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工业节能与绿色

标准化行动计划（2017-2019 年）》的通知 

工信部节„2017‟11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业

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有关行业协会: 

现将《工业节能与绿色标准化行动计划（2017-2019年）》

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工业和信息化部 

         2017年 5 月 19日 

 

 

 

 

 

 

 

 

 



工业节能与绿色标准化行动计划

（2017-2019 年） 

为贯彻落实《中国制造 2025》，推进实施《工业绿色发展

规划（2016-2020 年）》和《工业绿色制造工程实施指南

（2016-2020年）》，充分发挥工业节能与绿色标准的规范和引

领作用，促进工业企业能效提升和绿色发展，依据《国务院关

于印发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发„2015‟13号）

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节能标准化工作的意见》（国办发

„2015‟16号）精神，制定本行动计划。 

一、加强工业节能与绿色标准化工作的必要性 

工业节能与绿色标准是依法规范工业企业用能行为、推动

工业节能和绿色发展的重要依据。近年来，工业和信息化部会

同国家质检总局等部门推动出台了《绿色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

南》（工信部联节„2016‟304 号）、《装备制造业标准化和质

量提升规划》（国质检标联„2016‟396号），结合工业节能与

绿色发展的需求，印发了《工业和通信业节能与综合利用领域

技术标准体系》（工信厅节„2014‟149号），不断加大标准的

制定、宣贯和监督检查工作力度。在标准制修定方面，制修订

了 400多项单位产品能耗限额、产品能效、水效、再生资源利

用等标准，初步形成工业节能和绿色标准基础。在标准实施监

督方面，通过加强标准宣贯，落实强制性能耗限额和产品能效

标准，推动企业淘汰低效设备，采用高效节能、节水技术工艺

产品，开展重点用能行业能效对标达标活动，树立节水标杆企

业,规范再生资源利用,不断提升工业能效和绿色发展水平。在



标准宣贯工作基础上，通过加大工业节能监察力度，强化事中

事后监管，支撑淘汰落后和化解过剩产能等重大政策落实；通

过实施基于能耗限额标准的阶梯电价政策，倒逼企业节能降耗、

降本增效，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这些工作的开展，有力地

推动工业企业能效提升和绿色转型，为超额完成“十二五”工

业节能目标任务做出了重要贡献。 

工业节能与绿色标准化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

存在标准覆盖面不够、更新不及时、制定与实施脱节、实施机

制不完善等问题。“十三五”时期是落实制造强国战略的关键

时期，也是推进工业节能与绿色发展的攻坚阶段，国务院标准

化改革也对工业节能与绿色标准化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

更好地落实绿色发展理念,全面推进绿色制造,完善工业节能

与绿色标准化工作体系，做好未来几年的标准化工作，充分发

挥标准化对工业节能与绿色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决定实施

工业节能与绿色标准化行动计划。 

二、总体要求和工作目标 

（一）总体要求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落实中国制造 2025，加快推进绿

色制造,紧紧围绕工业节能与绿色发展的需要，按照国务院标

准化工作改革的要求，充分发挥行业主管部门在标准制定、实

施和监督中的作用，强化工业节能与绿色标准制修订，扩大标

准覆盖面，加大标准实施监督和能力建设，健全工业节能与绿

色标准化工作体系,切实发挥标准对工业节能与绿色发展的支

撑和引领作用。 



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工业绿色转型发展的规划和要求，针

对工业节能与绿色发展面临的新问题，聚焦重点工作，加快单

位产品能耗水耗限额、产品能效水效、运行测试、监督管理、

绿色制造相关标准的制定、实施和监督。 

坚持统筹推进。加强顶层设计，在协调各类标准需求的基

础上，统筹推进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和

企业标准制修订，构建定位明确、分工合理的工业节能与绿色

标准体系。 

坚持协同实施。落实工业节能与绿色标准制定、实施和监

督工作的主体责任，充分发挥行业主管部门、节能监察机构、

行业协会、社会组织、第三方机构、重点企业的积极性，形成

工作合力，共同推进工业节能与绿色标准化工作。 

（二）工作目标 

到 2020 年，在单位产品能耗水耗限额、产品能效水效、

节能节水评价、再生资源利用、绿色制造等领域制修订 300

项重点标准，基本建立工业节能与绿色标准体系；强化标准实

施监督，完善节能监察、对标达标、阶梯电价政策；加强基础

能力建设，组织工业节能管理人员和节能监察人员贯标培训

2000人次；培育一批节能与绿色标准化支撑机构和评价机构。 

三、重点任务 

（一）加强工业节能与绿色标准制修订 

1.制定一批工业节能与绿色标准。针对工业节能与绿色发

展、构建绿色制造体系的新形势和新任务，加快制定一批工业



节能与绿色发展标准。一是重点在钢铁、建材、有色金属、机

械等行业制定一批节能节水设计、能耗计算、运行测试、节能

评价、能效水效评估、节能监察规范、再生资源利用等标准，

支撑能效贯标、节能监察、能源审计等工作。二是重点在终端

用能产品能效水效、工业节能节水设计与优化、分布式能源、

余热余压回收利用、绿色数据中心等领域制定一批节能与绿色

技术规范标准，推动节能与绿色制造领域新技术、新产品推广

应用。三是加快制定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绿色产品、绿色供

应链标准，指导绿色制造体系建设。 

2.修订更新一批工业节能与绿色标准。针对部分重点行业

和重点用能设备标准标龄超过三年、不能体现技术和能效进步、

无法适应工业绿色发展新要求等问题，缩短复审周期，加快修

订更新一批工业节能与绿色标准。一是对钢铁、建材、石油化

工、有色金属和轻工等重点行业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进行梳

理，分类推进标准制修订工作，实现高耗能行业能耗限额标准

全覆盖和滚动更新，并研究将“领跑者”指标纳入能耗标准。

二是在钢铁、机械、电子、有色金属、轻工、航天等行业加强

产品设备能效标准的制修订工作，确保标准指标先进，对用能

设备起到引导约束作用。三是完善节能管理标准体系，加快制

修订重点行业能源管理相关标准，推动工业企业加强节能管理。 

（二）强化工业节能与绿色标准实施 

1.加大强制性节能标准贯彻实施力度。贯彻执行强制性能

耗限额和产品能效标准，依法规范工业企业用能行为，通过加

大工业节能监察力度，督促重点企业贯彻执行强制性节能标准，



落实能源计量统计制度，淘汰落后工艺和用能设备产品，不断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通过在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实施基

于能耗限额标准的阶梯电价政策，完善工业能耗核查与价格政

策实施联动机制，利用价格手段促进工业企业提升能效，降本

增效。 

2.开展工业企业能效水平对标达标活动。向先进企业、先

进水平看齐，推动实施节能技术改造，重点在钢铁、石油和化

工、建材、有色金属等行业开展能效水效对标达标活动，实施

能效水效“领跑者”制度，遴选发布能效标杆企业名单和能效

指标，发布能效最佳实践指南，促进工业企业追赶先进，带动

行业能效水平整体提升。继续遴选发布节能机电设备产品推荐

目录和“能效之星”产品目录，推动工业企业采用高效节能的

设备产品。 

（三）提升工业节能与绿色标准基础能力 

1.构建标准化工作平台。工业节能与绿色标准化工作涉及

面广、参与主体多，需要加强沟通协调。工业和信息化部将会

同有关部门，以及地方行业主管部门、节能监察机构、行业协

会、社会组织和重点企业共同参与，搭建工作平台，加强工作

沟通协调，总结标准制定实施经验，开展地方标准交流，统筹

推进工业节能与绿色标准化工作。 

2.加强标准宣贯培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节能

监察机构、重点企业的贯标意识和能力，是落实节能与绿色标

准作用的关键。结合节能与绿色标准更新情况，重点针对钢铁、

石化、建材、有色金属、轻工、纺织、电子等行业，充分发挥



地方节能监察机构的作用，通过编制培训教材、开展现场培训、

建设网上培训平台等手段，加强对节能管理人员、节能监察人

员、企业能源管理负责人的节能与绿色标准培训。 

3.培育标准化支撑机构和评价机构。充分发挥市场主体作

用，鼓励社会组织和产业技术联盟协调相关市场主体共同制定

满足市场和创新需要的标准，是标准化工作改革的既定方向。

依托研究机构、行业组织、产业联盟等，培育一批标准化支撑

机构，加快发展团体标准和地方标准。培育一批工业节能与绿

色发展评价机构，为标准实施提供技术支撑。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政策支持 

加大对标准化工作的政策支持力度，并探索建立市场化、

多元化的投入机制。支持重点行业、重点领域节能与绿色标准

制修订工作，鼓励地方政府加强工业节能与绿色标准化工作投

入，引导社会组织、工业企业等积极参与标准化工作。优先利

用绿色金融手段支持企业对照标准实施节能与绿色技术改造。 

（二）发挥地方和行业协会作用 

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第三方机构在节能与绿色标准化工作

中的作用，结合长江经济带、京津冀等重点地区推进工业节能

与绿色发展工作的实际需求，研究制定区域标准、地方标准和

团体标准。加强部省联动，推动基础好、适应性强的地方标准、

团体标准上升为行业标准、国家标准。 

（三）加强舆论宣传 



充分利用各类新闻媒体、采取多种方式加强对工业节能标

准化工作的宣传，引导企业依法用能、合理用能，提升全民节

能贯标和绿色发展意识。认真总结工业节能与绿色标准化工作

经验，不断完善工作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