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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54/2021_2022_2009_E5_B9_

B4_E5_85_AC_c26_554061.htm “节能减排”政策背景： 节能

减排指的是减少能源消耗和降低污染物排放。 我国经济快速

增长，各项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但也付出了巨大的资源和环

境代价，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趋尖锐，群众对环境

污染问题反应强烈。这种状况与经济结构不合理、增长方式

粗放直接相关。不加快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资源

支撑不住，环境容纳不下，社会承受不起，经济发展难以为

继。只有坚持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才能实现经

济又好又快发展。同时，温室气体排放引起全球气候变暖，

备受国际社会广泛关注。进一步加强节能减排工作，也是应

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迫切需要，是我们应该承担的责任。 《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

提出了“十一五”期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20%左右

，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的约束性指标。这是贯彻落

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举措；是建设

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必然选择；是推进经济结构

调整，转变增长方式的必由之路；是提大侠民生活质量，维

护中华民族长远利益的必然要求。 我国“节能减排”工作面

临的问题： 一、干部的认识尚未完全到位。由于科学的干部

政绩考核体系尚未完全建立，许多地方对干部的考核仍主要

侧重于经济增长、招商引资等内容，加之现行财税体制方面

的问题，一部分地方片面追求经济发展，把GDP增长作为硬

任务，把节能减排作为软指标，特别是一部分市(地)和县(市)



还不够重视，还没有制订节能减排总体性方案，责任不够明

确，措施也不够具体。 2、淘汰落后产能总体进展缓慢。除

淘汰小火电工作按计划进行，淘汰落后钢铁、有色、水泥产

能工作正在推进之中外，造纸、酒精、味精、柠檬酸等落后

产能淘汰工作起步晚，进展迟缓；淘汰不彻底，一旦市场行

情好转，落后产能容易东山再起。 三、节能减排重点工程建

设滞后。今年计划现有燃煤机组脱硫设施投运3500万千瓦、

设市城市增污水处理能力1200万吨/日(不含原有污水处理厂增

加处理水量)，但上半年分别仅完成31%、25%。 四、激励政

策不完善。鼓励研发、生产和使用节能环保产品以及抑制高

耗能、高排放产品的财政税收政策还不完善，影响节能环保

技能、设备、产品的研发和推广。 五、价格机制不健全。一

部分资源性产品的价格不能充分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和市场供

求关系。资源性产品的前期开发成本、环境污染的治理成本

和资源枯竭后的退出成本没有在价格中弄来充分体现，企业

开发利用资源的外部成本没有内部化。资源性产品价格水平

普遍偏低，如煤炭价格、居民用电价格、供水价格没有反映

资源补偿和环境成本。 六、监管不到位。覆盖各省(区、市)

的节能监察体系至今尚未建立，节能执法主体不明确，节能

监察队伍能力建设滞后，法规政策的实施没有监督保障。现

有环境法律法规对违法行为处罚力度弱，环保部门缺乏强制

执行权。有的地方政府保护环境违法企业，干扰环境执法。 

七、基础工作薄弱。能源计量、统计等基础工作严重滞后，

能耗和污染物减排统计制度不完善，有些统计数据准确性、

及时性差，科学统一的节能减排统计指标体系、监测体系和

考核体系尚未建立，各级政府部门能源统计力量不足，统计



经费落实困难，不适应节能减排工作的要求。 实现“节能减

排”的对策： 一、强化政府责任，建立政府节能减排工作问

责制。一方面，将节能减排指标完成状况纳入各地经济社会

发展综合评价体系，作为政府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和企业

负责人业绩考核的重要内容，实行问责制和“一票否决”制

。另一方面，加大执法和处罚力度，公开严肃查处一批严重

违反国家节能管理和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典型案件，依法追

究关于工作者和领导者的责任，起到警醒教育作用。 2、加

大政府引导资金的投入，完善相关政策，形成节能减排的激

励和约束机制。政府应在财政预算中安排一定资金，采用补

助、奖励等方式，支持节能减排重点工程、高效节能产品和

节能机制推广、节能管理能力建设及污染减排监管体系建设

等。同时制定节能、节水、资源综合利用和环保产品(设备、

技能)目录及相应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

循环经济、环境保护及节能减排技能改造项目的信贷支持，

优先为符合条件的节能减排项目、循环经济项目提供直接融

资服务。另一方面，政府应严格控制建高耗能、高污染项目

，严把土地、信贷两个闸门，提高节能环保市场准入门槛。

加快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同时创模式，深化循环经济试点，

加快发展循环经济。 三、强化企业主体责任，对重点用能单

位加强监督。凡与政府关于部门签订节能减排目标责任书的

企业，必须确保完成目标；对没有完成节能减排任务的企业

，强制实行能源审计和清洁生产审核。坚持“哪位污染、哪

位治理”，对未按规定建设和运行污染减排设施的企业和单

位，公开通报，限期整改，对恶意排污的行为实行重罚，追

究领导和直接责任工作者的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



机关。 四、加快节能减排技能研发和推广。优化节能减排技

能创与转化的政策环境，加强资源环境高技能领域创团队和

研发基地建设，推动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节

能减排技能创与成果转化体系。同时，广泛开展节能减排国

际科技合作，与关于国际组织和国家建立节能环保合作机制

，积极引进国外先进节能环保技能和管理经验，不断拓宽节

能环保国际合作的领域和范围。 五、健全法律法规，加大执

法力度。加快完善节能减排法律法规体系，提高处罚标准，

切实解决“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问题。积极推动节

约能源法、循环经济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

法律的制定及修订工作。同时，组织开展节能减排专项检查

和监察行动，严肃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加强对重点耗能

企业和污染源的日常监督检查，对违反节能环保法律法规的

单位公开曝光，依法查处，对重点案件挂牌督办。 六、建立

和完善节能减排指标体系、监测体系和考核体系。对全部耗

能单位和污染源进行调查摸底。建立健全涵盖全社会的能源

生产、流通、消费、区域间流入流出及利用效率的统计指标

体系和调查体系，实施全国和地区单位GDP能耗指标季度核

算制度。同时，加强能源统计巡查，对能源统计数据进行监

测，并及时向社会公告重点监控企业年度污染物排放数据。 

七、加强宣传，提高全民节约意识。制订节能减排宣传方案

，在主要闻媒体重要版面、重要时段进行系列报道，刊播节

能减排公益性广告，广泛宣传节能减排的重要性、紧迫性以

及国家采取的政策措施，宣传节能减排取得的阶段性成效，

把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观念渗透在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教学

中，对在节能降耗和污染减排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



个人予以表彰和奖励，大力弘扬“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

社会风尚，提高全社会的节约环保意识。 更多信息请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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