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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
的《工业节能诊断服务行
动计划》，首次在全国范围
内针对能源管理基础薄弱
的企业和重点高耗能行业
开展节能诊断服务行动。

由第三方专业机构对
企业工艺技术装备、能源
利用效率、能源管理体系
开展全面诊断，并提出节
能改造建议，这一过程便
是节能诊断。开展工业节
能诊断有利于提升工业能
效 水 平 、推 动 工 业 绿 色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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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坪山区恩达街 8 号，花木掩映间，

矗立着一座占地 120 亩、以生产印制线路板为

主的高科技企业——恩达电路。

生产电子信息产品工艺耗能大，随着产

业技术革新与产品迭代速度加快，恩达电路

的发展一度面临较大的能耗压力。但在 2019
年 9 月，作为重点用能单位，恩达电路却凭借

绿色制造和低耗生产，入选工业和信息化部

的绿色制造名单。

节能诊断助力工业企业
降本增效

“降耗增效来自一场节能诊断。”恩达电

路研发部经理韩逸伟道出诀窍。

2019 年 5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工业

节能诊断服务行动计划》，首次在全国范围

内针对能源管理基础薄弱的企业和重点高

耗能行业开展节能诊断服务行动，以进一

步提升工业能效水平、推动工业绿色

发展。

韩逸伟告诉记者，近

几年通过更换设备、

提升管理，企业不断进行节能改造，但节能越

到深处，挖潜空间越有限，迫切需要专家上门

“诊断”。

2019 年夏天，深圳市绿创人居环境促进

中心成为恩达电路的节能诊断服务商。历时

两个月，绿创开出的节能诊断包括压缩空气

系统有待节能优化、锅炉加热设备余热利用

效能不高等。

看到诊断书，韩逸伟算了一笔账，按照方

案实施改造，公司年节能量可达 270 吨标准

煤。如今，写在诊断书上的节能意见正逐项

变为生产线上的改造实践。“综合来看，一年

能为企业节约能源成本 170 万元，改造总投入

190 万元，两年内便可收回成本。”韩逸伟说。

近两年，节能诊断服务不断发展。“2019
年，各行业各地区的 200 多家节能诊断服务机

构总计为 4400 余家行业企业提供节能诊断服

务，涉及能源消费总量约 4.65 亿吨标准煤，累

计提出节能改造措施建议 7930 项，预期节能

量约 1400 万吨标准煤，平均节能率约 3.0%。”

工信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有关负责人说。

诊断建议落实为节能改
造项目的转化率有待提高

尽管工业节能诊断预期效果显著，但“开

出药方”后还需“按方抓药”，才能真正推动工

业企业绿色发展。

“从当前实践看，节能诊断建议落实为节

能改造项目的转化率有待提高。”在工信部节

能与综合利用司有关负责人看来，一些工业企

业改造资金不足、投资回收期较长、对稳定安

全生产的担心等是诊断建议落地的主要障碍。

“节能是为了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

而为了节能又需要投入相应资金进行改造，

会增加生产成本，节能改造中如何实现投入

产出的平衡？”北京和碳环境技术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于仲波认为，对不少企业而言，节能减

排迫在眉睫，但投资回报最好也能有所兼顾。

一方面，需瞄准关键环节精准诊断，缩短

企业投资回收期。“节能诊断不能贪大求全，

而要瞄准企业能源利用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

进行专项分析诊断。”广州赛宝认证中心服务

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说。

2019 年，该公司为全国 73 家企业开展节

能诊断服务，按照 3 年内投资可回收的计划，

提出 190 多条具有可操作性的节能管理和技

术改造建议，如调节中央空调运行参数优化

控制、设备冷凝水余热利用等。“能实实

在在带来投资效益的节能诊断，企

业接受度明显更高。”该公司

有关负责人说。

另 一 方 面 ，既

“开方子”也“抓药”，拓展节能改造服务。“在依

托‘供电+能效服务’体系，对 14 类行业共 2017
家企业开展工业节能诊断的基础上，我们针对

钢铁、铸造、水泥等 5 个高耗能领域开展通用

系统用能优化的研究与试点项目建设。”国家

电网公司营销部副主任刘继东认为，通过为企

业节能改造，既能真正为企业降本增效，也能

使节能诊断方案在实践中得到充分验证，更好

地解决企业节能难题。

加快节能诊断落地实施，更多政策举措

在路上。工信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有关负责

人透露，目前工信部正在积极探索搭建技术、

服务、资金对接平台，努力满足工业企业节能

改造的相关资金需求，以此平台为基础，还将

形成咨询、诊断、改造、评估组成的节能服务

闭环系统，从而推动更专业化的节能建议更

好落地。

有企业建议将工业节能
诊断转变为定期诊断

节能减排不仅能降本增效，更重要的是，

随着全行业对节能环保需求的不断提升，持

续节能改造将有效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受限于技术力量不足、管理体系不健全等因

素，不少企业对节能改造心有余而力不足。”

一位业内专家表示，节能诊断服务的推出，弥

补了企业节能人才及技术的短板，从长远看，

将有助于企业深挖节能潜力，进一步提升工

业能效水平。

如何更好推进工业节能诊断服务，使其

真正成为工业绿色发展的重要抓手？“当前，

不同地区、行业间的企业能效水平差距依然

较大，要通过地区阶梯化、行业差异化的资金

支持原则，引导节能诊断资源向节能基础较

为薄弱、节能服务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地区和

行业倾斜，拓展节能诊断服务的广度。”工信

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有关负责人介绍，2020
年以来，工信部已组织为万家工业企业提供

公益性节能诊断服务，主管部门指导、诊断服

务机构实施、工业企业积极参与的节能诊断

服务机制正加快形成。

不少企业建议，随着节能技术的不断迭

代升级，应将工业节能诊断转变为定期诊断，

不断挖掘新的节能空间，助力企业实现绿色

发展。

“下一步，将更加有针对性地衔接节能诊

断服务机构、节能技术改造服务商以及重点

用能设备供应商，在企业自愿前提下，推动企

业实施节能技术改造，帮助企业将节能潜力

转化为节能降本增效的实际效益。”工信部节

能与综合利用司有关负责人说。

2019年累计提出节能改造建议7930项，预期节能量约1400万吨标准煤

节能诊断 让工业更绿色
本报记者 韩 鑫

牛胜国是吉林省白山市三岔子林业局景

山林场瞭望员，他在瞭望台已坚守了 30 多

年。每天，从早上一直到晚上天黑得看不见，

他必须每隔半小时向林场汇报一次森林火

情。有特殊情况时，他晚上就和衣而卧，隔一

会就起床张望一次是否有火光。他负责的瞭

望台位于长白山脉深处的五斤顶子山，海拔

1200 多米，周围没有人家。他对所负责区域

的道路河流和周边地形地貌都了如指掌，可

以迅速精准说出着火点的位置，还能依靠观

察到的位置、风向和烟火的情况预估火情大

小，对林场扑火队人员的调配给出参考意见。

吉林省林区现已建起 583 座瞭望台，不

仅有 1200 余名牛胜国这样的专业瞭望员，还

建起了一支主要由村屯居民组成的一线用火

监管人员队伍，规模达 3 万人。吉林还建立

智能火情监控系统，形成了卫星遥感、高山瞭

望和地面巡护等相结合的立体监测网络。

右图：吉林龙湾群国家森林公园四方顶

子景区。 李月安摄（人民视觉）

吉林织密森林草原防火
管控网——

立体监测 守护山林
本报记者 孟海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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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 月 3 日电 （记 者寇江

泽）记 者 近 日 从 国 家 林 业 和 草 原 局 获

悉：“十三五”以来，中央不断加大对天

然林保护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力度，

天然林保护资金投入达 2400 亿元，占中

央财政林草业总投资的 40%以上，天然

林 面 积 净 增 8895 万 亩 ，蓄 积 量 净 增

13.75 亿 立 方 米 ，天 然 林 全 部 纳 入 保 护

范围，实现了森林资源面积和蓄积双增

长，天然林资源质量逐步提升，生态功

能显著增强。

“十三五”期间，天然林保护顶层设

计有序推进，在全国范围内取消了天然

林商业性采伐指标。全国已建立起近

700 万人参与的天然林管护队伍，在国

有林区建设管护站点 3.2 万个。各地综

合运用物联网、远程监控和无人机等各

种智能软硬件技术对天然林资源加强

保护。

第九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数据显

示，我国森林植被总碳储量 91.86 亿吨，

其中 80%以上的贡献来自天然林。5 年

来，天然林区蓄水保土能力显著增强，天

保工程区退化的森林植被逐步得到恢复

和重建，生物多样性日益丰富。天保工

程区实现了从以木材生产为主向生态建

设和资源综合利用快速转变。

“十三五”期间，国家安排 100 多亿

元用于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林业管护补

助，使 100 多万贫困人口转化为生态护

林员，带动 300 多万人脱贫。在公益林建设任务和天保护

林员的选聘工作中，许多地方都向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倾

斜，实现了保护与脱贫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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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山西的一次重污染橙色预警期间，太原一家水

泥生产企业应按相关规定采取措施限产。而环保智慧“电

侦察”系统发现：该企业 7 时到 22 时用电负荷在 4000 千瓦

左右，22 时后陡增至 8000 千瓦左右。这意味着，这家企业

在白天采取了限产措施，22 时以后没有执行限产规定。在

铁的证据面前，企业承认了自己的违规生产，并接受相应

处理。

这套环保智慧“电侦察”系统源自国网山西电力公司

对电力大数据进行数据化创新，与山西生态环境部门合

作，对重点监测的 4000 余家工业企业的用电数据开展分析

建模，推出的大数据分析应用系统。

据介绍，该系统包括生产活跃度监测、排污行为分析、

违规生产预警三大板块，可精准分析工业企业生产活跃

度，实现对重点监测企业的排污行为精准“画像”。这套系

统基于被监测工业企业日用电量数据及 24 小时用电负荷

数据，构建电力产能比指标，反映工业企业生产用电状态、

习惯，为区域污染源治理提供数据支撑。

近期，山西全省出现了大范围轻度至中度污染天气，

部分城市短时段达到重度污染天气。山西省生态环境厅

发布应对重污染天气调度令，对 4000 余家“工业源减排清

单”上的企业执行橙色等级应急减排措施。

同时，环保智慧“电侦察”系统也开始发挥作用：电力

产能比大于等于 90%，将被认定为无管控措施企业；电力产

能比大于等于 10%、小于 90%的被认定为限产企业；电力产

能比小于 10%的，被认定为停产企业。并据此比对，重点监

控企业是否可能存在违规生产排污行为，做进一步深入核

查，以便对其采取及时、精准的治理措施。

“这套系统以大数据分析为基础对重点工业污染源进

行全过程监控，被充分应用至生态监管执法、排污量预警

等多个环保领域，大大提升环保监管、执法的及时性、精准

度，降低了执法成本。”山西省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处长

贺中伟说。

技术手段分析排污行为，山西——

环保智慧系统助力污染防控
本报记者 刘鑫焱

本报上海 1月 3日电 （记者巨云鹏）记者从上海市公

安局近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0 年 6 月以来，上

海公安机关组织开展打击长江上海段非法捕捞犯罪专项行

动，截至目前，共侦破非法捕捞、运输、交易长江水生野生动

物等案件 280 余起，查处违法犯罪嫌疑人 470 余人，有效遏

制了长江流域上海段非法捕捞违法犯罪活动。

专项行动开展以来，上海公安机关对非法捕捞及相关

犯罪实施全链条打击，始终紧盯组织化、团伙化犯罪，实现

打击效果“由江到岸”“由捕到销”的延伸，切实斩断产业利

益链。下一步，上海公安机关将继续强化上海水域治安防

控体系建设，持续深入开展形式多样的集中打击行动，强化

巡查执法，保持对非法捕捞犯罪活动的严打高压态势。

上海警方严打非法捕捞违法犯罪
2020年 6月至今侦破案件280余起

■美丽中国R

本报呼和浩特 1月 3日电 （张枨、李健萍、韩雨格）冬

日，地处科尔沁沙地北端的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

一株株沙棘镶嵌在沙地上，牢牢锁住黄沙。自 2014 年至

今，科右中旗 611 万亩沙化土地中，有效恢复植被 540 万亩，

恢复比例达到 88.4%。

“通过种植沙棘治沙，生态好多了。”看着眼前静止的沙

地，哈吐布其嘎查党支部书记金扎拉嘎说。据介绍，科右中

旗 森 林 覆 盖 率 从 2014 年 的 15.43% 提 高 到 2019 年 末 的

18.54%；草原综合植被盖度从 2017 年的 35.17%提高到 2020
年的 63.96%。前段时间，兴安盟成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

范盟，科右中旗被命名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

新基地。

2014年至今，内蒙古科右中旗——

540万亩沙地有效恢复植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