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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朱俐娜

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底
色，“节能降碳”已成为我国绿
色转型的热门词。日前，国家
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印发《关于
深入开展重点用能单位能效诊
断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
人表示，为进一步落实节能法
规标准，加强重点用能单位节
能管理，强化能效对标达标，加
快节能降碳改造和用能设备更
新项目储备，国家发展改革委
制定印发了《通知》。

明年实现重点用能单位
节能监察全覆盖

“十四五”以来，我国节能
降碳工作成效显著。国家发展
改革委数据显示，初步测算，扣
除原料用能和非化石能源消费
量后，“十四五”前3年，全国能
耗强度累计降低约7.3%，在保
障高质量发展用能需求的同
时，节约化石能源消耗约3.4亿

吨标准煤、少排放二氧化碳约9

亿吨。全国完成煤电节能降碳

改造、灵活性改造、供热改造超

7亿千瓦，火电平均供电煤耗降

低0.9%。

不过，当前全国和部分地

区节能降碳形势依旧严峻。

从工作目标来看，《通知》

提出了两个时间节点。到

2024年底，各地区建立年综合

能耗1万吨标准煤及以上重点

用能单位节能管理档案，完成

60%以上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监

察，摸清重点用能单位及其主

要用能设备能效水平，滚动更

新节能降碳改造和用能设备更

新项目储备清单。到2025年
底，各地区建立年综合能耗
5000吨标准煤及以上重点用
能单位节能管理档案，实现重
点用能单位节能监察全覆盖，

重点用能单位节能降碳管理水
平进一步提升，持续完善节能
降碳改造和用能设备更新项目
储备清单。

“重点用能单位指工业、
建筑、交通、公共机构等重点
领域，年综合能耗超过 5000
吨标准煤的法人单位，在全国
范围内约有2万家。重点用能
单位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约占
全国总量70%，是落实节能降
碳政策、实施节能降碳改造和
用能设备更新的重要主体。

‘十一五’以来，国家发展改革
委出台《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
理办法》，实施重点用能单位

‘百千万’行动，对相关单位建
立节能管理制度、实施节能目
标责任、落实节能管理措施、
加强能源利用状况报告等提
出明确要求。”国家发展改革
委相关负责人说。

关于《通知》中提出的“节
能降碳改造和用能设备更新”
方面，领悟时代数字研究院首
席研究员唐树源告诉中国城市
报记者，这是实现能源转型和
提升能源效率的重要途径。首
先，节能降碳改造能够直接减
少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
符合当前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
紧迫需求。其次，用能设备的
更新换代可以引入更高效、更
环保的技术，如LED照明、变
频驱动的电机系统等，这些技
术能有效降低能源消耗，提升
能源使用效率。此外，结合智
能化管理系统，如能源管理系
统（EMS），可以实现能源使用
的实时监控和优化调度，进一
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对此，新智派新质生产力
会客厅创始发起人袁帅也表达
了相似的观点。在他看来，这
是一个具有前瞻性和必要性的
措施。随着全球对气候变化和
可持续发展的关注加深，提高
能源利用效率、减少碳排放已

成为各国的重要任务。节能降
碳改造不仅可以帮助企业降低
运营成本，还能提升企业的社
会形象和竞争力。

长三角等地区
能源利用水平亟待提升

为加强重点用能单位管
理，全面摸清重点领域、重点
行业、重点用能单位能效水
平，加快节能降碳改造和用能
设备更新，《通知》布置了4项
重点任务：建立重点用能单位
节能管理档案；摸排重点领域
和行业能效水平；摸排主要用
能设备能效水平；形成节能降
碳改造和用能设备更新项目
储备。

中国城市报记者注意到，
《通知》首要任务是建立重点用
能单位节能管理档案，梳理重
点用能单位能源消费量、能源
消费结构、绿电绿证交易、主要
产品及生产线、主要用能设备
等信息。

“建立重点用能单位节能
管理档案是一项基础性工作，
它能为政府和企业提供一套系
统的能源使用信息。”唐树源认
为，通过档案的建立，可以全面
掌握重点用能单位的能源消费
情况，包括能源消费量、能源消
费结构等关键信息。这不仅有
助于政府制定更加精准的节能
政策，也为企业提供了一个自
我评估和改进的平台。此外，
档案的建立还有助于推动能源
管理的标准化和规范化，提升
能源管理水平。

袁帅补充道：“通过梳理能
源消费量、消费结构、绿电绿证
交易等信息，可以为企业提供更
精准的节能建议和方案。建立
档案还有助于监督和管理重点
用能单位的节能工作，确保其按
照要求开展节能降碳活动。”

《通知》还提到，摸排本地

区工业、建筑、交通、公共机构
等重点领域，以及钢铁、有色、
建材、石化、化工、数据中心等
重点行业能效水平，查找能源
利用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

在能源利用方面，经济学
家、新金融专家余丰慧告诉中
国城市报记者，目前存在效率
不高、能源浪费现象严重、能源
结构不合理、能源管理不到位
等问题。其中，工业、建筑、交
通、公共机构等重点领域以及
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
数据中心等重点行业的能效水
平是能源利用水平的代表。一
些工业发达地区，如长三角、珠
三角等地区的能源利用水平可
能存在更为突出的问题。

另外，在实施方式上，要因
地制宜开展第三方能源审计和
诊断服务。《通知》明确，积极采
取政府引导与市场主导相结合
的服务模式，充分发挥行业协
会、研究机构、节能服务企业等
专业化力量，支持引导重点用
能单位开展第三方能源审计和
能效诊断。

余丰慧认为，为积极采取
政府引导与市场主导相结合的
服务模式，地方政府和相关企
业应该支持引导重点用能单位
开展第三方能源审计和能效诊
断。这有助于发现能源利用的
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为后续
的节能降碳改造和用能设备更
新提供依据。同时，地方政府
应该发挥引导作用，制定相关
政策措施，鼓励企业进行节能
降碳改造和设备更新。此外，
地方政府还可以通过举办节能
降碳培训活动，提高企业的节
能意识和能力。

多地加快节能降碳
建设步伐

实际上，多地已经制定了
节能降碳的任务目标。比如，

北京市将节能目标任务纳入全
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和
年度计划，连续3年印发了《北
京市进一步强化节能实施方
案》以及该方案 2023 年版及
2024年版，紧密结合北京市节
能降碳工作形势，科学明确节
能目标任务和工作措施。

今年 4月，江苏省发布的
《江苏省碳达峰碳中和试点建
设方案》提出，要在能源基础设
施、节能降碳改造、绿色低碳先
进技术示范等领域规划实施一
批重点工程；湖北在同月发布
的《关于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指出，坚持降碳减污扩绿增长
协同推进，实施重点行业节能
降碳改造等十大绿色转型工
程，打造城市矿产、秸秆利用、
废旧电池回收利用等10条循
环经济产业链。

值得一提的是，广东省充
分运用市场化机制推进节能降
碳。广东省能源局指出，虽然
中小企业在某一特定领域掌握
核心技术，但难以对高耗能行
业节能降碳技术改造提供相对
综合的系统解决方案。特别是
高耗能行业涉及的用能设备和
生产工艺比较复杂，系统性持
续推进节能降碳工作难度大，
积极性不高。针对目前节能降
碳工作面临的难点堵点，该省
采取的举措之一就是推动省属
国企发挥国有企业担当作用，
成立节能降碳公司，希望通过
其积极支持与带动节能服务领
域民营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
3月8日，广东能源集团节能降
碳公司完成注册登记，注册资
本10亿元。

此外，河南、山东、山西等地
也在加快节能降碳建设的步伐。

谈及节能降碳下一步工作
如何开展，国家发展改革政策
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
超在国家发展改革委5月份新
闻发布会上指出，国家发展改
革委将会同有关方面务求实
效、持续有力做好节能降碳工
作，实施分领域分行业节能降
碳专项行动。当前我国有关领
域节能降碳改造升级潜力巨
大。比如，超过60%的存量锅
炉、电机、变压器等设备能效低
于先进水平，超过 1/3的存量
建筑不满足节能建筑标准。要
把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改造，与
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
换新等有机结合，扎实开展重
点用能单位能效诊断，深入挖
掘工业、建筑、交通、公共机构
节能潜力，加快节能降碳改造
和用能设备更新。健全节能降
碳管理长效机制。完善固定资
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制度，强
化节能审查事中事后监管。同
时，加快制定、修订一批节能标
准，依法依规加强节能监察。

山东日照：
新能源风电

“吹”出绿色环保风

5月 23日，位于山东省日照

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金马新能

源有限公司内，工人正在风电叶

片车间作业。据介绍，该公司在

新能源领域已经拥有10余项专

利技术，投产至今，利用金马新

能源风力发电机建起来的风场

遍及国内、日韩、东南亚、欧美等

国家和地区，累计装机容量129

兆瓦，年减少碳排放25.72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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