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能效2018》是一本系统、全面展示中国能效良好进展的评

述报告，从整体情况、主要部门、投融资和市场等各方面总结了

中国能效进展，并据此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对于了解第三方机构

对中国能效的看法非常有价值。

—— 杜祥琬，中国工程院院士、原副院长

《中国能效2018》用凝练、简洁的方式，分析、评价了中国能效

的进展，是一部反映中国能效进展的优秀报告。

—— 戴彦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原所长



《中国能效2018》报告中的观点仅代表CCEEE和作者观点。不代表作者所在机构和支持机构的观点。

不得对本报告的整体或部分进行复制，引用需注明出处。未经许可，不得出于商业目的进行销售。 



能效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作为“隐藏的能源”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如今“能效是第一能源”已

逐渐成为全球共识，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为此作出不懈努力。除了减少能源消费和温室气体排放这些

人们耳熟能详的效益以外，能效提升还具有包括改善空气质量、增强能源安全、减少能源支出、促进

经济繁荣等环境、社会、经济多方面的综合效益。但另一方面，能效“润物细无声”地渗透在工业、

建筑、交通各部门和日常用能行为的方方面面，通过“少用”来发挥效力——基于能效提升而产生

的节能量和其他效益大都体现在那些已被“避免发生”的能源消费中。能效这一特性决定了它的重要

作用相对而言不那么容易被察觉，因此无论在全球还是中国，虽然能效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

重视程度至今还是不能与其重要性相匹配。

中国是一个正在快速发展的新兴经济体国家，也是全球能源消费和温室气体排放的巨头，必然面

临如何平衡好经济社会发展和应对能源及气候变化问题的挑战。能效提升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方案—

—消耗更少的能源制造更多的产出，节能低碳与经济发展并不冲突；能效提升也是中国发展的必

然选择——追求高质量、高效率增长是中国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努力的目标和

方向。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开始实施，至今已有二十年，期间中国的能效提升工

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并为全球能效提升作出了显著的贡献。

为了全面总结并更有效地向国内和国际社会展示中国近年来的能效提升工作成效、进一步传播

能效提升的重要性以及“能效是第一能源”的理念，并通过总结中国经验为其他国家应对能源和气

候变化挑战提供更多的参考，CCEEE联合能效经济领域专家学者共同编写了《中国能效2018》。

《中国能效2018》主要对中国2017年及以前的能效工作进行梳理、分析、评述和总结：开篇描述了

目前全球应对能源和气候变化挑战的局势，以及中国的责任和担当；正文分为中国能效概述、主要部

门能效、能效投融资和能效市场、主要结论和建议四大版块。其中“中国能效概述”版块在对中国政

府的节能管理机制和体系进行全面介绍的基础上，总结了中国能效提升工作的整体成效和特点；“主

要部门能效”及“能效投融资和能效市场“两个版块则通过对中国工业、建筑、交通部门能效水平以

及能效投融资和节能服务市场的现状描述，总结和分析各领域的重点，并以此为依据对各领域未来

序 言



与能效相关的发展趋势做出合理推断和期望；“主要结论和建议”版块则对全文主要观点和结论进

行了提炼总结，并据此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一些可参考的政策建议。此外，《中国能效2018》还

在附录部分对2017年影响中国能效发展的大事记进行了梳理，以期使读者对2017年中国能效动向

有直观且尽可能全面的了解。

《中国能效2018》是CCEEE《中国能效》系列报告的第一册，并同步编写报告英文版。未来，

我们期望能够将这个系列报告持续编写下去，追踪中国能效工作在全球应对能源和气候变化挑战的

努力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见证中国成为全球能效提升的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

能效经济委员会 · 中国（CCEEE）执行主任   桑 晶

2018年12月18日于中国 ·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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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全球能效 中国担当

“能效是第一能源”已成全球共识

人类通过能源消费获取自身发展，同时也引发了全球性的能源危机和气候变化，世界各国目前都在积极寻求

解决方案。提高能效1是可以同时解决能源和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要手段：从源头上说，在保证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

水平提高的情况下使用更少的能源，缓解了全球能源供给的压力；从末端上看，达到同样效果排出的温室气体更

少，有效缓解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全球对能效的认识可以划分为三大阶段（图1）：1973年全球首次能源

危机以前，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能效的重要性；能源危机后，人们开始为能源安全和后续发展等问题寻求出路，1976

年Lovins, A.首次公开提出“使用更少的能源制造更多产出”并迅速引起广泛讨论[2]，在这一时期能效开始作为“隐

藏的能源”得到普遍关注并逐渐影响各国能源政策制定；2010年之后，有学者发现能效政策预计能够在2030年使经

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在工业、建筑、交通部门以及照明和设备领域的终端能源消费减少20%[3]，国际

能源署（下文简称IEA）也有研究表明，IEA最早的11个成员国在1974至2010年间用于能效提升的投资带来的节能

量超过了任何一种单一能源的供能，同时期IEA正式提出“能效不仅是‘隐藏的能源’，更是‘第一能源’”[4]，

至此，能效作为全球公认的“第一能源”，因其巨大的“储量”和优越的成本效益2逐渐成为各国能源政策制定和气

候行动的重点。

⚥㕂腊佪 2018

1. 能效，即能源效率，指产出（服务、产品、性能等）与能源投入之比[1] ；能效有时也通过单位产出量的能耗（即能源强度）来描述：能源强度越低，能源效率越高。

2. 与供应侧资源相比，将能效作为一种资源最根本的效益是以更少的成本减少能源需求，同时还能为电力系统、电力用户和全社会带来效益[5]。

⚥㕂腊佪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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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全球能效 中国担当

国际社会已普遍达成共识，要在本世纪末将全球平均升温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2摄氏度（℃）以内（下文简称

“2℃温控目标”），否则极有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并为实现1.5℃温控目标努力[6][7]。但从全球减排3进度

看来，实现2℃温控目标的机会正在快速流失，各国急需找到行之有效的减排手段，加快减排进程。提高能效是最

具成本效益的减排手段之一，也是实现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的最大贡献者：IEA预测表明，实现2℃温控目标，能效

在中期内（至2030年）的贡献率高达48%[8]。能效在工业、建筑、交通等领域都有巨大的减排潜力，同时还能带

来经济收益、促进经济发展。综上所述，无论从“节能”的源头，还是“减排”的终端上来说，强化能效政策的

制定和实施、提高能效，利用好能效这个“第一能源”都是应对全球能源和气候变化挑战的关键路径。

全球能源࿈۸ݒײလቘཛྷୗݎኞڠݒෛ

2016年11月4日，《巴黎协定》正式生效，明确了全球2℃温控目标，并为1.5℃温控目标努力；采取“自下

而上”的国家自主贡献（NDC）模式促进全球减排，并要求包括中国在内的180余个缔约方“只进不退”：自

2023年起每五年重新评估和更新一次国家自主贡献，促使各国尽各自最大力量减排[7]。大多数《巴黎协定》缔约

方在自己的国家自主贡献中明确把“能效”作为达成其国家减排目标的重要手段。IEA指出，综合各国目前的国家

自主贡献目标，还不足以达成全球2℃温控目标[8]，各国在严格按照国家自主贡献执行气候行动和能效政策的基础

上，还需要进一步提升减排目标，加强气候行动的国际合作，才能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这一人类共同的挑战。

一直以来，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模式主要以学习欧美国家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先进经验为主。美国是全球第二大

能源消费国和温室气体排放国，2015年一次能源消费量和温室气体排放量分别占当年全球总量的18%和

15%[9][10]；同时因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先进的技术水平，美国一度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推动者和向发

展中国家提供相关资金和技术的重要来源国。但就在2017年8月4日，美国政府向联合国递交书面文件，要求退

出《巴黎协定》。按其目前的能源消费和排放水平估算，在其他国家遵守国家自主贡献的前提下，美国退出《巴

黎协定》将使2100年全球平均气温额外增加0.3℃[11]。加之长期积累的国际影响力，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对全

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不言而喻。

然而根据联合国的程序，任何要求退出《巴黎协定》的国家必须在2019年11月4日之后才能正式宣布相关退

3. 如无特殊说明，文中“减排”均表示减少以二氧化碳为代表的温室气体排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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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意向，退出程序的实施周期为一年。这意味着美国最早也要在2020年11月3日（美国东部时间）才能完成退出程

序。美国新一届总统将在2021年1月上任，他/她的态度则让美国未来在《巴黎协定》中扮演的角色成为悬念[12]。

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衷心希望美国作为经济、能源、排放和政治大国，能够尽快重返国际气候谈判，形成应对

气候变化的全球合力。

作为全球能效提升的另一支强大力量，欧洲在过去为各国作出了表率。欧盟在《能效指令2012》（2012 

Energy Efficiency Directive）中，将2020年的节能目标设定为在参考情景4基准上降低20%；2016年，欧盟委

员会曾考虑在其《能效指令》中纳入2030年节能30%的新目标5及配套措施。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并没有影响欧盟

的决心和行动。2018年6月14日，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达成政治协议，设定了2030年节能32.5%的约束性能效

目标，并在附加条款中明确将在2023年前对该目标进行向上修正，该项协议将被翻译成欧盟各国的语言并经由议

会和理事会正式批准后发表在欧盟的官方公报中。为达成其严格且不断更新的节能减排目标，欧盟在综合规划、

能源市场（如减少能源销售）、各部门节能政策和公众教育等方面都采取了强有力的行动，并着重在建筑等节能

潜力大的部门狠下苦功，成效显著，是全球节能减排的先驱和典范[1]。

能源和气候变化问题是一个涉及多元主体和复杂利益的综合问题，不同国家基于发展路径、阶段和其他的国

情差异，在能源和气候变化问题中面临不同的处境、有不同的诉求。仅仅依靠几个积极的发达国家应对全球气候

变化是远远不够的，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应该更加勇于承担、精诚合作、砥砺前行。其中，发展

中国家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方面，发达国家既有的模式可能无法完全解决发展中国家平衡经济发展和应对气

候变化的需求；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在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时进行了创新和发展。

面对越来越严峻的气候变化挑战和风云变幻的全球局势，中国长期以来致力于探索和寻求适应中国国情的能

源和气候变化治理之路，积极承担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责任。IEA《能效2017》（Energy Efficiency 2017）报告

中指出，中国在2016年能效政策进展突出，能效政策在覆盖率和强度上的综合表现全球第一，能效投资增幅全球

第一[14]。2018年4月中国政府机构改革组建生态环境部，并将原先隶属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文简称“国

4. 根据欧盟《能效指令2012》，2007年的预测显示，2020年欧盟一次能源消费总量预计将达到18.42亿吨油当量（下文写作toe）（即参考情景）。2020年节能20%的目标即2020年实际的一

次能源消费量需要为14.74亿toe或以下[13]。其中，参考情景指按照“一切如常”（business as usual）条件进行预测的情景，即在当前情景的基础上不采取任何额外的能效措施、任其自然发

展的情景。

5. 如无特殊说明，文中所有的欧盟节能目标均指与当年参考情景相比较的节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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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发改委”）的应对气候变化司转隶其中[15]，有意通过内部职能优化更高效地完成温室气体排放达峰和环境质

量达标的“双达”目标；同时组建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加强在包括能源和气候变化问题在内各个领域对国际先

进经验的学习和国际合作，从宏观层面和国家机构建设方面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挑战营造了更为有利的环境。中

国在引入发达国家的最佳实践过程中，进行了本土化创新并建立了适应中国情况的新模式：例如1998年通过

和世界银行实施“中国节能促进项目”引入合同能源管理（EPC），经过二十年的发展，中国拥有目前世界最

大的合同能源管理市场，并且区别于大多数以建筑项目为主的国家，这个市场呈现出以工业项目为主的中国特

色[16]。中国的独特经验能够对现有的发达国家经验进行补充，为其他国家的能源和气候变化治理提供更多可

借鉴的经验，从而带来积极影响：作为一个积极减排的排放大国，中国的节能减排举措不仅能够通过降低自身

排放量为全球减排作出重要贡献，还能够辐射带动周边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全球气候行动中扩大

减排效应。

Ӿࢵ全球能效܋ጱ݇Ө̵ᨯሠᑌຄᶾ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国民经济开始全面腾飞式发展（图2a），但由此带来的能源和生态环境问题也日

益严重，能源消费、环境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大幅增加（图2b）。为了应对发展所带来的能源、气候变化、环境

和生态问题，中国出台了若干相应的政策和举措，并采取了积极的行动促进政策实施。

1997年11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下文简称“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下文简称

《节能法》），《节能法》于1998年正式实施。该法从1989年开始制定6，是中国第一部节能基本法。《节能法》

旨在推进全社会节能，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经济效益，保障经济和社会发展，满足人民生活需要，其出台实施标

志着中国从法律和制度上确立了节能的重要地位，开始进入全民节能时代[17]。随着《节能法》的实施，中国政

府一系列涉及工业、建筑、交通、产品、审计、公众意识等各个领域的节能政策法规陆续出台，对推动能效的全

面提升起到了积极作用。 1998至2002年间，中国能源消费强度平均年降幅为2.5%（图2b）。

6. 《节能法》的制定从1982年开始酝酿；1984年国家经委、计委提出了《节能法》大纲的设想方案；1989年,国家计委继续调查论证,并且在1990年提出了《节能法》的编写大纲，在大纲的基

础上草拟了《节能法》的论稿。在以后三年时间时里反复修改了多稿，形成了《节能法》草稿送审稿，后于1993年7月14由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报送国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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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由于中国经济尤其是高耗能产业的快速发展，2002至2005年期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整体

上升，其中2003年和2004年能源消费总量增速甚至远大于当年的GDP增速；2006年和2009年中国分别成为全

球碳排放总量和能源消费总量最大的国家[18][19]。面对这些挑战，中国政府给予节能减排前所未有的重视。

2006年起，中国开始将能源消费强度下降作为约束性指标7并实施严格的年度考核。2007年，全国人大修订

了《节能法》，接下来的几年，中国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综合性能效政策，包括《“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

工作方案》8《节能减排“十二五”规划》《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等。2016年，全国人大

再次修订《节能法》，中国政府发布了《“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并于同年开始实行能源消费总量

与能源消费强度“双控”行动。这些政策和举措说明中国政府已经将节能减排作为最高优先级的工作之一提上政

府议程，予以高度重视。在上述政策法规的基础上，中国政府还在重点用能企业9大力推进能源审计和能效对标，

7. 约束性指标是在预期性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并强化了政府责任的指标，是中央政府在公共服务和涉及公众利益领域对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有关部门提出的工作要求。政府要通过合理配置公共资

源和有效运用行政力量，确保实现。（来源：中国政府网）

8. 五年规划（原称“五年计划”）是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长期规划，每次规划五年。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国民经济恢复期，1953-1957年实施第一个五年规划（简称“一五”，依

次类推，1963-1965年为国民经济调整期，没有实施五年规划。其后五年规划实施至今，目前中国正处于“十三五”期间（2016-2020年）。

9. 重点用能企业指满足以下两者中任意一项的企业：1. 年综合能源消费总量10,000 tce以上的企业；2. 国务院有关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指定的年综合能源

消费总量5,000 tce以上不满10,000 tce的企业。（来源：《节能法》）

a. 中国GDP变化（1978-2017）

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b. 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变化（1978-2017）

来源：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图 2      中国GDP和能源消费变化（1978-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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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千家企业是指在钢铁、有色、煤炭等九个重点耗能行业中， 2004年企业综合能源消费量达到18万tce以上的规模以上独立核算企业，共1008家。由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国家统计局提出，并

经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或经贸委（经委）核对后确定。（来源：国家发改委）

11. 万家企业是指年综合能源消费量 1 万吨tce以上以及有关部门指定的年综合能源消费量 5000 吨tce以上的重点用能单位。初步统计，2010 年全国共有 17,000 家左右。万家企业能源消费量

占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 60%以上，是节能工作的重点对象。（来源：国家能源局）

12. 根据政府系列文件收集整理。

积极开展“千家企业节能行动”10和“万家企业节能低碳行动”11。2006至2017年中国的能源消费强度年均降幅

为4.3%（图 2b）。

过去的二十年来，中国能效工作积累的成效卓著：2016年由于能效提升所带来的“能源生产力红利”高达

1.1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占全球“能源生产力红利”半数[14]。值得强调的是，中国的人均GDP及人均能耗水

平与世界发达国家还存在较大差距，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还是提出了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的控制目标，充

分体现了大国担当。

顺应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是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挑战的指导思想，也是解决包括

气候变化和能源问题在内一系列人类发展过程中的问题的根本方法。201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做

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决策，决策完整描绘了此后相当长时期内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蓝图。2015年国

务院发布《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同年10月，“增强生态文明建设”首次被写入国家五年规划。

2017年，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多处提到“应对气候变化”，并指出过去五年中国“引

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2018年3月通过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中强调把“领导和管理经济工作和城乡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国务院职责12。中国对

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视程度提高，为能效提升工作提供了富足的土壤和有利的氛围，中国为了践行“参与者、贡献

者、引领者”的纲领一直活跃在生态文明建设和能效提升的国际舞台上。

2016年9月，20国集团（下文简称G20）成员国在杭州G20峰会上共同批准通过了《G20能效引领计

划》（G20 Energy Efficiency Leading Programme; EELP），这是G20框架下第一份由中国主导

制定、体现中国为承担和引领全球能效提升而努力的文件。该文件指出，节能和提高能效是合理使用

能源资源的最佳途径之一，加强提高能效方面的合作可促进经济发展和生产效率提升[20]。

2017年5月，中国政府发布《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

绿色发展，努力将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能源和气候变化治理上的经验和最佳实践传播到“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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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2015年10月29日，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鲜明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沿线国家，辐射带动更多国家参与到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中来[21]。

2017年6月，第八届清洁能源部长级会议（下文简称CEM 8）在中国北京召开，这次会议体现了国际

社会对清洁能源技术开发和利用的高度关注以及全球对建设清洁高效能源体系的积极向往，中国政府

也透过此次会议东道主的角色向世界传达出中国支持和愿意投身于可持续发展的强烈意愿。

2017年11月，波恩气候变化大会（即COP 23）“中国角”举办“中国能效提升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

的贡献”边会，这是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中国角”首次举办能效主题边会，中国政府在会上与来自

世界各地的能效工作者充分沟通，积极参与并投身到全球能效对话和合作中。

2018年5月，在丹麦举行的第九届清洁能源部长级会议（CEM 9）上，中国代表团阐述了习近平提出

的包括“绿色发展”在内的新发展理念13的深刻内涵，介绍了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的中国行

动方案，引起各国高度关注和积极响应。中国还介绍了在清洁能源技术研发创新和应用领域的具体行

动，提出在CEM机制下设立区域能源互联倡议，得到众多与会国的赞赏；中国联合牵头的电动汽车倡

议参与国不断增加；多国主动提出与中国进行双边、多边会谈，探讨合作机会……以上种种均显示中

国在CEM机制中的影响力日益上升[22]。

在国内，中国在各方面积极开展公民节能意识教育。中国已经举办了27届节能宣传周，并在2013年的节能宣传

周首设全国低碳日[23]。节能宣传周和全国低碳日通过开展一系列的节能低碳行动，鼓励公民从身边和细节着眼，

推动全民节能低碳。作为新兴经济体以及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和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在能源和气候变化问题上

的立场和行动不仅关系到自身的长远发展，也对国际社会有着深远影响。中国的表现也向世界证明，中国正努力

承担起应尽的国际责任，从能源消费和排放大国逐步成长为能效大国——尽管还有问题有待解决，但中国的努力

正在向世界证明：中国能效，未来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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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节能法》的规定，中国节能相关工作受政府、政府节能主管部门和政府有关部门（材料 1）的监督和

管理，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图 3），共同领导中国能效稳步提升。

中国的能效工作几乎与改革开放同时开始，迄今走过了四十年的历程。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国

民经济高速发展，能源环境问题日渐突出，中国的能效工作力度愈来愈大。本章以1998年《节能法》正式实施为

起点，梳理中国能效二十年发展成效，并针对目前整体局面进行重点总结。

�   中国能效概ᬿ

材料 1       中国政府节能工作机构设置

负责领导各级的节能工作，包括部署、协调、监督、监察、推动节能工作。政府在国家层面指中国国务院，在地方层面指

县级以上地方政府（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地区、盟，县、县级市、区）。

负责主管各级的节能监督管理工作。国家层面的节能主管部门是国家发改委，地方层面的节能主管部门有的是地方发改委，

有的是地方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下文简称“经信委”）或者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厅/局（下文简称“工信委/厅/局”）。

蒜腊港㻋劼匬——县级以上地方政府负责节能执法监察的专门机构， 一般归口当地节能主管部门；由于历史原因，也

有一些归口当地经信部门。国家层面未设节能监察机构，此外省市两级的节能监察机构比较健全，县级则较为薄弱。

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各级的节能监督管理工作，并接受本级节能主管部门的指导。在国家层面，指国家发改委以外

的、承担节能相关职责的部门，具体可以分为行业主管部门和专业部门（地方层面同理）。

遤⚌⚺盗鿈꡶——对用能单位有行业管理职责的部门（如工信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住建部、交通运输部/交通部、

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国管局等），这些部门负责管理行业内用能单位的节能工作。

⚁⚌鿈꡶——不对用能单位节能工作全面管理，只履行专项职责的部门，如财政部门（仅节能财政政策与管理）、审

计部门（涉及节能项目、资金、工作审计的职责）、税务部门（节能税收政策等）、统计部门（能源统计等）和市场

监管部门（节能标准、计量、节能产品市场监督等）。

来源：根据《节能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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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级政府的部门与下级政府没有领导关系，例如国家发改委或者工信部等部门与省级政府没有领导关系，不

能直接向省级政府部署工作。但经国务院授权和委托的例外，例如每年的节能目标责任考核，国务院授权和委托

国家发改委组织考核工作，这种情况下省级政府需要向国家发改委考核组汇报工作。

����能效ᒽഀݎ᯿ᥝ֢አ

在《节能法》和“节约资源”基本国策的指导下，中国政府在过去二十年出台了若干综合能效政策法规（图 

4），并基于完善的节能工作管理体系把它们逐一落实，成效显著。

㕂㹻〄佖㨼

溁紩蒜腊⚺盗鿈꡶

䋑紩蒜腊⚺盗鿈꡶

紩蒜腊⚺盗鿈꡶

㕂㹻剣Ⱒ鿈꡶

溁紩剣Ⱒ鿈꡶

䋑紩剣Ⱒ鿈꡶

紩剣Ⱒ鿈꡶

ᜓ能Ԇᓕ᮱ᳪ ᮱ᳪىํ

图 3      中国政府节能工作监督管理体系

来源：根据《节能法》整理

领导 行业管理和指导

㕂⸉ꤎ

溁紩佟䏎

䋑紩佟䏎

紩佟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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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以前，中国能效政策注重“节能”；2006年中国碳排放总量成为全球第一以来[18]，中国愈加重视

“减排”和“节能”的协同效应，并将两者共同提上政策议程。2009年中国成为全球能源消费第一大国后[19]，

政府对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视再上一个台阶，特别是从2010年起，能效和应对气候变化以及生态文明建

设政策和规划的出台更加密集、宏观和长远。在这些政策和规划的指导下，政府还出台了针对具体部门、领域和

市场的专项政策，推动全社会能效整体提升。

����能源ၾᩇ୩ଶดӥᴳ�ᰁी۠නᖨ

随着《节能法》的实施和全国范围内一系列节能行动的开展，1998至2002年期间，中国能源消费强度持续下降，

平均年降幅为2.5%，从1998年的1.05吨标准煤当量（下文写作tce）/万元GDP（2010年价格）下降至2002年的

图 4      中国政府节能减排综合性政策（1997-2016）

来源：根据政府相关文件收集整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1998年实施）

《能源节约与资源综合利用“十五”规划》

《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2004-2020年）》

《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

《国务院关于做好建设节约型社会近期重点工作的通知》

1997

2001

2004

2005

《国务院关于加强节能工作的决定》

《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2007年修订）》（2008年实施）

《“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

《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

《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2016年修订）》（2016年实施）

《“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

2006

2007

2011

2012

2014

2015

2016

《节能减排“十二五”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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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5 tce/万元GDP（2010年价格）。2003年和2004年，中国经济大幅增长的同时，能源消费强度不降反增，能源

消费总量增速（16.8%）甚至超过了GDP的增速（10.1%）；对此，政府迅速作出相应调整，并且出台实施了一系

列节能减排、提质增效的能效政策，2005年后中国能源消费强度持续降低至今——从2005年的1.08 tce/万元GDP

（2010年价格）降至2017年的0.65 tce/万元GDP（2010年价格），降幅高达39.8%，年均下降4.1%（图 2）。

随着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中国能源消费总量整体呈现增长趋势，但由于提升能效等一系列措施，能源消费强度

下降，能源消费总量的增速近年来愈加平缓——“十一五”期间，能源消费总量平均增速为6.7%，而在“十二五”

期间仅为3.6%（图 2b）。

各部门从整体上看，建筑、交通部门服务水平与世界发达国家仍存在差距，因此这两个部门的能源消费持续上

升并在可预见时间内仍将持续呈现刚性增长；工业部门能耗强度高、总量大，一直是中国节能工作的重点。经过产

业结构调整、淘汰落后产能和新技术的引入等，工业能源消费强度持续下降。工业部门是中国能效提升和节能减排

的最大贡献部门。

工业部门：中国经过多年高速发展，已步入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阶段。产业结构上，高耗能行业整体增速回

落，工业新兴产业崛起；各行业内部淘汰落后产能，促进能效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大大提高。两者共同作用下，工

业能源消费强度持续下降，降幅显著大于全球平均水平，工业能源消费总量也进入平台期。工业部门是并且仍将是

中国提升能效、实现节能目标的最大贡献者（详情参见 2.1 工业能效）。

建筑部门：中国正处于快速城镇化进程中，预计到2030年左右才会进入成熟期14[24]。在此之前，中国建筑总

面积、建筑能源消费总量都将持续增加；与此同时，中国建筑服务水平与发达国家还存在差距，因此单位建筑面积

能耗总体上仍在增加。“既要满足建筑服务水平需求，又要避免过度能源消耗”是城镇化进程中的中国建筑面临的

主要挑战（详情参见 2.2 建筑能效）。

交通部门：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道路机动车市场，交通领域的燃油消耗量占全国总量60%以上15。2005年起，中

14. 根据Northam, R.的理论，全球的城镇化通常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城镇化率低于30%的初始期，城镇化率在30%-70%的中间期和城镇化率高于70%（且通常在90%以下）的成熟期。

15. 数据来源：国际清洁交通委员会（IC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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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政府陆续出台和完善了一系列燃油能效标准，对新出厂的轻型车和重型商用车能效水平进行严格管理，收效明显；

同时中国还是近年来全球崛起最快的新能源汽车市场。中国交通能效正在全面提升（详情参见2.3 交通能效）。

����ದᬰྍԅ能效ᬰ一ྍ܋ૅෛੴᶎ

提升能效对中国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作用。但仅仅依靠对现有技术、工艺、生产过程和管理的改进

去提升能效，效果有限。只有注重研发、充分利用先进的技术发掘新的能效提升机遇和空间，才能真正打开能源、

气候和经济协同发展的新局面。

“十一五”十大重点节能工程和《节能减排“十二五”规划》中明确了一批重点节能改造工程的实施，使区

域热电联产、余热利用、电机系统节能、能量系统优化、绿色照明等节能技术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成熟和广泛的

应用[25][26]。节能服务公司作为能效市场中的主体也在大力推动这些技术在合同能源管理项目中的应用（详情

见3.2 能效市场），为中国能效提升作出了亮眼的贡献。未来中国会进一步发挥先进适用技术的优势，把它们做

大做强，并且发掘不同技术集成后“1+1>2”的协同效应，为中国经济高质量、高能效发展创造更广阔的空间。

近年来政策的支持和投资的青睐使能效新兴技术欣欣向荣（详情见3.1 能效投融资），同时以物联网和人工

智能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正在改变传统的生产和能源利用方式。加快新技术的开发和推广无疑是能效技术乃至整

个能效领域未来的重要发展方向：近中期主要体现为智慧能源和能源互联网在各部门和领域的应用，通过能源信

息化和智慧化管理，深度推进系统节能、精细节能和数字节能；远期主要体现为形成数字化、智能化和网络化的

生产方式，大幅提高生产效率和产业价值，推动能源生产力成倍增长，从而直接或间接地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和生

产水平。

����Ӿࢵࣁࢵᴬ能效֢ݳӾๅےᑌຄၚ

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增强以及在全球气候变化中积极承担自己的责任，中国在全球应对能源和气候变化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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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国际社会赞成并且欢迎中国参与到国际交流和合作框架中，包括多边的联合国气候

变化大会、清洁能源部长级会议、全球能效大会、全球气候行动峰会、金砖国家（BRICS）能源合作和双边的中

美能效论坛、中德能效工作组、中日节能环保综合论坛等。世界各国在这些国际交流和合作中都非常关注中国的

立场和观点。

中国在积极参与国际能效交流与合作的同时，也主动发出“中国声音”，联合各国的力量为全球能效提升和

应对气候变化作出新的贡献。这包括在G20杭州峰会上由20国集团共同通过的G20框架下第一份由中国主导制定

的文件《G20能效引领计划》（G20 Energy Efficiency Leading Programme; EELP)，中国政府关于绿色“一

带一路”的发展理念，以及CEM 9上中国关于电动汽车和在CEM机制下设立区域能源互联的倡议等。

国际交流与合作是全球提升能效、应对气候变化的“多赢”做法。中国积极参与能效领域的全球合作，一方面

可以学习国际先进经验、取长补短，使自身全面发展，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中国经验”辐射周边国家和影响“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齐心协力节能减排，使全球不同的国家有更多的案例可以借鉴。中国的积极和努力将使其成为全

球能效的重要贡献者，并逐步成长为引领者。

⚥㕂腊佪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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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部门能效

����ૡӱ能效

2.1.1 整体水平

中国工业正在从高速度增长向寻求高质量发展转变，占比较重的高耗能行业大幅回落，战略性新兴产业16增

长强劲。2006至2017年，工业增加值增速从11.4%降到6.4%，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42%降到34%17。2017

年高耗能行业同比仅增长3.0%，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比增长11%18。与此同时，高耗能行业能源消费量整体增速持

续下降，工业能源消费总量进入平台期。2010至2016年工业能源消费量年均增长率只有1.8%，占全国能源消费总

量的比重从70%以上降到66.6%。六大高耗能行业能源消费量年均增长率由“十一五”的6.8%下降到“十二五”的

1.2%（图 5）。

中国是全球工业能源消费强度19下降最快的国家。从2000年到2016年的16年里，全球工业部门单位增加值

能耗下降不到20%，而中国工业部门在2006年到2016年的10年里就下降了43.0%，从2.35 tce/万元20下降到

1.34 tce/万元 [14]。

全国能源消费 工业能源消费 六大高耗能行业能源消费

图 5      全国、工业及高耗能行业能源消费量变化（2005-2016）

数据来源：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16. 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节能环保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七大产业中的工业相关行业。

17. 一直以来，中国工业以高耗能行业为主，虽然目前有寻求高质量发展的趋势，但整体来说，目前中国工业增加值增速下降和占GDP比重下降，很大程度上是高耗能行业增加值增速下降和占

GDP比重下降所带来的结果。

18. 数据来源：历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19. 即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

20. 如无特殊注明，文中的货币价值均指当年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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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中国单位产品能耗下降情况（2010-2016）

数据来源： 王庆一《2017能源数据》

21.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节能技术在中国的应用促进了单位产品能耗大幅降低，2016年中国主要产品的单位产品能耗较之2010年均

有下降（图6）。“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技术节能对中国工业节能的贡献率分别为50.6%和34.1%[27]。同

时，淘汰落后产能也对中国工业节能发挥了重要作用。2006至2016年仅煤炭、钢铁、水泥、平板玻璃四个行业

淘汰落后产能就实现了3.26亿tce的节能量，相当于2016年中国工业能源消费总量的11.2%。

工业部门一直是中国实现节能目标和能效提升的最大贡献者。2006至2010年中国能源消费强度下降19.4%，工

业能源消费强度下降26%；2011至2015年能源消费强度下降18.4%，工业能源消费强度下降27%。多年来中国工业

能源消费强度降幅始终高于全国能源消费强度降幅，2006至2015年10年间工业部门累计节能14.2亿tce21，为其他

需要刚性增长的部门和领域提供空间。

2.1.2 重点趋势

ૡӱᜓ能Ֆฎ中国ᜓ能ૡ֢重中ԏ重 

从全球范围来看，虽然近年来中国的能源消费强度下降较为明显，但是工业部门特别是高耗能行业很多产品

的单位产品能耗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有10%-30%的差距（图7），如钢材、水泥、乙烯、平板玻璃、烧

碱等。工业节能依然存在较大潜力，是中国节能工作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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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根据元素守恒定律（碳元素守恒），能源相关的碳排放量能够反映能源消费量。

图 7      代表性产品的单位产品能耗国际比较

数据来源： 《2017能源数据》

国际先进水平中国水平

从中国自身发展阶段来看，中国目前正处在城镇化加快发展阶段，建筑及交通领域发展规模持续刚性增长。

《重塑能源：中国》描述了面向2050年能源消费和生产革命的路线图，是一种较为理想的发展情景。其中研究显

示，参考情境下，2010至2050年中国建筑总面积预计将增加约300亿平方米（下文写作m2)，客货运输能源需求

还将增长近4倍，2050年全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预计将超过50亿tce，对抑制能耗总量提出了较大挑战。在重塑

能源的理想情景下，中国与能源消费相关的碳排放总量22预计能够在2025年达峰，目前尚有刚性增长需求的建筑

和交通部门预计将在2029年和2035年相继达峰，而工业部门未来则会持续下降，在建筑和交通部门达峰前为它

们创造足够的上升空间（图 8），中国工业部门必将在节能减排中承担重要角色[28]。

0% 90% 100%80%70%60%50%40%3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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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来源：根据政府公布数据整理计算。

图 8      重塑能源情景下能源消费相关的碳排放量趋势（2015-2050）

来源：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落基山研究所、能源基金会，2016.《重塑能源：中国——面向2050年

能源消费和生产革命路线图研究  摘要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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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管理体系本世纪初引入中国。2008年山东省发布《能源管理体系 要求》地方标准；2009年中国发布《能

源管理体系 要求》国家标准，2012年修改时等同采用 ISO 50001:2011国际标准；“十二五”期间国家发改委等

部门把建设能源管理体系作为“万家企业节能低碳行动”的重要内容。此后，中国政府在节能领域出台的规划、方

案等文件，均将推进能源管理体系建设作为改善企业能效管理、降低能源消耗的重要举措。截至2018年6月已有近万家

企业建立能源管理体系，其中2824家通过该体系的认证23。2017年6月中国首次公布了八个优秀能源管理案例，案例

企业在建立能源管理体系后，能耗指标均有较大幅度下降[29]。

中国把能源管理体系的作用可总结为“四个机制”和“三个持续”，即帮助企业构建节能遵法贯标机制、能源

利用全过程控制机制、节能技术进步机制和节能文化促进机制，实现节能工作持续改进、节能管理持续优化和能源

绩效持续提高。中国的实践证明，能源管理体系理念先进，方法科学，效果明显，完全可以担当工业企业提升能效

的总抓手。但考虑到中国巨大的工业企业数量和潜在的能效提升空间，能源管理体系在标准配套、咨询认证能力、

政府激励措施、企业认识和响应程度等方面的工作力度还不足，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其推广工作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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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ݎႹ౮主

实施绿色发展、推动绿色增长是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共同选择，也是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必然途径。中国工业总

体上尚未摆脱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发展方式，资源能源消耗量大，生态环境问题比较突出，迫切需要加快

推进工业绿色发展。中国工业绿色发展能够通过实施结构调整、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资源减量和循环化、燃料替

代等举措推进工业绿色低碳转型和升级，进而建立绿色改造体系，实现节能降耗、降本增效，提升中国工业的国

际竞争力，最终使工业与生态和谐发展。

绿色制造体系作为工业绿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实施传统制造业的能效提升技术改造，开展重大节能环

保技术产业化示范，制定绿色产品24、绿色工厂25、绿色园区26和绿色供应链27标准体系，开展绿色评价等方式，可

以有效促进中国制造业绿色、高效发展。中国计划到2020年，开发推广万种绿色产品，建成千家绿色示范工厂和百

家绿色示范园区，部分重化工行业能源资源消费量出现拐点，重点行业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下降20%。到2025年，

制造业绿色发展和主要产品的单位产品能耗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绿色制造体系基本建立[30]。              

2.1.3  前景展望

ᕮ᧣ෆฎਫሿૡӱ能效य़ଏ܋的໑

从产业结构来看，近年来，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呈下降趋势，生产性服务业28正在加快发展。可以预见，

在“十三五”及未来一段时间内，服务业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将越来越强，产业结构轻型化的趋势也将愈发

明显。这一趋势既符合当前中国工业发展阶段的特点和内在需求，也是优化能源配置、提高能源效率的重要途径。

从工业内部结构看，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传统高耗能行业在工业内部的比重依然偏高，一些新兴产业（如工

业战略新兴产业、高技术制造业）仍处于起步阶段。未来工业增长点将由传统的高耗能产业向新兴产业转移，这将

优化工业内部结构，促进工业部门的提质增效。

24. 绿色产品指全生命周期内节能、节水、低污染、低毒、可再生、可回收的产品。

25. 绿色工厂指实现用地集约化 、生产洁净化、废物资源化、能源低碳化的工厂。

26. 绿色园区指能源、资源、基础设施、产业、生态环境、运行管理均达到绿色化指标的园区。

27. 绿色供应链指在整个供应链中综合考虑环境影响和资源效率的现代管理模式，其目的是使产品在从物料获取、加工、包装、仓储、运输、使用到报废处理的整个过程中，对环境的影响（负作

用）达到最小，资源效率达到最高。

28. 生产性服务业一般指与工业直接相关的配套服务业，是从工业内部的服务部门独立发展起来的新兴产业，如金融保险业、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科研技术服务业等与商业生产密切相关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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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工业产品结构来看，中国有200多种工业品的产量位居全球首位[31]，但多为能耗高、附加值低的中低端工业

产品，高附加值工业品占比较少。未来中国工业企业如果能够努力改变市场定位、提升产品科技含量、降低资源能

源消耗，中国的能源生产力水平将得到大幅提升。

Ძى的܋ฎਫሿૡӱ能效य़ଏݎݶܐ

目前中国工业存在区域发展水平不平衡、能源利用方式单一、资源再利用率低等问题。未来区域、产业、行业

间的协同发展将是提升工业能源利用效率、优化产业结构的关键途径。

中国正在加快推进城镇化建设，这为工业区域协同发展提供了良好契机。在区域间建立循环型工业发展体系，

强化生态链接、原料互供、资源共享，促进区域内企业、行业和园区间的链接共生和协同利用，形成分工合理、功

能互补的区域一体化协同发展情景，将有利于大幅度提高包括能源在内的资源利用效率。这一趋势在长三角、珠三

角以及京津冀地区已有所体现，并有望在更多的区域内得到实践。

区域能源系统的协同发展也是提升能效的重要工作内容。未来，应整合区域内石油、煤炭、天然气和电力等多

种能源资源，建立不同范围的区域综合能源系统，实现不同能源的互补互济，在满足多元化用能需求的同时，促进

能效提升和新能源消纳。

强化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是工业部门内部协同发展的重要体现。在主要资源产品累计消费量和耐用消费品保有量

快速增加的背景下，未来中国再生资源供应量将有较大增长潜力（图9）。加强资源循环利用能大幅度降低一次资源

与能源的消耗，有效推动经济发展方式向集约型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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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重塑能源情景下部分再生资源的循环利用潜力（理想循环利用率vs.历史数据）

数据来源：熊华文，符冠云 《重塑能源：中国   工业卷》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7

ᄶݎմӱٖኞ动ێฎૡӱ能效ᒽ的ݎොݻ

中国工业节能政策在利用市场机制调动企业节能积极性方面较为薄弱，节能政策工具不足以克服企业节能决策

中的障碍，未来的节能政策应把进一步激发企业内生动力作为重要着力点。中国目前已经开展了一些尝试，如能效

“领跑者”制度。

能效“领跑者”制度最早起源于日本。日本依据本国内较为领先的节能产品的能效水平，设定了相关产品能效

“领跑者”的能效标准值，并通过在一定年限内不断提升能效标准，敦促企业为实现相应的能效目标而努力，推进

企业节能技术大幅进步，继而引导整个行业健康发展、促进产品结构升级。

中国借鉴日本经验并将范围由产品拓宽到产品、企业和单位，于2014年12月起正式实施能效“领跑者”制度29，

目前仍处于推进的初级阶段。未来需要通过进一步明确制度定位、完善激励与惩罚制度、扩大产品范围、改进财税

补贴政策等调动企业创新节能技术、追赶行业先进能效标准的积极性，同时通过加大宣传力度、对消费者进行补贴

等措施，加大“领跑者”的市场竞争力，使能效“领跑者”制度为提升中国能源效率发挥更大的作用。

29. 中国能效“领跑者”是指同类可比范围内能源利用效率最高的产品、企业或单位。实施能效“领跑者”制度对增强全社会节能减排动力、推动节能环保产业发展、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环境

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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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2      革命性技术的应用对工业部门能效提升的积极作用示例

3D打印技术能够在机械制造、汽车、房屋、服装等领域通过材料替代和循环利用，节省大量耗能产品及燃料的用量。

在制造业能源管理控制领域，通过电能实时反馈系统，可降低设备电耗10%-15%。ᇔᘶᗑ

通过在工厂数据中心使用DeepMind的机器学习能力，可使冷却系统的能源消耗量减少40%，系统整体能效提升15%。Ոૡฬ能

通过将云技术与智能空调相结合，1台空调平均每天可节电4.7度（下文写作kWh）。ԯದ

到2020年，储能技术能够支撑中国电能替代新增用电量约4500万kWh。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比重将达到20%。ؙ能ದ

�'ܦ

来源：根据多个相关资料来源估算整理

重य़ᶐದ的ଫአฎਫሿ能效य़ଏ܋的ඪඅ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信息技术与传统行业的跨界融合创新已成全球趋势，以智

能制造为核心的新工业革命正在改变工业生产方式和能源利用效率。中国企业借助革命性技术提升能效，已取得显

著成效。

如中国领先的某工程机械制造企业，借助信息化技术，导入智能制造模式，通过引入工业物联网与智能生产

线，利用智能装备实现了生产过程自动化、智能化，提升了生产效率，运用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等大数据分析与

挖掘技术实现了生产工艺与流程优化，企业生产效率提高24%以上，生产周期缩短28%，减少生产误操作40%，

不良品率下降14%，物流运作效率提高18%以上，送货速度提高12%；节省人力成本约20%，总体制造运营成本

降低28%，生产节能7%[32]。

在未来的工业生产中，应利用革命性技术提升能效：近中期主要体现在智慧能源和能源互联网在工业领域的

应用，通过能源信息化和智慧化管理，深度推进系统节能、精细节能和数字节能；远期主要体现在形成数字化、

智能化和网络化的生产制造方式，大幅提高生产效率和产业价值，推动能源生产力成倍增长。同时，还应加强对

物联网、人工智能、云技术、储能技术、3D打印等新一代革命性技术的运用，实现绿色智能制造，改变生产模式，

提升设备、工艺过程、物流和人员管理等环节的效率，节约生产成本，从而直接或间接地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和生

产水平（材料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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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中国GDP和建筑面积趋势（2001-2015）

数据来源：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处理得到

GDP

农村公共建筑面积

城镇公共建筑面积

城镇居住建筑面积

农村居住建筑面积
80

60

40

20

2001 2003 2005 2007 2009 2011 2013 2015
0

万亿元 亿m2

300

250

200

150

100

50

0

从建筑能源消费来看，2015年中国建筑能源消费总量为8.6亿tce，约占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19.9%（图 11）。

图 11      中国建筑能源消费总量构成（2015）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处理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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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截至2018年10月，中国国家层面对建筑部门大多的官方最新统计数据只到2015年，下文不再另行说明。

����ୌᒺ能效

2.2.1 整体水平

中国城镇化进程是影响中国建筑部门能效的关键因素。中国仍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进程中，1978至2017年，中

国城市人口比例年均增长1.0%，2020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达到60%[33]，预计到2030中国城镇化进入成熟

期后将达到70%左右[24]。“既要满足建筑服务水平增长的需求，又要避免过度能源消耗”是目前中国建筑节能面

临的主要挑战。

从建筑总量来看，2015年30中国建筑总面积达到613.4亿m2，其中公共建筑面积约113.0亿m2，占比18.4%；

城镇居住建筑面积248.3亿m2，占比40.5%；农村居住建筑252.1亿m2，占比41.1%（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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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至2015年，中国建筑总能耗中城镇居住建筑能耗占36%-39%，公共建筑能耗占37%-41%，农村居住建

筑能耗则稳定在23%左右（22.6%-23.6%）（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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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中国建筑能耗趋势（2001-2015）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和能源统计年鉴处理得到

2.2.2 重点趋势

उ᳁۸ᬰᑕՖਖ਼ḝ动ୌᒺ能ᘙඣ܋

中国城镇化进程使建筑总量和建筑能源消费量持续快速增长。2001至2015年中国GDP增长518%，城镇居住建

筑、公共建筑面积增幅分别为131%、133%；建筑能耗总量增幅177%，城镇居住建筑、农村居住建筑、公共建筑

能耗增幅分别为169%、170%和191%（图 10、图 12）。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建筑服务条件与舒适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的提升需求，人均建筑能耗远低于发

达国家，建筑能源强度31仅为美国的1/3左右（图13）。随着居民对室内舒适度等建筑服务水平要求的提高、采暖线

南移、建筑用能模式转型、农村用能“城市化”等，未来中国建筑能耗还将持续呈现刚性增长。

31. 即单位建筑面积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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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实施提升建筑能效的系列政策取得了明显效果[34]，2001至2015年中国建筑能源消费总量年均增速整体有

所下降。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最近五年（2010至2015年）年增幅均值较2001至2006年期间下降了5个百分点，但

仍有6.1%的增幅（图 14），可以预见中国建筑能耗总量近期内仍将保持较高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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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建筑能耗水平比较（2015）

注：圆面积代表建筑能耗总量

数据来源：胡姗.中国城镇住宅建筑能耗及与发达国家的对比研究.清华大学学位论文.2013；日本：The Energy and Modeling center, the 

Institute of energy economics, Japan, Handbook of Energy & Economic Statistics in Japan, 2011；美国：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

tration, Building Energy Databook 2010；欧洲：European Commission, Eurost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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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中国城镇和农村居住建筑能源强度变化（2010-2015）

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处理得到

አ能ᵱ不ݶᛘउԠ能源ᕮ୩ଶ૧กด

建筑能源强度方面，城镇居住建筑已趋于稳定，农村居住建筑则快速上升。2001至2015年，城镇居住建筑

能源强度增幅为16.6%，农村居住建筑增幅为117.9%；其中2010至2015年城镇居住建筑能源强度年增幅均值为

-0.3%，农村居住建筑则仍有4.6%(图 15)。

建筑能源消费结构方面，传统的中国农村主要使用生物质能进行炊事和取暖，因此农村居住建筑能源消费

仍以生物质能（如秸秆、薪草、薪柴、畜粪）等非商品能源32为主：2013年农村地区非商品能源消费占农村地

区用能总量的63%33；农村居住建筑用能构成为七项，其中生物质能、煤炭和电力占比最大，分别为61%、

15%和11%（图 16）。但近期非商品能源在农村居住建筑能源消费中的占比呈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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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指农业废料和人畜粪便等就地利用、不是商品交易对象的能源。因其不是商品交易的对象，所以在能源平衡中很难计算。通常以秸秆、薪草、薪柴、畜粪等生物质能为主，此外还包括

非商品的沼气等。近年来沼气在农村有逐渐转变为商品能源的趋势。

33. 数据来源：农业部调查结果。

34. 建筑用能统计建筑使用的一次能源，其中热力通常指市政集中供暖，下同。另：农村居住建筑用能结构最新统计只到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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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农村居住建筑能源消费结构（2013）34 

数据来源：《中国家庭能源消费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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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其他用能通常指区域/分布式能源，如小区烧煤/燃气供暖等。

36. 建筑节能75%强制性标准即“第四步”建筑节能。中国建筑节能以1996年颁布《民用建筑节能设计标准(采暖居住建筑部分)》JGJ26-1995为起点，规定以1980至1981年的建筑能耗为

基础，按每步在上一阶段的基础上能效提高30%为一个阶段。因此通常所说的第一步建筑节能是在1980至1981年的建筑能耗基础上节约30%，简称建筑节能30%标准；第二步在第一步建

筑节能的基础上再节约30%，即30%+(1-30%)×30%=51%，简称建筑节能50%标准；以此类推，第四步建筑节能简称建筑节能75%标准。在建筑节能75%标准的设计条件下，一个采暖

季采暖能耗应在6.25kgce/m2以下。

不同于农村居住建筑的用能结构，城镇居住建筑能源消费中热力占比最大，2015年热力占城镇居住建筑用能

总量的58%，其次为电力，占比23%（图 17）。

总体来说，2001至2015年农村、城镇居住建筑用能中电力占比均显著增加，农村建筑单位面积电耗增长3.6

倍，城镇增长0.8倍，农村增幅显著高于城镇（图 15）。

图 17      城镇居住建筑能源消费结构（2015）35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处理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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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建筑方面，中国采取完善节能设计标准和强化标准实施的监督检查两项举措促使新建建筑能效优化。

截至2017年，中国城镇新建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已全部修订完成并颁布实施，具体涵盖了严寒、寒冷、夏热冬

冷、夏热冬暖四个气候区的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和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等。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新疆等

地开始在城镇新建居住建筑中实施建筑节能75%的强制性标准36。

不仅在标准制定上，新建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的实施也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1996至2005年，中国北方供暖地

区推行建筑节能，但仅要求新建建筑执行节能设计标准，且标准的执行情况较差。2005年以来，中国住建部和省级

住建部门开展逐年的建筑节能专项监督检查，新建建筑节能设计标准执行率大幅提升，尤其是施工阶段节能设计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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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建筑节能设计标准是在设计中体现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满足建筑功能的基础上，使建筑在其全寿命期

内，实现最大限度的资源节约（节能、节地、节水、节材），保护环境和减少污染，为人们提供健康、适用和高

效使用空间的建筑设计标准39。中国省会以上城市保障性安居工程、政府投资公益性建筑以及大型公共建筑已开始全

面执行绿色建筑标准，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江苏、浙江、山东、深圳等地也开始在城镇新建建筑中执行绿色

建筑标准，推广绿色建筑面积超过10亿m2。截至2017年中国累计有7235个建筑项目获得绿色建筑评价标识，建筑

面积超过8亿m2 。40

既有建筑方面，中国大规模开展北方供暖区居住建筑节能改造和公共机构综合节能改造，推动既有建筑能效明

显提升。

2007年中国开始针对北方供暖区使用集中供热的非节能建筑进行节能改造，截至2015年累计完成既有居住建筑

供热计量及节能改造9.9亿m2，惠及超过1500万户居民，老旧住宅舒适度明显改善，年节能650万tce41。

37. 来自住建部抽查结果。

38. 来自住建部公布的统计数据。

39. 对比新建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绿色建筑节能设计标准除包括建筑节能的设计要求外，对建筑节水、节地、节材等建筑性能的规定和要求更具体和全面。

40. 数据来源：住建部统计数据。

41. 数据来源：住建部科技司。

准执行率仅用了五年时间，就从2005年的21%提高到2010年的95%以上（图18），2015年中国城镇新建建筑节能

设计标准执行率更是达到100%37。2001至2015年累计增加节能建筑面积70亿m2，2015年节能建筑占城镇民用建

筑面积比重超过40%38。在不断提高的标准和强有力的执行共同作用下，中国建筑能效稳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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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中国城镇新建建筑节能标准执行率（2005-2010）

来源：住建部年度工作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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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单位面积供热能耗。

中国北方供暖区2001至2015年城镇建筑供热能耗强度42在整体上大幅下降，虽然建筑面积持续增长，但供热

能耗强度的降低有效缓解了供热总能耗的增长趋势，使供热总能耗增速低于建筑面积增速：2002至2015年期

间，供热能耗强度从39.2kgce/m2下降到17.9kgce/m2，降幅54.5%（图19）；同时期供暖面积增长了332%，

但供暖能耗仅增长了97%（图 20）。 

图 19      中国北方城镇集中供热总能耗和单位面积能耗（2001-2015）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处理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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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和能源统计年鉴处理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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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7年，中国在33个省市开展公共建筑能耗动态监测平台建设，对9000余栋建筑进行能耗动态监测；

在233个高等院校、44个医院和19个科研院所开展建筑节能监管体系建设及节能改造试点。北京、天津、石家

庄等29个公共建筑节能改造重点城市共实施公共建筑改造6959万m2，综合节能率15%以上，带动全国实施节

能改造1.1亿m2。公共机构实施既有建筑围护结构改造2200万m2、北方采暖地区公共机构供热系统计量节能

改造947万m2、空调通风系统节能改造1000余万m2。“十二五”期间，中国政府在31省市遴选了2050家集

约型公共机构能效“领跑者”43示范单位。公共机构2017年能耗较之2010年同比下降12.9%，单位建筑面积

能耗下降10.2%，人均水耗下降12.6%44。 

ኞ能源ᥢཛྷ۸ଫአٚݢ

近年来，可再生能源在建筑中的应用比例增加，规模逐渐扩大，集中体现在可再生能源在清洁供暖项目中的

使用。

中国2017年开始启动北方地区清洁取暖，这将成为中国未来提升北方地区建筑能效的重点领域和重要途径。为

解决大气污染问题，2017年国家发改委等十部委联合发布《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规划（2017-2021年）》，计划

北方地区清洁取暖率在2019年达到50%，2021年达到70%；“2+26”重点城市城区45清洁取暖率2019年达到90%

以上，2021年达到100%。同时强势规模化应用可再生能源助力清洁采暖，推进建筑能效提升，可再生能源对清洁

供暖的贡献越来越大。

太阳能光热利用是可再生能源在建筑利用中最主要的途径。截至2016年，太阳能利用量在中国建筑可再生能

源供暖利用中占比76.6%，全国共有46个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市、100个示范县和8个太阳能综合利用省级示

范区。中国城镇太阳能光热应用面积超过30亿m2，2006至2016年集热面积量（与太阳能替代常规能源消费量正

相关）年均增幅达17.8%（图 21）。

43. 能效“领跑者”概念参见2.1 工业能效。公共机构能效“领跑者”是指在节约能源资源目标完成情况、能源资源利用效率、管理制度与实施、建筑及设备系统节能、节约用水、绿色消费

等方面同类可比范围内经国管局、发改委等审核表现突出的公共机构。

44. 数据来源：住建部、国管局。

45.“2+26”城市是指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包括北京，天津（2），河北省石家庄、唐山、廊坊、保定、沧州、衡水、邢台、邯郸，山西省太原、阳泉、长治、晋城，山东省济南、淄

博、济宁、德州、聊城、滨州、菏泽，河南省郑州、开封、安阳、鹤壁、新乡、焦作、濮阳（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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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6年，地热能利用量在建筑可再生能源供暖利用中占比16.7%，包括地热水的直接供暖以及地源热泵和

水源热泵，雄安新区46已成为地热供暖重要试点，浅层地热能应用面积已超过5亿m2 47。同时，北京周边的农村还在

大量推广空气源热泵。

生物质能为中小城市提供供热解决散煤污染。2018年国家能源局启动全国“百个城镇”生物质热电联产县域

清洁供热示范项目，选取了136个示范工程，计划2018年底前建成或完成技改，届时供暖面积将达到9000万m2。

此外，风电供暖2010年在吉林开始试点，已在新疆、山西、内蒙古等地已经开展了众多风电供暖项目，建立了政府、

电网企业、风电企业和供暖企业四方的风电热电交易机制。截至2016年，全国风电供热面积总计500万m2 48。

46. 位于河北省保定市，于2017年4月1日成立，是中国首个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印发通知成立的国家级新区，也是中国第19个国家级新区（来源：中国国务院）。

47.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和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司。

48. 数据来源：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司。

图 21      中国太阳能光热集热面积及能源替代量（2006-2016）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太阳能热利用产业联盟公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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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前景展望

࿆දᬰ֘ᛥᭇ的ᵱḝ动ୌᒺ能ᘙ೮ᖅीے

居民人均建筑面积增加、建筑用能设备数量增加、建筑供暖需求增加等居民改善居住舒适性的需求将继续抬高

建筑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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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极端天气增多、城市热岛效应增强，居住环境舒适度亟待改善；同时居民生活水平提升，人们对更高建

筑服务水平的追求促使建筑用能设备持续增加。2001至2017年，城镇居民每百户拥有空调器的数量增长2.6倍，农

村居民每百户拥有空调器的数量增长29.9倍（图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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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中国人均住房面积与人均GDP（2001-2015）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处理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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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中国城镇集中供暖能耗和城镇人均住房面积（2001-2015）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和能源统计年鉴处理得到

随着居民生活水平提升，中国城镇和农村人均住房面积均明显增加。从中国城镇集中供暖能耗看，随着人均

住房面积的增加，城镇集中供暖能耗也呈上升趋势。2011至2015年城镇人均住房面积增加了11.8m2，增幅

46.1%（图 22）；城镇集中供暖能耗从0.96亿tce增加到1.2亿tce，增加了25%（图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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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20世纪70年代丹麦学者Fanger, P. 提出了PMV热舒适度评价指标，综合考虑了空气温度、相对湿度、平均辐射温度、空气流速等六个影响因素，是较权威的、有代表性的热舒适评价指标。

50. 数据来源：住建部。

中国北方城镇供暖区居民热舒适度49远低于发达国家，2001至2015年北方城镇集中供暖能耗以年均6.9%的

增速持续增长（图19）。北方农村供暖用能也有明显增长，在单个家庭用能总量中的平均占比从2001年的31%

上升到2015年的60%以上50。此外，夏热冬冷地区建筑的供暖需求也日趋迫切，中国供暖能耗仍将持续上升。

绿色ୌᒺٌ݊܄ऒ۸ے᭛ୌᒺࣳ

中国2015年修订实施《绿色建筑评价标准》，到2017年已有25个省（市、区）发布了地方绿色建筑评价标

准，其中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外，各地均设立了绿色建筑评价机构，上海、天津、江苏、湖南、湖北、四川、新

疆等地探索开展了绿色建筑第三方评价。全国省会以上城市保障性住房、政府投资公益性建筑以及大型公共建筑

开始全面执行绿色建筑标准，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江苏、浙江、山东等地已开始在城镇新建建筑中执行绿

色建筑标准。截至2016年底，中国共有7235个建筑项目获得绿色建筑评价标识，总面积超过8亿m2（图 25）。

2008-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图 25      中国绿色建筑获评价标识状况（2008-2015）

数据来源：住建部

图 24      中国城镇、农村居民每百户空调拥有量趋势（2001-2017）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处理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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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一种通过优化建筑装饰提高全过程整体建筑能效的预置住宅产品。

52. 以2017年公共建筑节能改造补贴经费需求测算，按照当前节能率15%-20%的改造模式，补贴经费需要130亿人民币；采用深层次节能改造，按照节能率50%预测，则需要900亿元。

2017年国家住建部发布《建筑业发展“十三五”规划》，要求到2020年，中国城镇新建民用建筑全部达到

新建建筑节能设计标准，能效水平比2015年提升20%；城镇绿色建筑占新建建筑比重达到50%，新开工全装修成

品住宅51面积达到30%，绿色建材应用比例达到40%，装配式建筑面积占新建建筑面积比例达到15%。同时中国

建筑部门还在单体建筑绿色化的基础上，进行新区建设和旧城转型，推动绿色建筑区域化。12个省会城市共规划

建设了55个新城新区，144个地级城市共规划建设了200个新城新区，基于区域层面实施绿色发展模式。北京、

天津、深圳等地推动了以节能改造、抗震加固、更新基础设施、整治小区环境等综合改造为主体的老旧小区或原

有旧城绿色更新与节能改造。

ਠول࠺ୌᒺ能效市场۸ګฎᬰ能效܋的ෛ动ێ

建筑能效提升，尤其是发挥公共建筑的带动作用进行能效提升具有较强的正外部性，但以政府投入为主的建

筑能效提升推动方式不具可持续性，因此通过市场化机制提升建筑能效潜力巨大。

2017年之前，中国前两批公共建筑重点改造城市（11个城市，2454万m2）均获得中央财政每平米20元补贴。

2017年第三批公共建筑重点改造城市（29个城市，6959万m2）在2020年之前完成改造的补贴经费资金需求约

为130亿元52。如果扩展到中国所有的存量建筑，实施节能改造可预期范围内潜在的补贴经费总需求巨大，约为

8700亿元。

2017年，中国已在公共建筑节能改造的建筑能效提升领域开始市场机制试点，国家政府已取消对全部29个第

三批公共建筑重点改造城市进行中央直接补贴的政策，中央财政仅支持总计400万m2的示范工程。北京、杭州已

开始建立建筑能效的多元化融资模式，引入了城市合作层面的中美绿色基金、银行绿色信贷；上海市、深圳市等

地的建筑能效绿色信贷产品除了能效贷款、绿色融资租赁、碳金融产品和清洁发展机制应收账款保理融资外，还

创新了建筑领域的节能减排收益权质押融资、排污权质押融资和合同能源管理融资、绿色债券等方式。中国政府

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和《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中都明确提出采用政府和

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合同能源管理、节能量交易、碳交易等多种市场化机制，在政府持续引导的前提下

让社会资本和企业充分参与到建筑能源资源节约的各个领域。在这样的情况下，市场化机制将成为建筑能效提升

领域的新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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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即纯电动、插电式混合动力及燃料电池车。

54. 数据来源：中汽协公告及各类报导。

����Ի᭗能效

2.3.1 整体水平

交通部门对于能源消耗、气候变化和大众健康均有着显著影响。在中国，交通领域燃油消耗量占全国总量的

60%以上，温室气体排放量占总排放量的12%，其中主要由乘用车和重型商用车构成的道路机动车排放量约占交

通领域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75%（图 26）。

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道路机动车市场，在过去十年中保持着新车销售量年均增幅13.3%的记录，增幅主要

来自乘用车领域（图 27）。2017年，中国机动车新车销售量约2888万辆，是十年前的三倍。在过去五年里，中

国同时也是全世界新能源汽车53发展最快的国家。2017年，中国电动汽车销售量已超过77万辆，占全球销售总量

的一半以上54。

其他：88% 交通：12%

28%

56%

17%

5%

8%

12%

75%

图 26      中国交通领域温室气体排放（2017）

数据来源：国际清洁交通委员会（ICCT）路线图模型

图 27      中国道路机动车及新能源汽车年销售量（2008-2017）

数据来源：通过多项公开数据源整合而成，主要来源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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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重点趋势 

汽车能效ᒽ在᧣ෆ中೮ᖅێݎ

中国近年出台的若干与道路交通能效及排放紧密相关的政策为持续拉动车辆能效提升和排放下降提供动力。这

些政策使乘用车的预期能效水平在绝对值上进入世界前列，重型商用车的能效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缩小，新

能源汽车产销量居世界首位（材料 3）。

由于道路机动车对能源消耗量的重大影响，中国自2004年起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燃油能效标准来管理新出厂的

乘用车和重型商用车。政府主管部门于2004年出台、2005年实施了乘用车第一阶段燃料消耗量限值，此后又于

2008、2012和2016年分别对限值标准进行了升级。目前最新的标准于2016年开始实施，目标是到2020年实现

乘用车平均油耗5升/100公里的目标，大约相当于在2015年油耗水平上降低28%。

重型商用车方面，第一项能效标准是2011年出台、2012年实施的自愿性行业标准（第一阶段）55，2014年

工信部出台了强制性国家标准（第二阶段）。2018年发布的第三阶段标准在车辆油耗水平上的要求在2015年基

准上加严了15%，将于2019年开始实施。图28列出了过去十多年中国乘用车和重型商用车能效标准的各阶段实

施时间（各阶段具体能效要求参见下文）。

图 28      乘用车和重型商用车能效标准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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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尽管是推荐性标准，但被工信部强制实施，与强制性标准有同样的效果。

2017年调整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补贴将在2018至2020年期间逐步减少，至2021年完全退出。

2017年发布并实施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规定，规定了安全性、能效性、车辆技术等多项新能源汽车市场准入要求。

2017年发布《汽车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提出2020年所有新出厂乘用车和节能型乘用车的平均油耗分别达到5升和4.5升/100

公里，2025年所有新出厂乘用车的平均油耗达到4升/100公里，同时新出厂重型商用车能效水平达到世界先进级别。

材料 3      中国近年道路交通能效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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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88%

ԙአ车能效ຽٵ૪ྍفӮኴᶾضༀᴚ

中国正在实施的第四阶段乘用车油耗标准要求2016至2020年年均能效提升幅度超过6%，到2020年新出厂

乘用车平均油耗达到5升/100公里，是世界上实施乘用车能效管理的市场中要求油耗下降幅度最大的。《汽车产

业中长期发展规划》中提出2025年新出厂乘用车油耗应达到4升／100公里，这一要求使中国在2025年时间尺度

上的绝对目标值领先于美国、加拿大、欧盟等市场（图 29）。

自2014年起，中国工信部开始发布第三和第四阶段新出厂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达标情况年度报告。结

合其他历史数据来源，这些报告体现出自2004年至今车平均油耗不断下降的趋势，2016年，新出厂乘用车的平

均燃油消耗量约为6.5升/100公里（图 29）。

图 29      不同国家新出厂乘用车历史能效情况及现行和未来标准（2000-2025）

数据来源：根据各国历史数据和能效标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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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发布第三阶段重型商用车燃料消耗量限值，2019年7月起实施，预计到2020年重型商用车整体油耗将比2015年水平下

降15%，进一步缩小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2017年发布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政策，对2018年1月至2020年12月期间销售的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以国产汽车为

例，免征前的车辆购置税税率约为发票价格的8.5%），但必须满足一系列技术要求。工信部会定期发布符合免税要求的车型目录。

2017年出台《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与新能源汽车积分并行管理办法》，业界又称“双积分”政策，即中国境内所有乘用车

（包括新能源乘用车和传统能源乘用车）企业都会有两个年度积分：平均燃料消耗量积分（油耗积分）和新能源汽车积分，通过规

定企业销往市场的新能源汽车比例来推进新能源汽车发展，并为现有的燃料消耗量管理制度提供一些灵活达标弹性。2018年4月起

实施，目前仅适用于乘用车。

历史数据
已实施的标准
提出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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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以上数据都是基于新车认证时的测试数据，却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新车上路后的实际行驶油耗与新车认

证时的油耗之间存在较大差距[35]。这说明有必要完善测试方法，缩小测试油耗和实际油耗的差距，确保新出厂车

辆在实际使用过程中仍然能够达标。 

重ࣳࠟአ车能效Өݎᬡ国ਹᳵ的૧᪗正在᭑Ⴙᖽੜ 

在中国，重型商用车仅占新车市场份额约10%，但由于油耗高、行驶里程较长，重型商用车消耗的燃油占中国

道路燃油消耗总量近50%。

 

自2012年起，中国陆续实施了三个阶段的重型商用车能效标准（表1）。标准针对货车、牵引车、城市客车和

长途客车等应用于不同领域的车辆设置了单位里程燃料消耗量的最高限值。对于每一类车辆，燃料消耗量限值会根

据车辆最大总质量对应划分，较重的车型需要达到的标准限值较为宽松。

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个实施了重型商用车强制能效标准的国家之一。目前全球对重型商用车油耗（能效

或CO2）进行管控的国家除中国外还有美国、加拿大、日本和印度。图30对上述国家都在广泛使用的牵引卡车的能

效标准严格程度进行了比较。中国要求新出厂牵引卡车燃料消耗量在2014至2020年间下降近30%56，是所有管控国

家中改进重型商用车能效力度较大的国家。

第一阶段至
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至
第三阶段

第一阶段至
第三阶段

车辆类型

能效提升要求

牵引车

货车

客车

城市客车

自卸汽车

14%

11.5%

10.5%

N/A

N/A

15.3%

13.8%

12.5%

14.1%

15.9%

27.2%

23.7%

21.7%

14.1%

15.9%

表 1      第一至第三阶段重型商用车能效标准对各类车辆的燃料能耗量削减要求

56. 图中展示的是各地区的二氧化碳排放削减要求，但根据碳元素守恒，可以推算燃料消耗量，因此等效于燃料消耗量削减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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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0      各国牵引卡车能效标准的相对严格程度（2000-2035）

来源：国际清洁交通委员会政策更新报告：欧盟计划出台的重型商用车二氧化碳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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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中国重型商用车目前在车辆技术和能效方面与美国、欧洲等国家和地区的差距仍然较大。例如，中

国新出厂牵引卡车的平均燃料消耗量约为44升/100公里，美国为33-36升/100公里，欧洲则为31升/100公里[36]。

同时，中国在涡轮增压、自动及双离合变速器、空气动力技术、低滚动阻力轮胎以及能效管理等发动机和车身能效

先进技术的市场渗透率方面仍有很大提升空间。中国计划于2019年实施的重型商用车第三阶段标准预计能将中国与

发达国家之间在重型商用车燃料消耗量方面的差距缩小10%-15%[37]。

全球崛起最快的电动汽车市场 

车辆电动化是中国汽车产业升级和推进清洁能源发展战略的重要部分。在过去十年中，得益于国家政府补贴和

鼓励政策，新能源汽车市场呈现显著增长。随着连续四年超过50%的惊人年增长率，中国成为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全

球领先的国家，尤其体现在乘用车领域。2016年，中国共销售33.6万辆新能源乘用车，占世界总销量的45%，到了

2017年则占世界总销量的一半。

 

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市场呈现出了一些独有的特征。首先，新能源乘用车在地方层面发展不平衡。排名前十二位

的地方市场占全国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总额的80%，而销量最大的五个省市——浙江、上海、广东、山东和北京占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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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总销售量的一半以上（图 31）。从城市层面的新能源汽车市场数据来看，经济发展或政治地位突出的一、二线城

市是新能源乘用车发展的主力市场。2017年，中国一、二线城市新能源汽车平均销售量超过1.7万辆，而其他城市平

均仅为600辆左右。

其次，以北汽EC、知豆、康迪、江淮iEV系列为代表的微型纯电动轿车57是中国新能源乘用车市场的主流车型。

2015年和2016年，微型轿车占电池电动轿车总量的70%左右[38]。而在美国，2016年以特斯拉S和X系列为代表的大

型和豪华型纯电动乘用车占电动乘用车市场的一半以上，其它主流车型包括日产聆风、大众高尔夫等紧凑型车型。

从概念到试点：绿色货运正在兴起

货运领域对能源和环境均具有深远影响。重型货运卡车承载了货运总量的80%左右，是中国燃油消耗量最大的

车型。目前，重型货运卡车使用的主要燃料仍然是柴油，是交通领域主要的空气污染源。2017年，占车辆保有量不

到4%的柴油卡车排放了超过300万吨NOx和近40万吨的一次PM，分别占所有机动车NOx和PM排放总量的57%和

78%[39]。

为发展绿色货运，2014年10月中国国务院发布了《物流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14-2020）》，提出到2020年，基

本建立布局合理、技术先进、便捷高效、绿色环保、安全有序的现代化物流服务体系。中国还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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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中国各省2017年电动轿车销售量和累计市场份额

数据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57. 微型轿车通常为2-4座，轴距2-2.3米，且通常是经济型车辆，均价在3-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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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从四个战略方向提高货运效率，降低货运排放（材料4）。在国家及行业部门的相关政策引导下，绿色货运正

在兴起。广州市和广东省在2010年和2011年分别成功开展了绿色货运试点，其中包括推进车辆能效技术应用、甩挂

运输、物流信息公开共享以及对卡车车主开展节能驾驶培训。

2.3.3 前景展望 

փᕹᆮရ车ᜓ能ํ๕ഀݎय़ᄟێ

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在提升乘用车和货运卡车能效方面有着巨大潜力。尽管中国已经推进了若干阶段的轻、重

型汽车油耗标准，但相比全球最佳实践，无论标准严格程度还是执行力保障都存在一定的差距。

中国需要尽快考虑制定更长远（如2030年及以后）的标准，为汽车企业对中长期先进技术的投资给予清晰、统

一的信号。通常发展远期先进技术所需的投资规模大，如果未来政策存在不确定性，会给企业带来较大风险；而一

旦有了明确的长期能效改善要求，企业就可以更合理地安排其近、中、远期技术研发和投入，有利于降低成本，

材料 4      提高货运效率、降低货运排放的政策和措施

最新的第三阶段重型卡车燃料消耗量标准将会在2014至2019年期间将卡车能效要求加严20%-30%。

最近发布的重型商用车第六阶段排放标准要求自2020年起新出厂卡车的NOx和PM排放分别减少

77%和67%。交通部2017年发布的《关于全面深入推进绿色交通发展的意见》提出2020年道路货

运卡车单位货运周转量能耗在2015年水平基础上降低6.8%，交通领域CO2排放量降低7%。

2009年交通部、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保监会）等部委联合发布了《促进甩挂运输发展的通

知》，指出甩挂运输是一种先进的运输模式，可以在降低物流成本、削减能耗和排放以及促进整体经

济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根据交通部近期发布的《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城市

物流领域将会快速向电动化过渡。

2016年交通运输部等十八个部门《关于进一步鼓励开展多式联运工作的通知》印发实施，使多式联

运上升为国家战略，更特别提出推进铁路-道路运输相结合。2017年开始，原中国环境保护部（于

2018年改组为生态环境部）会同相关部门联合发力，积极推动环渤海港口集疏港煤炭运输公转铁，

成为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防治战役的重要部分。

提高单车能效

及排放性能

降低空驶率

多式联运和

优化运输结构

清洁燃料和技术

来源：根据交通运输部和生态环境部文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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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早获得投资回报。

未来的车辆能效标准既要严格也要秉持技术中立，以严格的标准推动传统内燃机技术发挥到极致，进而顺理成

章地过渡到“零排放”技术。例如，中国目前的重型商用车第三阶段油耗标准可以促使牵引卡车在2020年以前以每

年3%的幅度进行能效改善。中国目前尚未制定2020年后的重型卡车能效标准。据分析，2020年以后仅通过对已经

成熟、市场化技术（如发动机的改进、低阻轮胎和空气动力附件等）的充分利用，就可以使中国的重型牵引卡车燃

油消耗在2025年前再下降21%左右。如果再考虑到目前正在研发、有望于2025至2030年达到商业成熟的技术（如

余热管理、整体空气动力优化设计和混合动力发动机等），则能使重型牵引卡车燃油消耗在2020年水平的基础上下

降45%[40]。

政策制定者需要基于翔实的数据对轻、重型商用车的中长期节能技术路线进行深入研究，并结合近、中、远

期技术的成本，作为确定未来标准严格程度的依据。除了对新出厂车辆制定严格的远期标准，确保车辆在使用期

间实际道路行驶中也能达到标准规定的节能水平同样至关重要。消费者的实际油耗反馈固然是有益的信息来源，

更为重要的是，监管机构应考虑获取一手的实验数据来判断车辆在用期间是否持续达标。国内外已有不少最佳实

践可以用来参考。比如，中国针对新车尾气排放的《重型柴油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六阶段）》

（下文简称“国六标准”）就规定了一系列在用符合性企业自检和监管部门抽查的举措，这些测试包含实验室和

实际道路行驶，能反映在用车辆的达标符合性。在美国，自2012年实行轻型车燃油经济性和温室气体标准起，联邦

环保署就要求在用车辆须进行CO2测试，从而间接反映车辆油耗的在用符合性。

ෛ能源汽车市场ํ๕ਫሿኧय़到୩

中国于2017年发布《汽车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提出了到2025年新能源汽车占当年新出厂车辆20%的目

标[41]。按照中国汽车市场目前的增长速度，到2025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年产量将超过700万辆，中国很可能继续保

持新能源汽车全球“大”市场的地位。

然而，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由“大”到“强”仍有待时日。此处“强”指的是在电池和整车技术上与国际先进

水平比肩，并且能不依赖政府激励保持市场可持续发展。从技术上看，中国的新能源乘用车仍以微型车为主，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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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的新能源汽车市场则以大型和豪华型纯电动乘用车为主。从市场可持续发展看，中国新能源汽车在过去几年里

强劲的发展势头主要依靠十年间持续不断的国家补贴，市场自维持的能力有待进一步发掘。

中国已经迈出了探索的第一步。2017年，中国政府出台了强制性的《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与新能源汽车

积分并行管理办法》（“双积分”政策）。与加州的零排放汽车管理方案类似，中国要求生产企业在2019年和2020

年分别根据其生产的传统燃油乘用车年产量，对应生成10%和12%比例的新能源汽车积分要求。根据汽车生产企业

新车技术路径，这一政策在2020年可以使中国新能源汽车最高占到新出厂乘用车总量的12%。

 

可持续发展的市场从根本上取决于不断增长的需求。因此国家层面的新能源积分产业政策还需以地方层面的新

能源汽车使用激励政策来配合。由于改善空气质量的压力，包括北京、上海在内的大城市已经探索出一条地方新能

源汽车可持续发展的道路。通过形式丰富的激励措施，如直接补贴车辆购置、使用和停车，或给予上牌照优惠、不

限行优惠及提供便利的充电基础设施等间接经济激励，拉动当地新能源车市场的迅速发展。这些措施符合国情、地

情，取得了显著成效。

但是要引领新能源汽车市场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还需要激发中国更多城市的潜力。国家需要逐步加强对新能源

汽车产品的安全、能效和性能技术要求，推动技术发展和创新。新能源汽车的使用需从轻型车逐步扩展到中、重型

商用车，从城市逐步扩展到郊区，从短途逐步扩展到中长途，实现更深度的节能减排，改善空气质量。此外，智能

网联技术和“零排放”技术的结合使未来的高效、低碳、智慧出行方案成为可能。中国工信部已经在牵头制定多个

技术标准来支撑这一发展方向[42]。

能效̵ሾह̵Ⴥਰ࿈֛ഴํګ๕ਫሿݎݶܐ

交通活动带来多重的能源和环境问题。相应地，清洁交通的实现也依赖于多个经济和管理部门的协同努力。比

起十年前，现今与交通相关的法规、政策协调互补性越来越强，越来越体现出监管部门的合作倾向。

例如刚出台的国六标准开创了重型商用车排放和油耗联合管控的先河。仅仅按油耗法规标定的车辆到了实际道

路驾驶时排放就很可能不达标，反之亦存在可能。这被称作油耗、排放“两张皮”。国六标准要求汽车企业同时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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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环境空气污染物达标测试结果和与油耗直接相关的CO2测试结果，以此防止汽车企业用两套标定分别应对“互不

通气”的重型商用车油耗法规和排放法规。这一要求让油耗和排放监管第一次“通了气”，从而实现能效和环境标

准的协同实施。国六标准还规定了严格的颗粒物排放限值，促进柴油颗粒物捕集器的应用，有效减少高达99%的黑

碳排放，从而实现空气质量和温室气体的协同管控。

展望未来，中长期道路交通能耗、排放和温室气体的重要解决方案之一在于零排放汽车58的广泛应用，而这些目

标和“零排放”的实现又依赖于上游能源链的清洁化。由此可见，能效、环境、温室气体协同控制措施会越来越常

见，这也是实现清洁交通、提升交通能效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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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效ಭᣟᩒ能效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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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整体水平

2006至2016年59，中国能效领域全社会投资规模累计达到3.2万亿元[43][44]，年均复合增长率60为44.1%，

年均能效投资61约为2920亿元，占同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0.9%。十余年来，在政府财政资金的带动下，

社会资金大量涌入，成为加速中国绿色低碳发展不可或缺的推动力，为节能减排目标顺利完成发挥了积极和重要

作用。其中，2016年能效领域全社会投资规模为3346.2亿元[45]，超过2006至2015年期间年均能效投资强度

16.6%，是2006年的38.6倍，为开创新时期绿色低碳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良好局面提供了支持。

2016年，中央和地方政府用于能效领域的财政资金为628.4亿元[46]，占全社会能效领域投资总额的18.8%。在

财政资金的拉动下，2016年，能效领域社会资金投入规模达到2717.8亿元，财政资金带动社会资金的杠杆率为

1:4.3。

其中，企业自有资金投入为860亿元，约占能效领域全社会投资总额的25.7%，占比与2006至2015年期间基

本持平。能效信贷增量规模为1223.0亿元，占能效领域全社会投资总额的36.6%；与此同时，随着融资形式和融

资主体的多元化，通过绿色债券、绿色资产证券化、私募股权、绿色股票等融资工具募集的大量资金纷纷流入能

效领域，资金规模分别为164.3亿元、171.8亿元、81.7亿元和217亿元，依次占能效领域全社会投资总额的4.9%、

5.1%、2.4%和6.5%。

全社会能效资金投入领域主要包括直接项目投资和能力建设投资。2016年，用于工业、建筑、交通领域能效

项目的直接投资规模为3339亿元，占全社会能效投资总额的99.8%。能力建设投入为7.2亿元，占全社会能效投

资总额的0.2%（图 32）。

59. 能效投融资领域最新统计数据只到2016年，下文不再另行说明。

60. 年均复合增长率(CAGR)是指一项投资在特定时期内的年均增长率。CAGR=(现有价值/基础价值)^(1/N) – 1，N为时间长度（通常单位为年）。

61. 本报告所述能效投资按资金来源分为财政投入和社会投资，按资金用途分为能效项目投资和能效相关的能力建设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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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重点趋势

ୌᒺ交通ᶾऒ能效ಭᩒํྲܛಅ܋

2016年，工业领域能效投资规模占全社会能效投资总额的比重约为55.2%，虽然较2011至2015年期间平均占

比下降了1.3个百分点，但工业领域仍然是能效投资的主要领域。与此同时，建筑和交通领域能效投资规模呈现出明

显增长势头，占全社会能效投资总额的比重比2011至2015年期间平均占比分别增加了0.2和3.0个百分点。建筑和交

通领域能效投资累计形成节能能力分别为630万tce和590万tce（图33）。未来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全球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兴起，以及城镇化进程和绿色化趋势的加速，工业领域能效投资占比将进一步减少，建筑和交通

领域能效投资的占比将不断增加。

62. 图中绿色债券的统计数据不包括绿色金融债。绿色金融债是金融机构发行的、募集资金用于支持绿色产业并按约定还本付息的有价证券，是绿色债券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但金融机构

发行绿债券主要用于绿色产业贷款，所以在金融机构进行统计时，通常会将绿色金融债部分的资金包括在绿色信贷的统计中。因此为避免重复计算和误解，虽然绿色金融债在概念上是绿色

债券的一部分，但在图 32的统计中，绿色债券在数据上不包括绿色金融债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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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资金628.4亿元

· 企业自有资金860.0亿元

· 信贷资金1223.0亿元

· 绿色债券融资164.3亿元

· 绿色资产证券化融资171.8亿元

· 私募股权融资81.7亿元

· 股票融资217.0亿元

餴ꆄ勻彂

餴ꆄ䫏ぢ

䊨⚌곭㚖 䒊瘰곭㚖 ❜鸑곭㚖 腊⸂䒊霃

图 32      中国能效领域全社会投资规模（2006-2016）62

数据来源：中国能源研究会能效与投资评估专委会等，中国能效投资进展报告2015；根据2016年中央和地方财政决算报告、中国银保监会、

各国际银行业金融机构、清科数据、Wind数据等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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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至2016年，中国能效领域相关政策在内容、结构、工具和效力等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形成了自上而下

的“顶层设计”特征。能效政策的整合和集成，不仅有效避免了政策的交叉和盲点，向市场快速释放积极的政策信

号，还有助于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从而以最小的财政成本培育更强的能效市场。

2006至2016年，能效领域财政资金规模累计5246.3亿元[47]，年均增长率31.8%，有效的财政政策成为促进能

效投资的有力保障（图34）。其中，2016年中国能效领域财政资金投入总额达到628.4亿元，占全社会能效投资总

额的比例比2006至2015年期间平均占比增加了2.7个百分点（图35）。毋容置疑，能效政策的完善促进了财政资金

使用效率的提升，提高了能效领域财政资金投入的可持续性和良性循环。

图 33      各领域能效投资占比变化（2011-2016）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信部、住建部、交通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各国际银行业金融机构、清科数据、Wind数据等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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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能效领域财政资金投入及占比（2006-2016）

数据来源：根据2006-2016年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决算表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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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各领域现行能效财政政策（2007-2016期间发布）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工信部、住建部、科技部、交通部等相关部委公开的财政政策整理

2007年10月     财政部、住建部                                  㕂㹻劼Ⱒ⸅Ⱆ䒊瘰ㄤ㣐㘗ⰖⰟ䒊瘰蒜腊⚁고餴ꆄ
2011年01月     财政部、住建部                                  ⻌倰ꅷ军㖑⼓傁剣㾀⡞䒊瘰⣘掚雦ꆀ⿺蒜腊佖鸣㤙⸠餴ꆄ
2012年04月     财政部、住建部                                  綁蒀䒊瘰ㄤ綁蒀欰䙖㙹⼓餒佟邉⸔���㤙⸠餴ꆄ
2012年08月     财政部、民航局                                  字菔蒜腊Ⲹ䱗⚁고餴金

2014年11月     财政部、交通部、商务部                    鲨鳈餝縨玘佐Ⰶ邉⸔㖑倰餴ꆄ
2015年05月     财政部、工信部、交通部                    㙹䋑Ⱆ❜鲨䧭ㅷ屘⟟呔邉⸔餴ꆄ
2015年10月     财政部、国税局                                  Ⲹ䖄���⼮⿺⟄♴䱗ꆀ⛧欽鲨鲨鳈餝縨玘
2016年01月     财政部、科技部、工信部、发改委       倝腊彂导鲨⯎歏霃倶䒊霃㤙⸠餴ꆄ
2016年12月     财政部、科技部、工信部、发改委       倝腊彂导鲨䲀䎛邉⸔餴ꆄ

ୌᒺᶾऒ

交通ᶾऒ

2011年06月     财政部、发改委                                  蒜腊Ⲹ䱗餒佟佟瘻絾ざ爙薴餴ꆄ
2011年06月     财政部、住建部、发改委                    綁蒀⡛焫ꅾ挿㼭㙹ꞏ霚挿爙薴㤙⸠餴ꆄ
2011年07月     发改委                                               餴彂蒜紨ㄤ梠㞯⥂䫡⚥㣛곫皾ⰻ䫏餴邉⸔餴ꆄ
2015年05月     财政部                                               蒜腊Ⲹ䱗邉⸔餴ꆄ
2012年05月     财政部、工信部                                  ⥌䜂⻊ㄤ䊨⚌⻊帿䏞輑ざ⚁고餴ꆄ
2012年07月     财政部、发改委                                  歏⸂宠⣩盗椚㙹䋑絾ざ霚挿䊨⡲⚥㣛餒佟㤙⸠餴ꆄ
2016年06月     财政部、工信部                                  䊨⚌鲮㘗⼮紩⚥㕂ⵖ鸣����餴ꆄ盗椚⸅岁

ᖓݳᶾऒ

ૡӱᶾ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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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中国境内绿色债券发行市场主要涉及金融债、企业债、公司债、中期票据、国家机构债5个种类。

64. 中国资产证券化产品主要包括信贷资产支持证券（信贷ABS），企业资产支持证券（企业ABS），以及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监管的资产支持票据（ABN）三类。

ᩅᣟᩒՖᆐฎ能效ᶾऒಭᣟᩒ的主Ⴠ᭲מ

节能和提高能效已成为中国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内容。银行作为中国经济系统的资源配置中枢，在以“金

融回归本源，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为主线的金融改革进程中，不断创新能效信贷金融产品，努力探索风险控制手

段，积极支持绿色低碳发展，使得能效信贷资金规模保持较高的水准。

2016年，中国21家主要银行业金融机构和国际金融机构在中国的能效信贷规模达到1223.0亿元，约为2007年

能效贷款规模的两倍（图36）。十余年来，能效信贷资金平均占全社会能效投资总额的52%左右，政策性银行、商

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在金融资源配置中占据主体地位，国际金融机构在中国的能效领域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能效信

贷仍是节能企业或节能项目融资的首选方式。

图 36      银行业金融机构能效信贷规模（2007-2016）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银行业协会，以及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德国复兴信贷银行、欧洲投资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资料整理

绿色ڭᩒԾᦤ۸ڭ਼能效ಭᣟᩒჀ᭲

随着中国绿色经济发展不断增长的融资需求，绿色债券63和绿色资产证券化64市场发展大有可为。2016年，能效

领域通过绿色债券募集资金的规模为328.9亿元，共发行28支产品。其中，绿色金融债约占募资规模的50%，涉及

节能改造项目的企业债、公司债、中期票据等债券发行规模总计占到41.9%（图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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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效领域已成为很多私募股权基金和创业投资基金关注的热门投资领域。受新股发行和审核提速的影响，私

募股权市场进入新一轮激增，且新募基金大型化趋势较明显。2016年，中国能效领域私募股权共发生投资案例

87起，披露投资金额约为81.7亿元，投资交易涉及金额约为2011至2015年期间年平均值的8倍。在披露了募资

金额的案例中，目标企业大部分都属于成长型企业，投资阶段基本上集中在扩张期和成熟期（图 39）。

2016年，中国共发行能效领域资产证券化产品24支，全部为企业资产证券化产品，发行总规模为171.8亿元。

能效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基础资产类型除了企业债权资产以及应收账款类基础资产外，还有以供热收费权、上网电费

收费权、新能源公交经营收费权等形式为主的收益权类基础资产（图 38）。

图 38      能效领域资产证券化产品发行规模（2016）

数据来源：根据Wind数据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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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能效领域绿色债券发行规模（2016）

数据来源：根据Wind数据、中国金融信息网等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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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能效领域私募股权投资案例数及募资规模（2011-2016）

数据来源：根据清科数据资料整理

3.1.3 前景展望

能效ಭᩒᵱ不ٺ

中国目前正处在实现2020年碳排放强度目标的关键期和实现2030年左右碳排放达峰目标的发力期，各领域

的节能空间正被进一步打开，节能服务边界越来越宽泛，节能的难度不断提高，边际成本不断上升，提高能效的

资金需求有望加速释放。根据对2006至2015年节能工作的梳理与总结，以及对2016至2020年技术进步、淘汰落

后产能、能力建设（不包括结构调整节能）等主要节能途径进行分析测算，要实现国家节能目标，2016至2020

年全社会能效投资需求近2万亿元，比2006至2010年能效投资总额增长了1.3倍，与2011至2015年能效投资总

额相近（图 40）。

图 40      全社会能效投资需求预测（2016-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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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金融的蓬勃发展是近年来中国金融领域的一大亮点，绿色金融在政府和金融机构的大力推动下，正逐步

由分散化、试验性的探索，向系统化、规模化推进转变，中国正在构建覆盖绿色发展、政策支持、产品创新和服

务、风险控制、绿色标准认证等在内的全新绿色金融服务体系。

未来，能效领域的投融资将是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能效项目或节能企业在积极利用商业贷款的同时，适当

通过发行企业债券、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债券等方式满足能效项目不同期限的资金需求，探索投贷联动、债贷结

合65等新金融产品；将是在金融资金退出渠道畅通的前提下，吸引保险公司、产业基金等长期机构投资者通过债权

投资计划、股权投资计划等方式参与能效项目投资；将是在相关政策要求的前提下，探索开展能效资产证券化、节

能设施融资租赁等多元化投融资方式。

能效ಭᣟᩒޝሿ全ᶎኴᣟݳᇙ

随着能源生产和消费模式的转变、金融业内部和外部创新模式的不断涌现以及各环节新兴节能技术的加速创

新，能效投资将打破传统发展路径和投资模式，构建全面的、一站式的、跨界融合的能效投融资体系（图 41）。

事实上，不计其数的“微创新”技术，正在不断突破原有产业边界，进一步将“节能+”延伸到除工业、建筑、

交通三大传统领域之外的农业、水利、仓储、环保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加强行业间的互相渗透和边界消融；同

时，通过完善金融市场、政策、产品、渠道、模式、服务体系和风险防控等重点工作，将金融活动“回归本源”

的基本原则贯穿在节能产业发展的整个链条，结合能效项目的特点、融资需求，把控资金流向，建立协调统一、

标准先行、风险可控、互惠共赢的新型能效与金融关系。未来，能效投资的跨界融合将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能效

资金的配置效率，进一步发展壮大节能服务产业，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65. 债贷结合是指由银行为企业制订系统性融资规划，根据项目建设融资需求，将企业债券和贷款统一纳入银行综合授信管理体系，对企业和项目债务融资实施全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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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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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 建筑 交通 水利 农业 环保 仓储 ……

金融政策 融资渠道 模式创新 金融服务 金融产品 资金退出 风险防控

图 41      能效投融资全面跨界融合示意

����能效૱࣋

能效市场内涵丰富、外延广泛，其中，以合同能源管理（EPC）66为核心商业模式、提供节能与能效提升专业化

服务的节能服务市场市场规模巨大，是能效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本节重点讨论中国节能服务市场发展态势。

3.2.1 整体水平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合同能源管理机制通过中国政府与全球环境基金（GEF）/世界银行（WB）合作实

施的“GEF/WB中国节能促进项目”引入中国。二十年来，历经概念引进、机制示范和全面推广，节能服务公

司（ESCO）67数量从少到多，市场规模从小到大，节能服务产业从无到有，快速发展。2014年以来中国节能服务

市场规模始终保持全球第一。2017年，中国节能服务产业综合总产值达到4148亿元，专业化的节能服务公司逾

6000家，行业从业人员近70万，合同能源管理项目投资额达到1113.4亿元，占全球同业当年总投资额的60%以

上68，形成年节能能力3812万tce，CO2减排量达到1.0亿吨以上（图42）。预计到2020年，中国节能服务产业有

望突破6000亿元产值，超额完成《“十三五”全民节能行动计划》提出的倍增目标。

66. 合同能源管理是节能服务公司与用能单位以契约形式约定节能项目的节能目标，节能服务公司为实现节能目标向用能单位提供必要的服务，用能单位以节能效益支付节能服务公司的投

入及其合理利润的节能服务机制。

67. 节能服务公司是提供用能状况诊断、节能项目设计、融资、改造（施工、设备安装、调试）、运行管理等服务的专业化公司。

68. 数据来源：IEA Energy Efficiency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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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节能服务产业多年来持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原因除了中国整体能源利用效率较世界先进水平偏低、节

能潜力巨大外，还得益于中央和地方政府多年来政策支持所营造的良好发展环境。2010年，中国国务院发布《关

于加快推行合同能源管理促进节能服务产业发展的意见》，确立了节能服务产业在经济转型发展和节能减排中的地

位和作用；为节能服务产业提供了包括财政奖励、税收优惠、会计处理和金融支持在内的实质性支持，充分发挥了

政府资金对社会资本“四两拨千斤”的撬动作用；强有力地带动了大批企业进入能效市场，产业规模迅速扩大。节

能服务产业的发展不仅减少了化石能源使用、提高了能源效率，还对拉动内需、促进就业、推动地区经济发展发挥

了积极的作用。

3.2.2 重点趋势

ᖓݳ能源๐ۓ౮主ၞཛྷୗ   ୩ۗێവԾӱ܋ᕆ

综合能源服务是指以高效率、低成本、清洁化为主要特点，以能源托管的模式69为用能单位提供多内容、多

环节、多形式和多模式的综合能源解决方案的一体化服务。包含能源设计规划、投资、运营等综合服务内容；通

过售电业务，可联结化石能源、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多能互补的能源供应端与水电气热按需高效利用的使用端，

满足用能单位差异化、绿色化、低成本化的用能需求。综合能源服务意味着能源服务行业从产业链纵向延伸走向

横向互联，从以产品和技术为中心的服务模式转向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模式，在中国尚处发展初期，是有广阔前

景的新业态。

图 42      节能服务产业与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变化趋势（2011-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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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合同能源管理常见商业模式之一，详情参见材料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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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单一、节能潜力大的工艺/设备节能改造项目逐渐实施，合同能源管理服务内容开始逐渐向系统

化、运维服务长期化升级，由使用端改造向能源供应端延展、由辅助设备改造向生产工艺环节深入，已形成涵盖能

源管控系统、供热系统（热水、蒸汽）节能、余热余压利用、中央空调系统节能、电机系统节能、新能源与可再生

能源利用、工业锅炉窑炉节能、能量系统优化、能源站建设运营、储能技术（储电/储热）、道路/隧道绿色照明等

在内的多种服务类型。加之光伏、生物质等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支持政策的出台，节能服务公司也开始在分布式光

伏、生物质耦合发电等领域采用合同能源管理模式实施项目，使得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类型愈加丰富。 此外，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开放电力市场，增加市场竞争。该政策发布后，中国注册成

立了约12000家售电公司。以售电业务为载体，智能化的按需供能服务为节能服务公司服务升级提供广阔空间，目

前已有18.7%的节能服务公司参与了售电业务，29.3%的节能服务公司拟开展售电业务。

节能服务公司具备向综合能源服务商升级的先天优势，随着综合能源服务的快速兴起，未来将有效增加服务

维度、拓展服务深度，进一步挖掘能效潜力，提质增效。能源互联网技术与能源系统综合集成、智能化运行与维

护对节能服务公司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将推动行业进入优胜劣汰的过程，节能服务产业将会涌现更多具备核心

竞争力和整合能力的企业，强力助推产业升级换代。在节能服务公司向综合能源服务商转变的同时，供电和电网

企业也在积极朝综合能源服务商转型，这两类企业需要进一步加强对用户实际用能需求的响应和与专业服务企

业的配合。节能服务公司作为专业的服务企业，未来将有机会与大中型企业合作，拓展业务范围和市场。从长

远看，无论节能服务公司自身升级成综合能源服务商还是为综合能源服务商提供专业技术服务，综合能源服务都

很可能成为未来节能服务的主流服务模式。

ᶱፓᔄڦग़۸ز   ୌᒺᜓ能๐ۓ市场快᭛ݎ

中国合同能源管理市场长期以工业项目为主。过去的几年，由于诸多高耗能工业行业面临市场疲软、产能过

剩、开工不足、限产提标等境地，更多节能服务公司开始把眼光聚焦在不受经济周期影响、回款相对稳定的建筑节

能和基础设施节能领域，单体项目投资额较大的项目（如清洁供暖等类型的项目）日渐增多，推动建筑领域和基础

设施领域投资占比逐年提高。2015年中国国家发改委和住建部发布了《余热暖民工程实施方案》等多项政策，国家

发改委提出“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居民供暖宜电则电、宜煤则煤、宜气则气、宜油则油”[48]，为节能服务公司

打破原有供暖体制、利用合同能源管理等市场化机制进入清洁供暖领域打开了空间。加之前文提到的技术综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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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效益分享型作为“十二五”期间财政奖励唯一支持的商业模式，多年来始终是主流模式，但投资占比也

呈逐步下降趋势：从“十二五”期间平均占比70%下降至2017年的60%左右。相比之下，能源费用托管型项目投

资增速较快，发展势头强劲。较之节能效益分享型，能源费用托管型是真正意义上具有长效机制的合同能源管理

模式，有效解决了节能效益分享模式甲乙双方地位不对等、节能量监测与确认的扯皮、效益回款困难、融资难等

问题，不仅可以拉长合同期、有效提升客户粘度，而且降低了回款风险、增加了节能服务公司的现金流，报表优

化效果明显，突出了节能服务公司提供专业化服务的核心功能。2017年以来，在医院、酒店、高校等公共机构已实

施了多个多系统托管类服务项目。

材料 5      合同能源管理常见商业模式

在项目期内用户和节能服务公司双方分享节能效益的合同类型。

用户投资，合同期内节能服务公司向用户提供节能服务并承诺保证项目节能效益的合同类型。

合同期内，用户委托节能服务公司出资进行能源系统的节能改造和运行管理，并按照双方约定将

该能源系统的能源费用交节能服务公司管理，系统节约的能源费用归节能服务公司的合同类型。

合同期内，融资公司投资购买节能服务公司的节能设备和服务，并租赁给用户使用，根据协议定

期向用户收取租赁费用。

蒜腊佪渤ⴔ❧㘗
蒜腊ꆀ⥂霆㘗
腊彂餩欽䩯盗㘗

�輑餴獆餱㘗

来源：参考《中美合同能源管理市场潜力分析白皮书》整理

发展，使项目类别从以工业为主逐渐转变为包括建筑和基础设施在内的多元发展。据中国节能协会节能服务产业委

员会（EMCA）调研，有44.8%的节能服务公司实施了供热系统（热水/蒸汽）节能类项目，这类项目兼具回款较

好、项目收益稳定、项目经营周期较长等特点，加之采暖线南移带来江浙沪豫皖等地区新增的供暖需求，清洁供

暖将是节能服务公司未来三年最具前景的项目领域之一。

ࠟӱཛྷୗଘᤍݎ   能源๐ۓಓᓕ෭ीے

合同能源管理机制引入中国二十年来，历经示范和本土化推广、创新，商业模式已从最初以节能效益分享型为

主，逐步发展成节能效益分享型、节能量保证型、能源费用托管型和融资租赁型四大模式平衡发展（材料5）。根据

客户的不同需求、防控风险需要及外部融资机构要求，可组合为多种复合模式，最大限度保障项目各方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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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6      多样化融资模式助力节能服务市场发展

公共机构推广合同能源管理模式存在业主机构内生动力不足、会计支付制度、招投标制度等方面的问题，但

《政府会计制度》的实施和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等各级主管部门相关规范和指导性文件的出台，将推动公共机构合

同能源管理服务市场快速发展。预计未来三年公共机构合同能源管理项目投资规模将大幅提升，能源费用托管型有

望成为公共机构开展节能与能效提升工作的最佳模式。 

ᣟᩒཛྷୗᅎၚڠෛ   ᣟᩒ౮ᑞ中ํᴳ

节能服务产业的发展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只有金融业的深度参与才能让这个产业可持续地发展。2010年后，

在财政奖励、税收优惠等直接支持政策的强力推动下，中国节能服务产业得到了跨越式发展，资金来源也从依靠自

有资金为主，逐渐发展为银行信贷、融资租赁、担保、发行债券、上市等多种渠道与模式。对此，世界银行、国际

金融公司（IFC）、亚洲开发银行（ADB）以及法国开发署（AFD）等机构功不可没，这些机构通过能力建设、风

险分担、绿色转贷等方式，与浦发银行、北京银行、华夏银行、兴业银行等国内金融机构开展合作。合作增加了

国内金融机构的风险识别与把控能力，锻炼了团队。北京银行和浦发银行率先推出了针对合同能源管理项目未来

收益权的创新金融产品，大量中小节能服务公司从中受益。材料6展示了更多灵活融资模式助力中国节能服务市场

发展的例子。

㕂꣢劼匬㣐⸂佅䭯♴涸⚥㕂ꆄ輑劼匬輑餴倝
2017年，在世界银行支持下，华夏银行推出了“世界银行京津冀大气污染防治融资创新”项目，在钢铁和电

力领域开展节能改造的多家节能服务公司获得了资金支持，贷款利率优势明显；

在亚洲开发银行的支持下，中国投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启动“京津冀区域大气污染防治中投保投融资促

进项目”，通过金融机构转贷形式，综合利用多种金融工具，建立绿色金融平台。项目范围涵盖节能减排、清

洁能源的推广利用、废弃物能源化利用、绿色交通各个领域。

綁蒀⧥ⵚ：浦发银行、兴业银行、北京银行2017年通过发行绿色债券获取近千亿资金投向绿色项目，合同能

源管理类节能与能效提升项目是其中重要方向之一；

綁蒀餴❡霆ⵚ⻊：部分银行和融资租赁公司尝试接受节能服务公司提供的特许经营权作为质押，为其绿色交通、

集中供暖等类项目提供贷款并探讨设计绿色资产证券化产品；

⥂ꤗ碫❡ㅷ：部分保险公司和保险经纪公司也在和银行深入交流，尝试通过保险为能效项目的履约提供增信和

风险分担从而协助融资。

⚥㕂ꆄ輑劼匬䲀ⴀ㢴呋⻊涸輑餴垷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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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节能服务公司主要资金来源及占比（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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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节能环保政策出台频率之高、污染治理和结构调整力度之大都前所未有。通过制定“十三五”

据EMCA统计，2017年合同能源管理项目融资超过700亿元。银行信贷是外部资金第一大来源，占比41.0%；

融资租赁和股权融资较往年有上升趋势（图 43）。特别是股权融资，2017年，部分有技术或运营服务优势的民营节

能服务公司获得了上市公司或国有企业的资金注入，扩大了公司总体规模，加速了企业发展。从融资成本角度，约

57.3%外来资金的年化融资成本在10%以下，较过去略有下降。这是源于节能服务公司经过多年的经营发展，构建

了较为成熟的业务领域和商业模式，得到了金融机构的认可，提高了自身的信用，实现了融资成本的降低，形成了

较为稳定的资金链。

⚥㕂劢勻涸輑餴倝倰ぢ
在互联互融大趋势下，产业边界不断拓宽，商务模式不断创新、正处于快速成长期，将会出现更多的创新甚至变

革机会，单一的融资模式已经不能满足节能服务公司在发展中对资金的需求。为从股权、债权联动、融合等角度

更深入地推动产业与资本深度对接，中国首支以能效为主投方向之一的“协同创新青域生态产业基金”正在发起

和创立。基金将以股权投资、夹层投资等方式联合传统金融机构、撬动更多社会资本为能效产业企业量身定制从

公司股权、项目债权、夹层并购基金、PPP基金等灵活的资金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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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打赢蓝天保卫战等一系列政策与要求，实施环保督查全覆盖，中国的环

保工作已从“重形式”向“看效果”转变，各地淘汰和关闭了一大批不达标的产能与企业。钢铁、化工、建材、

有色等高耗能行业以及“2+26”控排城市更是压力巨大，斥资建设各类末端治理设施，尽管目前成效显著，但从

“十三五”规划的目标以及更长期的环境质量提升目标来看，末端治理存在成本剧增或技术瓶颈等问题。相反，以

节能与能效提升为核心的源头治理，不仅可以减少化石能源的利用，有效减少能源费用支出，更可以用较低的成本

减少各种污染物的产生与排放，是既治标又治本的治理模式。2017年，北京、天津、西安等地先后出台降低氮氧化

物排放浓度的严厉政策，部分节能服务公司抓住机遇，从锅炉燃烧方式切入，控制氮氧化物产生数量，减少燃料成

本的同时还直接取代末端脱销设备，初始投资低、减排效果稳定，极具经济价值。

 

中国政府实施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将能源消费总量目标分解至各地，对工业、建筑、交通各个

部门都提出了要求，并积极实施燃煤锅炉节能环保综合提升、电机系统能效提升、余热暖民、绿色照明、节能技术

装备产业化示范、重点用能单位综合能效提升、合同能源管理推进、城镇化节能升级改造等节能重点工程。此外，

为建立碳减排的市场化机制，中国碳市场于2017年正式启动，高耗能行业将面临不断收紧的碳管控新常态的压力，

碳市场建立的碳定价机制将增加企业的经营成本，不按时合规履约将增加经济和行政处罚的风险，势必要求各类

控排企业优化管理体系、提升管理效率。加之进一步的结构调整和布局优化等举措，都将进一步激发用能企业降

本增效的内生动力，倒逼出对专业化、综合化节能服务的常态需求，为有核心服务能力的节能服务公司创造了市

场机遇，为节能服务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开辟出新的市场空间。

ᜓ能๐ۓԾӱࣳ܋ᕆ҅ݻय़中ࣳᖓ۸ᜓݳ能๐ݪلۓᵞ中

2017年，节能服务公司平均总资产规模已从2013年的3000万元，增加到6760万元；年节能能力在10000 tce

以上的合同能源管理项目超过四分之一，产业规模较往年有所提升。但从产业构成看，6000多家企业中90%仍为中

小企业，普遍存在业务领域狭窄，平均规模偏小，技术研发、系统化服务、融资、抗风险能力不足等问题。

一方面，行业资源的高度集中趋势将更残酷地挤压中小型企业的生存空间。中小企业唯有加强创新，提高核心

竞争力，专注细分市场，做专做精，走差异化之路，才有可能通过服务于综合化节能服务公司实现自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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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资料来源：银河证券系统。

另一方面，面对节能与能效提升项目多系统、综合化、智能化、深入化的难度提升，单点项目向园区级、地区

级甚至城市级项目的层级提升，行业竞争已由最初的粗放竞争、市场关系竞争逐渐转向以资本、技术为代表的综合

实力竞争，从最初的增量竞争逐渐转变为存量竞争，对节能服务公司技术能力、融资能力、服务能力、风险把控能

力、资源整合能力等方方面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产业需要培育具备技术、资金及资源整合优势的大中型企业，引

领产业的发展与转型升级。中国的节能服务产业将经过不断整合、升级，未来三至五年产业集中度将进一步提高，

具有技术优势和规模效应的龙头企业将在行业竞争中脱颖而出，产业将向中大型综合化的企业群体集中。

上市公司利用自身技术、市场及资金的优势，多方发力，极大地助推了节能服务产业整体规模的提升，将是未

来节能服务市场最具竞争力的参与主体之一。目前节能环保领域共有151家上市公司（含主板、中小板和创业板），

其中2017年报中提及合同能源管理与节能业务的公司为60家。这60家公司2017年报总营业收入9120亿元，净利润

685亿元，主营领域以清洁供暖、LED绿色道路照明改造、余热余压利用及建筑节能为主，区域能源服务和分布式能

源业务增长势头明显。从项目实施主体看，上市公司开展节能服务业务，有部分以总公司为主体，还有部分专门成

立了节能服务子公司，据不完全统计，上述60家上市公司中已有15家成立节能服务子公司，其中多以设备制造商和

供应商居多，利用合同能源管理模式，帮助母公司从单一的设备买卖向设备+服务一体化方向开拓，为上市公司带来

高额服务利润70。随着竞争的不断加剧，除成立自有节能服务公司，上市公司行业横向与纵向并购也逐渐增多，不仅

可以迅速增加业绩，满足净利持续增长的基本诉求，还可以有机会借助被并购企业的独特优势，做大做强产业链，

实现产业链各个环节资源的深度整合和优化，提高整体竞争力，获得更大市场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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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的签订开创了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历史，此后经历了

大大小小的波折，《巴黎协定》的签订使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达成了空前广泛的共识，为实现2℃温控目标采取一

致行动。能效既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手段，又是促进经济繁荣增长的重要驱动力，是备受关注的“第一能源”。

在这期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切身体验到了粗放式经济发展带来的能源、气候变化问题，以1998年《节能法》实

施为标志，中国逐步将能效提上最重要的政府议程之一。

中国建立健全了以政府及其节能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为主干的节能管理体系，各级政府及其部门合理分工、

各司其职、紧密配合，为提升能效和应对气候变化相关工作做好了组织上的充分保障。《节能法》颁布以后，中

国政府出台实施了一系列综合性和专项节能法规；2006年起，更是全面重视节能减排，从全局出发，纳入对于全

球共同利益的考量，制定了一系列宏观、长期的节能减排综合规划和针对性的专项法规，为促进全国能效提升和

具体领域节能工作的规范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社会资本近年来在政策利好的驱动下，也越发青睐能效领域，

越来越多的资金流入大大促进了相关科研、技术、项目的发展实施。与此同时，中国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

挑战的全球合作，用自身的技术、经验和对其他国家的辐射影响力为全球节能减排的努力做出不可忽视的贡献，并

在电动车、区域能源互联等领域主动发声，引领全球形成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挑战的合力，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支

持和赞赏。

中国政府的不懈努力收效显著。1998至2017年，中国能源消费强度持续下降，总体下降幅度近40%。能效

的提升有效减缓了能源需求的增长，其中2005至2017年能源消费总量增势显著放缓，增速下降10.5个百分点，

2017年能源消费总量较上年仅增加3.0%71。

其中工业部门作为中国经济和能源消费共同的最主要贡献者，在经历经济转型、产业机构调整、淘汰落后产

能后，工业能源消费强度持续下降，同时主要高耗能行业能源消费增速持续下降，工业部门仍将长期作为中国能

71. 数据来源：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㕂腊佪 2018

60

主要ᕮᦞୌᦓ



效提升的主战场；在建筑领域，中国正处于高速城镇化进程中并且预计持续到2030年，因此总建筑面积、建筑能

源强度和建筑能源消费总量在中短期内仍将维持刚性增长，“既要满足人民对建筑服务水平提升的需求，又要避

免过度的能源消耗”是这一时期建筑能效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中国针对新建建筑节能、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公共

机构能效提升出台实施了一系列标准，同时可再生和清洁能源也在中国建筑中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交通方面，

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道路机动车市场，预计到2050年，中国客货运输总量还将增长4-5倍[28]，长期维持刚性

增长，中国政府自2005年起实施的一系列针对乘用车和重型商用车的能效标准和政策在调整中持续发力，加之中国

作为全球最大的电动车市场，将确保中国交通部门的高质量、高能效发展。还值得一提的是，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

中国引入合同能源管理机制以来，节能服务产业快速发展，能效市场规模更是从2014年后始终保持全球第一，服务

于工业、建筑、公共基础设施等各部门，采用合同能源管理的商业模式为先进能效技术在全社会的推广应用做出

了不容小觑的贡献。

中国能效提升还有巨大的潜力，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进一步挖掘。

• 持续提高能效标准，提升最低标准、建立引导性标准。

最低标准为市场能效表现确立“底线”，因而提升最低标准有助于提升市场整体的平均能效水平；而引导

性标准通过“评优”，鼓励市场中有能力的主体不仅仅满足于达到最低标准，更不断努力争取达到更好的

能效水平。两相作用下，整个社会的能效水平有望得到全方位的提升。

• 确保能效政策的实施，将能效提升落到实处。

政策在实施的最初阶段往往与设计初衷存在一定的差距，只有将实施效果作为政策调整的依据、根据实际

情况及时调整政策，才能确保政策的真正实施，达到最理想的实施效果。

• 大力推动能效技术研发、应用和推广。

采用已有技术可以达到的节能效果毕竟是有限的，只有不断开发新技术才能为中国能效提升不断开辟新的

空间，也是中国经济高效、高质量发展的立身之本。此外，在互联网和智能化时代，能效技术与信息技术

的结合可以极大提升生产力，是大势所趋。

• 促进技术整合、项目协同和系统综合化发展。

能效项目正在越来越多地向整合、协同、综合化发展，在工业、建筑部门和能效市场都有很好的体现。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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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综合性的技术和一体化的解决方案才能更好地适应项目的综合协同发展，进一步整合形成综合化系统，

发挥“1+1>2”的作用。

• 提高社会资本和企业的参与度。

依靠政府的政策或财政激励促进能效提升在初始阶段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但长远来看，中国应该致力于

打造一套合乎成本效益的自维持体系，社会资本的作用不言而喻。一方面，在能效政策已经成熟的领域，

政府补贴正在或已经逐步撤出，此时应采取相应措施引入外部融资，充分发挥社会资本和市场的作用，使

该领域持续、健康、稳定地发展；另一方面，企业作为能效提升的重要主体之一，只有发挥它们的主观能

动性，让它们充分意识到提升能效是为了企业的长远发展，全社会的节能减排才能自动、自发、积极和可

持续。

• 继续积极参与国际合作。

技术的交流、思想的碰撞和经验的传播和借鉴，是中国能效提升和应对气候变化永不枯竭的“源头活水”。中

国在能效提升方面取得的成效和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贡献毋庸置疑，但还需要在长期持续的国际合作中进一

步丰富提高。

中国将从全球能效提升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逐步成长为引领者，带动更多国家一起为应对气候

变化和能源挑战而不懈努力。期待中国能效在全球能效的平台上继续发光发热，作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合力的中

坚力量，与各国继续精诚合作，共同为人类可持续发展而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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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 2017.02 2017.03 2017.04 2017.05 2017.06 2017.07 2017.08 2017.09 2017.10 2017.11 2017.12

财政部等四部委《关于调整新

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

策的通知》正式实施

工信部发布《新能源汽车生产

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规定》

工信部发布《2017年工业节能监

察重点工作计划》

住建部发布《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

发展“十三五”规划》

住建部发布《“十三五”装配式建

筑行动方案》并印发《装配式建筑

示范城市管理办法》《装配式建筑

产业基地管理办法》

能源局发布《关于深化能源行业投

融资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

人民银行等五部门发布《关于金融

支持制造强国建设的指导意见》

证监会发布《关于支持绿色债券发

展的指导意见》

发改委发布《关于组织开展节

能自愿承诺活动的通知》

质检总局、发改委发布《关于

进一步加强能源计量工作的指

导意见》

财政部等四部门发布《关于开

展中央财政支持北方地区冬季

清洁取暖试点工作的通知》

G20峰会在德国汉堡召

开，形成《G20汉堡气

候和能源行动计划》

安徽省发布全国城乡建

设领域首部城市级别绿

色生态指标体系

发改委、质检总局印发《重点

用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系统推

广建设工作方案》

 

住建部等四部委发布《关于推

进北方采暖地区城镇清洁供暖

的指导意见》

 

发改委发布《关于北方地区清

洁供暖价格政策意见》

 

工信部等五部门发布《乘用车

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与新能源

汽车积分并行管理办法》

 

上交所正式加入联合国可持续

证券交易所倡议

 

财政部等五部门发布《关于印

发节能节水和环境保护专用设

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2017

年版）的通知》

第二十三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 23）

“中国角”能效边会在德国波恩召开

发改委发布《关于开展重点用能单位“百千

万”行动有关事项的通知》

 

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互联网+先进制造

业”发展工业互联网的指导意见》

 

工信部、发改委、质检总局发布《关于组织

开展2017年度高耗能行业能效“领跑者”遴

选工作的通知》

 

住建部公布首批装配式建筑示范城市和产业

基地名单

住建部、银监会发布《关于批复2017年公共

建筑能效提升重点城市建设方案的通知》

 

发改委发布《关于鼓励民间资本参与政府和

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的指导意见》

发改委公布《G20能效引领

计划》

 

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建筑

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

 

发改委、住建部发布《关于

印发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

点工作的通知》

工信部发布《关于开展2017年

度工业节能技术装备推荐及“能

效之星”产品评价工作的通知》

住建部发布《建筑业发展“十三

五”规划》

工信部、发改委、科技部发布

《汽车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

工信部、国开行发布《关于推荐

2017年工业节能与绿色发展重

点信贷项目的通知》

第八届清洁能源部长级会议（CEM 8）

在北京召开，发布“倡议和行动”

 

住建部、银监会发布《关于深化公共

建筑能效提升重点城市建设有关工作

的通知》

 

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部分省（区）

建设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

 

国务院发布《金融业标准化体系建设

发展规划（2016-2020年）》

 

上海证券交易所、中证指数有限公司

发布上证绿色公司债指数、上证绿色

债券指数和中证交易所绿色债券指数

外交部发布《中国落

实2030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进展报告》

全国人大修改《招标

投标法》《招标投标

法实施条例》

中共十九大决定推进绿色

发展、建立健全绿色低碳

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

第八届中美能效论坛在美

国举行

人民银行发布《应收账款

质押登记办法》

发改委批复同意浙江、河南、福建、四川

四省用能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实施方案

发改委发布《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

方案（发电行业）》

 

住建部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绿色建筑评

价管理工作的通知》

 

发改委等十部门发布《北方地区冬季清洁

取暖规划（2017-2021年）》

 

财政部等四部委发布《关于免征新能源汽

车车辆购置税的公告》

 

人民银行、证监会发布《绿色债券评估认

证行为指引（暂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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