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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规范办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
能审查工作的实施意见

（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规范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审批工作，确

保节能审查工作依法、合理、有序开展和取得实效，根据《固

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 44号）、

《浙江省节能审查办法》（浙发改能源〔2019〕532号）以

及省、市关于进一步加强节能审查的意见、规定，现对我县

办理节能审查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依法开展节能审查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意见是项目开工建设、节能

验收和运营管理的重要依据。企业投资项目应当在开工建设

前依法开展并通过节能审查。未按规定进行节能审查或节能

审查未通过的项目，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建设，已经建成的不

得投入生产、使用。

项目节能审查实行分级负责原则，年综合能源消费量不

满 1000 吨标准煤（改扩建项目按照建成投产后年综合能源

消费增量计算，电力折标系数按等价值，下同）的项目，不

单独进行节能审查，但应当在开工建设前将项目能源消费情

况书面告知县节能主管部门；年综合能源消费量 1000 吨标

准煤以上不满 5000吨标准煤的项目，由县节能主管部门（或

受市节能主管部门委托）负责节能审查；年综合能源消费量

5000吨标准煤以上的项目，由市节能主管部门（受省节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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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部门委托）负责节能审查，其中年综合能源消费量 50000

吨标准煤以上的项目，由市节能主管部门报经省节能主管部

门审核确认后出具审查批复意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核报国

务院审批或核准，以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审批或核准的项

目，由省级节能主管部门负责节能审查。

项目节能审查纳入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统一管

理，实行网上申报、受理、审批和监管，实现审查过程和结

果的可查询、可监督。

二、严格执行各项节能审查制度

（一）专家评审制度。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实行

特殊类型项目专家评审制度，符合以下三种类型的项目应当

委托有关机构或组织专家组进行评审，形成评审意见，并作

为节能审查的重要依据。一是纺织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石油

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造纸和纸制品业、化学纤维制造

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5G 网络、数据中心等高耗

能项目；二是年综合能源消费量 5000吨标准煤以上的项目；

三是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高于全省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控

制目标（现行控制目标为 0.6吨标准煤/万元，根据省控指标

调整作同步调整，下同）的项目。项目出具评审意见后，建

设单位和节能报告编制单位应当根据评审意见对节能报告

进行修改完善，受委托的机构或专家组应对修改情况进行复

核确认。

（二）用能量等减量替代制度。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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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实行高单耗项目用能量等减量替代制度，对单位工业增

加值能耗高于全省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控制目标的，其新增

用能量应严格落实能耗减量或等量替代措施，须由项目所在

地镇（街道）出具能耗减量或等量替代平衡方案。实施替代

的用能量原则上为各镇（街道）淘汰落后产能和压减过剩产

能腾出且尚未平衡使用的规上企业用能量，由各镇（街道）

定期委托具有资质的第三方审核机构开展审核并出具确权

意见书后认定使用，其中市级以上节能主管部门负责审查且

属地镇（街道）确实无法平衡的重大用能项目，可提请县级

层面协调统筹。兼并重组、异地搬迁、提升入园、改造提升

等涉及同一建设主体新旧项目可实施用能替代的，原有项目

的用能量指标应委托具有资质的第三方审核机构根据《企业

综合能耗确权核算通则》等标准进行审核，并由所在地镇（街

道）出具确权意见书确认后方可实施替代，无法足额替代部

分按照新增用能量能耗减量或等量替代措施的有关规定执

行。严控新增用煤项目，严格实施煤炭减量或等量替代政策。

（三）用能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节能审查实行高单耗项目用能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对单

位工业增加值能耗高于全省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控制目标

的，根据《浙江省用能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管理暂行办法》（浙

发改能源〔2019〕358号）及我县初始阶段用能权交易的有

关规定，须凭用能权预交易确认书方可申请取得节能审查意

见，并在浙江省统一的用能权交易平台上通过用能权交易的

方式取得用能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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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学确定各项内容及指标

（一）节能报告内容。建设单位可以委托有关机构编制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报告；具备条件的，也可以自行编制。

编制的节能报告应当包括分析评价依据；项目建设方案的节

能分析和比选，包括总平面布置、生产工艺、用能工艺、用

能设备和能源计量器具等方面；项目能源消费量、能源消费

结构、能源效率等方面的分析；项目执行强制性节能标准情

况；明确能源消费、煤炭消费减量或等量替代方案；选取节

能效果好、技术经济可行的节能技术和管理措施；屋顶光伏

等可再生能源利用情况；对所在地完成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

目标、煤炭消费减量替代目标的影响等方面的分析评价等。

（二）节能审查内容及指标。节能主管部门审查节能报

告时，主要对以下内容进行审查：项目是否符合节能有关法

律法规、标准规范、政策；项目用能分析是否客观准确、方

法是否科学、结论是否准确；节能措施是否合理可行；项目

的能源消费量和能效水平是否满足本地区能源消费总量和

强度“双控”管理要求等。

项目节能审查意见的内容应当包括能源（煤炭）消费量、

应达到的能效水平、用能（用煤）等量或减量平衡方案、落

实节能措施、节能方面的相关意见和建议及有效期限等。其

中应达到的能效水平应包括万元产值能耗、万元工业增加值

能耗、单位产品能耗等指标。

四、重点强化节能审查验收

通过节能审查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建成后，建设单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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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组织节能验收。节能验收可由建设单位自行组织或委托中

介服务机构完成（承担项目节能报告的编制单位和评审专

家，不得承担同一项目的节能验收），验收人员应由具备节

能验收工作能力的专业技术人员组成，可采取材料审查、专

家评审、现场验收、重点抽查等多种形式开展，并根据验收

情况形成节能验收报告及确定验收意见。验收报告及意见应

由建设单位在项目通过节能验收后 20 个工作日内告知出具

节能审查意见的节能主管部门。未经节能验收或者验收不合

格的项目，建设单位不得擅自投入生产、使用，须在完成整

改后再次组织节能验收。

节能验收的主要内容包括依据项目实际建成情况，测算

项目年综合能源消费量（煤炭消费量）及能耗（煤炭）平衡

方案是否满足节能审查要求；以节能审查意见批复时确定的

项目主要能效指标或主要工序（装置）能效指标，对照项目

的性能试验数据或运行数据等，验收项目的主要能效指标是

否落实节能审查要求；项目建设规模、主要用能工艺以及主

要用能设备、通用设备等的数量、型号、能效等是否落实节

能审查意见要求；项目节能技术和管理措施是否落实节能审

查意见要求；项目能源计量器具配备情况是否落实节能审查

意见要求等。

五、精准把握节能审查特别规定

不单独进行节能审查的项目，建设内容、能效水平等发

生变动或实施改、扩建项目后，其年综合能源消费量超过

1000吨标准煤以上的，建设单位应按照分级分类原则申请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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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审查。通过节能审查的项目，其建设内容、产能规模、能

效水平、用能方式等发生重大变化，或年综合能源消费量超

过节能审查意见规定水平 10%以上的，建设单位应当重新编

制节能报告，并申请变更节能审查。项目节能审查意见有效

期为两年，自批复或同意变更决定之日起 2年内未开工建设

的，建设单位须报节能主管部门重新审查。

本意见适用于本县行政区域内建设的企业固定资产投

资项目的节能审查，自 2021年 4月※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