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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１５５８７—１９９５《工业企业能源管理导则》。

本标准与ＧＢ／Ｔ１５５８７—１９９５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增加了“能源规划及设计管理”（第４章）；

———增加了“能源计量检测”（第９章）；

———合并了原标准“能源管理系统”（第３章）和“检查和评价”（第１０章），并补充完善为“管理”

（第３章）。

本标准由全国能源基础与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能源基础与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同济大学、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天津商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

究院、上海理工大学、深圳佩尔优科技有限公司、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山东烟台市建筑设计研究院、际

高建业有限公司、上海大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江苏常州旺月新材料公司、河南同济恒爱暖通消防有限

公司、上海电子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南建筑设计院、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明岗、吴喜平、成建宏、刘泽勤、周敏、黄晨、钟超颖、徐伟、王志刚、翟克俊、

陈凤君、霍小平、蒋建东、刘移山、周志刚、马有才、吴敏青。

本标准于１９９５年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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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企业能源管理导则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工业企业建立能源管理系统，实施能源管理的一般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新建、扩建、既有工业企业能源管理。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Ｔ２５８９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ＧＢ／Ｔ３４８４　企业能量平衡通则

ＧＢ／Ｔ１２７２３　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编制通则

ＧＢ／Ｔ１７１６６　企业能源审计技术通则

ＧＢ１７１６７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ＧＢ／Ｔ１９０００　质量管理体系　基础和术语

ＧＢ／Ｔ１９００１　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

３　管理

３．１　为实施能源管理，企业应设立专门的能源管理机构，建立责任分工明确、完善的能源管理制度，落

实管理职责。

３．２　应根据本企业总的经营方针和目标，执行国家能源政策和有关法律、法规，充分考虑经济、社会和

环境效益，确定明确的能源管理方针和定量指标体系。

３．２．１　应根据企业能源管理方针，明确定量指标体系中的能耗和节能目标。能源管理能耗目标要能体

现能源消耗量，能源管理节能目标要能体现能源消耗节约量，并可分别制定年度目标和长远目标。

３．２．２　能源管理方针和目标应以书面文件颁发，使企业所有相关人员明确，并贯彻执行。

３．３　应根据企业自身特点，完成以下能源管理的主要环节：

ａ）　能源规划及设计；

ｂ）　能源输入；

ｃ）　能源转换；

ｄ）　能源分配和传输；

ｅ）　能源使用（消耗）；

ｆ）　能耗分析与评价；

ｇ）　节能技术进步。

３．４　为实现能源管理目标，企业应建立、保持和完善具有明确的职责范围、权限和奖惩制度的能源管理

系统。

３．４．１　能源主管部门应系统地分析本企业能源管理各主要环节及其各项活动过程，分层次把各项具体

工作任务落实到有关部门、人员和岗位，确保完成各项具体能源管理工作。

３．４．２　在分配落实能源管理职责的同时，要授予履行该职责所必要的权限。

３．４．３　建立全体员工参与的能源管理和节能体制，对节能有成绩或对节能技术有创新的员工，根据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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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效果大小，给予精神鼓励或物质奖励，并建立相应的奖惩制度。

３．４．４　培训能源管理的管理人才、技术人才，培育企业基层的能源管理技术骨干。

３．５　应按照ＧＢ１７１６７配备能源计量器具，建立相应的管理制度。

３．６　为了规范和协调各项能源管理活动，应系统地制定各种文件。能源管理所需文件应包括管理文

件、技术文件和记录档案等。

３．６．１　管理文件是对能源管理活动的原则、职责权限、工作程序、协调联系方法、原始记录要求等所作

的规定。如：管理制度、管理标准及各种规定等。制定管理文件应做到程序明确，相互协调，简明易懂，

便于执行。

３．６．２　技术文件是对能源管理活动中有关技术方面的规定，包括：技术要求、操作规程、测试方法等。

制定能源技术文件，应参照国家、行业和地方能源政策及标准，规定其内容应准确、先进、合理。

３．６．３　记录档案是对能源管理中的计量数据、检测结果、分析报告等的记录，应按规定保存，作为分析、

检查和评价的依据。

３．６．４　应对所有文件的制定、批准、发放、修订以及文件的废止作出明确规定，确保文件执行准确有效。

３．７　应定期组织对能源管理系统进行检查、评价，发现问题应及时改进。

３．７．１　应组织有关部门，按规定的期限定期对能源管理系统进行全面检查。发现能源消耗状况异常

时，应对有关环节进行分析诊断。

３．７．２　检查应依据管理文件和技术文件，跟踪检查每一项能源管理工作执行情况，确认各项能源管理

工作是否按文件规定开展，达到预期效果。

ａ）　文件规定的职责是否落实，责任人是否明确自己的职责和工作任务、具备相应技能、熟悉工作

程序、掌握工作方法；

ｂ）　有关人员执行的文件是否正确有效，文件规定的记录是否齐全、准确，并按规定保存和传递；

ｃ）　对能源消耗异常情况是否及时作出反应，予以纠正；

ｄ）　能源消耗指标和节能目标能否完成。

３．７．３　检查完成后应提出检查报告，报告应包括发现的问题及分析，提出改进措施，必要时调整能源管

理体系。

３．８　当企业生产工艺、产品结构和品种、组织机构发生大的变化后，企业有关部门应对能源管理系统进

行评价，就以下问题作出判断和决策：

ａ）　能源管理系统能否实现能源管理目标；

ｂ）　能源管理系统能否适应企业所发生的变化；

ｃ）　调整能源管理系统。

３．９　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企业主管部门应对企业的能源管理现状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的要求

进行审核，同时通过组织培训、产学研合作等多种方式，促进企业提高能源管理水平。

４　能源规划及设计管理

４．１　企业和设计部门应在建设前期科学地规划能源并在使用中有效地管理能源，在生产过程中应及时

地根据国家的能源方针和政策适时地调整能源结构。

４．２　新建企业在建设前期，应配合设计单位科学地规划企业的各种能源种类和总量。

４．３　扩建和改建项目，企业应在延续能源规划的前提下，依据现行国家的能源方针和政策，确定合适的

能源。

４．４　需要分期建设的工厂，应协调好总体工艺、能源和环保等规划，协调好分期建设的产品方案、物料

平衡和能量平衡，实现综合利用，避免高品位的余热的排放及中间产品或最终产品的放空或焚烧。

４．５　企业应建立能源规划管理档案，档案包括：企业使用能源和节能的中长期规划及计划、适时调整使

用能源的可行性报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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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　一切耗能设备从设计开始直到生产和使用，都要符合节能规范及标准的要求。

４．７　设计的各个环节，均应重视合理利用能源和节约量。在可行性研究和基础设计文件中，必须有合

理利用能源的专门篇（章）论述。

４．８　确定新建工厂产品方案时，除考虑市场需求和发展趋势外，还应考虑与能耗直接相关的装置或系

列设备的生产能力，使其达到经济规模。

４．９　进行企业生产使用的能源调整，局部调整可在本企业设计、能源管理等相关部门的参与下进行；重

大调整应由专业单位（人员）在充分调查、研究以及论证的前提下进行。

５　能源输入管理

５．１　企业应参照ＧＢ／Ｔ１９０００、ＧＢ／Ｔ１９００１的要求，对能源输入进行严格管理，准确掌握输入能源的

数量和质量，为合理使用能源和核算总的消耗量提供依据。应制定和实施文件并开展以下活动：

ａ）　选择能源供方；

ｂ）　签订采购合同；

ｃ）　能源计量及质量检测；

ｄ）　贮存。

５．２　选择能源供方除应考虑价格、运输等因素外，还应符合国家相关能源政策并对所供能源的质量进

行评价，并确认其供应能力。

５．３　与能源供方签订的采购合同中，应明确规定以下内容：

ａ）　能源供应期限；

ｂ）　能源数量及计量方法；

ｃ）　能源质量要求及检查方法；

ｄ）　能源数量及质量发生异议时的处理规则。

５．４　根据检测要求和费用，合理确定输入能源质量抽检的项目和频次，采用国家或行业标准规定的通

用方法检验输入能源的质量。规定有关人员的职责、抽样规则、判定基准及记录、报告是否合格的判定

程序。

５．５　制定和执行能源贮存管理文件，规定贮存损耗限额，在确保安全的同时，减少贮存损耗。

６　能源加工转换管理

６．１　根据生产要求、设备状况和运行状况，制定转换设备调度规程，确定最佳运行方案，各方面应相互

配合，使转换设备保持最佳工况。

６．２　运行操作人员应经培训后执证上岗。制定运行操作规程时，对转换设备的操作方法、事故处理、日

常维护、原始记录等作出明确规定，并予严格执行。

６．３　应定期测定重点转换设备的运行效率，以其运行效率是否处于经济运行范围作为安排检修的依据

之一。为保证检修质量，掌握设备状况，应制定并执行检修规程和检修验收的技术条件。

７　能源分配和传输管理

７．１　能源分配和传输的管理，遵照企业使用能源的设计规划进行。企业应制定可执行的相关文件，在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有量化指标和参数。

７．２　应明确界定内部能源分配传输系统的范围，规定有关单位和人员的管理职责和权限，以及有关的

管理工作制度原则和方法。

７．３　在合理布局设置内部能源分配传输系统的前提下，合理调度，优化分配，并适时调整，减少传输

损耗。

７．４　对输配电线路，供水、供气、供汽、供热、供冷、供油管道等要定期巡查，测定其损耗。根据生产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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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制定计划，合理安排检修。

７．５　要建立能源分配和传输的使用制度，制定用能计划，对各部门的单位用能准确地进行计量，并建立

记录档案台账，定期进行归纳和统计。

８　能源使用管理

８．１　产品生产工艺的设计和调整，应把能源消耗作为重要考虑因素之一，利用能源系统优化的原则，合

理安排工艺过程，充分利用、回收原本放散的可燃气体，余热、余压等。

８．２　应对各工序，特别是主要耗能工序，优选工艺参数，加强监测调控，改进产品加工方法，降低能源

消耗。

８．３　选择耗能生产设备，应以有利于节能、环保和提高综合经济效益为原则，选用高效节能设备，淘汰

高耗能设备。

８．４　要严格贯彻执行操作规程，不断改进操作方法，加强日常维护和定期检修，使耗能设备正常高效

运行。

８．５　应根据设备特性和生产加工需要，合理安排生产计划和生产调度，确保耗能设备在最佳状况下经

济运行。

８．６　应制定能源消耗定额，作为判断能耗状况的重要依据，并考核完成情况。应制定能源使用管理文

件，其内容应包括：

ａ）　能源消耗定额的制定；

ｂ）　定额的下达和责任落实；

ｃ）　实际用能量的计量和核定；

ｄ）　考核。

８．７　企业能源主管部门应按照ＧＢ／Ｔ１２７２３、ＧＢ／Ｔ２５８９和行业的有关规定，分别制定各用能部门、主

要耗能设备和工序的能耗定额。

８．８　能源消耗定额应按规定的程序逐级下达，并明确规定完成各项定额的责任部门、单位和责任人。

８．９　要落实有关人员的职责，按规定的方法，对各用能部门、主要耗能设备和工序的实际用能量进行计

量、统计和核算，在规定时间内报告。

８．１０　企业应根据自身特点和具体情况，选定适当的方法对定额完成情况进行考核和奖惩。当实际用

能量超出定额时，应查明原因并采取纠正措施。

８．１１　应根据生产条件变化和完成情况，及时修订能耗定额。

９　能源计量检测

９．１　建立能源计量管理制度、明确企业管理者的职责和能源计量队伍的建设。

９．２　企业应执行ＧＢ１７１６７的规定，配备满足管理需要的能源计量器具，制定和实施有关文件，对计量

器具的购置、安装、维护和定期检定实行管理，保证其准确可靠。

９．３　应按合同规定的方法对输入能源进行计量。明确规定相应人员的职责和权限、计量和计算方法、

记录内容和发现问题时报告、裁定的程序。

９．４　在自动控制方案设计中，除满足一般生产要求外，还应根据节能的要求，合理配置各种监控、调节、

检测及计量等仪表装置及控制系统。

９．５　企业应建立能源计量数据采集管理系统，以利于数据的分析利用，将采集到的水、电、气、蒸汽和

煤、油、焦炭等能源的供应（生产）、消耗情况随时统计、储存、分析、处理后，供生产调度、节能监督管理等

公司各部门应用。

９．６　要大力推广应用计算机网络控制技术，逐步实现对能源输入到消耗全过程的连续监测、集中控制、

统一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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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能耗分析

１０．１　企业能源主管部门应根据行业特点确定本部门的能耗与节能指标体系，并应定期对全企业能耗

状况及其费用进行分析。各用能部门应对本部门管辖的主要耗能设备、工序的能源利用现状进行分析。

１０．２　挖掘节能潜力，采取节能措施。用于局部改进的列入中短期计划，用于重大节能技术措施的列入

长期计划。并把节能规划和发展生产、降低成本、防止公害结合起来。

１０．３　企业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以下分析方法：

ａ）　统计分析方法。可根据本企业特点，运用数理统计方法对能耗有关数据进行处理，设计和绘制

各种图表，用以对能耗状况进行经常性分析。

ｂ）　能源审计方法。以企业为体系，按ＧＢ／Ｔ１７１６６及有关规定，采用投入产出分析的方法，宏观

分析企业能源利用状况。

ｃ）　能量平衡方法。根据需要进行以企业为整体的能量平衡，能量平衡方法按ＧＢ／Ｔ３４８４及有关

标准规定进行。对内部用能部门和主要耗能设备、工序，当耗能异常原因不明时，或产品、生产

工艺和设备发生变化时，应进行能量平衡测试。

１０．４　分析完成后应提供报告，一般应包括以下内容：

ａ）　所采用的能耗分析方法；

ｂ）　能源管理目标和能耗定额完成情况；

ｃ）　能耗及其费用上升或下降的原因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ｄ）　企业或部门用能水平评价；

ｅ）　改进措施和节能潜力分析。

１１　节能技术进步

１１．１　企业应制定和执行管理文件，规范和协调节能技术及措施在实施过程中的各项工作，内容应

包括：

ａ）　可行性研究；

ｂ）　方案和实施；

ｃ）　寿命周期效益评价。

１１．２　企业应组织有关部门和人员对节能技术措施的建议进行研究，作出决策。对重大节能技术措施

应进行可行性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评估：

ａ）　节能效果和经济效益；

ｂ）　投资额及回收期；

ｃ）　实施过程中对生产的影响；

ｄ）　环境影响。

１１．３　节能技术措施的实施，应明确主要负责部门和责任人、配合的部门和责任人。重大节能技术改造

项目及对生产影响大的节能技术措施，应单独制定实施计划。

１１．４　节能技术措施实施后应测试能耗状况，并与该措施实施前进行比较，评价节能效果和经济效益。

当生产运转正常后，应修订有关技术文件和能耗定额，保持节能效果。

１１．５　企业应关注本行业节能技术应用，积极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新能源以及可再生

能源。

１１．６　企业应积极开发节能技术，鼓励技术创新，推广节能示范工程。用能设备的效率和能量消耗应达

到国家及行业标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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