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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合同能源管理是提高我国能源利用率的节能新机制，是电网公司加强电力需求侧管

理与提供节能服务的重要途径。就合同能 源管理基本概念、经营方式、类型和在我国的发展

现状进行了介绍，然后结合贵州电网的实际情况对贵州电网公司开展合同能源管理进行了 SWOT

分析，得出贵州电网公司可开展合同能源管理试点，并推广应用。最后给出了合同能源管理在

贵州的运作模式及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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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期间，电源性缺点的紧张局面日益严重，并且国家对“十二五”期间的节能减

排提出更高要求。加强电力需求侧管理，为电力用户提供节能服务，是缓解日益增长的电力需

求与常规能源越来越短缺之间矛盾的有效办法之一，也是促进电力可持续发展和满足国家技术

节能与结构节能要求的战略措施。合同能源管理给电网公司加强电力需求侧管理从而提供节能

服务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电网公司引进和推广合同能源管理对节能减排工作以及企业

自身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2010 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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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出台是节能服务行业的福音，为节能服务企业实施合同能源管

理提供了广阔空间。  

节能服务产业发展纳入《“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和《节能减排“十二

五”规划》，合同能源管理推广工程被列为五大重点节能工程之一，并明确了发展的目标：“

到 2015 年，建立比较完善的节能服务体系，专业化节能服务公司进一步壮大，服务能力进一

步增强，服务领域进一步拓宽，形成政府引导、企业主导、协会协调、用户参与、金融支持的

节能服务产业发展大格局”。合同能源管理机制的推广已经上升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和发展

，节能服务产业迎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也吸引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中也明确提出：深入开展能源审计和能效水平对标活动，实

行能源利用状况报告制度，建立企业能源管理体系，实行万家企业节能低碳行动，加快推行合

同能源管理等市场化节能机制。  

 

 

 



一、合同能源管理应用现状 

1.合同能源管理概念、经营方式和类型  

合同能源管理（简称 EPC－Energy Performance Contracting）是一种基于市场的、全新

的节能新机制，一种以节约的能源费用来支付节能项目全部成本的节能投资方式。基于这种机

制运作的专业化公司被称为“节能服务公司”（在国外简称 ESCO－Energy Service Company

，在国内简称 EMCO－Energy Management Corporation）。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来合同能源

管理在市场经济国家中逐步发展起来。“节能服务公司”的发展也十分迅速，尤其是在美国、

加拿大，节能服务公司已发展成为一种新兴的节能产业，带动和促进了这些国家的能效投资和

节能项目的普遍实施。  

合同能源管理的经营方式就是专业化的节能服务公司与愿意进行节能改造的客户签订节

能服务合同，按照合同采用先进的节能技术和设备、全新的服务机制来为客户实施节能项目。

在实施过程中，节能服务公司为客户提供能源系统诊断、节能项目可行性分析、节能项目设计

，帮助项目融资，选择并采购设备、安装调试、进行项目管理、培训操作人员、合同期内系统

设备维护、节能量监测等一条龙服务，然后与客户共同验证项目的节能效果、环境效益与经济

效益。最后，与客户分享项目实施后取得的经济效益，回收项目的投资和获得应有的利润。合

同能源管理作为一种新兴的节能管理机制，对于推进整个社会的节能工作、建设节约型社会和

实施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合同能源管理主要有以下 3 种基本类型。  

（1）节能效益分享型。ESCo/EMCo 提供资金和全过程服务，在客户配合下实施节能项目

，在合同期间与客户按照合同约定比例分享节能收益；合同期满后，项目节能效益和项目所有

权归客户所有，客户的现金流始终是正的。  

（2）节能效益保证型。客户提供节能项目资金并配合项目实施，ESCo/EMCo 提供全过程

服务并保证节能效果，客户向 ESCo/EMCo 支付服务费用。如果项目没有达到承诺的节能量，

ESCo/EMCo 按照合同约定赔付未达到节能量的经济损失。  

（3）能源费用托管型。客户委托 ESCo/EMCo 进行能源系统的节能改造和运行管理，并承

包能源费用。如果 ESCo/EMCo 不能达到合同中规定的能源服务质量，应按合同给予赔偿。

ESCo/EMCo 的经济效益来自能源费用的节约，客户的经济效益来自能源费用（承包额）的减少

。  

2.合同能源管理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合同能源管理机制是由全球环境基金项目、世界银行于 20 世纪 90 年代引入我国。在 1996

年，国内建立了三家示范性节能服务公司：山东省节能工程有限公司、辽宁省节能技术有限公

司和北京源深节能技术有限公司。截至 2006 年 6 月，三家公司已为 400 余家用能单位提供了

相应的 475 个节能项目，总投资额约 13.3 亿元，获得净收入总共约 4.8 亿元，产生了巨大经

济效益。  



我国政府从 2000 年开始大力推广合同能源管理这一节能新机制。2004 年 4 月 3 日在北京

召开中国节能协会节能服务产业委员会（简称 EMCA）成立大会。EMCA 是世界银行/全球环境基

金中国节能促进项目二期 EMCo 服务子项目的执行机构，它建立专项担保资金，实施节能服务

公司的贷款担保计划。  

据 EMCA 统计，截至 2012 年底，全国从事节能服务业务的企业 4175 家，从业人员突破 40

万人，达到 43.5 万人。其中，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备案节能服务公司 2339 家。节能服务

产业总产值从 2011 年的 1250.26 亿元增长到 1653.37 亿元，增长 32.24%；合同能源管理投资

从 2011 年的 412.43 亿元增长到 557.65 亿元，增长 35.21%，实现的节能量达到 1828.36 万吨

标准煤，相应减排二氧化碳 4570.9 万吨。  

 

二、贵州电网合同能源管理 SWOT 分析 

1.贵州能源消费现状  

贵州煤矿资源丰富，地下矿物质储量大，拥有全国磷化工基地、煤化工、铝化工、火电厂

、大中型水泥厂、冶金等高耗能、高污染企业，工业比重占 70%以上，既是耗能大省，也是全

国节能减排滞后的省份。从表 1 可知，2011 年贵州省生产总值能耗在全国除西藏、香港、澳

门、台湾以外省份的排名为 27 位，仅高于山西、青海、宁夏。相对于全国能耗最少的北京，

贵州省能耗约为北京的 3.73 倍。与国内其他地区相比，贵州省仍旧有很大的节能减排的潜力

可以挖掘。 



 

据统计，贵州省 2012 年贵州省全社会用电量为 1046.72 亿 kWh，第一产业用电总量约为

3.95 亿 kWh；第二产业用电总量约为 796.29 亿 kWh，其中，工业用电总量约为 782.96 亿 kWh

；第三产业用电总量约为 76.50 亿 kWh；居民生活用电量约为 169.98 亿 kWh。可知，贵州省工

业用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的 76%，其中高耗能用户用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的 50%左右，大多为

感性负荷且功率因数偏低。  

因此，贵州作为落后地区，生产总值能耗高，工业用电与高能耗产业占总用电比重大，节

能潜力巨大，节能服务行业将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适合开展合同能源管理。  

2.贵州电网节能工程试点情况  

针对贵州省高耗能企业大多为感性负荷且功率因数偏低的问题，贵州电网公司选择中国五

矿（贵州）铁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龙里龙腾铁合金公司等 6 家高耗能企业开展“大容量集中感

性负荷无功补偿试点工程”的节能新技术示范项目。在示范工程中，采取“一厂一策”的策略

进行实际调研、现场数据实测，邀请专家对 6 家高耗能企业的补偿方案进行逐一研究、论证，



确定了低压测动态补偿、低压侧消谐型无功补偿、SVG＋FC 低压侧动态无功补偿 3 种就地无功

补偿改造方案。目前已完成 6 家企业无功补偿设备的安装，并有 2 家进入了试运行。从这 2 家

实际运行的效果来看，功率因数可从 0.72～0.75 提高到 0.92～0.95，功率因数约提高了 0.2%

；产品单耗约降低了 170 千瓦时/吨，日产量约提高了 6 吨，直接为企业降低成本每吨约 100

元。预计项目完成后，6 家高耗能企业每月将减少耗电 254 万千瓦时，一年将减少耗电 3000

万千瓦时，折合成标准煤 1.1 万吨。  

3.SWOT 分析  

对贵州电网公司开展合同能源管理进行 SWOT 分析，分析情况如表 2 所示。  

 

从 SWOT 分析中可知，贵州电网公司开展合同能源管理具有优势和机会，但风险和挑战并

存。尽管经济效益具有风险，但社会效益是很显著的。贵州电网公司可成立节能服务公司，一

是能促进节能服务行业的发展，二是加强自身企业的竞争力，三是体现了公司的社会责任感。  

2011 年几部委联合制定的《电力需求侧管理办法》中明确规定：各省级电力运行主管部

门会同有关部门和单位制定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电网企业的年度电力电量节约指标，并加强

考核；指标原则上不低于有关电网企业售电营业区内上年售电量的 0.3%、最大用电负荷的 0.3%

；电网企业可通过自行组织实施或购买服务实现，通过实施有序用电减少的电力电量不予计入

。电网企业要实现节能指标，合同能源管理是重要途径。参考国外的成功案例，集合行业优势

、资金充足、电网企业的优质信誉、电网企业的长期发展，贵州电网公司逐步建立附属的节能

服务公司，并且首先开展针对高能耗企业和政府机构的节能服务及合同能源管理项目，是一个

非常有效的节能措施。  

 



三、合同能源管理在贵州省的运作分析及发展建议 

1.运作分析  

从贵州地理位置和经济状况来看，合同能源管理在贵州的推广应用必须以贵州省政府为主

导，贵州电网公司和其他电力企业为主体，中大型节能服务公司逐步进入，用户积极参与。  

在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贵州省政府提出具体强制性能耗标准，为能源企业

参与实施合同能源管理提供政策支持和激励机制，对节能服务公司、生产和制造节能节电设备

和产品的企业实施一定的优惠政策，制定合理的能源价格体系，主导合同能源管理的开展、推

广。  

凭着自身的资源和融资能力以及南方电网公司“十二五”节能减排的具体要求，贵州电网

公司积极开展节能服务，进行合同能源管理先试点后推广应用。贵州电网公司利用在需求侧管

理上的经验，提升节电服务技能和合同能源项目管理技能；通过比较技术优势、客户节电潜力

、节电项目可操作性等因素，选取优势项目进行合同能源管理试点。贵州电网公司加强沟通，

争取政府部门的支持、节能服务公司的合作、客户的响应，利用供电服务平台资源，搭建节能

服务平台，逐步推广合同能源管理，促进合同能源管理在贵州的发展。  

贵州发电企业与电力辅业公司组建节能服务公司，是在贵州开展合同能源管理的生力军。

中央发电集团大都有自己的节能服务公司在运营，这些节能服务公司技术实力、经济实力雄厚

，发挥着重要的节能减排作用，如国电科技环保集团有限公司、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等。贵州发电企业可借助所属发电集团的资源优势，在贵州开展和推广合同能源管理。  

只要省政府创建良好的行业市场环境，面对贵州巨大节能潜力，中大型节能服务公司将会

逐步进入到贵州的合同能源管理项目中，共同促进节能服务行业的发展。争取到 2015 年，贵

州省建立比较完善的节能服务体系，合同能源管理成为用能单位实施节能改造的主要方式之一

。  

2.发展建议  

合同能源管理在贵州的推行和发展，需要政府、电网企业、能源公司、节能服务公司、客

户共同努力。前景光明，但任重道远。为了节能服务产业的发展，推进合同能源管理，必须加

大能源审计力度，建立能源利用和节能经济效益评价机制；率先推进公共机构的节能改造；搞

好高能耗企业、重点用能单位和大型公共建筑的节能改造；鼓励电网企业、大型能源企业、能

源设备制造企业、大型重点用能单位组建专业化的节能服务公司，为用能单位提供节能服务，

推动节能服务公司做大做强；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应通过公开招标等竞争性方式，选择节能服务

公司，营造公开、公平、公正的节能服务市场环境。  

 

 

 



参考文献：  

[1]孙攀.合同能源管理的探索与分析[J].贵州电力技术，2009，（7）.  

[2]张晓宇.合同能源管理（EPC）在中国各行业的发展前景分析[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

2008，（8）.  

[3]雷鸣.合同能源管理在电网企业开展节能服务中的实践应用[J].电力需求侧管理，2008

，（10）.  

[4]中国统计局.2012 年中国统计年鉴[G].2012.  

[5]江门.供电企业的合同能源管理[J].中国经济与管理科学，2009，（8）.  

[6]申晓刚.我国合同能源管理的研究及发展建议[D].北京：华北电力大学，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