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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 多地纷纷出台 “真刀实
枪 ”的管控举措 ，让能耗双控话题持
续升温。

实行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 ，
是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推动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制度性安排 ，是推动实现碳
达峰 、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抓手 。 我国
自 “十一五 ”开始将单位 GDP 能耗降
低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约束性
指标之一 ， 三个五年规划期以来 ，单
位 GDP 能耗强度累计下降 42%以上，
以能源消费年均 4.3%的增速支撑了
国民经济年均 8.3%的增长 ，能源消费
弹性系数从 “十五 ”时期的 1.25 下降
到 “十三五 ”时期的 0.49，经济社会发
展对能源增长的依赖大幅降低 ，发展
质量显著提升。

但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我国单
位 GDP 能耗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1.5
倍。 “十四五”规划纲要将“单位 GDP 能

源消耗降低 13.5%” 作为经济社会发展
主要约束性指标之一。 尽管潜力巨大，
完成目标依然面临一定的困难和挑战，
能耗双控不可有须臾放松。

值得肯定的是，各地越来越重视这
项工作。 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上
马、强化重点用能单位日常监管，以及
科学限制高耗能企业用电， 提高电价、
分时供电等方式起到实效。 然而，一些
运动式、急转弯的作法也纷纷出现。 部
分地区动辄以 “遏制能源消费量上升”
为名，大面积推行产量压减、用能限制，
没有区分具体情况， 对不同的企业、项
目、产品一律采取相同措施。

“一刀切” 制造出的只是雷霆双控
的假象，非但难以产生长远效果，还容
易带来新的问题，比如打乱市场供需秩
序，间接推高产品价格，或让企业对政
府失去理解信任。

造成种种不良后果的，并非是能耗

双控政策本身， 而在于实际执行方式。
这些短期行为背后，反映出地方既没有
提前谋划，也未建立长效机制。 有的地
方口号喊得响、行动跟不上，有的地方
仍在违规上马“两高”项目，还有的地方
选择性执行、对不符合要求的项目开口
子。 前期欠账过多过重，临近考核只得
紧急恶补，采取简单粗暴的方式以确保
短时达标。 这不是能耗双控的真正目
的，也与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要求背道
而驰，必须坚决予以纠正。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能耗双控
的核心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关键是把
功夫下到平时。 一方面，要统筹处理好
经济社会发展与能耗双控的关系，摒弃
“敞开口子供应能源、无限制使用能源”
的粗放发展模式，遏制“两高”项目盲目
发展。 同时做好能源预算管理，既要保
障能源需求的合理增长，又要遏制不合
理能源需求。 另一方面，把能源产出率

放在优先位置， 大力提升节能工作效
能。 推动能源要素向单位能耗产出效率
高的产业和项目倾斜，引导产业布局优
化。 目前，我国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突
出， 能源利用效率和效益水平差距较
大，在优化能源要素配置、提升系统效
率等方面还有很大空间。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拟建、在建
及存量项目应分类施策、精准治理。 比
如，对新建项目强化节能审查制度，提
升能效水平， 避免采用低效落后工艺
和设备；项目投产后，加强用能过程管
理、 提升节能管理能力。 对于地方而
言，哪些项目确需保留，哪些项目必须
退出， 不同项目节能改造或压减压缩
的空间有多大， 这些问题均需要对症
下药。 让监管措施更加精准、严谨、细
致 ，监管标准更严 、更高 ，监管力度更
大、更实。 唯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解
决高能耗的病灶。

部分省区简单采用“一刀切”式行政干预，强令企业限产限电，
严重背离能耗双控政策初衷

多地紧急加码能耗双控
■■本报记者 朱妍 于孟林

正值“金九银十”传统旺季，部分能
源化工企业日子却不好过。 “接到限产通
知，我们已协调处理，但装置负荷陡然调
低，易导致催化剂分布不均匀、局部浓度
太高， 带来安全隐患”“能源消耗量是少
了，但开开停停让连续运行装置受不了，
限产限电对企业影响肯定是大的”“除了
按要求限负荷生产，目前没有其他办法，
我们有啥想法也是枉然” ……陕西省榆
林市多位企业人士向记者坦言， 当地的
“限产限电”已给企业带来巨大冲击。

他们口中的“限产限电”源于 9 月 13
日印发的《榆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确保完成 2021 年度能耗双控目标任务的
通知》（下称《通知》）。 为有效遏制能源消
费量急剧上升趋势，确保完成年度能耗双
控目标任务，《通知》称 9 月份能源消费量
控制在 140 万吨标准煤以内。 “重点县市
区 9 月份调控企业表” 共纳入 194 家企
业， 除少量停产外，4 家企业被压减产量
60%、限制供电 60%，近七成的企业被限产
50%、限电 50%。

采取措施的不止榆林一地。 连日来，
江苏、云南、广东等省纷纷出手，化工、电
解铝、钢铁、硅料等多个行业的能耗管控
随之不断升级。

《通知》显示，今年榆林能耗总量要控
制在 3937 万吨标准煤以内。 其中，要确保
三季度单位 GDP 能耗下降 2%；第四季度
要完成年度单位 GDP 能耗降低 3.2%的
目标任务，每月规上工业能源消费要控制
在 300 万吨标准煤左右。

记者从陕西省发改委获悉， 上半年，

该省能源消费总量控制被国家列为二级
预警， 单位 GDP 能耗不降反升被列为一
级预警。 陕西 4 市（区）单位 GDP 能耗不
降反升， 影响全省能耗双控目标任务，榆
林正是其中之一。

另外， 国家发改委、 生态环境部于 6
月现场检查在建“两高”项目，发现 9 个能
耗量大的项目未取得节能审查意见，擅自
开工建设，其中就包括位于榆林的陕煤榆
林化学 180 万吨/年乙二醇项目、 配套的
自备热电工程， 陕煤榆神 1500 万吨煤炭
分质清洁高效转化示范项目热解启动工
程、 兖州煤业榆林能化 50 万吨聚甲氧基
二甲醚项目等。

《通知》 面向全市重点用能企业进行
调控，时间为 9—12 月。 “本年度新建已投
产的‘两高’项目，在上月产量基础上限产
60%”，除停产整改类企业外，“其他‘两高’
企业实施降低生产线运行负荷、停运矿热
炉限产等措施，确保 9 月份限产 50%”。 调
控对象包括陕西未来能源、 中煤榆林能

化、 延长石油榆林煤化等当地主要企业，
几乎覆盖所有在产化工项目。

双控亮起“红灯”的云南省也着手调
控：工业硅、黄磷行业 9—12 月的月均产
量，不高于 8 月产量的 10%；绿色铝企业
9—12 月的月均产量不高于 8 月产量。

“六大高耗能行业能耗占全省工业能
耗的 80%以上。 随着重大项目上游产品相
继建成投产， 能源消费呈现快速增长势
头，但下游精深加工项目落地、产业链条
延长尚处于推进过程中，产品附加值短期
内难以明显提升，是导致今年能源消费总
量和强度出现阶段性双增长的主要原
因。 ”云南省发改委相关负责人称。

据隆众资讯消息，江苏多家企业也已
收到通知，徐州、淮安、泰州等 9 个一级预
警地区限制较严。 “37 条水泥熟料窑已停
产 14 条， 多地水泥企业限产 30%—50%。
化工、印染等生产企业也受到不同程度的
限产限电。 江苏天然气需求量明显下滑，
个别城燃用量降幅达到 30%。 ”

记者注意到，此轮发布限制措施的地
区，无一例外是因为上半年能耗强度不降
反升，被国家发改委列为一级预警。 其中，
广东、福建、云南、江苏等地，同时在能源
消费总量控制一级预警之列。

“多地纷纷加严措施， 可见对能耗双
控工作的重视，值得肯定。 但能耗双控指
标仅仅等同于限制电力供应、 产能指标
吗？ ”一位权威专家告诉记者，能耗强度、
总量控制分别为约束性指标、 预期性指
标，前者必须完成，后者是鼓励性质。

能耗双控走样了
■■本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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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电等五行业纳入
碳监测评估试点

本报讯 记者朱妍报道：9 月
23 日，记者从生态环境部 9 月例行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为支撑减污降
碳协同增效，《碳监测评估试点工
作方案》（下称 《方案》） 于近日发
布，旨在对碳监测评估试点工作进
行部署。 在行业层面，选择火电、钢
铁、石油天然气开采、煤炭开采和
废弃物处理五类重点行业，国家能
源集团、中国宝武、中国石油、中国
石化、 光大环境等 11 个集团公司
开展温室气体试点监测。

除了重点行业，《方案》还聚焦
区域、城市两个层面。 基于现有国
家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网背景站及
地基遥感站， 结合卫星遥感手段，
进一步完善监测网络，开展区域大
气温室气体浓度天地一体监测、典
型区域土地利用年度变化监测和
生态系统固碳监测。 综合考虑城市
的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城市化水
平、人口规模、区域分布等因素，选
取唐山、太原、上海、杭州、盘锦、南
通等 16 个城市，分基础试点、综合
试点和海洋试点三类，开展大气温
室气体及海洋碳汇监测试点。

据了解， 生态环境部在碳监测
方面具有一定工作基础。 一是环境
浓度监测。 从 2008 年起，国家陆续
建成 16 个大气背景值监测站，其中
部分站点能够实时监测二氧化碳和
甲烷， 部分省份还开展了城市尺度
温室气体试点监测。 二是点源排放
监测。电力等重点行业骨干企业，在
现有废气连续自动监测系统的基础
上，开展了温室气体排放监测试点，
与核算结果进行比对。 三是遥感监
测。针对温室气体，初步形成不同尺
度温室气体空间分布、 碳排放反演
等业务化遥感监测评估能力。

据介绍，生态环境部将加强对
试点工作的统一组织协调，指导有
序开展试点，组织做好试点工作的
经验交流和成果应用。 到 2022 年
底，探索建立碳监测评估技术方法
体系，发挥示范效应，为应对气候
变化工作提供监测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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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已投产项目“在上月
产量基础上限产 60%”， 其他
项目“确保 9月份限产 50%”

“把过多精力放在总量
控制上， 而忽视能耗强度降
低，这是本末倒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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