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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能源管理模式的中美比较研究

许艳，李岩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北京100872)

摘要：节约能源，降低能耗对于环境保护具有重要的意义。长期以来，中国节能多依靠政府的强制命令，企业

缺少自觉节能的动力。合同能源管理是一种市场化的节能新机制，在90年代引入中国。这种新机制在不增加

政府财政开支的前提下，通过市场来实现节约能源控制污染的目的，同时可促进成熟节能技术的推广，提高整

个社会福利。合同能源管理这种节能新模式在美国已经发展了30多年，中美合同能源管理在政策、技术和行

业标准等方面存在着各种差异，同时在中国不同地区和不同行业间也存在着差别，通过比较分析指出了促进中

国合同能源管理发展时需注意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关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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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in Energy Management

Contracting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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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aving energy and reducing the consumption of energy is very important for environmental pmteefion．For a long

time，energy conservation is mostly depending on the government by force，the enterprises tile lack of the motivation to conserver

energy consciously．Energy Management Contracting is a model based on the market tO 8ave energy，which Wam introduced in

1990s．This mechanism do not bring burden to the goverrtment and Can also control the pollution by market，at the s帅e time．fa—

cilitate the use of mature technology and increase the entire benefits of society．There are alot of difference in the policy．technol-

ogy and the standard of the industry．By analysis the difference among the different Kit-ca and industry in Our country，At last 80me

relevant measures are provided whe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Energy Management Contrac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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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昌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能源消耗和环境污

染也相伴而来，单位GDP能耗是发达国家的三倍，

重要的原因是由于能源总体利用率不高，系统效率

低。考虑到开采、输送后，中国能源效率不到10％，

不到发达国家的一半，这意昧着有90％左右的能源

资源在生产、加工、转换、输送、储蓄和终端利用过程

中浪费了。【11这主要来自于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

不合理，长期以来的节能降耗仅仅依靠节能技术，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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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从系统出发提高能源利用率。一种效果较好节

能技术的应用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能源的利用效

率，但相比于提高整个能源系统效率的作用还是显

得微弱。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节能领域的问

题，应该把能源的利用看成是一个系统工程。合同

能源管理机制就是从系统出发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

机制。

合同能源管理(Energy Performance Contracting)

机制诞生于上个世纪70年代。由于石油能源危机，

使发达国家企业能源费用大幅度提高，各个国家都

转向依靠本国能源、节约能源的能源战略。于是，一

种依赖于市场机制促进节能的新机制——合同能源

管理在西方国家迅速发展起来。它是节能服务公司

(Energy Service Cooperation)和用能单位签订节能合

同，提供能源审计，节能改造方案设计，施工设计，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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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和设备采购，施工，节能量监测和效益保证，设

备运行，保养和维护，项目融资，人员培训的项目全

过程服务，保证实现合同中承诺的节能量和节能效

益，通过与用能单位分享项目实施后产生的节能效

益来实现自身的发展，合同结束后，所有节能效益归

用能单位所有。节能服务公司(ESCO)就是运用合

同能源管理为客户实施节能项目的实体。因此，与

传统的能源管理和节能改造模式相比，合同能源管

理是基于市场的节能新机制，不仅能达到项目节能

减排的社会效益，还能为合同双方带来经济效益，因

此是一种双赢的节能方式。

美国是EMC的发源地也是最为发达的国家，把

对节能服务行业的支持作为节约能源和保护环境的

重要政策措施。中国政府于1998年通过世界银行，

全球环境基金合作形式引进合同能源管理机制，旨

在引进、示范、推广合同能源管理模式，建立基于市

场的节能新机制，目前该项目已进入二期后期，并取

得了一定的成就，初步形成了节能服务市场，但也面

临着一系列的障碍。因此，借鉴发展成熟的外国的

经验并参考中国的基本国情加以修正，对于推动合

同能源管理的近一步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l 美国合同能源管理产业化过程中政府制

定的政策和法规以及发挥的作用

1992年美国两院议会就通过议案要求政府机

构与节能服务公司合作，美国50个州内的46个州

对合同能源管理进行立法，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

容，首先州内的政府建筑必须采用合同能源管理方

式进行节能改造。再次。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合同

能源管理合同的最长年限，(一般各州都规定为10

年，个别可长达15年)。这个法案的实施既不增加

政府预算，又能节约能源，提高能源利用的系统效

率。同时，允许政府机构在不增加政府费用的情况

下，将节能效益与节能服务公司分享。政府除制定

法案外，还订立节能目标，要求联邦机构建筑在

2010年，办公大楼比1985年节能35％，工厂及试验

室节能25％。在客观上为节能服务公司的参与政

府机构节能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目标制定后，通过

政府和节能服务公司的合作，目前政府机构的平均

能耗下降15％。据有关预算，为实现2010年的节

能目标，联邦政府需要60亿美元的节能投资，其中

30亿美元来自于财政拨款，0．8亿美元将来自电力

公司的基金，25亿美元来源于ESCO的合同能源管

理，约占整个节能投资需求的41．7％。

同时，美国各州政府制定电力公司进行综合资

．2．

源规划IfuP(Integrated Resources Planning)的法

案怛1即把能源的开发、节约以及环境作为资源，参与

平等竞争，经过优选，以最低成本为目标的规划方

法，把电力供应侧和需求侧各种形式的资源，综合成

为一个整体进行电力规划，通过在完全相同的基础

上综合利用包括DSM、公用电厂、独立电厂、外购电

厂、热电联产、能源替代等在内的供需侧资源潜力，

使电力规划从狭窄的概念拓宽到更广阔的资源配置

和管理领域，力图以更好的方式，更高的效益达到同

样的能源服务效果。在综合资源规划方案的实施过

程中，依靠基于合同能源管理机制的节能服务公司

挖掘存在的节电潜力，促进节能服务产业的发展。

同时，加州节能服务公司吸引了3万人就业。

美国政府还制定了“联邦政府绩效合同”(Es—

PC)法案，该法案是节能服务公司可直接从能源供

应部门(电力公司)交付给政府机构的账单中取得

节能效益的资金回报，节能效益是由电力公司向政

府机构应交的电费的～部分收取转给节能服务公

司，这个法案实施加快了节能效益分享模式运作的

项目资金回收，减小了节能服务公司的资金风险，在

合同结束后，联邦政府得到全部的节能效益。这个

法案的顺利实施使得美国节能服务产业从1990年

一2003年以平均每年20％的增长率增长。但到

2003年由于经济原因终止了一段时间。这段时间

由于美国节能服务产业对政策不稳预期和信心下

降，加上加州电力危机政府加强电力改革，影响节能．

服务行业的增长。从2000年到2004年期间美国节

能服务产业的年增长率仅有3％。但自从2(XM年

能源价格一直攀升，2005年美国国会对“联邦政府

绩效合同”重新审定，节能服务产业迅速复苏，并以

每年24％的增长率，成为高发展和高利润的行业。

同时，美国能源部对政府机构进行具体的指导和帮

助，制定有关合同能源管理的文件。

此外，美国还制定了多项节能政策，这些政策为

节能服务行业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政策环境，提高

了公众对节能服务的认识。节能政策包含了多个领

域，其中有建筑领域(如National Appliance Energy

Conservation Act-·New Efficiency Standard for Resi—

dential Heating and Cooling)，工业领域(如Federal

Suppoa for Industrial Process Efficiency：Save Energy

Now Campaign)家电产品(如Energy Star)等多个领

域，拓宽了节能服务领域。

1998年由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世界银行、全球

环境基金等共同合作，在中国推广合同能源管理。

世界银行／全球环境基金通过中国政府认可，以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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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和项目运作独立并行的方式推动中国节能服务

产业的发展。在此基础上，中国政府也相应地制定

了涉及到合同能源管理的一系列的政策和法规，主

要如表1所示：

表1 中国有关合同能源管理的政策

时问 政策 条款 内 容

2辫瓣醐c二，嚣星戮擎菱
2005正

6月

推行合同能源管理和节能

投资担保机制，为企业实施
节能改造提供服务

重点推广合同能源管理，为
2006年 千家企业节 ，叨、 千家企业节能改造提供节
4月 能行动方案 、“7 能诊断，融资，设计，改造运

行，管理等一条龙服务

关于印发节I√、J’⋯。
2006年 能减排综合
6月 性工作方案

的通知

20，06曰匀z嘉磊至毳奎7月 箍莲亩。3

加快推行合同能源管理．重
点支持专业化节能服务公司

，。．+、 为企业以及党政机关办公
、⋯w

楼．公共设施和学校实施节
能改造提供诊断．设计，改造
运行，管理等一条龙服务

推广合同能源管理市场化
机制。提高节能技术服务中
心的服务水平和市场竞争

，L、 力，制定<合同能源管理技
、¨ 术规范>。<节能自愿办议

技术规范><节能资源协
议技术规范><节能资源
协议和评估方法

十一五期间 开展能源审计，推行合同能
2006年 全国主要污 ，．、 源管理，自愿协议．电力需
8月 染物排放总

⋯”
求侧管理等节能新机制，促

量控制计划 进节能技术进步

2肾辫箨磊c拟，黜；篚爱瓣觥

国家发改委

2肾瓣篓
的通知

2嚣搿曩莲

健全节能减排服务体系，探
索污染集中治理模式，组织
专家深人开展节能减排咨
询和诊断．鼓励专业化节能
服务公司为中小型企业开

(五) 展节能减排咨询．并提供设
计，培训，融资，改造，运行
管理一条龙服务，完善相关
政策，大力发展产业化，社
会化，专业化的中小节能服
务体系

国家运用财税，价格等政策

，丰，¨ 支持推广电力需求侧管理，
、“V

提高节能技术服务中心的
服务水平和市场竞争力

2嚣鞘耗蚓奏纛㈧

从以上可以看出，与美国相比，中国尚缺少有关

支持合同能源管理模式稳定健康发展的法律环境和

强制性行政命令。同时，在税收、金融、财政等具体

方面缺少国家政策的具体支持。据了解，中国节能

服务产业协会正积极促进国税总局制定有关节能服

务产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同时，中国也于2008年10

月1日实行了《公共机构节能条例》。该条例对公

共机构制定了能源消耗定额，同时，在该条例的第二

十六条规定了公共机构可以采用合同能源管理方

式，委托节能服务机构进行节能诊断、设计、融资、改

造和运行管理，这为中国节能服务行业提供了在公

共机构节能中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2在技术层面上，美国合同能源管理产业和

相关行业的标准分析和相关技术支持

美国除了采取强制性规定——政府性机构需采

取合同能源管理方式实施节能目标以外，还通过制

定各种行业节能标准的市场化方法来推动节能服务

的发展。在这种方法中，政府的角色并不显著，仅通

过颁布节能标准，引导市场需求来促进合同能源管

理机制的发展。在建筑方面通过颁布建筑物的节能

标准，开发和推荐新能源技术等，为建筑行业和节能

服务公司搭建平台，并且该标准每三年翻新一次，让

节能服务公司有参与建筑节能改造的机会。【3 J

在技术层面上，为规范节能服务市场，对节能服

务行业的节能量的验证和测试制定标准。由于在节

能量和节能效益核定的问题上，节能服务公司和客

户之间的信息严重不对称，节能服务公司占有绝对

的信息优势，不仅是项目实施方而且还是节能效果

的认定方。单凭节能服务公司的核定，客户的利益

将无法保证也降低了客户的节能热情，成为各国节

能服务市场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普遍问题。节能量的

正确检验和验证是合同能源管理产业得以顺利实施

的核心，如果没有普遍接受的节能规范和节能衡量

标准，就无法计算实施合同能源管理后的节能效益，

严重地制约了节能服务产业的发展。从合作意图上

来说，对于接受节能服务的民用、商业、企业和政府

机购而言，正确地了解现存的能源消耗是选择节能

服务公司的前提。客户只有基于正确的能源消耗统

计数据，才能意识到本企业的节能潜力和通过节能

项目改造能获得的经济效益，从而使原先被动的强

制节能行为转变为自发的行为，因此，技术在推动合

同能源管理产业的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

美国，从技术层面上对于合同能源管理行业给于了

相关的规定，运用公式对节能效果进行测试和验证

·3·

、J八，L

于节近点关设会重
院建社作知务好型工通围做约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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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ment and Verification)，这个公式是：

节能量=基准年节能耗一改造后年能耗+调整量

其中：公式中的调整量是考虑天气和运行时间，

以及能源价格变化因素等。调整量可以是正的也可

以是负的，是合同双方无法控制的变量。对于节能

量的测算，目前《国际性能验证和测试协议》IPMVP

一2002(中国也是参与国)是美国节能服务行业的

标准。在此基础上，ASHPAE编制了更为详尽的《节

能效果测试方法指导》。同时，美国能源部编制了

《联邦政府节能项目验证和测试指南》，有效地解决

了节能服务市场上的技术问题。L41美国采用该方法

在对建筑节能服务进行测试和标识，制定建筑物节

能和运行管理认证，这些措施成为推动建筑节能服

务市场的一项基础工作，为节能服务公司和客户提

供了节能效益和节能量的参考，同时也为政府正确

实现节能服务行业奖励措施提供了依据。

在节能量的准确核算上，美国的CONECO节能

服务公司还采用一项被称为Power View TM的技

术，该技术是基于国际因特网，可以帮助客户动态的

分析(以小时为单位)电力用户的目前用电状况和

未来可供选择的电力适用方式，通过这项技术可以

为客户提供基准年能耗计算、基准线计算和实际节

能量的验证，同时可以依靠监测数据进行经济分析，

供客户选择最优的改造项目。

目前中国的节能量和效益分享一般采取“协商

确定节能量”的方式，来计算节能效益，这虽然简化

了监测和确定的繁琐过程，但是缺乏科学性∞1。如

何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和行业特征对美国节能服务

行业通用的《国际性能验证和测试协议》标准加以

修正和合理运用有待于我们做更进一步的研究。

3注重差异比较补足优势发展

3．1 合同能源管理的地区差异和行业差异

中国的管理体制、消费水平和意识观念与美国

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在引进一种新的机制时要充分

考虑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美国的节能服务领域

主要集中在联邦政府、大学院校、中小学校以及医

院。而中国目前节能服务产业主要集中在建筑，工

业和交通。就是中国不同的区域之间也存在着显著

的差异，比如在中国首都北京，大型重工业企业少，

第三产业发展迅速，人口数量大，民用建筑多，因此

北京的节能服务领域主要是在民用建筑和政府机构

建筑节能。东北的辽宁是老工业基地，而且气候寒

冷，采暖能耗高，节能服务领域主要集中在供暖系统

节能项目改造。山东是新型的工业大省，主要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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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业节能改造方面。美国的节能服务产业的发展

得益于把合同能源管理机制用于技术和财务上可行

的节能项目，使节能项目对客户和节能服务公司都

有经济上的吸引力。"1因此中国合同能源管理示范

和推广的产业化的初期应有选择合理的节能领域。

同时，不仅有地区差异，还要考虑到不同行业管

理体制之间的差别。合同能源管理产业是一个高风

险、效益回收周期相对较长的行业。在节能服务市

场化形成的初期，有选择性地规避产业初期的技术

和设备创新成本风险，形成核心节能领域尤为重要。

在后期可通过同类项目的开发和复制来提高其节能

项目的运作能力，最终达到提高中国能源利用效率，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保护环境的目的，促进中国能源

机制的转换，以最小的成本达到整个行业乃至国家

的节能事业的长足发展。比如西门子在进人中国节

能服务市场之初将目标放在中国重耗能，节能潜力

较大的石化行业，但是由于中国现有的石化行业是

“垂直管理体制”，单个区域的石化企业没有决策

权。同时，在涉及会计财务制度机制方面，没有独立

的财务支付能力，使得工作效率非常低下。在万般

无奈之下，西门子开始转向扁平式管理体制和财务

支付也比较简单的水泥和自来水管网行业。【8’从这

个案例，可以看出要取得中国市场化节能模式的长

远发展，保证中国能源战略安全，势必要对现有的管

理体制进行反思，制定切实可行、安全有效、适宜中

国具体情况的管理体制。良好的体制设计和外部条

件是节能服务公司得到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

3．2促进中国合同能源管理的措施

3．2．1提高合同能源管理在节能领域的认知度

合同能源管理产业本质上是一种服务型行业，

与传统的以销售产品贸易和工程建设行业有着明显

的差别，它是以能源服务合同的形式向客户提供包

括能源审计、节能改造方案设计、项目融资、原材料

和设备采购、施工、安装以及调试、人员培训和运行

维护、节能效益保证、节能效益分享等一系列综合性

服务一】，美国的大型节能服务公司的主营业务是合

同能源，还包括能源的输送和贸易，以节能为目的的

能源管理咨询，工程承包和建设，以及其他和能源相

关的服务。【1叫从本质上说合同能源管理是终端用户

能源服务的外购契约的安排，通过能源服务决策权

的让度，令组织内部的能源服务活动诉诸于外部承

包商(节能服务公司)【l”这种模式在中国尚不多见，

然而在美国外购非核心业务是很普遍的现象，因此，

推动中国合同能源管理的发展势必要提高合同能源

管理在节能领域的认知度。 (下转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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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低等弊端”j。因此需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多方

筹资，建立一种能自我持续发展集中高效使用资金

的财政机制。同时构筑可续发展的人力资源，加强

科学技术研发，建设立体监测系统、数据信息系统、

环境和灾害预警系统等科技手段，搭建资源共享机

制和平台，促进科研成果转化为管理计划和措施为

厦门市海洋经济与海洋生态的协调发展提供服务。

3 结论

建设海洋生态文明是一项全新的探索。从厦门

的实践与经验来看，它的建立与完善是一项系统的

社会经济与文化工程，随着城市和周边区域经济的

快速发展，向海要地带来的积累性效应将逐步显现，

海洋生态环境面临的压力也就越来越大，厦门海岸

带综合管理需要利用文化系统创新、制度系统创新

和科技系统创新为动力旧J，改善和完善运作机制，进

一步提高海洋经济意识，坚持走海洋环境与海洋经

济和谐发展的道路，才能适应形势变化，不断推进和

发展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为海洋资源经济的可持续

发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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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静态的说明会、研讨会和观摩会于动

态视觉相结合的宣传策略共同推动合同能源管理在

政府机构、学校、医院、房地产开发商和物业管理公

司等相关能耗较大领域的认知度。

3．2．2制定相关政策和节能标准推动合同能源管

理的发展

纵观美国合同能源管理模式的发展始终离不开

政策的大力支持，中国合同能源管理的发展期待政

府的具有强制和稳定性的政策，辅助以不同行业的

市场化指标，制定相应的节能标准。在制定节能标

准和节能量的验证核算时可考虑由企业和行业协会

来共同参与，同时包括银行人员和相关的政府部门

人员，力求制定出的标准有最广泛的接受程度，参考

国际通用的IPMV的方法，还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

况修正，减少节能服务产业不必要的纠纷，建立易于

普遍推广的能耗信息统计、监测和管理系统。采取

第三方用独立，权威的能源审计机构确定节能量，解

决合同能源管理的核心问题。同时，考虑到本国的

具体情况，政府从政策上如完善相关法律和政策规

定。设定成熟的行业规范，招投标程序，扶持本土化

的节能服务公司的发展，保障能源安全，实现节能减

排，控制污染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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