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工业节能工作的意见 

工信部节[2012]339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省级城市工业主管部门，有关

中央企业： 

  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实推动工业转型升级，促进工业绿色低碳发展，现就进

一步加强工业节能工作提出以下意见： 

  一、认清形势，抓住时机，开创工业节能新局面。“十二五”以来，各地区、行业和企业

按照国家节能减排的总体部署，继续推进节能降耗各项工作，为工业转型升级、促进绿色发

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今年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能源消费量同比增长 3.84%，增速

低于去年同期 6.56 个百分点，环比下降 1.64%；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同比

下降 6.95%，工业节能形势有所好转。但必须清醒认识到，国家“十二五”节能减排约束性目

标的实现面临严峻挑战，去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能耗占全国总能耗的 73.74%、高耗能行业

能耗占工业能耗的 78.9%，远高于世界主要经济体在工业化过程中的最高占比，且还呈上升

趋势。为此，各级工业主管部门必须充分利用当前高耗能产品市场需求放缓、高耗能行业能

耗增幅下降的有利时机，进一步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切实加大工作力度，坚决采取有效措

施，从根本上扭转工业能源消耗高、增长快的被动局面，促进工业转型升级和绿色发展。 

  二、进一步加强高耗能和产能过剩行业新建项目管理，从严把好企业技术改造项目审核

和节能评估审查（以下简称能评）关。按照《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淘汰落后产能工作的通

知》（国发〔2010〕7 号）、《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的通知》（国发〔2011〕

42 号）相关要求，建立新建项目与污染减排、淘汰落后产能衔接的审批机制，进一步加强

高耗能和产能过剩行业项目管理；严格控制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煤化工、电解铝、金属

镁等行业新增产能；加强多晶硅、风力发电装备制造行业统筹规划，实施行业准入，防止产

能盲目扩张。从严把好企业技术改造项目审核关，对高耗能和产能过剩行业的结构调整和改

造升级项目，要认真执行国家产业政策和行业准入条件要求，引导企业加强技术进步、提高

质量效益、促进节能降耗；对节能减排目标任务未达进度要求的地区，新上项目的单位产品

能耗必须达到全行业先进水平。加强工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能评，切实发挥能评的前置性作

用，遏制高耗能行业能耗过快增长势头。各省级工业主管部门应尽快完善工业固定资产投资

项目节能评估审查办法，切实加强高耗能行业项目节能评估审查工作，把好能评关。对年综

合能源消费量在 20 万吨标准煤及以上项目，各省级工业主管部门应将项目节能评估报告书

和审查批复意见报送工业和信息化部。 

  三、加大淘汰落后产能工作力度。要将国家下达的淘汰落后产能年度目标任务，分解到

地、市、县，落实到具体企业、具体项目。切实加强落后产能淘汰工作的督促检查、验收和

考核。严格执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淘汰落后产能工作的通知》相关要求，对未按规定

期限淘汰落后产能的企业，不予审批和核准新的投资项目，不予安排技术改造专项资金；对

未按期完成落后产能淘汰任务的地区，暂停对该地区工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审批、核准和

备案。充分发挥淘汰落后产能财政奖励资金引导作用，对按期或提前淘汰、超标准淘汰落后

产能的企业，按照《淘汰落后产能中央财政奖励资金管理办法》有关规定优先给予资金支持，

加大扶持力度。 

  四、加快建立和实施超能耗限额企业惩罚性电价政策。按照国务院《“十二五”节能减排

综合性工作方案》（国发〔2011〕26 号）、《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发展改革委关于完善差别电价

政策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6〕77 号）和发展改革委、电监会、能源局《关于清理对高

耗能企业优惠电价等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10〕978 号）有关要求，各地区要加快建

立和完善基于企业能耗限额标准执行情况的惩罚性电价政策机制，对单位产品（工序）能耗

超过限定值标准的企业实行惩罚性电价；要加强政策协调和落实，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扩

大执行惩罚性电价的产品范围，提高惩罚性电价加价标准，加大惩罚性电价实施力度；惩罚

性电价收入应优先用于支持被惩罚企业实施强制性能源审计、节能技术改造等，发挥好惩罚

性电价政策对促进高耗能行业能效提升的政策效应。 

  五、加强节能减排技术改造。鼓励各地区利用当前高耗能产品市场需求减缓的有利时机，

实施以“上大关小”、“减量置换”为主要内容的节能技术改造。通过对规模小、能耗高、污染

重的水泥、平板玻璃、陶瓷、炼油、冶炼等产能或企业进行兼并重组和升级改造，置换为技

术先进、能耗排放低的大型项目，实现节能降耗和污染减排。各省级工业主管部门要加强企



业、区域节能减排技术改造方案审查和置换项目管理，对企业、区域依据关停产能规模及其

能耗、排放总量提出的节能减排“减量置换”方案进行审核，报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后组织实

施，并加强对置换项目的核准、备案管理。 

  六、强化重点用能企业节能管理。明确企业节能主体责任，督促年综合能耗 1 万吨标准

煤以上的重点用能企业每年能耗实现下降 1%。切实加强重点用能企业节能管理，开展企业

能源管理绩效评价，推进能效水平对标达标，建设和实施企业能源管理体系、能源管理负责

人制度，完善能源管理制度。重点产品单耗和工序能耗达不到限额标准的企业，应强制进行

能源审计，限期整改。中央企业集团要加快建设本企业能源管理信息系统，推进下属钢铁、

水泥、有色金属、化工企业建设能源管理（管控）中心，实现能源高效合理利用。支持有条

件的地区开展工业能耗在线监测试点，对本地区重点用能企业实施在线监测管理。工业和信

息化部将会同财政部继续加强对企业能源管理（管控）中心建设、能耗在线仿真系统建设等

项目的支持。 

  七、实施更加严格的能效标准。工业和信息化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快制订发布全国产业

能效指南，参照国际先进水平，实行更严格的产品能耗限额标准，提出主要行业能效指标，

作为节能评估审查、淘汰落后产能、产业转移的主要依据之一。各级工业主管部门可根据本

地区产业实际情况，制订和执行比国家标准更为严格的产品能耗限额地方标准和产业能效指

南。在产业转移和承接过程中，低于全国产业能效指南中行业平均能效水平的落后生产能力，

严禁转移到中西部地区。 

  八、加强节能降耗监督检查。各级工业主管部门要督促本级节能监察机构，把能耗限额

标准执行情况和高耗能落后机电设备淘汰情况专项监督检查作为常态化工作，制定年度监察

计划，认真组织实施。对重点用能企业涉及的 28 项国家强制性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执行

情况，以及电机、风机、水泵、压缩机等高耗能落后用能设备淘汰情况进行定期监督检查。

按照能耗限额执行情况监督检查结果，及时公布超标企业名单并将能耗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

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的企业纳入惩罚性电价实施范围，督促企业整改落实。进一步加强节

能监察机构人员队伍、制度、设施等能力建设。 

  九、加快建设工业园区能源集中供应设施。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各类工业园

区及产业集聚区应建设能源、供水公共共享设施，通过能源（热、冷、电、汽等）、水资源

集中统一供应、梯级利用，对废水、污泥、废物等实行集中处理，提高能源、水资源利用效

率，降低单位产品能源、水资源消耗和废水、固废排放量。在符合条件的园区，应集中建设

大容量、高效率、低污染热电联产机组代替各企业分散式的小锅炉及自备小机组，实现集中

供汽。 

  十、积极支持工业企业余热余压发电上网。各级工业主管部门要积极支持钢铁、有色金

属、建材、石油化工等行业企业建设余热余压发电上网设施，提高自供电率，协调有关部门

出台企业余热发电上网政策，主动做好服务工作，帮助企业妥善解决并网、收费、管理等有

关问题，大力推进工业企业余热余压发电上网，为保障工业用电平稳增长做出积极贡献。 

  工业和信息化部 

  2012 年 7 月 1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