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津市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合理用能评估和

审查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本市节能工作，规范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合理用能评估和审

查工作，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节能工作的决定》（国发〔2006〕28 号）、《天津

市节约能源条例》及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本市行政区域内新建、改建和扩建的固定资产投资

项目。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设计和建设，应当遵守合理用能标准和节能设计规范，

其可行性研究报告或项目申请报告必须包含合理用能的专题论证内容（见附件）。

第三条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在审批、核准前，必须进行合理用能审查，在备

案前应征求节能行政主管部门意见，以促进合理利用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从源头上杜绝能源的浪费，促进本市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第四条 市经委是全市节能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市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合理

用能评估和审查工作，并进行监督管理。各级发展改革、财政、规划、国土、建

设、交通、水利、安全监管、环保等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做好相关工

作。区县工经（贸）委等区、县节能行政主管部门和市开发区、保税区、高新区

节能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本办法负责本区域内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合理用能审查，接

受市经委的工作指导与监督。

第五条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合理用能审查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提高办事效率，提供优质服务。

第六条 年能耗 1000 吨标准煤以上（含本数，下同）或年耗电在 300 万千

瓦时以上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应当委托合理用能评估机构对项目可行性研究报

告或项目申请报告的合理用能专题论证内容（节能篇）进行评估，并出具合理用

能评估报告。合理用能评估管理办法由市经委另行制定。

第七条 合理用能评估报告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项目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本市有关规定；

（二）项目是否符合中国节能技术政策大纲和行业节能设计

规范；

（三）项目的用能总量及用能种类是否合理；

（四）项目的设计是否采用先进工艺技术，是否达到国内能耗先进水平或国

际先进水平，其单位建筑面积、设备工艺和产品能耗是否达到国家和本市规定的

标准；

（五）是否严格执行国家明令推广或淘汰的设备、产品目录；

（六）项目的能耗指标、采用的节能技术措施和预期达到的节能效果分析；

（七）项目合理用能的综合评估意见；

（八）法律、法规或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其他内容。

第八条 市经委负责审查年综合能耗 2000 吨标准煤以上或年耗电 500 万千

瓦时以上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对符合条件的发放《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合理用能

审查决定书》。区县工经（贸）委等区县节能行政主管部门和市开发区、保税区、

高新区节能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审查年综合能耗 2000 吨标准煤以下或年耗电 500

万千瓦时以下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对符合条件的发放《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合理

用能审查决定书》，其中，对年综合能耗 1000 吨标准煤以上或年耗电 300 万千瓦

时以上的项目，在作出审查决定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将审查情况报市经委。建



筑节能的监督管理按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执行。

第九条 申请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合理用能审查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合理用能审查申请书》；

（二）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三）项目基本情况表；

（四）项目节能措施综述；

（五）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或项目申请报告；

（六）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合理用能评估报告；

（七）申请单位主管部门意见；

（八）根据合理用能评估报告意见需补充的材料；

（九）相关节能设计标准和规范；

（十）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关部门规定的其他材料。

第十条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合理用能审查程序为：

（一）合理用能审查部门在接到申请后的 5个工作日内确定是否受理，并通

知申请单位。如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要求的，应当场或者在接件 5个工作

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单位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二）对提交的项目材料进行审查，必要时应进行现场勘查；

（三）对审查合格的项目，合理用能审查部门应在 15 个工作日内出具《固

定资产投资项目合理用能审查决定书》，如需进行现场勘查的，可延长 20 个工作

日；审查不合格的，向申请单位出具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第十一条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自合理用能审查通过之日起，两年内仍未开工

建设或有其他原因需要取消审查的，合理用能审查部门可以取消审查决定。

第十二条 通过合理用能审查的项目，在实施过程中遇有建设规模、建设内

容、节能技术方案等发生重大变化的，项目单位应及时以书面形式向原审查部门

报告，由原审查部门出具书面确认意见或要求其重新办理审查手续。

第十三条 项目审批、核准或备案部门应严格把关，对未进行合理用能审查

或未通过合理用能审查的项目，一律不得审批、核准或备案，不得享受国家有关

优惠政策，更不得批准开工建设；对擅自进行审批、核准或备案的，要依法追究

直接责任人的责任。

第十四条 合理用能审查部门可委托有资格的节能监测（察）机构对通过合

理用能审查的项目实施监督。

第十五条 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认真履行职责，加强项目建设和运行过程中

的监督检查，确保节能措施与能效指标的落实；对建设内容和生产行为违反已审

查节能措施的，要责令停止施工并限期整改，同时依法追究相关单位的法律责任。

第十六条 项目正式竣工验收前，建设单位应报请合理用能审查部门进行合

理用能的竣工检验。对未达到合理用能标准和节能设计规范要求的，不予验收。

第十七条 合理用能审查部门要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和本规定，对在项目

审查过程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索贿受贿的，根据情节轻重，依法

追究其责任。

第十八条 对在合理用能评估和审查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

予表彰和奖励。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合理用能专题论证的主要内容



附件

合理用能专题论证的主要内容

一、设计依据和主要原则

（一）设计依据。

1.国家现行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有关规划、产业政策、准入条件；

2.本市有关规定；

3.行业标准、规范，技术规定和技术导则；

4.其他。

（二）主要原则。

1.工艺、技术选择原则；

2.厂区布局和车间工艺平面布置原则；

3.设备选择原则。

二、能源品种选用和项目能耗

（一）能源品种选择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分析，项目所在地能源供应情况分析。

（二）项目能耗指标及计算。

1.主要能耗设备。

2.设计纲领的年综合能耗，分品种产物能耗总量；单位产品（产值）综合能

耗、可比能耗，按单一能源品种考核的实物单位能耗（如每吨电解铝耗电）、主

要工序（艺）单位能耗（如钢铁企业的焦化、炼铁工序能耗等）。

表一：主要能源和含能工质的品种及年需要量

序

号

主要能源

及含能工

质名称

计量单位
年需要量 其 中

备注
购入量 自产量 其他

实物 标煤 实物
折算

系数

折标

煤

实物 实物 实物

折标煤 折标煤 折标煤

1 电 MWh t

2 动力煤 t

3 天然气 m3

4
液化石油

气
t

5 柴油 t

6 新鲜水 kt

7 蒸汽 t

8 压缩空气 km3

9

10



年总需要

折 标 煤

(t)

包括采暖

不包括采暖

（三）能耗分析。单位产品能耗、主要工序（艺）能耗指标国际国内对比分

析，设计指标应达同行业国内先进水平，有条件的重点产品应达国际先进水平。

表二：能耗指标比较表

序号 类 别 项 目 单 位 本设计指标
行业规

定指标

1 产品能耗指标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标煤） t /单位产品

2
工艺专业能耗指

标

单位产品###工序综合能耗（标煤） t /单位产品

单位产品###工序综合能耗（标煤） t /单位产品

单位产品###工序综合能耗（标煤） t /单位产品

3
公用专业能耗指

标

功率因数

每 km3 压缩空气耗电量 kWh

三、节能措施综述

（一）新工艺、新技术采取的节能措施及其节能效果；主要工艺设备的能效

指标；

（二）主要耗能设备和换热设备的热效率和热力指标；

（三）余热、余压、放散可燃气体回收利用情况；

（四）炉窑、热力管网系统保温措施；

（五）能源计量仪表配置情况；

（六）供、变电系统的能效指标和节电措施，泵类、风机、空压机和空调、

制冷设备等通用机械设备的能效指标；

（七）其他能耗和节能措施等。

四、单项节能工程

未纳入建设项目主导工艺流程（如热电联产）和拟分期建设（如高炉炉顶压

差发电）的节能工程，详细论述工艺流程、设备选型、单列节能计算、单位节能

量造价、投资预算以及投资回收期等。

五、能源管理

能源管理情况和能源管理人员的设置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