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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免费的午餐”
作为上海新亚药业有限公司的能源主管，老秦算是

上海滩上最早接触“合同能源管理”这个新词的少数人之

一。“当时实际上并没有弄明白这个玩意是怎么回事，只是

以为是由施工方先垫资，而我们在后面分期付款。”懵懵懂

懂之间，上海首例“合同能源管理”模式执行案例就此诞

生。 

根据老秦的回忆，2001年，上海节能服务中心为上海新

亚药业有限公司作了一个节能诊断，发现新亚公司年电耗占

总能耗费用的60%，其中循环冷却水系统年耗电量占总耗

电量的13%，而这个循环冷却水系统的设计生产能力大大高

于投产后的实际生产能力，系统很大一部分能耗实际上是

空耗掉了。

2002年，节能服务中心为新亚药业进行了“合同能源管

理”改造，由节能服务中心先垫资250多万元，对新亚药业

的循环水系统进行了节能技术改造。改造完成后，该系统

平均节电率达到65%。根据合同，改造的节能价值在3年合

同期内由新亚药业与节能服务中心二八分成，节能服务中心

不到两年就收回了全部250多万元投资，此后的分成全是盈

利。新亚药业也不吃亏，不仅“白赚”了3年合同期内的节能

效益，3年合同期满后设备与节能效益全归自己所有了。

有了这一次经历，原本“只是想试试看”的老秦，一下

子发现“原来有这么好的事情，不仅可以向浪费要利润，而

且自己还不用投一分钱”，于是在2006年依葫芦画瓢，启动

了对公司的中央空调系统的“合同能源管理”改造。“这个

时候再来谈合同能源管理，已经不再是有各种担忧了，只是

觉得要控制好一些风险。”

“尽管合同能源管理在新亚药业取得了首例成功，但

实际上当时对整个业界的影响并不大。”上海节能服务中心

常务副主任叶文彪坦言，因为观念的滞后，合同能源管理在

国内很长时间内都被当作是一个新概念，真正敢去尝试的

人并不多。“其实，在国外，尤其是美国和日本，合同能源管

理已经是一种非常成熟的商业模式，完全用不着用异样的

眼光去看它。”

来自美国的商业智慧
“的确，在美国，合同能源管理是一套非常成熟的运

作机制。”同济大学建筑节能与新能源研究中心常务副主

任，国内最早从事建筑节能领域“合同能源管理”模式研

究的龙惟定教授在这一点上与叶文彪的观点一致，但在龙

惟定看来，在美国成熟的商业模式并不代表就一定会在中

国也能被广泛认知和接受，“因为源自美国的‘合同能源管

理’并非偶然出现的事物，实是因为美国在商业创新与金融

创新上都非常超前，在这种大环境下，因遭遇上世纪70年代

世界性的能源危机而衍生出的这一模式，引入到环境迥异

的中国，自然会被感到新奇，继之而来的是各种中国化的解

释和取舍。”

“要真正理解合同能源管理，一定要回归其诞生的

本原环境。”龙惟定告诉记者，上世纪70年代，世界出现

能源危机，能源成本成倍增长，迫使各国政府开始关注节

能。“一开始，企业并没有这么紧迫的意识，因为从经济利

益上来讲，节能并不直接关系每个具体的企业和人，有钱可

以多用点，没钱就少用点，于是，对政府而言，除了面向全社

会的倡导之外，还必须试图把这一公益性的事情变成一个

与‘经济’和‘利益’相关的事情，让企业觉得有利可图，这

样才能推动节能的真正开展。”

“美国政府做的事情其实很简单，一是拿出一笔钱支

持国内的几大实验室进行节能技术的研发，并鼓励节能企

业把这些技术应用到实际的节能项目中，二是制定了一套

准入标准，对应运而生的大量从事节能服务企业进行资质

管理，三是把自己的很多政府办公楼宇作为节能项目的工

程让企业进行改造。至于改造过程中的先期资金投入，美

国政府并不管，由整个社会的商业投资和金融服务为这些

节能企业提供。”龙惟定说，正是在这样的市场机制的引导

下，美国的节能服务业迅速兴起，技术、标准也逐步形成了

一套完整的体系，而且随着政府工程的示范，社会的商业楼

宇、工厂也开始越来越多地接受这一模式。

龙惟定告诉记者，合同能源管理能在美国兴起的根本，

虽然有联邦政府希望推进节能的政策意图，但归根结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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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整个美国社会已经非常成熟的项目评估、投资、金融服务

以及契约履行的大环境密不可分。“这样一种商业智慧可以

说是环境的产物。”

长期跟踪研究世界低碳经济走向的中国科技管理研究

院马俊杰博士也认为，合同能源管理作为一种市场化的新

兴模式，与金融环境是分不开的，

马博士告诉记者，节能服务公司的兴起，源于上世纪。

当时节能的需求出现后，大批节能技术开发商和节能设备

开发商迅速出现，并向用能企业展开了猛烈的推销攻势。

面对纷杂的广告和上门推销，用能企业对本企业的节能潜

力心中没数，对众多节能技术的真实性和适用性也无从把

握。此外，由于企业的流动资金全部用于行业发展，突然遭

遇能源危机，节能改造资金无法落实。这时，专业化的节能

服务公司出现了。

节能服务公司以合同能源管理机制为客户实施节能项

目。为客户提供节能潜力分析、节能项目可行性分析、项目

设计、项目融资、设备选购、施工、节能量检测、人员培训等

项目的全过程的服务。向客户保证实现合同中所承诺的节

能量和节能效益。在合同期内，节能服务公司的收益与节

能量直接挂钩；项目的收益主要（50%以上）来自于节能效

益；合同结束后客户得到全部设备和节能效益。

“这是一种双赢的机制，客户获得了节能效益，节能服

务公司也得到盈利和发展。而其中的关键，一是合约履行

的精神，二是完善的社会投资体系，三是标准和规范，也就

是节不节能不是你说了算也不是我说了算，而是有一套体

系指标来评测。这是能源管理合约履行的基础。”马俊杰认

为，合同能源管理的本原，其实就在这些背后的基础之中，

如果没有这些坚实的基础，做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得其

形，未必能得其神。”

引入中国的合同能源管理
合同能源管理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经由国家发改

委、世界银行、GEF中国节能促进项目引入中国。经过10多

年的发展，我国在北京源深节能技术有限责任公司、辽宁省

节能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和山东省节能工程有限公司三

家示范节能服务公司的带动下，已经出现了一支节能服务队

伍。

但是，和中国庞大的节能市场、政府提出的节能减排

目标相比，我国节能服务公司的规模实在太小，其作用也

十分有限。对于个中原因，中国节能促进项目办公室执行主

任、在节能领域工作了几十年的老专家王树茂认为，西方的

节能服务公司来到中国，其管理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国

外的节能服务公司是综合能源服务公司，自身不生产、经销

产品，而中国绝大多数的节能服务公司都是节能设备供应

商。“这些节能服务商只顾卖自己的设备，不愿也没有能力

做整体的综合性节能改造。”

真正让合同能源管理逐渐进入国人视线的，还是愈演

愈烈的全球经济危机。

毫无疑问，从“次贷危机”的泥沼中艰难爬出的全球

经济正在发生一次“革命性”的变化，依赖基础资源、高耗

能、单纯以GDP为导向的发展模式正在被包括中国在内的

世界各国所抛弃，低碳经济、节能产业成为新兴的经济支

柱。

然而，积重难返的传统工业和发展模式，要一夜之间

呈现改变，其艰难可想而知。传统的转型方式在面对这一

变革时显现出来的资金缺乏、动力不足等弊病，“逼着我们

要寻找和摸索出一种创新的机制”。马俊杰博士认为，正是

在低碳经济的发展需要下，合同能源管理的模式才越来越

多地进入人们的视线。“目前，节能产业在我国正展现出前

所未有的广阔前景。但是，在企业中推行节能改造项目，首

先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花了钱，到底能不能节能，能节多

少能？投入究竟能产出多少效益呢？在传统的节能投资方

式中，节能项目的所有风险都由实施节能投资的企业自身

来承担。因此，巨大的潜在风险始终是众多企业面前的拦

路虎，也在整体上导致我国节能经济的发展裹足不前。正

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政府也开始越来越关注合同能源管

理，并从财税政策、资金补贴、金融环境等方便下药，大力

推进合同能源管理在中国的发展。”

不远的将来，巨大的蛋糕？
根据不久前发布的《合同能源管理深度研究报告》，

2010 年节能服务产业产值有望达到800 亿元，增速有望保

持30%~40%，未来行业市场容量有望高达4000 亿元。

国家对合同能源管理的支持也预示着这一新兴模式在

不远的未来将会形成一个巨大的利益蛋糕。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010年3月份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

会议专题研究了加快推行合同能源管理促进节能服务产

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会议指出，要积极推行由专业节能服

巨大的潜在风险始终是众多企业面前的拦路虎，也在整体上导致我国节能经济的发展裹足不前。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

下，政府也开始越来越关注合同能源管理，并从财税政策、资金补贴、金融环境等方便下药，大力推进合同能源管理在中国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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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公司与企业、公共机构等用能单位签订能源管理合同，

提供节能设计、改造和运行管理等服务的新机制。加强政

策扶持和引导，运用市场手段促进节能新技术、新产品

的推广应用，不断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建设资源节约型社

会。

随后，在4月份，发改委、财政部、人民银行、税务总局

四部委下发了《关于加快推行合同能源管理促进节能服务

产业发展的意见》。《意见》提出，将采取资金补贴、税收、

会计和金融四方面措施推动合同能源管理发展。《意见》同

时明确，到2012年，扶持培育一批专业化节能服务公司，发

展壮大一批综合性大型节能服务公司。到2015年，建立比

较完善的节能服务体系，使合同能源管理成为用能单位实

施节能改造的主要方式之一。

《意见》还提出对EMC行业提供税收优惠政策。包括

对节能服务公司实施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取得的营业税应

税收入，暂免征收营业税，对其无偿转让给用能单位的因实

施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形成的资产，免征增值税。以及对合规

企业第一年至第三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四年至第六年减

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6月份，财政部表示，今年中央财政安排20亿元，用于

支持节能服务公司采取合同能源管理方式在工业、建筑、

交通等领域以及公共机构实行节能改造。

有关人士指出，随着政府部门联合落实《关于加快推

行合同能源管理促进节能服务产业发展的通知》的政策细

则出台，在税收、融资渠道、补贴方面进行扶持和补贴，在

这轮强有力的政策推动下，合同能源管理有望迎来新一轮

增长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