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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山东经济总量在全国排名前三，但能耗和排放也位居全国前列。环境容量趋紧尤其是能耗空
间不足，已成为全省新旧动能转换的严重制约。鉴于此，山东省发展改革委坚持问题导向、目标
导向、效果导向，推陈出新，创新管理机制，提出在全省层面开展单位能耗产出效益综合评价工
作，基于能耗、税收、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污染物排放等基础数据，建立了一套能源产出效益评
价指标体系。通过系统评价，依据能源产出效益水平，从区域、行业、企业三个视角，分别将设
区市、重点耗能行业、参评企业划分为不同类别。山东省直有关部门及地市政府不断强化评价结
果应用，把评价结果作为推进“十四五”能耗“双控”和压煤工作的重要参考和依据，对区域评
价C类和D类区域，在能源消费指标分配时分别调减该区域5%和10%的能源消费指标；对评价为III
类和IV类的企业，各市实行差别化资源要素配置，倒逼企业节能改造，对连续2年评价为IV类企
业，倒逼转型发展或市场出清。单位能耗产出效益综合评价结果的运用，可有效实现能源资源要
素向高效区域或企业流动，有力推动要素资源跟着项目走。依据评价结果，省级和市级政府可建
立正向激励和反向倒逼机制，倒逼区域和产业转型升级，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产出效益，助推全
省经济全面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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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开展单位能耗产出效益综合评价背景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时强调，推动高质量发展，关键是要按照新发展理念的要求，以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山东省委书记指出，山东
发展要从传统发展模式中解放出来，摒弃原有的拼资源、拼投入、拼消耗的粗放发展模式，强化
质量效益意识，努力做到集约集聚发展。山东经济总量在全国排名靠前，但能耗和排放也位居全
国前列。环境容量趋紧尤其是能耗空间不足，已成为全省新旧动能转换的严重制约。

　　与广东、江苏、浙江等发达省份相比，山东单位能耗GDP产出明显偏低，比全国平均水平还
低。鉴于此，山东省政府主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效果导向，提出在全省层面开展单
位能耗产出效益综合评价工作。

　　开展单位能耗产出效益评价，依据评价结果，建立正向激励和反向倒逼机制，实施资源要素
差别化配置，引导生产要素从低质低效领域流向高质高效领域，从旧动能领域流向新动能领域，
扶优汰劣，推动各地加大产业结构优化力度，加快技术引进、创新和升级步伐，推动重点用能部
门主动去产能和提效率，有利于引导企业、行业和区域提高能源产出效益，推动区域均衡发展，
助推全社会经济发展质量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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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区域评价方法

　　区域评价的对象可以是全省各设区市，各设区市也可根据地区发展情况选择县（市、区）、
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区等区域单元开展评价。区域评价采用多指标加权评价法。评价指标包括单
位综合能耗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元/吨标准煤）及其年变化率、煤炭消费占比年变化率（标准煤当
量值）、人均能耗（吨标准煤/人）。4个指标经过归一化处理转换为百分制标准分，按照一定的
权重系数进行加权平均，计算综合得分。

　　对各设区市综合得分进行排序，利用平均先进值（平均值以上二次平均值）、平均值、平均
落后值（平均值以下二次平均值）三个标准，将所评价的区域划分为A高效率类、B较高效类、C
较低效类、D低效率类四类地区。

　　山东省某年度16设区市单位综合能耗产出效益综合评价结果如表1所示。

　　第二章   山东省单位能耗产出效益综合评价方法简介

　　山东省创新性地研究制定了《山东省单位能耗产出效益综合评价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
施细则》）。单位能耗产出效益评价是以单位能耗产出效益为核心，对区域、行业、企业的能源
利用效率开展综合评价。区域评价方面，主要采用“多指标加权平均法”进行评价；行业评价方
面，主要以能源经济效率指标为主，采用“单指标”评价方法；企业评价方面，创造性的提出了
“技术-经济双效率矩阵”评价法。区域、行业、企业具体评价方法简要介绍如下。

表1 山东省某年度各市单位综合能耗产出效益综合评价结果示例

序号 市
单位综合能耗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得分
煤炭消费占比
年变化率得分

人均能耗
得分

综合
得分

市分类
单位综合能耗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年变化率得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0.00

82.66

86.69

84.63

76.48

73.61

69.46

69.79

72.03

68.03

72.07

66.20

65.24

67.13

60.00

63.16

81.26

93.87

82.06

62.33

82.35

100.00

92.33

95.11

80.42

81.72

66.41

77.34

86.13

78.57

91.52

60.00

92.01

91.37

60.00

100.00

94.66

68.88

95.19

91.60

76.50

92.69

94.57

79.96

73.15

78.00

90.31

76.98

94.20

91.82

94.13

93.96

96.65

100.00

97.11

83.22

96.35

94.84

91.76

92.69

84.39

70.73

60.00

90.50

94.87

86.69

83.84

82.64

81.49

81.05

79.38

78.37

76.59

75.91

75.16

72.45

72.12

70.86

69.33

66.64

A

A

A

A

B

B

B

B

B

B

B

C

C

C

D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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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业评价方法

　　行业评价的对象是全省或各设区市工业领域主要耗能行业。行业评价指标选用单位综合能耗
税收，单位为元/吨标准煤。依据行业的单位综合能耗税收大小，对行业的单位能耗产出效益进行
对比分析，评价结果可为产业布局、招商引资和企业转型升级提供参考。

　　结合山东省产业特点，近两年山东省行业评价主要选取的行业为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
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
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造纸和纸制品业等，也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及时
调整评价的行业类别。山东省某年度重点耗能行业评价分析如图1所示。

3. 企业评价

　　企业评价对象是辖区内高耗能行业内企业，评价范围原则上为年综合能耗超过5000吨标准煤
的企业。评价时可根据实际，适当增加评价行业，扩大评价范围。

　　企业评价分行业展开，采用“经济-技术双效率矩阵”评价法，用能源经济效率和能源技术效
率两类指标进行综合评价。

　　能源经济效率由单位综合能耗税收（元/吨标准煤）、单位排污量税收（万元/吨标准排污
量）2个指标组成。

图1  重点耗能行业单位综合能耗税收与其他行业的对比

全省平均水平

8大行业

0.00 3000.00 6000.00 9000.00 12000.00 15000.00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
橡胶和塑料制品
非金属矿物制品

造纸和纸制品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

化工原料金额化学制品制造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
通用设备制造

医药制造
专用设备制造

汽车制造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

纺织服装、服饰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

食品制造
纺织

金属制品
化学纤维制造

木材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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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企业层级单位能耗产出效益评价双效率矩阵表

技术效率 A B C D经济效率

a
b
c
d

a A（I）

b A（I）

c A（Ⅱ）

d A（Ⅲ）

a A（I）

b A（I）

c A（Ⅱ）

d A（Ⅲ）

a C（Ⅱ）

b C（Ⅲ）

c C（Ⅲ）

d C（Ⅲ）

a D（Ⅲ）

b D（Ⅳ）

c D（Ⅳ）

d D（Ⅳ）

　　能源技术效率为重点产品或工序综合可比能耗。

　　以上两类指标分别计算和定档（各分成四个等级），组成4行与4列的双效率矩阵，根据预设
的矩阵分类规则，将企业划分为优先发展（I）、鼓励提升（Ⅱ）、监管调控（Ⅲ）、落后整治
（Ⅳ）四类。

　　企业能源经济效率值按以下方法计算和分档。将企业单位综合能耗税收、单位排污量税收2
个指标实际值分别除以指标全省行业平均值得到无量纲单指标，再分别赋予0.6、0.4的权重（根
据需求，也可以是其他权重值）进行加权平均，得到能源经济效率值。利用先进线、提升线、限
定线3个标准将能源经济效率值划分为a、b、c、d四个档次。

　　企业能源技术效率指标值为行业重点产品或工序综合可比能耗。产品或工序的选择以及可比
能耗的计算方法参照国家、行业或省有关标准和规范执行。利用先进线、提升线、限定线3个标
准将能源技术效率值划分为A、B、C、D四个档次。

　　对于尚无能耗限额标准或无代表性产品的行业，原则上只采用能源经济效率指标进行企业评
价，也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加替代指标。

　　山东省某年度某行业企业单位能耗产出效益综合评价结果如表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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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山东省某年度某行业**家企业单位能耗产出效益综合评价结果

序号 企业名称 能源经济效率指标 综合评价结果 企业分类能源技术效率指标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

***

***

***

***

***

***

***

***

***

***

***

***

***

***

***

***

***

a

b

b

b

a

a

c

c

c

c

c

a

b

b

b

c

c

d

B

A

A

A

C

C

A

A

A

A

A

D

C

C

C

C

D

D

aB

bA

bA

bA

aC

aC

cA

cA

cA

cA

cA

aD

bC

bC

bC

cC

cD

dD

Ⅰ

Ⅰ

Ⅰ

Ⅰ

Ⅱ

Ⅱ

Ⅱ

Ⅱ

Ⅱ

Ⅱ

Ⅱ

Ⅲ

Ⅲ

Ⅲ

Ⅲ

Ⅲ

Ⅳ

Ⅳ

4. 数据来源

　　区域和行业评价时所需的能耗相关数据、常住人口数据来源于统计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来源于财政部门，税收数据来源于税务部门。

　　企业评价选取综合能源消费量、税收、污染物排放量、单位产品或工序综合可比能耗作为基
础数据开展重点企业评价。重点企业综合能源消费量来源于企业上报数据或第三方核查数据，税
收数据来源于税务部门，单位产品或工序综合可比能耗来源于企业上报数据或第三方核查数据，
企业污染物排放量数据来源于生态环境部门。

　　第三章   评价开展情况及结果运用

　　截止目前，全省已经完成了2018年度、2019年度、2020年3年的评价，此项工作基本已实现
常态化。各级政府部门高度重视评价结果情况，在区域、行业和企业三个层面把评价结果作为产
业政策引导、资源要素配置和行政监管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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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评价开展情况

　　区域评价范围为全省16个市，行业评价范围为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和
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
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造纸和纸制品业等重点耗能行业，也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及时调整评
价的行业类别。企业评价范围为上述重点行业内的企业。同时，大部分设区市也结合全市情况，
分别开展了区域、行业和企业层面的评价。

2. 评价结果应用

　　各级政府部门高度重视评价结果情况，基于评价结果，积极深入分析，获得设区市、行业及
企业在全省范围内所处的位置，做到知己知彼，同时，依据评价结果可研究制定差别化政策，通
过正向激励和反向倒逼，可进一步加大转型升级力度，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目前主要应用情况概况如下：

　　区域层面：对评价工作扎实、政策执行落实到位、能耗产出效益显著提升的地区，在省级财
政奖励、能耗指标分配等方面予以倾斜；对D类和C类区域，加大高耗能行业提升和淘汰力度。在
《山东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能源和煤炭消费减量替代管理办法》（鲁发改环资〔2021〕491号）
文件第七条中明确提出“按照最新年度单位能耗产出效益综合评价区域评价结果，确定不同地区
系数J”的有关要求，对单位能耗产出效益综合评价区域评价结果为A类和B类的地区，地区系数J
为1；评为C类和D类的地区，地区系数J分别为1.05和1.1。

　　行业层面：在《山东省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双控”工作总体方案（2021—2022年）》（鲁
发改环资〔2021〕449号）文件中提出对低效行业采取“存量整合，只减不增”的政策，确保能源
消耗量不再增加，鼓励行业“上大压小”、“上新压旧”，改造提升工艺装备水平，推动布局优化
调整和企业兼并重组，推进实现集约集聚发展。在各市煤炭消费压减和能源消费总量任务分解上，
全省对评价结果为C类和D类的地区调增了压煤任务，对于评价结果为C类的市，调增5%任务量；
对于评价结果为D类的市，调增10%任务量。能源消费总量方面，按照调增的压煤任务量对应调减
能耗总量基数，从而倒逼评价结果为C类、D类的区域加快推动高耗能、高耗煤行业转型发展。

　　企业层面：全省及各市相关部门把评价结果作为产业政策引导、资源要素配置和行政监管的
重要依据。对I类、II类企业在用地、用能、信贷、价格等方面予以重点支持。对III类企业有所限
制，对IV类企业实施更加严格限期退出政策，逾期不达标的坚决出清。例如，《山东省能源消费
总量和强度“双控”工作总体方案（2021-2022年）》（鲁发改环资〔2021〕449号）文件指出，
要强化单位能耗产出综合效益评价结果运用，对连续两年被评为III类、IV类的企业，各市依法依
规加快推进改造提升或淘汰储出清，在融资、用地、用电等方面，实行差别化要素配置，倒逼落
后产能退出。另外，多个设区市也在积极应用评价结果，例如：山东某市根据单位能耗产出效益
评价结果，对所在辖区热电企业被评价为C类和D类的企业，当年发电计划分别削减10%和20%，
调整给A类和B类的企业，降低全市发电煤耗，减少煤炭使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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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单位能耗产出效益综合评价工作是落实《关于建立“要素跟着项目走”机制的意见》关
于“能耗跟着项目走”相关规定的有效实践。截止目前，全省已完成了2018年度、2019年度、
2020年3年的综合评价任务，此项工作基本已实现常态化。评价工作的开展有利于更加科学分析掌
握全省能耗具体情况，有利于推动能源资源要素向优质项目动态流动，破解能源消费增量空间不足
难题，保障新旧动能转换重大项目顺利实施；是倒逼产业转型升级和能源结构优化调整的重要手
段，对严控煤炭消费总量、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完成国家下达山东省的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
“双控”任务，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依据评价结果制定差别化政策，目前已在《山东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能源和煤炭消费减量替代
管理办法》（鲁发改环资〔2021〕491号）、《山东省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双控”工作总体方案
（2021—2022年）》（鲁发改环资〔2021〕449号）、《山东省煤炭消费压减工作总体方案
（2021—2022年）》（鲁发改环资〔2021〕450号）等多个政策文件中评价结果均已被实施应用。
例如，在鲁发改环资〔2021〕450号文件中，对区域评价结果为C类较低效率和D类低效率的地区均
调增了压煤任务，将优质指标向高效区域倾斜。

　　通过顶层政策的有效实施，不断提升全省单位能耗产出效益水平、缓解能源和环境压力，促进
形成正向激励和反向倒逼的长效机制，改善能源利用效率，推动全省能源高效利用和经济增长协调
发展。

总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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