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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人民政府节约能源办公室文件
闽节能办〔2019〕3 号

福建省人民政府节约能源办公室关于进一步推进
全省能耗总量和强度“双控”工作七条措施的通知

各设区市人民政府、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省人民政府各部门、

各直属机构，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

为坚持高质量发展落实赶超，进一步加强我省能耗总量和强度

“双控”工作，充分挖掘节能潜力，促进企业降本增效，充分发挥

市场化机制作用，确保完成“十三五”能耗“双控”目标，经省政

府同意，现就进一步推进全省能耗“双控”工作提出如下措施：

一、落实目标责任

各市、县（区）要增强全局意识，坚持把能耗“双控”作为促

进发展方式转变的重点，按照“一市一策、一业一策、一企一策”

要求，以优化区域产业结构为重点，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高附

加值产业和第三产业。加快优化存量，紧盯重点地区、园区、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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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挖掘节能潜力。严格控制增量，加强源头管控，遏制能耗过

快增长。对增加值贡献小、工艺水平低、能耗高的企业，以法律、

政策、标准、市场手段倒逼退出，将腾出的能耗指标用于保障符合

产业发展导向、能效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好项目、大项目高质量发

展用能需求。优化能源结构，推进煤炭、石油、天然气和电力、热

力等能源资源节约。

福州市着重发展低能耗、低排放、高附加值的高新技术产业，

控制粗钢、煤电、化工等高耗能行业比重。厦门市进一步强化交通、

建筑节能工作，抓好航空、轨道交通、火电、电子信息等行业节能。

漳州市加强火电、玻璃、钢铁等行业存量企业优化，制定古雷石化

园区节能规划与措施，合理分配开发区与县市的总量控制目标。泉

州市加强重点用能企业能效对标，推进石化行业开展能效领跑者活

动，加快泉惠石化园区等集中供热项目建设。三明、龙岩市加强水

泥、钢铁等重点行业对标，抓好冶金、建材、化工、火电等行业节

能技术改造。莆田、宁德市严格新上项目节能审查，优选项目控制

增量，莆田市要推进电动莆田建设，宁德市要加强锂电新能源、不

锈钢等主导产业提质降耗。南平市重点抓好存量企业节能。

确保完成“十三五”能耗“双控”目标，全省能耗增量控制在

2320万吨标准煤以内，单位 GDP能耗较 2015年下降 16%。2018-2020

年在存量节能挖潜的基础上，全省力争腾出用能空间 440 万吨标准

煤以上（见各设区市能耗“双控”及挖潜目标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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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设区市能耗“双控”及挖潜目标汇总表

地 区
“十三五”能耗强度

降低目标（%）

“十三五”能耗增量

控制目标

（万吨标准煤）

2018-2020年存量节能

挖潜目标

（万吨标准煤）

福州市 (含平

潭综合实验区)

16 350 81

厦门市 12 200 40

漳州市 14 460 45

泉州市 16 460 123

三明市 20 160 56

莆田市 14 170 17

南平市 20 130 18

龙岩市 19 170 40

宁德市 10 170 20

全 省 16 2320 440

责任单位：各设区市人民政府、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省工

信厅、发改委

二、深化工业领域节能

（一）实施高能耗行业节能降耗

以降低六大高耗能行业能耗为重点，实施精准化、差别化政策，

加强高耗能行业节能共性技术和关键技术的研发、应用与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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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分行业节能指标，“十三五”末重点行业单位产品能耗达到国

内先进水平。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重点优化电力运行调度，坚持节能减

排和清洁能源优先上网，安排风电、光伏发电、生物质发电、以热

定电原则的热电机组、水电、核电、资源综合利用机组、超超临界

机组等优先发电，优化煤电机组发电调度。推进工业园区集中供热

和热电联产。到 2020 年全省公用火电厂平均供电煤耗控制在 303

克标准煤／千瓦时以内。

建材行业以水泥、玻璃、陶瓷等行业为重点，陶瓷行业推广应

用新一代节能窑炉，加快现有窑炉节能改造升级。水泥行业推广炉

窑余热发电技术、立式磨装备及技术。玻璃行业推广炉窑余热发电

技术、全（富）氧燃烧技术。到 2020 年全省水泥熟料综合能耗控

制在 105 千克标准煤／吨以内。

钢铁行业重点推广烧结余热发电、转炉煤气干法回收、蓄热式

燃烧等节能技术，充分利用高炉、焦炉、转炉煤气等可燃气体和各

类蒸汽。钢铁、有色行业要建立并完善能源管理中心，调整产品结

构，延伸产业链。到 2020 年全省普钢吨钢综合能耗控制在 550 千

克标准煤以内。

石化、化工行业积极开展石化装置能量系统优化技术等应用示

范，争创行业能效领跑者。推进合成氨企业能量系统优化等节能改

造。到 2020 年炼油综合能耗控制在 63 千克标准油/吨以内，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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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综合能耗控制在 1300 千克标准煤／吨以内。

责任单位：各设区市人民政府、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省工

信厅、发改委

（二）强化重点用能企业主体责任

深入开展重点用能单位“百千万”行动，加强能源管理体系建

设，全面推行重点行业能效对标，推进能源管控中心建设。加大能

耗在线监测系统建设力度，发挥国家城市能源计量中心作用，着力

推动年综合能源消费量5000吨标准煤以上重点用能单位实现能耗

总量和强度指标在线采集。对单位产品能耗达到国家行业领跑者水

平的企业，在项目用地用电、资金扶持等要素保障方面给予倾斜。

对超过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的企业，依法予以限制和淘汰。省国

资委应加强对国有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目标责任考核结果运用，将能

耗总量控制和节能目标完成情况纳入企业业绩考核范围，作为企业

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评价考核的重要内容。

责任单位：各设区市人民政府、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省工

信厅、市场监管局、国资委

（三）实施绿色制造工程

大力实施绿色制造工程，推进绿色制造系统集成项目建设，到

2020 年力争建成省级绿色工厂 50 家、绿色园区 10 家，开发 200 个

绿色设计产品，创建若干绿色供应链，培育一批“福建省工业节能

与绿色发展评价中心”。进一步加强节能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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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应用。开展超能耗限额清洁生产审核，发展壮大节能环保产

业，组织实施园区循环化改造项目。

责任单位：省工信厅，各设区市人民政府、平潭综合实验区管

委会

三、推进建筑领域节能

实施建筑能效提升工程，制定实施高于国家民用建筑节能标准

的地方标准，福州、厦门要积极创建国家公共建筑能效提升重点城

市。推进绿色建筑规模发展，加快绿色建筑地方立法，到2020年全

省实现城镇绿色建筑面积占新建建筑面积比例提高到50%以上。因

地制宜发展装配式建筑，到2020年，全省实现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

筑面积比例达到20%以上，其中，福州、厦门占比达到25%以上，泉

州、漳州、三明占比达到20%以上，莆田、南平、龙岩、宁德占比

达到15%以上。持续推进既有公共建筑、城市公共照明节能改造，

2016-2020年期间全省完成公共建筑节能改造500万平方米以上，完

成城市公共照明节能改造10万盏以上。加大可再生能源建筑推广应

用。力争建筑节能各项指标位于全国前列，到2020年建筑领域能耗

增量控制在298万吨标准煤以内。

责任单位：各设区市人民政府、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省住

建厅

四、促进交通运输节能

加强新建隧道、城镇路段照明设计方案审查，到 2020 年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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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明中 LED 照明占比达 50%以上，在全省 10 个码头推广使用 LED 照

明。利用合同能源管理，加大公路节能灯改造力度。推进节能型船

舶建造，推广港口港机清洁化能源使用。推进全省港区的岸电工程

建设，新建大中型泊位须同步建设岸电设施，已有远洋集装箱船舶

泊位应逐步开展岸电设施改造，引导靠港船舶优先使用岸电，到

2020 年沿海港口港作船舶、公务船舶使用岸电覆盖率达 90%以上，

集装箱、客滚和邮轮专业化码头船舶岸电覆盖率达 50%以上。大力

发展甩挂运输，到 2020 年实现全省甩挂比达 1:1.5。大力发展绿色

公共交通，到 2020 年全省城市公交更新为新能源汽车和清洁能源

汽车，全省城市巡游出租车、网约出租车等城市出租车电动化率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完善居民小区和公共停车场等场所充电基础设施

配套建设。到 2020 年营运车辆、船舶单位运输周转量能耗下降率

分别比 2015 年下降 6.5%、6%。加强厦门航空、福州航空能耗控制，

积极争取优化航路，力争到 2020 年单位运输周转量能耗比 2015 年

下降 4%。进一步优化和控制铁路能源消耗，到 2020 年燃油消耗比

2015 年下降 20.5%，单位运输工作量综合能耗控制在 5.2 吨标准煤

/百万换算吨公里。全省交通领域能耗增量力争控制在 202 万吨标

准煤以内。

责任单位：各设区市人民政府、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省交

通运输厅、发改委、民航福建监管局、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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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加强公共机构节能

推进机关、高等学校、中小学校、医院等开展节约型公共机构

示范单位创建工作。开展公共机构既有建筑绿色化改造，推进可再

生能源应用。强化公共机构节能管理能力建设，进一步提升国家城

市能源计量中心在线监测能力，推进公共机构数据中心节能改造，

加强绿色数据中心建设。开展公共机构办公节能,将公共机构节能

列入文明单位考评内容。2020年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能耗和人均

能耗分别比2015年降低10%和11%，能耗总量控制在75万吨标准煤以

内。

责任单位：各设区市人民政府、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省机

关事务管理局、市场监管局、数字办、文明办

六、强化节能监督管理

全面落实《福建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实施办法》，年

综合能耗5000吨标准煤（含）以上的新上重点用能项目，能耗标准

必须达到国内同类先进水平，新增能耗应与地区的增量控制目标相

匹配。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加强节能审查事中事后监管，开展工业

重大专项节能监察，以及重点用能企业用能情况、节能管理、单位

产品能耗限额执行情况等专项核查，加大对重点用能单位的执法检

查力度，完善法律法规相关配套政策，依法查处违法用能行为。强

化节能管理体系建设，各设区市要进一步落实节能机构人员，加强

节能能力建设，提高执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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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单位：各设区市人民政府、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省工

信厅、发改委、市场监管局

七、完善激励和约束政策

各设区市能耗“双控”指标完成情况纳入党政领导生态环境保

护目标责任考核。强化能耗“双控”考核结果应用。对未完成能耗

强度降低目标和总量控制目标的设区市人民政府进行通报批评和

约谈问责。对于能耗“双控”目标未完成的地区，实行高耗能项目

限批缓批。对设区市能耗“双控”目标考核实施财政资金奖惩；对

完成能耗“双控”目标的重点用能单位予以表彰奖励。

加强财税支持。各地各部门要大力推进节能技术改造，统筹省、

市两级节能专项资金，按照项目建成后实现的年节能量，以不低于

500 元/吨标准煤（含）的标准予以奖励，将重大节能改造项目列入

投资工程包。积极落实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和节能节水环保项目、专

用设备税收优惠政策。落实差别电价和阶梯电价制度。对重点生态

功能区所属的县（市），以规模以上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下降率为

考核指标，实施补偿奖励。

推进用能权交易试点。将水泥、火电、有色、石化、化工、平

板玻璃、钢铁等行业纳入试点范围，采取实盘交易和模拟交易相结

合的方式，推进试点行业用能权交易，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推动能

源要素向优质项目、企业、产业流动和集聚。开展基于能耗增量指

标交易的设区市用能权交易试点,进一步完善市场交易机制，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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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能权交易在促进节能降耗方面的积极作用。

责任单位：省工信厅、生态环境厅、发改委、财政厅，省税务

局，各设区市人民政府、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

福建省人民政府节约能源办公室

2019 年 2 月 27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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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政府办公厅。

福建省人民政府节约能源办公室 2019 年 2 月 28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