 0.613 0.781 0.788

住宅商品房销售面积

(千万平方米) 0.741 0.569 0.698 0.753 ——

商用厨房食堂数量

（万个）
—— —— —— —— 0.595

*：燃气采暖热水炉市场规模指普通工程和零售市场合计的年销量，下文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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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对各类影响因素与各类燃气用具市场的灰色关联性分

析，对各类影响因素与各类燃气用具市场的关联性进行排序，得

到各类燃气用具市场预测回归模型用的各影响因素，列于表 2。

表 2 各类燃气用具市场回归模型用参数

关联性

燃气用具

家用燃气灶 集成灶
家用燃气快速

热水器
燃气采暖热水炉 商用厨房设备

第一关联

因素
城镇人口 天然气消费量 城镇人口

居民生活天然气

消费总量
居民消费水平

第二关联

因素

住宅商品房

销售面积
居民消费水平

住宅商品房

销售面积

天然气

用气人口
天然气消费量

第三关联

因素
第二产业增加值 国内生产总值 第二产业增加值 第二产业增加值 国内生产总值

第四关联

因素

城镇居民

消费水平

天然气

用气人口

城镇居民

消费水平

住宅商品房

销售面积

天然气

用气人口

第五关联

因素

居民生活天然气

消费总量

住宅商品房

销售面积

居民生活天然气

消费总量

城镇居民

消费水平

商用厨房

食堂数量

3、市场规模预测

（1）各影响因素增长率分析

根据各影响因素历年增长率变化情况，结合德尔菲法对各影

响因素未来增长率的变化趋势进行专家打分，得到三种可能出现

的情景下各影响因素未来增长率。

对反映宏观经济因素的国内生产总值和第二产业增加值的

历年增长率进行分析，未来两者的发展趋势做三种可能出现的情

况预判，分别为不理想发展情景增长率 1%，正常发展情景增长

率 3%，理想发展情景增长率 5%。

对反映人口因素的城镇人口和天然气用气人口的历年增长

率进行分析，未来两者的发展趋势做三种可能出现的情况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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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人口分别为不理想发展情景增长率 1%，正常发展情景增长

率 2%，理想发展情景增长率 3%；天然气用气人口分别为不理想

发展情景增长率 2%，正常发展情景增长率 5%，理想发展情景增

长率 8%。

对反映收入和消费水平因素的居民消费水平和城镇居民消

费水平的历年增长率进行分析，未来两者的发展趋势做三种可能

出现的情况预判，居民消费水平分别为不理想发展情景增长率

5%，正常发展情景增长率 10%，理想发展情景增长率 15%；城

镇居民消费水平分别为不理想发展情景增长率 3%，正常发展情

景增长率 7%，理想发展情景增长率 10%。

对反映气源因素的天然气消费量和居民生活天然气消费总

量的历年增长率进行分析，未来两者的发展趋势做三种可能出现

的情况预判，天然气消费量分别为不理想发展情景增长率 5%，

正常发展情景增长率 8%，理想发展情景增长率 14%；居民生活

天然气消费量分别为不理想发展情景增长率 5%，正常发展情景

增长率 10%，理想发展情景增长率 15%。

对反映房地产市场因素的住宅商品房销售面积的历年增长

率进行分析，未来的发展趋势做三种可能出现的情况预判，分别

为不理想发展情景增长率 1%，正常发展情景增长率 2%，理想发

展情景增长率 3%。

对全国各类商用厨房食堂数量的历年增长率进行分析，未来

的发展趋势做三种可能出现的情况预判，分别为不理想发展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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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率-0.1%，正常发展情景增长率 0.6%，理想发展情景增长率

1.0%。

结合上述分析，汇总各影响因素未来三种发展情景下的增长

率列于表 3。

表 3 各影响因素未来三种发展情景下的增长率

影响因素

不同情景增长率

不理想发展情景 正常发展情景 理想发展情景

国内生产总值 1% 3% 5%

第二产业增加值 1% 3% 5%

城镇人口 1% 2% 3%

天然气用气人口 2% 5% 8%

居民消费水平 5% 10% 15%

城镇居民消费水平 3% 7% 10%

天然气消费量 5% 8% 14%

居民生活天然气消费总量 5% 10% 15%

住宅商品房销售面积 1% 2% 3%

商用厨房食堂数量 -0.1% 0.6% 1%

（2）各燃气用具市场规模发展趋势预测

基于回归模型和三种发展情景下各影响因素的增长率情况，

对各类燃气用具市场规模进行三种情景下的发展预测，得到 2021

年~2025年燃气用具市场规模预测数据，如图 1~图 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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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家用燃气灶市场规模（产量）发展趋势

图 2 集成灶市场规模（销量）发展趋势

图 3 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市场规模（产量）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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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燃气采暖热水炉市场规模（销量）发展趋势

图 5 商用燃气燃烧器具市场规模（销售额）发展趋势

（3）小结

①家用燃气灶市场规模（产量）发展趋势

正常发展情景下：3800~4300万台/年；

理想发展情景下：3900~4700万台/年；

不理想发展情景下：3700~3900万台/年。

②集成灶市场规模（销量）发展趋势

正常发展情景下：300~385万台/年；

理想发展情景下：310~470万台/年；

不理想发展情景下：290~330万台/年。



27

③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市场规模（产量）发展趋势

正常发展情景下：2120~2400万台/年；

理想发展情景下：2200~2600万台/年；

不理想发展情景下：2050~2200万台/年。

④燃气采暖热水炉市场规模（销量）发展趋势

正常发展情景下：220~285万台/年；

理想发展情景下：240~340万台/年；

不理想发展情景下：210~240万台/年。

⑤商用燃气燃烧器具市场规模（销售额）发展趋势

正常发展情景下：125~155亿元/年；

理想发展情景下：130~185亿元/年；

不理想发展情景下：120~135亿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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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技术与产品发展

（一）推进节能环保技术创新和产品应用

随着“碳达峰”目标和“碳中和”远景的提出，燃气用具节

能低排放技术将是未来发展的重要趋势。

优化家用燃气灶和集成灶的燃烧系统及聚能技术。研发新型

燃烧器结构设计，通过增压式燃烧、聚能燃烧、全预混鼓风燃烧、

低排放燃烧、燃气具自适应燃烧、混合能源应用等技术创新，优

化燃气自动控制技术，改善二次风供给和热交换途径，开发新型

聚热辐射锅架结构，提升燃烧效率、强化换热效率、降低燃烧污

染物排放，实现高效、节能、环保目的。推进低成本、高能效燃

烧器研发，将高能效家用燃气灶和集成灶产品向下延伸，开拓产

品应用市场。“十四五”末期家用燃气灶和集成灶产品整体平均

能效提升 2到 5个百分点。

提升集成灶吸油烟能力，减少污染物排放。大力发展集成灶

静电吸附油污技术、动态螺旋滤油技术、负离子净化技术、活性

吸附技术、织物过滤技术、湿式净化技术、紫外线光解净化技术

等油烟净化技术，优化风机性能，开发风机烟道环境自适应技术、

降噪风道结构技术、直流变频驱动技术，改善吸排烟系统结构。

开发基于多产品融合的能量回收技术，打造干净舒适的厨房环

境，降低系统噪音，保障用户使用环境的绿色环保与健康便捷。

聚焦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低氮高效燃烧技术和新型热交换

器材料技术。继续在浓淡燃烧技术、催化燃烧、掺氢燃烧以及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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焰燃烧技术等方面加大研究深度，在关键器件的研发、系统控制

技术、环境适应性技术等领域开展重点研究。研发新材料合金热

交换器，完善不锈钢翅片管热交换器结构，应用经济型材料，如

复合材料、石墨、搪瓷玻璃等导热材料，以及其它高效导热、耐

高温、防腐蚀、防结垢材料，研发高效功能涂层材料技术，提升

热交换器的防腐性能和使用寿命。提升低能效家用燃气快速热水

器产品能效，改善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产品全生命周期内使用的

平均能效水平，提升高能效和低氮排放产品市场占比；预期“十

四五”末期，一级能效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产品市场占比提升 2

到 5个百分点，五级氮氧化物排放水平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产品

市场占比提升 2到 5个百分点。

大力推广燃气采暖热水炉应用高效低氮全预混冷凝技术。研

发低成本燃气采暖热水炉低氮燃烧技术和全预混燃烧技术，全预

混燃烧自适应技术实现进一步优化和推广应用，研发具有更大调

节比的燃气-空气比例控制的燃气自适应技术。继续开展燃气采

暖热水炉低氮燃烧技术研究，提升低热负荷段使用时的热效率。

响应国家能源发展转型政策，积极发展燃气采暖热水炉掺氢燃烧

技术，保证燃烧工况不变和可靠性不变。提升高能效和低氮排放

产品市场占比，预期“十四五”末期，一级能效燃气采暖热水炉

产品市场占比提升 5个百分点，燃气采暖热水炉整体氮氧化物排

放水平降低 10%~15%。

优化和推广商用燃气燃烧器具燃烧技术和节能技术。研发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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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全预混燃烧器，如金属网、陶瓷板燃烧器，提高燃烧器的燃烧

效率及辐射传热能力，进而提高能源利用率；通过调整炉膛结构、

炉膛排烟口形式及位置，改变烟气在炉膛内的流向，进行合理的

烟气余热回收利用，提高换热效率和能源利用率，降低燃烧产物

排放；通过控制燃气量和空气量比例调节，改善大小火时燃烧效

率不均的问题，使燃气燃烧控制更加精确，避免燃烧用空气量控

制不精准造成的热能浪费，节约燃气。需要人工值守的商用燃气

燃烧器具，优化其防空烧燃烧技术，减少其无效使用时间，节约

燃气耗量，降低污染物排放。

强化燃气用具绿色设计理念。在燃气用具产品原材料选择、

生产、使用及报废回收的全生命周期内优化各有关设计因素，充

分考虑对资源和环境的影响，在满足产品功能、质量、开发周期

和成本要求的同时，使得燃气用具产品对环境的总体影响和资源

消耗降到最低。

（二）提升燃气用具产品舒适性技术应用

在满足用户功能需求的基础上更舒适便捷、提升用户体验是

燃气用具行业持续追求的目标。

家用燃气灶和集成灶产品舒适性技术发展。开发高热负荷调

节比技术，提高热负荷调节范围，满足不同用户对家用燃气灶和

集成灶热负荷的需求；优化火焰分布技术，使其更均匀，减小烹

饪过程对用户的热辐射，改善厨房环境；改善家用燃气灶和集成

灶整体结构，降低零部件温升，提升产品的安全性与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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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热融洗技术、高温蒸汽洗技术、疏水基表面涂层技术等自清

洁技术，优化家用燃气灶和集成灶整体结构和外观设计，实现易

清洁性，提升用户体验，解决厨房因爆炒造成油污较重而带来的

清洁问题。

保证用户生活热水使用舒适性，优化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恒

温技术。进一步提升相应恒温功能部件的综合控制性能，优化进

出水水路设计，提升管路保温材料性能，增设储水箱及优化软件；

进一步优化恒温控制程序应对复杂外部使用工况变化，使得恒温

变量的预判更加智能，保持出水温度恒定，同时解决小负荷停水

温升控制的问题。

保证用户生活热水使用舒适性，进一步优化零冷水技术。基

于现有内置循环预热和外置循环预热等技术，研发更方便安装的

循环管路系统，研制更优秀的节能算法以及更完美的有回水管和

无回水管解决方案，研究快速循环预热技术和精确温度控制技

术，解决零冷水产品系统安装繁琐以及用水体验不佳的问题，实

现生活热水“即开即热”的需求，为用户进一步节约安装和使用

成本，提升用户洗浴舒适性和生活品质。

保证用户日常使用舒适性，提升降噪技术应用水平。家用燃

气快速热水器和燃气采暖热水炉在以降低火孔热强度、气流降

噪、水路降噪、吸声降噪等降噪技术基础之上，针对不同噪音源

开发更有效的降噪技术，研发更高效的吸声材料，在燃烧控制、

给排气控制和水流控制方面持续改进。随着整机一体式燃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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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不锈钢热交热器及铸铝合金热交热器等关键技术在家用燃气

快速热水器和燃气采暖热水炉中的应用，整机噪音研究也将是降

噪技术研究趋势。

提升燃气采暖热水炉舒适性技术发展。将高输出调节比、燃

烧比例控制、分段燃烧、水量伺服等技术运用到燃气采暖热水炉

中的生活热水部分，持续提升燃气采暖热水炉生活热水的性能和

舒适性，极大提升使用的舒适度。应用气候补偿技术和室内温控

技术，自动优化调节采暖出水温度，合理匹配有效的板式热交换

器、耦合罐、蓄热缓冲罐等，将燃气采暖热水炉系统与外置采暖

循环系统进行科学的耦合匹配，提高采暖舒适性和经济性。

规范结构尺寸，优化外观设计。与现有住宅标准规范相结合，

标准化与规范化嵌入式家用燃气灶、集成灶、家用燃气快速热水

器、燃气采暖热水炉安装尺寸，便于用户安装和后续置换。探索

新面板材料、新配色方案以及产品与家装融合方案，根据市场导

向设计产品外观，在开发产品性能和功能的同时注重其对外观的

影响，使得燃气用具从单一功能性产品延伸至带有设计理念、设

计元素、与家装风格统一的工艺品。

（三）加快燃气用具产品智能化技术应用

家用燃气灶和集成灶产品控制和安全防护智能化技术发展。

基于智能触摸操控、智能防干烧保护、烟灶联动、智能控温、智

能烹饪和网络互联等智能化功能，家用燃气灶和集成灶的智能化

技术发展将更侧重于产品本身的使用功能。进一步优化燃气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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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控制技术，集成温度检测和加热时间控制技术，优化程序算

法，解决烹饪过程中火力难以调节、温度难以控制的痛点问题，

实现一键烹饪和自动烹饪，通过网络互联智能功能，实现网络共

享菜谱自动烹饪。进一步优化安全防护智能传感技术应用，提升

防干烧、回火、燃气泄漏等安全防护智能传感精度，基于网络互

联智能技术，实现运行状态实时监测和异常状态远程上报，保障

家用燃气灶和集成灶产品的全方位智能控制与安全防护。

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和燃气采暖热水炉产品舒适性智能化

技术发展。利用物联网等信息技术手段，丰富家用燃气快速热水

器和燃气采暖热水炉操作方式，实现远程协助、增加可拓展性，

更好地适应快节奏的变化需求。利用智能技术自主学习提高人机

交互体验，主动预判用户使用习惯，主动感知外在影响因子的变

化，自主调节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和燃气采暖热水炉燃烧工况和

水路系统，自主判断机器部件状态，完善产品自身功能。家用燃

气快速热水器和燃气采暖热水炉实现个性化温度调节和精准调

节，提高居家生活的舒适度并减少不必要的功耗，提升综合能源

使用效率。

燃气用具运行监测和售后服务智能化技术发展。建立燃气用

具产品运行大数据平台和售后维修控制平台，利用物联网通信技

术，通过传感器实时监测设备的运行及待机健康状态，实时将监

测数据传送至云端服务器，通过智能化数据分析及整机身份编码

判断，实现设备远程控制、安全监控、能源消耗统计、自动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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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诊断报修等功能，及时将服务数据发送至最近的服务网点进

行上门服务以及通过云端直接远程维护，实现更可靠和智能化的

售后服务。

（四）合理发展小型化和集成化燃气用具

小型化燃气用具适应更多应用场景。发展燃气采暖热水炉小

型化技术，便于既有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用户在原安装位置直接

更新为燃气采暖热水炉，提高配件集成度，为更多场景安装应用

提供有效解决方案。发展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小型化技术，适应

更多小型厨房安装需求。家用燃气灶产品类型逐渐多样化，烹饪

方式的精细化逐步衍生出功能细分的家用燃气灶产品，品质高、

功能强、体积小、颜值高的小型化家用燃气灶将更能适应新消费

需求。

集成化燃气用具产品满足更多使用需求。随着用户需求的细

分，水质净化和软化、整体浴室、整体厨房等多品类集成技术为

用户提升使用功能扩展，完善燃气用具产品结构集成化设计，不

断集成各种新型技术，结合用户实际需求实现定制化集成开发，

达到安全、舒适、便利和个性化的使用感受，提高用户的产品使

用体验。

（五）统筹发展多能源应用系统

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和节能环保形势的发展，家庭热能

供应系统的节能问题已成为国家关注的焦点。

提升多能源应用系统综合使用效率，降低用户能源支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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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燃气、太阳能、热泵等多能源应用系统，为家庭各种能源的接

入提供技术支持，结合标准化通讯协议和端口，实现关键冷热源

设备之间的数据通讯。以多种冷热源为基础，优化冷热源装置之

间的故障影响和系统可靠运行管理，进行合理的水力系统和控制

系统设计，实现更低能源消耗和更低碳排放。以气候条件为主实

现冷热源切换和互补控制功能，辅以能源价格为主导的成本控制

模型，实现多能源应用系统成本最优化。

提升燃气用具产品在多能源应用系统中的占比。加速编制、

发布和实施多能源应用相关技术标准，合理解决多能源系统联合

运行产生的特有安全、技术、经济等问题，规范多能源系统市场

监管和市场准入制度，保护消费者利益，促进太阳能、热泵技术

在家用燃气供热水和采暖领域的应用，促进燃气采暖热水炉和家

用燃气快速热水器产品的可持续发展。

（六）加强燃气用具产品可靠性和耐用性

提升燃气用具产品可靠性与耐用性。开发点火可靠性技术、

生产过程可靠性控制技术、产品与零部件同寿命技术等，提高生

产制造水平，确保燃气用具产品品质，降低故障率。优化热交换

器结构和材料，增加设计寿命，发展鼓风直流变频燃烧技术，解

决相关配件高温老化、积碳腐蚀等寿命问题。提升商用燃气燃烧

器具熄火保护装置的稳定性、可靠性和耐久性，保证安装有熄火

保护装置的产品在调试运行工作中的有效性。研究燃气泄漏报警

联动控制技术，通过与智能化技术的融合，实现在线健康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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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预警，及时切断燃气阀门，保证应用场景燃气输配安全和燃

气用具产品使用安全。

（七）加快建设燃气用具数字化质量管控系统

基于工业互联网思维，以产业数字化、体系标准化为发展方

向，采用“软件+硬件”的实施方案，围绕燃气用具行业上下游

产业链，建设与打造燃气用具智能制造可信体系，实现产业链协

同与质量数据的可信追溯。通过 5G赋能，推动企业内部数字化

转型升级；同时以海量的质量检测数据为基础，依托国家工业互

联网标识解析体系，形成产品溯源码，通过区块链技术，实现对

产品生产、整机检测、质量监管到消费者购买使用的全生命周期

可信溯源。

“十四五”期间，建立燃气用具产品全生命周期质量可信溯

源体系，通过软硬件检测手段的升级，实现从配件采购到产品生

产、整机的 100%检测率。搭建覆盖全行业质量管控可信制造服

务平台，将所有品质信息进行数据化分析、智能化管控、高效化

使用，完成工业大数据汇聚。

（八）推动发展燃气用具行业智能制造

深入实施燃气用具行业智能制造和绿色制造。推动燃气用具

行业制造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积极向数字化、网络化、智

能化方向转型。提升燃气用具产品生产设备数字化和网络化能

力，完成生产设备联网和运行数据采集，实现生产设备远程监控，

提升数据分析利用率，系统地挖掘分析生产制造数据，基于数据



37

驱动实现智能化制造。

扎实推进燃气用具制造数字化设计。基于燃气用具产品的参

数化、模块化设计，开展计算机辅助设计、三维模型设计、数字

化建模仿真等，对产品设计和工艺设计数据进行结构化管理与归

档，建立典型组件和设计数据库，快速适应外部环境技术动态性

以及响应外部市场需求不确定性。

着力推进燃气用具生产过程智能化。建设智能化车间，实现

作业指导、加工程序、工艺参数等工艺文件的远程下达，实现生

产的人、机、料、法、环、测数据采集，实现生产计划和作业工

单的自动排程，实现生产过程信息的可视化与数据统计，实现设

备的信息化管理，消除信息孤岛，促进燃气用具生产过程实现信

息互联与互操作，达到信息流、数据流无缝传递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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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发展建议意见

（一）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加大政策力度，推动城镇燃气普及率提升和燃气管网向下延

伸，开展乡镇村地区燃气管网供气基础设施建设，推进燃气用具

在下沉市场的普及应用。持续推动清洁取暖政策，延长已有“煤

改气”工程用户用气补贴政策，制定有效政策，优先保障居民用

气供应。加大对天然气清洁能源应用的政策支持，制定节能、低

氮、低碳燃气用具产品激励政策，大力发展高效节能燃气用具产

品和创新技术，鼓励和引导全预混冷凝式、低排放式等各类节能

环保燃气用具产品快速进入市场。

（二）加强燃气用具市场监管

依托现行标准规范和市场监管相关要求，加强燃气用具行业

监管和市场监管，明确监管职责，完善监管体系，建立健全完整

配套的燃气用具市场监管法律法规体系，发挥法律、法规、规章

对燃气用具行业发展的引导和约束作用，强化地方市场监管机构

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 CCC认证制度和自愿性认证制度对燃气

用具产品质量管理的作用，形成全方位的质量监管管理体系，引

导优质产品自愿性认证体系的有序实施，实现对不符合标准规范

的燃气用具产品和生产企业严格打击，构建“良币驱逐劣币”的

良性市场环境，保障燃气用具行业有序、健康、平稳发展。

（三）加速燃气用具行业平台建设

凝聚行业发展合力，共同推动燃气用具行业高质量发展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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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依托燃气用具行业平台，加强燃气用具产业链上下游企业

协同合作，加强与利益相关方沟通交流，促进整机生产企业与零

部件生产企业、原材料供应企业、经销商群体、线上线下销售平

台等多方协调联动发展；加强国际交流合作，积极参与国际标准

编制，携手国际同行共同为实现“双碳”目标和燃气用具行业可

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四）加强燃气用具企业能动性

强化各燃气用具产品及相关零部件产品生产企业作为行业

发展的实施主体地位，根据本报告确定的主要目标和重要任务，

细化调整企业实施方案，积极有序推进科研项目实施和市场推

广，对行业发展实施情况提出建议，及时总结经验、分析问题、

制定对策，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政策推进情况，适时调整发

展方向。加强科技攻关和研发，加强企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以

企业创新为主体，科研院所创新为保障，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依

托科研项目加快重大技术突破。

（五）坚持高效利用和环境保护

坚持高效环保、节约优先，提高利用效率，培育新兴市场，

扩大高效节能燃气用具市场规模。处理好燃气用具行业发展与生

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注重生产、运输和利用中的环境保护和资源

供应的可持续性，减少环境污染。充分发挥燃气用具产品舒适、

节能、安全的特点，满足消费者对舒适家居和智能家居的美好生

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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