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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3日，北京市发改委与质监局联合向社会公布了《北京市推进节能低碳和循环经济标准化工作实施方案（2015
—2022年）》。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副院长、全国能源基础与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李爱仙在进行解读时表示，《方案》提出
构建体现北京特色、指标水平先进、系统构成完善的节能低碳和循环经济标准体系，其中众多标准是国内首次提出，
这些标准实施后将在全国范围内带来巨大的示范效应，对进一步完善国家及其他地区的节能低碳标准体系，促进标准
化带动节能低碳工作可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明确2022年前标准化工作五大任务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推进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能源需求不断增长，我国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已
经达到或接近上限，特别是京津冀地区，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相对集聚，环保减排压力倍增。刚刚结束的党的十八届五
中全会再次强调要坚持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基本国策，坚持绿色发展，推动建立绿色循环低碳的产业发展体系。李
爱仙认为，这种新形势对节能低碳和循环经济标准化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节能标准化工作的意见》
，北京市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北京市推进节能低碳和循环经济标准化工作实施方案（2015—2022年）》，明确了未来
几年标准化工作的五大任务。

 一是完善标准体系，全面构建相互协同、互为支撑的节能低碳和循环经济标准体系框架。二是支撑标准创制，完善
产业技术创新与标准创制的对接机制，积极推进中关村国家级技术标准创新基地建设，增强标准对产业发展的催生促
进作用。三是加强标准评价，建立地方标准后评价机制。四是强化标准运用，组织开展节能低碳和循环经济标准化工
作试点，建立能效和碳排放“领跑者”制度，为本市相关行业的准入标准提供支撑。五是狠抓标准落实，严格实施固
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制度，严格执行建筑和交通节能相关标准，将强制性能耗限额标准执行情况纳入节能
监察计划，鼓励社会公众参与对节能低碳和循环经济标准实施情况的监督。

 李爱仙认为，《实施方案》针对性地提出创新工作机制、完善标准体系、建立评估、运用与实施监督体系等工作要
求，将有利于进一步加强北京市的节能低碳与循环经济标准化工作，切实发挥标准的基础性、支撑性和规范性作用，
以及在京津冀地区的牵头作用，乃至在全国的引领示范作用，恰逢其时，意义重大。

 在全国率先提出绿色循环低碳发展标准化思路

 今年4月4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加强节能标准化工作的意见》，明确了未来几年我国节能标准化工作的目标
和主要任务。李爱仙介绍，在此基础上，北京市此次出台的《实施方案》则不仅仅关注节能，而是将工作范围进一步
扩展到节水、低碳、循环经济等领域，特别是在全国率先研究提出了绿色循环低碳发展标准化思路，构建形成了节能
、碳排放管理、循环经济以及绿色设计与绿色管理等四大标准体系框架，重点覆盖了建筑、交通、园区等领域，包含
了设计与生产、技术与产品、检测与核查、管理与评价等节能低碳工作的主要要素，是一种全新而有益的尝试。

 在构建节能低碳和循环经济标准体系的过程中，《实施方案》覆盖了生产的每一个环节。如在产业准入环节，突出
总量控制，重点提高用能、用水、用地和碳排放准入要求；在资源能源利用环节，突出利用效率，重点提高建筑系统
能效指标和环境设施的环保指标要求；在末端排放环节，突出强度控制，合理确定全市、功能分区、产业园区、社区
等不同层面的资源能源限额和排放减量值。

 此外，《实施方案》在制定过程十分注重落地和实操性，起草小组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在标准体系框架指导
下，根据工作需要、轻重缓急和可实现程度，提出了第一批3年90余项的拟制修订标准计划，其中众多标准应该是国
内首次提出，如轨道交通节能技术规范、能效领跑者评价导则、绿色生态示范区运营管理规程、宾馆碳排放管理规范
、社区低碳运行管理通则、企事业单位碳中和实施指南节水型林地、绿地建设规范，等等。这些标准若能顺利完成并
发布实施，将在全国范围内带来巨大的示范效应，对进一步完善国家及其他地区的节能低碳标准体系，促进标准化带
动节能低碳工作可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李爱仙认为，本次北京市的标准制定流程严谨有效，以往每年征集项目，现在以3年为周期提出标准制定清单，每
年调整，增强了项目的延续性和灵活性。征集到的项目通过评审后予以立项，通过单位遴选并通过资金评审确定资金
支持额度。编制期间将开展多次专家评审，并公开征求意见，送审报批获准后公布。值得注意的是，从规定立项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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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时间为期一年，避免编制过程延期滞后。同时，本次编制率先提出要建立地方节能低碳和循环经济后评价机制，在
标准发布一年后客观评估其实施的节能低碳和循环经济效益。此外，本次标准复审年限由5年缩短为3年，有效保证了
已有标准的时效性。

 标准的生命力在于应用，在于实施。一直以来，我国节能低碳标准实施存在着薄弱环节。节能低碳标准化涉及各行
各业，覆盖各个环节，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动员各部门以及社会各方力量共同推动标准的应用。《实施方案
》在提出基本建成体现北京特色、指标水平先进、系统构成完善的节能低碳和循环经济标准体系基础上，注重标准实
施和监督工作，在强化主管部门监督抽查、专项检查和集中整治的基础上，畅通举报渠道，鼓励社会公众参与对节能
低碳和循环经济标准实施情况的监督，逐步形成政府引导、市场驱动、社会参与的标准化共治格局，实现政府主导制
定的节能低碳和循环经济标准100%公开、监督执法100%覆盖、强制性标准100%执行、推荐性标准100%鼓励采用的目
标。

 为标准化带动绿色发展发挥示范作用

 2012年，北京市发改委会同市质监局、市财政局联合发布了百项节能低碳标准建设实施方案，经过三年的实践，已
初步探索形成了行之有效的标准制修订机制，各项标准对北京市实施固定资产能评碳评、推行碳排放权交易、推动服
务业清洁生产、建设低碳城市、开展能效领跑者试点等众多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撑，全市万元GDP能耗、碳排放水平保
持持续下降趋势，“十二五”以来，北京以年均1.75%能耗增长支撑了年均7.7%的经济增长，万元GDP能耗仅为0.32吨
标准煤，在全国省级地区最低，这其中节能标准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为国家首都和绿色发展的先行者，北京市将在节能减碳标准体系方面进一步加大力度，继续走在全国前列，发挥
好示范引领作用。李爱仙表示，《实施方案》的目标中强调要努力打造全国节能低碳和循环经济标准创新中心、示范
基地和辐射之源，要持续走在全国前列；在工作任务中提出组织开展标准化试点，建成100个市级节能低碳和循环经
济标准化示范项目；要在交通、公共建筑等重点领域建立能效和碳排放“领跑者”制度，等等，通过标准化的示范，
努力推出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节能低碳与循环经济标准化工作新经验、新措施。这些无不体现了北京打造全国标准
高地、引领绿色发展的责任与担当。

 此外，《实施方案》还提出5个支持，一是支持节能环保低碳领域的产业联盟，加强标准协同创新合作，并将企业
专利融入团体标准；二是支持北京市节能低碳地方标准转化为京津冀通用的区域标准，加快推进京津冀标准一体化进
程；三是支持有关企事业单位、行业协会、产业技术联盟主导或参与国家相关节能低碳和循环经济标准创制；四是支
持地方标准升级为行业、国家标准；五是支持有关单位参与和主导制定节能低碳国际标准，促进具有市场竞争力的节
能低碳技术、产品和服务走向国际市场，全篇贯穿了创新实践的理念。

 李爱仙表示，随着《实施方案》的出台，北京市的节能低碳标准化工作已迈上新的台阶，步入新的阶段，相信北京
市的节能低碳和循环经济标准化工作越走越好，并始终保持在全国的前列！（记者 贺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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