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四部门印发《河北省重点领域严格能效

约束推进节能降碳实施方案》的通知

省科技厅、省财政厅、省统计局，人行石家庄中心支行、河北证监

局，各市（含定州、辛集市）发展改革委（局）、工业和信息化局、生

态环境局、市场监管局：

为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严格能效约束推动重点领域节

能降碳的若干意见》《关于发布高耗能行业重点领域能效标杆水平和基

准水平（2021年版）的通知》及《关于发布高耗能行业重点领域节能

降碳改造升级实施指南（2022年版）的通知》精神，我们研究制定了

《河北省重点领域严格能效约束推进节能降碳实施方案》，现印发你们，

请认真贯彻执行。

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河北省生态环境厅

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2年 3月 31日



河北省重点领域严格能效约束推进节能降碳实施方案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是降低能源消费强度、推进碳达峰和碳中和的重

大举措。为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严格能效约束推动重点领

域节能降碳的若干意见》《关于发布高耗能行业重点领域能效标杆水平

和基准水平（2021年版）的通知》及《关于发布高耗能行业重点领域

节能降碳改造升级实施指南（2022年版）的通知》精神，有效提升全

省钢铁、石化、建材等重点耗能产业能效，有力促进碳达峰、碳中和，

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发展阶

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要求，坚决落实制造强国、高质量发展战

略部署，突出能耗总量大、碳排放高的重点产业领域，以有效提高能源

利用效率、降低单位产品能耗强度为目标，坚决执行国家明确的能效标

准，大力推进节能降碳先进工艺技术改造，全面强化节能监管政策措施，

有效推动重点领域节能降碳，带动全行业绿色低碳转型，确保如期实现

碳达峰目标。

（二）基本原则。

https://huanbao.bjx.com.cn/topics/tandafeng/
https://huanbao.bjx.com.cn/topics/tanpaifang/


突出重点领域。按照国家有关部署和要求，结合我省高耗能产业实

际，突出钢铁、焦化、炼油、合成氨、烧碱、纯碱、磷铵、水泥、平板

玻璃、建筑及卫生陶瓷等 10个重点行业，积极开展节能降碳技术改造。

限期分批实施。率先在炼钢炼铁、水泥熟料、平板玻璃、炼油、合

成氨领域实施能效提升行动，条件成熟后再拓展到其他领域。区分在建

拟建项目和存量项目、能效低于基准水平或介于基准水平标杆水平之间

等类别，明确改造期限。

坚持综合施策。强化财政、金融、投资、价格等政策与产业、环保

政策协调配合，整合已有政策措施，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方式，推动淘

汰落后和未按期达到基准水平的产能退出，促进能效改造提升项目实施。

确保稳定有序。统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节能降碳改造要求，坚持

系统观念，尊重市场规律，科学制定节能降碳改造提升计划，稳妥有序

推进实施工作，切实避免“一刀切”管理和“运动式”减碳，保持产业链供

应链和经济运行稳定。

（三）主要目标。

2023年底各重点领域能效低于基准水平的实现应改尽改。2025年

底能效低于基准水平的产能全面退出，能效达到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超

过 30%。2030年重点行业整体能效和碳排放强度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二、重点任务

（一）摸清重点领域能效底数。

围绕国家已明确的重点领域，逐行业、逐企业、逐生产线开展存量

产能能效核查，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逐一登记造册。区分不同

行业领域成立专家工作组，对能效调查结果进行评估、审查，经企业申

辩明确后，建立重点领域能效现状水平清单。对达到标杆水平的能效先

进清单、低于基准水平的能效落后清单，向社会进行公示、接受监督。

〔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统计局，各市（含

定州、辛集市，下同）相关主管部门〕

（二）建立能效提升工作台帐。

以设区市为单位，与相关企业逐一对接，对照能效提升目标要求，

逐行业明确改造计划，明确推进步骤、改造期限、工作节点、预期目标

等。组织承担改造任务的企业，周密研究论证，逐一明确改造方案，明

确工艺技术路线、能效目标和改造时间表。统筹各地改造任务，逐行业

建立以企业和改造项目为载体的“全省重点领域能效提升工作台帐”，逐

项明确工作要求、责任分工，确保科学、有序实现全省目标。（责任单

位：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各市相关主管部门）

（三）推进存量产能技术改造。



按照“整体推进、一企一策”要求，组织实施存量项目节能提效改造。

以设区市为单位，制定改造项目年度计划，科学合理制定不同企业节能

改造时间表，帮助企业协调解决项目实施中的困难和问题，加快技术改

造进程，确保如期完成目标任务。对低于基准水平的限期改造，对介于

基准水平和标杆水平之间的力促向标杆水平改造提升；对能效介于标杆

水平和基准水平之间的产能，鼓励企业参照标杆水平实施能效改造升级。

对相关企业兼并重组、产能置换、退城搬迁、入园进区等项目，参照在

建、拟建项目管理。（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各市相关主管部门）

（四）确保增量项目能效达标。

紧密结合“两高”项目监管要求，以设区市为单位认真组织排查，建立

重点领域在建、拟建项目动态清单，实施建设项目清单管理。按照《高

耗能行业重点领域能效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2021年版）》要求，科

学组织在建项目能效评估，对低于基准水平的依法依规停工整改，对未

达先进水平的改进提升，力争达到标杆水平；对重点领域新增建设项目，

指导项目单位完善建设方案，严格履行节能降碳评价程序，确保能效达

到标杆水平。（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各市相

关主管部门）

（五）引导低效产能有序退出。



按照《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等政策要求，依法依规淘汰落后工

艺技术和生产装置。对 2023年底能效仍在基准水平以下的产能，执行

差别化政策，推动低效产能有序退出。支持企业通过兼并重组、产能置

换等方式扶优汰劣，依托骨干企业集中规划建设规模化、一体化生产基

地。严格执行国家强制性标准。整合现有政策工具，系统性完善节能监

察、差别电价、环境保护、财税金融等政策体系，强化约束倒逼、激励

支持作用。（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市场监

管局、省生态环境厅、省财政厅，各市相关主管部门）

（六）加强先进技术攻关应用。

密切衔接国家有关部署，聚焦重点领域绿色低碳共性关键技术、前

沿引领技术、颠覆性技术和工艺装备，整合省内外创新资源，积极参与、

承担、实施科技攻关项目，力求取得一批突破性进展。依托行业协会，

建立并发布先进成熟绿色低碳技术装备目录，指导企业用好国家重点领

域节能降碳改造升级实施指南，健全和完善推广应用工作体系和工作机

制，加快全省重点领域绿色低碳改造升级。（责任单位：省科技厅、省

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生态环境厅、省市场监管局，各市

相关主管部门）

（七）发挥标杆示范引领作用。



组织一批能效先进企业，申报国家级能效“领跑者”，树立重点领域能

效典范，推广一批经济、成熟、先进的典型技术、经验和模式。支持一

批节能降碳改造升级项目，建设重点领域能效提升示范工程，完善绿色

低碳改造路径，提高企业改造积极性。推动能效已经达到或接近标杆水

平的骨干企业，采用先进前沿技术装备谋划建设示范项目，引领行业绿

色低碳发展。（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生态

环境厅、省市场监管局，各市相关主管部门）

（八）完善长效激励约束机制。

严格执行能效标准，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和属地监管责任，完善监督

检查工作制度，建立健全违规行为监督问责机制。建立和完善重点领域

企业能耗统计、日常监测体系，夯实监督管理工作基础。综合运用标准、

环保、价格、奖励等政策工具，建立市场化、法制化激励约束机制，推

动低效产能退出、高效产能发展。（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

和信息化厅、省生态环境厅、省市场监管局、省财政厅、省统计局，各

市相关主管部门）

三、进度安排

（一）摸底阶段。



2022年 1月底前，摸清各重点领域在建、拟建项目和钢铁、水泥熟

料、平板玻璃、炼油、合成氨等第一批 5个领域存量项目底数，逐一建

立能效现状水平清单。2022年底前，建立各重点领域能效现状水平清

单。（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各市相关主管部

门）

（二）准备阶段。

2022年 3月底前，制定全省重点领域能效提升实施方案，明确重点

领域在建、拟建项目整改提升计划。2022年 6月底前，各设区市及定

州、辛集明确第一批 5个领域改造计划，明确具体项目，建立动态化工

作台帐。（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各市相关主

管部门）

（三）实施阶段。

2022年 4月开始，推进各重点领域在建、拟建项目整改提升工作，

启动部分条件成熟的存量改造项目。2022年 7月开始，推动实施第一

批 5个领域改造项目计划。其他重点领域存量项目改造适时、逐次启动

实施。（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各市相关主管

部门）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协调。

各市建立重点领域严格能效约束推进节能降碳改造工作专班，明确

成员构成、职责分工、工作机制等内容，统筹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工

作。加强部门横向协作、上下纵向联动，形成系统性工作体系，建立常

态化工作联系机制，凝聚工作合力。发挥行业协会、相关机构、企业的

积极性、主动性，加快各项任务落地、落实。（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

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科技厅、省财政厅、省生态环境厅、省市场

监管局，各市相关主管部门）

（二）加大监管力度。

建立健全重点领域能效和碳排放监测评价体系，完善企业能耗和碳

排放统计、核算、计量、报告、核查、评价工作机制。强化重点领域节

能监察，完善日常监测、现场检查、抽查核查制度，全面规范企业用能

行业。建立通报批评、用能预警、约谈问责等工作机制，落实各地节能

降碳工作责任。发挥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作用，加强对违规企业失信的联

合惩戒。（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生态环境

厅、省市场监管局，各市相关主管部门）

（三）发挥政策合力。



落实节能专用设备、技术改造、资源综合利用等方面税收优惠政策，

积极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企业开展节能降碳技术改造，支持金融机

构向碳减排效应显著的重点项目提供高质量的金融服务。对能效达到标

杆水平的重点技术改造项目，加大用能、土地、金融等要素的倾斜支持。

严格执行节能降碳相关政策，加大绿色电价、节能监察、环保监督执法

等调节、督促力度，建立落后产能限制用能机制。严格落实有关产能置

换政策，加大闲置产能、僵尸产能处置力度，加速淘汰落后产能。（责

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财政厅、省生态环境厅、

省市场监管局、人行石家庄中心支行、河北证监局，各市相关主管部门）

（四）强化宣传引导。

充分利用政府部门、行业协会、新闻媒体等渠道，加强政策宣传解

读，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形成良好舆论氛围。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和热点

问题，传递以能效水平引领重点领域节能降碳的坚定决心。传播普及绿

色生产、低碳环保理念，深入广泛报道节能降碳改造升级取得的进展和

成效，营造全社会共同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的良好社会环境。（责任

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生态环境厅、省市场监管

局，各市相关主管部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