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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总体介绍

评价项目 分数
一 计量及控制管理
1 应制订合理的施工用电、采暖、设备和车辆用油目标，提高施工能源利用率。 12
2 应分别设定生活区域、办公楼、生产区域和施工现场的用电控制指标和采暖控制指标，完备用电、采暖计量表，定期进行计量和核算。 12
3 应根据当地气候和自然资源条件，合理利用太阳能或其他可再生能源。 10
二 设备、机具使用
4 应使用国家、行业推荐的节能、高效、环保的施工设备和机具。不应使用国家、行业、地方政府明令淘汰的施工设备、机具和产品。 12
5 推广应用减烟节油设备。推广应用10kV施工电源和节能变压器。采用无功补偿技术提高设备的能源效率。 10

6 应采用能源利用效率高的施工机械设备，施工机具资源应共享；应定期监控重点耗能设备的能源利用情况，并有记录；应建立主要耗能施工设备和成组耗
能单元的管理制度，设有节能的控制措施，定期进行耗能计量和核算；应建立设备技术档案，并应定期进行设备维护、保养。 12

三 临时用电和临时设施

7 临时用电和临时设施建安一体化策划与实施到位；临时用电应设置合理，管理制度应齐全并落实到位；临时用电应采用节能型设施，临时用电系统应优先
选用节能器具，采用声控、光控等自动控制系统设备；办公、生活和施工现场采用节能照明灯具的数量应大于80%。 12

8 施工临时设施应结合日照和风向等自然条件，合理采用自然采光、通风和外窗遮阳设施；临时办公场顶棚宜采用吊顶；生产临建车间应使用热工性能达标
的复合墙体和屋面板。 10

四 施工工艺

9 应采用能耗少的施工工艺。 10

共计 100

“节能与能源利用评价” 共有4个评价项目，10个评价指标，总共100分。



1.0 总体介绍

评价项目 分数

一
应分别设定生活区域、办公楼、生产区域和施工现场的用电控制指标和采暖控制指标，完备用电、采暖计量表，定期进行计量和核
算。

15

二 应使用国家、行业推荐的节能、高效、环保的施工设备和机具。不应使用国家、行业、地方政府明令淘汰的施工设备、机具和产品。 15

“节能与能源利用评价” (商运一年后阶段阶段)共有1个评价项目，2个评价指标，总共30分。



1.0 总体介绍
国内节能管理概况

为什么要开展节能管理？

推动产业结
构转型升级

加快绿色
低碳发展



1.0 总体介绍
国内节能管理概况

我国高度重视节能标准化工作，截至目前，已发布实施强制性能耗限额国家标准108项、强制性能效国
家标准66项、推荐性节能国家标准190项，节能标准体系基本建立，对促进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升级、
加快绿色低碳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与“十四五”节能降碳工作的新形势新要求相比，节能标准化工作
还存在一定差距，主要体现在标准制定修订效率不高、指标不够先进、覆盖范围不广、应用实施力度
不足等。

强制性能耗限额标准主要规定企业单位产品生产过
程中所允许的最大能源消耗量及不同能耗等级要求。
能耗限额等级一般分为3级，其中1级（先进值）是
国内或国际同行业能效领先水平；2级（准入值）
是新建或改扩建项目等新增产能必须满足的能效水
平；3级（限定值）是存量企业生产必须达到的能
效水平。截至2022年底，我国现行强制性能耗限额
标准108项，覆盖火电、钢铁、建材、化工、有色、
煤炭、交通运输等重点行业领域，有力支撑了淘汰
落后产能、存量项目节能改造等工作。

强制性能效标准主要规定用能产品和设备的能源利用
效率水平或在一定时间内的能源消耗水平。能效等级
一般划分为3级（或5级），其中1级能效水平最高，3
级（或5级）最低。1级指标一般设定为国际或国内领
先水平；2级指标一般设定为国内先进水平，也是节能
产品认证的基本依据；3级（或5级）指标一般设定为
能效限定值，是淘汰低效落后产品的依据，达不到3级
（或5级）指标要求的产品不允许进口和在我国境内销
售。截至2022年底，我国现行强制性能效标准66项，
覆盖家用电器、工业设备、照明产品、商用设备、办
公产品等重点用能产品，已经成为国际上能效标准覆
盖范围最广的国家之一。

GB 16780《水泥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GB 21341-2022《铁合金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1.0 总体介绍
节能管理要采用的相关规范标准

必须执行的 参考执行的

《工程建设项目绿色建造水平评

价标准》（ T/ZSQX 017-2022 ）

《核电工程绿色施工评价评价规

程》（T/CNEA 057-2022）

 GBT50640-2010建筑工程绿色施

工评价标准

 GBT50905-2014建筑工程绿色施

工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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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计量及控制管理

 评价项目

指标2.1：应制订合理的施工用电、采暖、设备和车辆用油目标，提高施工能源利用率。

 评价内容解析

1）核电项目各参建单位应制订合理施工用能目标(以单位产值计，或以单位工程量计)，制定有关措施，提高施工能源利用率。
2）对目标进行分解，分别设定生产、生活、办公和施工设备的用电控制指标，定期进行计量、核算、对比分析，并有预防与纠
正措施。

 评价方法

抽查至少两家施工单位的能源管理文件，是否分别制定了以下目标(以单位产值计，或以单位工程量计)：
1）施工用电目标；
2）施工采暖目标（采暖地区适用）；
3）施工车辆(机械)用油目标。

 评价中的典型问题

1）参建单位未建立节能管理制度
2）未指定能耗目标
3）未定期进行计量核算、对比分析



2.0 计量及控制管理

总目标=所消耗的能源/产值（或工程量）
这是一个持续改进的指标，目前国家、行业未对该目标做出规定，是市场化行为，各单位根据自
己的施工特点制定的制定单位产值能耗，并加以分析控制，持续改进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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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计量及控制管理

用电 用油 采暖

生
活

 用电规范率100%
 使用节能照明大于80%
 用电计量表安装率100%
 热力管道、制冷管道采取保温措施95%
 夏季空调温度设定值为≥26° ，冬季空调温度

≤20°以下

 班车油耗夏季百公里≤35 升，
冬季百公里≤30 升

 皮卡货车油耗夏季百公里≤15 
升，冬季百公里≤10 升

 车辆按时保养率100%

 取暖室温温度18-
23度

 采暖管道采取保
温措施

施
工

 用电规范率100%
 使用节能照明大于80%
 用电计量表安装率100%
 热力管道、制冷管道采取保温措施95%
 夏季空调温度设定值为≥26° ，冬季空调温度

≤20°以下
 高效、变频等节电设备（设施）配置率≥80%
 设备定期保养率100%
 主要能耗施工设备定期耗能分析率100%
 明令禁止、淘汰的施工设备不得使用

 高效、变频等节电设备（设施）
配置率≥80%

 设备定期保养率100%
 主要能耗施工设备定期耗能分

析率100%
 明令禁止、淘汰的施工设备不

得使用

 取暖室温温度18-
23度

 采暖管道采取保
温措施

以下二级指标的设定仅供参考



2.0 计量及控制管理

 评价项目

指标2.2：应分别设定生活区域、办公楼、生产区域和施工现场的用电控制指标和采暖控制指标，完备用电、采暖
计量表，定期进行计量和核算。
 评价内容解析
1）总体目标制定后，应制定分解的控制指标，为便于分析和计量，应对生产过程使用的施工设备、照明和生活办公区分别设定
用电控制指标；
2）计量表的配备和管理应执行国家标准《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17167
3）定期（可以是按月或季度、半年）进行计量、核算、对比分析，并有预防与纠正措施。
 评价方法
抽查至少两家施工单位的能源管理文件 ，重点检查：
1、生活区域用电指标和采暖指标
2、办公楼用电指标和采暖指标
3、生产区域用电指标和采暖指标
4、施工现场用电指标和采暖指标
以上项目是否分部设置了计量表计、有无定期计量和核算记录，有无预防与纠正措施。

 评价中的典型问题

1）参建单位未建立节能管理制度
2）未指定能耗目标
3）未定期进行计量核算、对比分析



2.0 计量及控制管理

2020年用电目标指标分析表

序号 区域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备注说明

1
施工现场

本月用电量 5936 7880 13645 26724 34465 32164 25697 35104

本月点值 77.40 77.40 77.40 206.13 2849.59 2933.92 3914.74 5776.40 

目标值 76.69 101.81 176.29 129.65 12.09 10.96 6.56 6.08

目标值是否合格（点值≤10
合格） 不合格 不合格 不合格 不合格 不合格 不合格 合格 合格 准备阶段目标值≤10合格

2021年用电量指标分析表

序号 区域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备注说明

施工现场

本月用电量 44404 35754 33457 51095 98448 161754 203325 232213 258840 236919 189767 167725

本月点值 8129.87 10596.17 15166.07 28068.82 51977.21 78263.0133 132707.481
193070.294

3
274260.404

3
374535.646

9
505837.374

9
658381.512

8

目标值 5.46 3.37 2.21 1.82 1.89 2.07 1.53 1.20 0.94 0.63 0.38 0.25

目标值是否合格（点值≤1.2
合格） 不合格 不合格 不合格 不合格 不合格 不合格 不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8月后施工点合格

2022年用电量指标分析表

序号 区域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备注说明

施工现场

本月用电量 171753 192730 222979 261881 289367 353937 478793 606457 581564 602666 545502 525625

本月点值 758622.480
4

830991.685
5

986946.481
1

1159588.56
6

1364394.08
1586479.03

2
1874223.83

6
2127957.29

2
2429240.48

8
2764971.31

9
3174385.05

2
3620983.10

8

目标值 0.23 0.23 0.23 0.23 0.21 0.22 0.26 0.28 0.24 0.22 0.17 0.15

目标值是否合格（点值≤1.2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2023年用电量指标分析表

序号 区域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备注说明

施工现场

本月用电量 452354 553404 482586 621001

本月点值 3826988.41
3

4161964.28
3

4650027.32
9

5241795.33
9

目标值 0.12 0.13 0.10 0.12

目标值是否合格（点值≤1.2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示例：用电计量、核算、对比分析



2.0 计量及控制管理

 评价项目

指标2.3：应根据当地气候和自然资源条件，合理利用太阳能或其他可再生能源。

 评价内容解析

1）可再生能源是指风能、太阳能、水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等非化石能源。
2）现场至少要有一项，否则该指标扣分

 评价方法

现场查看并查阅影像资料，是否充分利用再生能源。

 评价中的典型问题

1）施工现场未利用太阳能或其他可再生能源



2.0 计量及控制管理

示例：指标2.3：应根据当地气候和自然资源条件，合理利用太阳能或其他可再生能源。

太阳能热水器 空气能热水器



2.0 计量及控制管理

示例：指标2.3：应根据当地气候和自然资源条件，合理利用太阳能或其他可再生能源。

某核电施工单位临建区配备了太阳能、风能两用清洁能源路灯。在办公楼屋顶建设光伏项目，办
公楼屋顶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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