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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动态】 
 “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有望实现 

经过各级政府的不懈努力，中国“十一

五”节能减排的目标有望实现，但要实现２

０２０年碳排放强度下降４０%－４５%的

目标，还要付出很多艰苦的努力。 

     为实现“十一五”期间单位国内生产

总值（ＧＤＰ）能耗降低２０%左右的目标，

在“十一五”前四年（２００６－２００

９），中国在结构节能方面主要是淘汰落后

产能，包括淘汰小火电机组６０００万千

瓦，淘汰落后的炼铁产能８７１２万吨、炼

钢产能６０３８万吨、水泥产能２．１４亿

吨，相当于形成了节约１．１亿吨标准煤的

能力。 

   今年中国还计划关停小火电机组１００

０万千瓦，淘汰落后炼铁产能２５００万

吨、炼钢产能６００万吨、水泥产能５００

０万吨，将再形成１６００万吨标煤的节能

量。其中，关停小火电机组１０００万千瓦

的任务已经完成。 

    截至今年７月底，中国在过去５年里淘

汰小火电机组近７０００万千瓦，淘汰的高

耗能、高污染发电能力高于英国现存的发电

装机容量６０００多万千瓦。 

    为推进完成节能减排，在“十一五”前

四年，中央财政和预算投资１２８５亿元用

于节能环保工程，今年还要投入８３３亿

元。中央财政投入的２０００多亿资金只占

全国节能环保总投资的１０%－１５%，这说

明中国为实现节能减排目标付出了巨大的

努力。 

我国将实施科技节能减排工程 国家安排经费 100 亿 

科技部部长万钢表示，科技部已制定专

项行动方案，在“十一五”期间，中央财政

将安排 100 亿元的科研经费，调动全社会

500 亿元的资金投入，实施科技节能减排工

程，规模化推广一批重大节能减排技术，重

点示范推广一批先进适用的节能减排技术，

攻克一批重点行业、重要区域急需的节能减

排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 

    据介绍，针对城市化进程加快带来的重

大挑战，科技节能减排工程将尽快掌握城市

建筑与建材、城市废弃物综合治理、垃圾发

电、汽车尾气等重点领域的先进适用技术，

加快建立城市节能减排监测系统，全面推进

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城市的建设与发展。 

    农村的节能减排形势也很严峻。为此，

科技节能减排工程将大力加强农业废弃物

综合利用技术研究和推广，发展沼气等农村

新能源，减少农业污染排放与村庄面源污

染。 

 

今年底我国将在公共交通领域应用 2 万辆新能源汽车 

１０月４日在天津开幕的今年第四次

联合国气候谈判会议上，科技部发布的《中

国２０１０发展中的清洁能源科技》报告提

出，今年底我国将在公共交通领域推广应用

２万辆新能源汽车。 

    这份报告指出，中国政府已将新能源汽

车作为战略新兴产业之一大力发展。２００

９年，首批１３个“十城千辆”工程示范城

市，在公交、出租、公务、环卫和邮政等公

共服务领域率先推广使用新能源汽车。截至

２００９年底，全国示范推广各类新能源汽

车近５０００辆，有７０多款新产品投入市

场。 

    这份报告还明确指出，到２０１０年

底，中国“十城千辆”示范工程将在公共交

通领域推广应用２万辆以上国产新能源汽

车，带动市场应用１５万辆以上。２０１５

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将发展到１００

万辆以上，２０２０年，新能源汽车市场规

模将达到千万辆级，实现中国汽车工业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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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战略转型。 

【江淮聚焦】 
安徽通过应对气候变化方案 

安徽省政府近日通过了《安徽省应对气

候变化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明确安

徽省应对气候变化的总体目标，在保证实现

到２０１０年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２

００５年降低２０％的基础上，力争２０１

５年再比２０１０年至少降低１５％。  

据了解，按照总体目标，安徽省将积极

开展节能减排，加大科技研发力度，努力增

强适应气候变化能力，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

面：  

减缓温室气体排放。到２０１０年，努

力实现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２００５

年降低２０％；力争２０１５年万元国内生

产总值能耗比２０１０年至少降低１５％。

到２０１０年，使煤炭在一次能源中所占的

比例比２００７年有所下降，占８０％，努

力实现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达到８

５％左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比２００

５年降低３０％的目标。到２０１５年，森

林覆盖率达到３０％左右，单位面积森林蓄

积量达到每公顷６０立方米左右。  

加强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鼓励科技创

新。到２０１５年，使气候变化研究部分领

域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在节能环保汽车和新

型燃料汽车、新能源开发、节能和清洁能源

技术等方面取得较大进展。  

增强适应气候变化能力。到２０１５年

自然保护区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比重达到

６％左右。完善和提高大江大河防洪工程标

准和防洪抗旱减灾体系，加强气候变化和极

端气候事件监测、预测、响应能力以及灾害

应急能力建设。  

 

皖产自主品牌新能源汽车将亮相 2010 工博会 

11 月 9日-13日，2010 中国国际工业博

览会将在上海举行。届时，我省将以“走向

世界的安徽自主品牌新能源汽车”为主题

参展，皖产自主品牌新能源汽车将闪亮登

场。  

省经信委人士介绍，受国家新能源汽车

产业政策和消费政策的影响，我国新能源汽

车正进入一个快速成长期。 

上海市是我国 13 个新能源汽车试点城

市之一，也是 5个私人购买新能源汽车试点

城市之一，而工博会正是宣传、展示、交易

新能源汽车的最好平台。我省此次积极参与

工博会，将为我省自主品牌新能源汽车提供

一个闪亮的舞台。  

安徽首个低碳物流园区发展规划通过评审 

９月２５日，由北京交通大学发展战略

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博士生导师张文松教授

负责编制的《安徽益民低碳物流园区发展规

划》通过评审。据悉，这是安徽省首个低碳

物流园区的发展规划，可以指导安徽物流发

展，有效提高经济运行质量。 

    专家表示，规划首次提出了“低碳物流

园区”的概念并融进了园区的功能规划中，

在运输管理、仓库管理、办公管理、绿化设

计、水循环、屋顶设计、光伏照明、产品包

装、道路及地面设计等环节对低碳标准进行

了针对性的规划设计，对指导我国物流园区

规划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根据规划，该物流园区将以低碳为主要

诉求点，以建设高效、绿色的第四方物流园

区为导向，通过高效的信息平台整合社会资

源，在履行社会责任的同时，实现服务、信

息化和利润的同步增长。  

    安徽益民低碳物流园区位于天长市汊

涧镇宁连公路（２０５国道）与３１２国道

交汇处，规划总占地面积２０００亩，划分

为四大功能区：仓储配送区、物流增值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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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汽车交易区和新农村小区。 

【节能名企】 
马钢节能减排彰显大智慧  

马钢在提前完成“十一五”节能减排

目标后，又着眼构建循环经济社会，从更广

大的时间、空间上谋划节能减排，显示出企

业发展的大智慧。 

    马钢新区的第四钢轧厂，当国内不少钢

铁企业限电限产，让路节能减排之时，这里

却是机器轰鸣，产销两旺。因为马钢已经提

前完成了“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 

    提前完成“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对

马钢的管理者来说，并不意外。作为能源资

源密集型企业，马钢一贯以对社会、对环境

高度负责的态度认真抓好节能减排工作，近

年来已投入 50 多亿元，专项用于资源综合

利用和环境治理。 

    正因为如此，面对国家越来越严厉的节

能减排措施，马钢显得格外从容。马钢正以

构建循环经济社会的全新理念，从更广大的

时间、空间上谋划节能减排。马钢最近和马

鞍山第二发电厂联手，按构建循环经济社会

的意识，促进共同火力，实现双赢，如果这

个建成，在全国是第一家。 

此外，马钢公司将信息化引入企业节能

减排中，企业节能减排正从单体节能向系统

化综合节能迈进，他们开发的“大型钢铁企

业系统节能减排信息与控制技术研发”项

目，正成为企业发展低碳经济和节能减排的

“加速器”。 

安徽中节能大功率 LED绿色照明项目 

顺利通过专家组可行性论证 
2010年 9月 3日，在安徽工程咨询研究

院组织下，由合肥工业大学、省轻工厅、煤

炭工业合肥设计研究院的专家和市发改委

的代表组成的专家组对该公司申报的《大功

率 LED绿色照明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

论证，认为项目建成后可以为社会提供高效

节能照明灯具，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显著，

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建设十分必要。 

安徽首批节能服务企业名单出炉 填补节能服务业空白

日前，省发改委、省财政厅联合公布了

安徽省首批节能服务企业审核备案名单。通

过省级审核备案的节能服务公司，可在全省

境内开展合同能源管理工作，为用能单位提

供节能诊断、融资、改造等服务，并通过分

享节能效益方式回收投资和获得合理利润。 

同时，还可以申报安徽省全社会节能专

项资金支持；符合《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

委关于印发〈合同能源管理财政奖励资金管

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要求的项目，还可以

申报国家专项资金支持。 

  安徽省第一批节能服务公司审核备案

名单： 

1.安徽海螺川崎工程有限公司 

2.安徽节源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3.安徽华特绿源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4.安徽擎天热力冷气工程有限公司 

5.安徽中节能投资有限公司 

6.安徽省嘉惠节能新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7.安徽省科捷再生能源利用有限公司 

8.安徽瀚洋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9.安徽君晟节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0.安徽新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1.安徽坤泰节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2.安徽振发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3.合肥顺丰机电产品有限公司 

14.阜阳市节能化工工程有限公司 

15.安徽博瑞特热能设备有限公司 

16.马鞍山天州节能工程有限公司 

17.安徽省合肥市迪菲尔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18.安徽中能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19.安徽思瑞曼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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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合肥超微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1.安徽泰坦连成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地方实践】 
合肥新能源发电蓝图前景广阔  

合肥肥西100.8兆瓦光伏发电接入系统

项目正在进行接入合肥电网系统设计，其装

机规模位居亚洲第二。该项目的建成使用对

推进合肥乃至安徽地区太阳能利用及光伏

发电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据合肥供电公

司统计，截至目前，到该公司申请并网的新

能源项目已达 15 个，累计并网规模为 149.1

兆瓦。此外，合肥市规划建设的 4座垃圾发

电厂中，龙泉山电厂一期 3台 957千瓦的机

组已并网发电。未来除对该厂再扩容一倍

外，还将在城市的东部、西南、北部三个方

位各建设一座垃圾焚烧发电厂。垃圾焚烧发

电可以减少垃圾对环境的污染，变废为宝，

太阳能则是可再生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

竭，新能源发电的前景广阔。 

在合肥，新能源发展的优势和基础十分

坚实。有关数据显示，合肥地区多年平均日

照数在 2100小时左右，日照百分率为 48%，

除 6月中旬的梅雨季节外，全年太阳能资源

较为稳定。从生物质及废弃物资源方面来

看，可利用的资源也不在少数。合肥市农作

物年产秸秆260万吨以上，大多数用于还田，

农村自用，甚至焚烧，有较大潜力；生活垃

圾废弃物一年约有 69 万吨(每天约 1900

吨)，其中餐厨垃圾类占 60%以上，废塑料占

8%，纺织物占 2%，这些都可以加以利用。 

淮北市加快发展低碳经济  

淮北市发改委日前采纳致公党淮北市

委建议，出台了《淮北市低碳经济试点实施

方案(初稿)》，启动《关于加强“十二五”

时期发展低碳经济的专题研究》。 

    淮北市是一座典型的煤炭资源型城市，

长期以来，在特定的自然资源条件和传统的

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两方面作用下，淮北市

工业一直依赖煤电产业。2009 年，淮北市委、

市政府提出“推进科学发展、加快城市转

型”的口号，加快工业结构调整步伐，大力

发展食品加工、机械制造、新材料、生物医

药等低能耗产业，不断降低煤炭在工业经济

中的比重。虽然这一系列措施取得了较好效

果，但煤电等高耗能产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

期内仍将是该市的支柱产业，调结构促转

型、节能减碳促发展任重而道远。 

    为此，致公党淮北市委提交了《关于发

展低碳经济，加快城市转型》的提案，建议

把发展低碳经济、循环经济提升到淮北市经

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高度，  

    该提案受到淮北市政协的高度重视，被

列为 1号重点提案，不仅出台了《实施方案

(初稿)》，同时制定了新兴产业发展规划，

上报了一批低碳经济项目并获得了国家资

金支持。 

安大学子用轮滑代步宣传低碳 

10 月 2 日，参加“绿色生活，畅行天

下”2010 安徽大学学子低碳世博轮滑行活

动的数十位学子，冒着淅沥的秋雨，来到芜

湖方特欢乐世界，向芜湖市民及来自全国各

地的游客，宣传环保知识，倡导绿色生活。

数百名芜湖市民、外来游客纷纷签名表示支

持。 

  本次活动为期 7天，途经合肥、巢湖、

芜湖、马鞍山、南京、苏州、昆山、上海等

7个城市，他们希望，在他们携带的 30 米环

保长卷上，能够征集满10000个市民的签名，

以显示市民对绿色、低碳生活的倡导。之所

以称为“轮滑行”，是因为参加本次活动的

同学，在进入城市后，只要路况许可，就会

利用脚上的轮滑代步，而放弃一切可能产生

尾气的交通工具。 

据悉，7天后，这覆满了 10000 个安徽

人签名的环保长卷，将被送到本次活动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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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世博会安徽馆，作为一种特殊的展 品向世人展示。 

【科技前沿】 
高效生物燃料 不再与人争粮 

荷兰特文特大学４日发布新闻公报说，

该校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新方法，可以更加

高效、廉价地从农林废料中提取生物燃料。 

  该校萨沙・科尔斯滕博士介绍说，现有

生物燃料生产方法多数首先采用高温分解，

从生物质原料中提取出混合产物，而后再将

这种混合产物与氢在高温、高压及催化剂作

用下进行反应，之后的产物可以直接通过精

炼得到生物燃料。而新方法则主要着眼于混

合产物与氢进行反应的生产阶段，通过特殊

工艺提高生产效率，并且通过减少氢的用量

来降低成本。 

这种新方法适用于使用秸秆、树木等农

林废料为原料进行的第二代生物燃料生产

流程。与使用糖类和淀粉类原料生产的第一

代生物燃料相比，不会出现生物燃料“与人

争粮”的局面。 

神奇干水：一粒包含一水滴 抗温室效应 

“干水”这个名词似乎很新鲜，而且听

起来有些自相矛盾。不过，英国利物浦大学

科学家近日确实已研制出神奇的“干水”。 

    这种物质有些像糖粉，它将能够让化学

物质的利用方式产生革命性变化。“干水”

的每一个粒子都包含

一个水滴，这个水滴

周围包裹着一层沙质

硅膜。所以说，所谓

的“干水”，其 95%

的成份其实仍然是

“湿水”。 

    科 学 家 相 信，

“干水”可以用来吸

收和捕捉温室气体二

氧化碳，从而可以部分解决全球变暖问题。

实验显示，在吸收二氧化碳方面，“干水”

的效率要比普通水高出三倍。实验还证明，

“干水”可以用来存储甲烷，并能够充分利

用天然气潜在的能量。 

    “干水”的另一项应用，那就是利用

“干水”作为一种催化剂来加快氢与马来

酸之间的化学反应。这一反应可以生成琥珀

酸，而琥珀酸

又是广泛应用

于制药、食品

制造等领域的

关键原材料。 

研究人员

相信，这种技

术可以用来生

产“干”的乳

剂，也可以使

两种或更多种不可混合的液体(如水和油)

混合在一起。干乳剂可以使有害液体在存储

和运输过程中更安全、更容易。 

英国研发出新型“贴膜”太阳能电池 

英国莱斯特大学与一家挪威公司合作

研发的新型太阳能电池，能像玻璃贴膜一样

使用，既透光又发电。这项革命性技术可在

5 年内投入使用，有望把每一扇窗子都变成

一台太阳能发电机。 

以往的薄膜太阳能电池，可与建筑完美

结合，又可作为一种新型建筑材料，但光电

转换效率和光致衰退率的不足，让其发展似

乎遭受一定的瓶颈。 

新型的“贴膜”太阳能电池膜非常薄，

能“把窗户变成一台台发电机”。其可以

贴，也可以在制造过程中直接加到玻璃窗或

其他建筑材料上，即使大面积铺设，也比传

统太阳能装置的投资要节省许多。甚至它还

能加在汽车顶棚上为电池充电。 

目前，小块的电池片材料已经成型，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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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的下一个目标是系统化完善该技术，让电 池效率达到 20%或更高。 

太阳能发电新工艺可同时利用光和热 

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发出一

种太阳能转换新工艺，该工艺可同时利用太

阳的光和热来产生电力，其产生电力的效率

要比现有方法高出两倍多。  

与目前使用在太阳能电池板中的光伏

发电技术不同，新工艺不会随温度升高而降

低效率，因此可在更高温度下工作。这种被

称为“光子增强热离子发射”（PETE）的新

工艺，其效率将大大超过现有的光伏及热转

换技术的效率。 

研究小组通过在一片半导体材料上喷

涂一薄层金属铯，使材料具有了利用光和热

来产生电力的能力。研究证实，这一新工艺

将不再基于标准的光伏发电机制，能在很高

的温度条件下产生类似于光伏发电的反应，

而且温度越高，工作效率越高。 

PETE 工艺应用于太阳能聚光器时所能

达到的效率高达 50%，和余热循环系统相结

合，则效率可达 55%—60%，这几乎是现有系

统的 3倍。 

研究人员表示，PETE 工艺大大增强了太

阳能发电的可行性，即使达不到最佳效率，

只要能将转换效率从 20%增加到 30%，其整

体转换效率也将在原有基础上提高 50%。 

高能物理氧化：吃进去的是蓝藻 吐出来的是清水 

蓝藻已成为我国湖泊、河流等水体的

主要污染之一。即使各地投入大量人力、物

力来治理，甚至引长江水等来个“大换汤”，

但似乎爆发程度愈演愈烈，涉及范围也越来

越广，成为难以攻克的“顽疾”。 目前，一

种“高能物理直接氧化蓝藻处理系统” 为

蓝藻处理和湖泊富营养化治理提供了新思

路和方向。 

高能物理直接氧化蓝藻处理系统能根

据湖面藻密度，自动调节进水深度，尽可能

多地收集蓝藻，提高藻浓度并降低处理系统

能耗。蓝藻主要成分是氮、碳、磷、脂肪和

蛋白质。氮被分解成水和氮气，磷在羟基化

作用下和水体中的钙（Ca）、镁（Mg）、铁（Fe）、

铝（Al）)等物质络合生成磷酸盐类物质被

沉积和水体分离，而释放出的藻毒素在超氧

负离子作用下被氧化分解。 

高能物理直接氧化蓝藻处理系统处理

费用低，折合 0.01元/平方米，藻处理率达

99％、无二次污染；将蓝藻的收集、分离与

处理集中在一起，省去了长距离运输和堆积

土地的费用，并能做到随时收集随时处理，

不存在分离后的藻浆堆存情况，避免了二次

污染。尤其是系统紧凑，可安装在船上，随

时能前往任何发生蓝藻污染地区进行处理，

具有广阔的运用前景。 

柴油-LNG 混合动力第一船  低碳航运新纪元 

京杭运河苏北段，是京杭运河运量最

大、密度最高的河段之一，也是南水北调工

程的重要枢纽中心。随着航运量的不断增

长，船舶尾气污染严重和包括燃油泄漏污染

水域的问题，也越来越得到重视。 

为了切实解决水环境污染这一老大难

问题，船用柴油 LNG 混合动力改造项目项目

组对 3000 吨级“苏宿货 1260”号船进行改

造。该船采用混合动力后，动力完全满足原

船的要求，速度和原船相当，并且运行稳定，

柴油的平均替代率达到 60%—70%，在混燃模

式下，硫氧化合物百分之百实现了减排，氮

氧化合物减排 85%—90%，二氧化碳也可以减

排 15%—20%，同时噪音、烟尘和废油水的排

放也大为降低。如果按照目前京杭运河一条

船一年平均消耗 60 吨柴油，以替代率 70%

计算。一条船采用柴油-LNG混燃模式后变为

烧 42吨 LNG和 18吨柴油。按柴油和 LNG的

价格差 2000元/吨计算，一条船一年可节省

燃料费用为 84000 元。 

这种采用柴油-LNG 为燃料的混合“蓝

色动力”船舶——“苏宿货 1260”号货船，

被誉为我国内河柴油-LNG 混合动力第一船，

开启了我国水运史低碳航运的新纪元，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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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了我国内河航运清洁能源船舶“零”的 突破。  

【省情瞭望】 
云南淘汰落后产能 4 年减排二氧化碳 2100 万吨 

2006年以来，云南省节能减排投入不断

加大，设立节能减排专项资金，把差别电价

电费作为专项资金重要来源，每年省级财政

预算安排 1亿元节能减排专项资金，用于重

点节能减排项目和技术推广应用。2008年、

2009 年两年，省级财政下达节能专项资金和

减排专项资金共计 4.52 亿元。在钢铁、煤

炭、建材、化工、有色等重点耗能行业实施

“六大”节能工程，“十一五”以来共实施

300对个节能示范项目，每年节能量超过200

万吨标准煤。“十一五”以来，全省淘汰落

后产能进展顺利。截至 2009 年底，全省累

计淘汰火电 92.8 万千瓦、炼铁 306 万吨、

炼钢 80万吨，铁合金 43万吨、水泥熟料 1325

万吨、电石 15万吨、黄磷 11万吨，炼焦 728

万吨、造纸 5万吨。淘汰落后产能实现节能

量约 810 万吨标准煤，折合二氧化碳减排

2100万吨。  

河北邯钢一次性淘汰落后炼钢产能 214 万吨 

  9月 28日，河北省副省长张杰辉宣布拆

除河北钢铁集团邯钢公司 3 座 25 吨转炉，

邯钢一次性淘汰落后炼钢产能 214万吨。至

此，邯钢已累计淘汰落后炼钢产能314万吨，

累计淘汰炼铁产能 170 万吨。邯钢今年淘汰

落后产能任务全部完成。 

  据了解，此次拆除的 3 座 25 吨转炉，

自 1965 年投产以来累计产钢 2800 万吨，是

邯钢第一批炼钢转炉，生产出了邯钢第一炉

钢水，结束了邯钢有铁无钢的历史，为国家

建设和邯钢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在淘汰落后产能的同时，邯钢进一步加

快结构调整步伐，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全面

推进新区建设。邯钢新区项目总投资 196亿

元，建设 460 万吨钢的精品板材生产线，整

体装备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目前，邯钢新区

一期工程于 2008 年 11 月 17 日已经全线贯

通，二期工程将于 2010 年年底全面建成，

新区产品主要瞄准国内短缺的轿车面板用

钢、船体用结构钢、高耐候性结构钢和高级

管线钢等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等高端

精品板材。 

  邯钢新区在一年半时间里，不仅迅速实

现全面达产达效，而且成功研发出9大系列、

50多个新的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品种，14

项可比指标居行业领先水平 

山东扶持合同能源管理 企业可“免费”节能改造 

山东省近日出台鼓励合同能源管理的

２６条意见，大力推动节能服务机构发展。

据介绍，这种节能方式利用企业节约出的能

源收益来支付节能改造成本，从而可使部分

企业实现零成本减排。  

  为鼓励合同能源管理发展，山东省制订

了一系列支持措施。其中包括，放宽节能服

务机构的准入条件，鼓励国内外技术、资金

密集型的专业服务机构进入山东；全省各类

机关在实施节能改造时，应积极采用合同能

源管理的方式进行，鼓励用能单位通过合能

源同管理实施“十大节能工程”；税收方面，

节能服务公司自项目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

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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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规划，到２０１２年，初步建立

起市场化的节能服务体系；到２０１５年，

节能服务企业的服务领域进一步拓宽，节能

服务产业不仅服务省内市场，还将向省外和

国外扩展，带动全省节能技术和节能装备产

业快速发展。  

  山东是我国经济大省，又是能耗大省，

２００９年全省消耗一次能源折合标准煤

约３亿吨，约占全国总消耗量的１０％，居

全国第一。“十一五”前四年，山东万元Ｇ



 

 

ＤＰ能耗累计降低１８．５％，连续３年被

国家考核为超额完成节能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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