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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减排是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紧迫任务，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经
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十一五”以来，为实现节能减排目标，中央及各地区各部门加大投入力度、
完善政策措施、建立长效机制，取得了显著成效。本期专题回顾了“十一五”前四年我国节能减
排工作的成绩，展现了 2010 年各级各部门决战“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的情景，并介绍了部分
地区财政部门推动节能减排工作的经验做法。

编者按 ：

2006 年，我国政府在《“十一五”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中提出了

“十一五”节能减排指标：到 2010 年，

我国单位 GDP 能耗将比 2005 年降

低 20% 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

减少 10%。“十一五”前四年，各地、

各部门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

下，把节能减排作为调整经济结构、

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抓手，推动节能

减排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但距离要

完成的指标仍有较大差距。2010 年

是“十一五”节能减排的“决战之年”，

上自党中央、国务院，下至各地各级

政府将节能减排工作放在更加突出

的位置，加大支持力度，强化政策效

应，齐心协力打好攻坚战，全力确保

实现“十一五”节能减排指标。

四年攻坚  成绩喜人

“十一五”规划确定的节能减排

指标是我国政府向全国人民作出的

庄严承诺，事关经济社会可持续发

展，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

我国的国际形象。为实现这一目标，

2006—2009 年，党中央、国务院出

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以前所未有的

力度，综合运用经济、法律乃至必要

的行政手段，推进节能减排工作。

实施节能减排重点工程。加大

财政投入力度，组织实施“十一五”

规划纲要 提出的燃煤工业锅炉（ 窑

炉）改造、区域热电联产、余热余压

利用、节约和替代石油、电机系统

节能、能量系统优化、建筑节能、绿

色照明、政府机构节能以及节能监

测和技术服务体系建设等十大重点

节能工程 ；实施燃煤电厂二氧化硫

治理、城市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

建设和改造、重点流域水污染治理

等七项重点污染防治工程 ；实施农

村环境综合整治和生态示范创建。

2007—2008 年，中央财政拨付资金

92.04 亿元，支持 1664 个节能量超

过 1 万吨标准煤的节能技术改造项

目 ；推广 6200 万只高效照明产品 ；

支持“三河三湖”、松花江等重点流

域 规 划的 1784 个 项目治理 ；建设

240 个污染源监控中心、36 个水质自

动监测站 ；支持 600 个村镇开展环

境综合整治 ；支持 100 个村镇开展

生态示范建设。2009 年，中央财政

安排节能减排支出 567.47 亿元，支

持 1318 个重点节能项目、132 个 循

环经济和资源节约重点项目 ；促进

1116户企业开展节能技术改造 ；推

动 497 个环境 监测站和 617 个环境

监察执法机构开展标准化建设 ；建

设了1049 个重点流 域 水 污染 防 治

等重大减排工程项目 ；支持城镇污

水处理设施配套管网建设 1.38 万公

里 ；推广高效节能空调 500 多万台、

高效照明灯具 1.5 亿只 ；在 1465 个

村庄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和生态

示范创建。

紧抓重点领域节能。强化工业节

能，推进千家企业节能行动，定期

发布能源利用状况公告。推进建筑

节能，大力发 展节能省地型建筑 ；

推动新建住宅和公共建筑严格实施

节能 50% 的设计标准，直辖市及有

条件的地区率先实施节能 65% 的标

准 ；支持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

公共建筑建立建筑节能监管体系，

中央财政对建立能耗监测平台给予

一次性定额补助，在起步阶段，中央

财政对建筑能耗统计、建筑能源审

计、建筑能效公示等工作，予以适当

“十一五”节能减排攻坚战

本刊记者    刘慧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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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补助。加强交通运输节能，推进

节能型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加

快发展铁路和内河运输，优先发展

公共交通和轨道交通，加快淘汰老

旧铁路机车、汽车、船舶，鼓励发展

节能环保型交通工具，开发和推广

车用代用燃料和清洁燃料汽车。抓

好农村节能，支持农村沼气建设，实

施农村清洁工程。推动政府机构节

能，抓 好政 府机构建筑物和采暖、

空调、照明系统节能改造以及办公

设备节能，推动政府节能采购，稳步

推进公务车改革。

严控高耗能、高排放行业盲目扩

张。严格控制新开工高耗能项目，把

能耗标准作为项目核准和备案的强

制性门槛，遏制高耗能行业过快增

长。加快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工艺、

技术和设备，不按期淘汰的企业，地

方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依法责

令其停产或予以关闭，依法吊销排污

许可证和停止供电，属实行生产许

可证管理的，依法吊销生产许可证。

2007—2009 年，中 央 财 政 共 安 排

155 亿元作为淘汰落后产能的奖励资

金。2006—2009 年，累计淘汰小火

电装机容量 6006 万千瓦，提前一年

半实现“十一五”关停 5000万千瓦的

任务。2009 年，淘汰炼铁、炼钢、焦

炭、水泥等落后产能分别达到 2113

万 吨、1691 万 吨、1809 万 吨、7416

万吨。

推进节能减排科技进步。实施

节能减排科技专项行动，组建国家

工程实验室和国家重点实验室，攻

克节能减排关键和共性技术。积极

推动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

的节能减排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体

系建设，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在

电力、钢铁和有色冶炼等重点行业，

推广潜力大、应用面广的重大节能减

排技术。鼓励和支持企业进行节能

减排的技术改造，采用节能环保新

设备、新工艺、新技术。2009 年，财

政部等三部门开始联合实施“金太阳

示范工程”，采取财政补贴方式，加

快启动国内光伏发电市场。共安排

294 个示范项目，发电装机总规模为

642 兆瓦，年发电量约 10 亿千瓦时，

计划在 2—3 年内完成。据估算，国

家将为此投入约 100 亿元财政资金。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进矿产

资源综合利用、固体废物综合利用、

再生资源循环利用、水资源循环利

用。深化国家循环经济试点，建成

一 批 循环 经济 典 型 地区、典 型 企

业、再生资源产业园区、生态工业示

范园区。全面推行清洁生产，制定

和发布重点行业清洁生产标准和评

价指标体系。积极推进垃圾资源化

利用。推进节水型社会和节水型城

市创建工作。推进循环农业促进行

动，紧抓循环农业地市建设以及农

垦制糖业、天然橡胶业的循环产业

建设。

实施有利于节能减排的财政经

济政 策。一是深化能源价格改革。

2008 年 12 月，我国出台了成品油价

格和税费改革方案，为实现国内成

品油价格与国际市场接轨奠定了必

要的制度基础 ；2009 年 5月，又出

台了《石油价格管理办法》，使国内成

2010年第四届世界太阳城大会主会场——山东德州日月坛微排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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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油价格监管制度更加科学、规范、

透明。电价改革不断推进，需求侧电

价管理制度逐步完善。实行促进节

约用水的水价制度，鼓励使用再生

水。二是实行有利于节能的税收政

策。将汽车排量与消费税税率挂钩，

鼓励购买小排量车型 ； 扩大消费税

征收范围，将石脑油、润滑油、溶剂

油、航空煤油、燃料油等成品油纳入

其中。制定了环境保护专用设备、节

能节水专用设备、资源综合利用等

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提高了部分

有色金属矿产品的资源税税额标准，

调整了有色金属、铁矿石的资源税优

惠政策。对引进国内尚不能生产并

在规定范围内的节能环保设备及技

术，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

税，鼓励先进节能减排技术和设备

进口等。三是建立生态环境补偿机

制。围绕水资源、水环境保护和水污

染防治，省际间以签订合同或协议形

式，建立起下游对上游水资源、水环

境保护的补偿和上游对下游超标排

污或环境责任事故赔偿的双向责任

机制，逐步建立起以省际横向补偿

或赔偿为主、中央财政引导或奖励

为辅的利益补偿制度。2008 年，财

政部联合相关部门开始实施国家重

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试点，将天然

林保护、青海三江源和南水北调等

重大生态功能区所辖 230 个县纳入

转移支付范围。四是完善矿产资源有

偿使用制度改革。2006 年 9月，经国

务院批复同意，财政部联合相关部

委在山西、内蒙古等 8 个煤炭主产省

区率先开展了煤炭资源有偿使用制

度改革试点。截至 2007 年底，试点

省区 9963 个煤炭矿业权中，75%的

矿业权实现了有偿取得，山西、河南

两省矿业权有偿处置率已达到 90%

以上 ；煤炭矿业权有偿出让收入共

计 322 亿元 ；煤炭企业累计提取矿

山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 10 亿元，为

加强矿山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提供

了稳定的资金来源。五是推进排污

权有偿取得和交易试点。2008 年，

先在江苏省电力行业和太湖流域试

点，随后又扩大到天津市滨海新区、

浙江省电力行业及太湖流域杭嘉湖

地区和 钱塘 江 流 域。截至 2009 年

底，已交易二氧化硫 33120 吨，交易

金额 1.4 亿元 ；化学需氧量 2509 吨，

交易金额 0.9 亿元。六是建立政府强

制采购节能产品制度。2007 年，我

国建立了政府强制采购节能产品制

度，并定期发布“节能产品政府采购

清单”。截至 2009 年，清单中节能产

品种类已由原来的 18 类 4770 种扩大

到 33 类 15087 种，其中空调 机、双

端荧光灯和自镇流荧光灯、电视机、

电热水器、计算机等九类产品为政

府强制采购节能产品。七是鼓励节

能型消费。2009 年，财政部、国家发

改委启动“节能惠民工程”，通过财

政补贴方式对能效等级 1 级或 2 级

以上的空调、冰箱、平板电视、洗衣

机、电机等十大类高效节能产品予以

推广应用，可使高效节能产品市场份

额提高 10—20 个百分点 ， 达到 30%

以上 ；每年可节电750 亿千瓦时， 减

排二氧化碳 7500 万吨。当年，中央

财政已兑付高效节能空调补贴近 40

亿元，推广高效节能空调近 1000 万

台。同年，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又开

始实行汽车、家电“以旧换新”政策，

中央财政安排了70 亿元资金 ， 用于

鼓励汽车、家电“以旧换新”9 个试

点省市共回收五大类旧家电 200 多万

台，销售五大类新家电 200 多万台，

销售额达 80 多亿元。

经 过 四 年 的 努 力，我 国 节 能

减 排 取得了很 大 成 绩。全 国 单 位

GDP 能耗逐年降低，四年累计下降

14.38%。全国二氧化硫、化学需氧

量排放总量不断降低，四年累计分

别下降 13.14% 和 9.66%，二氧化硫

减排任务 提前一年完成。2009 年，

全国城市空气质量有所好转，环保

重点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

91.5%，同比上升 1.0 个百分点 ；全

国地表水水质继续好转，Ⅰ—Ⅲ类

水质比例升高，劣Ⅴ类水质比例降

低 ；全国 3557 家国控废气重点污染

源排放达标率为 73%，同比提高 13

个百分点 ；3481家国控废水重点污

染源排放达标率为 78%，同比提高

12 个百分点 ；全国新增城市污水日

处理能力 1330 万立方米 ；城市污水

处理厂年均达标率为 70%，同比提

高 9 个百分点。

齐心协力  攻坚克难

2010 年是“十一五”规划的收官

之年，也是实现“十一五”节能减排

指标的最后一年，形势十分严峻。要

完成“ 十一五”期间单位 GDP 能耗

比 2005 年 降 低 20% 的目 标，2010

年，单 位 GDP 能 耗 至 少 要 降 低

5.62%。此外，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我国政府承诺到 2020 年单位国内生

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要比 2005 年下

降 40—45%，节能提高能效的贡献

率要达到 85% 以上，这也给节能减

排工作带来巨大挑战。

在这一严峻的形势下，党中央、

国 务 院 审 时 度 势，果 断 决 策，要

求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实现

“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温家宝总

理先后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 会议、

国务院节能减排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对节能减排工作进行部署，指出“无

论面临多大的困难，我们的承诺不

能改变，决心不能动摇，工作不能减

弱”，“ 必须采取铁的手腕，不折不

扣地按期完成”。到“十一五”末，要

本期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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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节能减排目标完成情况算总账，

实行严格的问责制。国务院发布了

《关于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实现

“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的通知》，出

台十四条强力措施。2010 年 ，中央将

安排预算内投资 333 亿元、中央财

政资金 500 亿元，重点支持十大重

点节能工程建设、循环经济发展、淘

汰落后产能、城镇污水垃圾处理、重

点流域水污染治理，以及节能环保

能力建设等，形成年节能能力 8000

万吨标准煤，新增城镇污水日处理

能力 1500 万吨、垃圾日处理能力 6

万吨等。同时，明令 2010 年内不再

审批、核准、备案“两高”和产能过

剩行业扩大产能项目。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各

地各部门果断采取强有力、见效快

的政策措施，打好节能减排攻坚战，

确保实现“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

5月26日，财政部等3 部门下发了

《“节能产品惠民工程”节能汽车（1.6

升及以下乘用车）推广实施细则》，对

消费者购买发动机排量在1.6 升及以下

的燃用汽油、柴油的乘用车（含混合动

力汽车和双燃料汽车）给予一次性定

额补助，补助标准为3000 元/辆。

5月27日，在全国工业系统淘汰

落后产能工作会议上，中央 18 部委

联席向 31 个省市地区下军令状，将

淘汰落后产能任务指标分解下达各

地。当天，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表

示，2010 年，我国将对省级政府和

重点企业进行节能目标责任评价考

核，并向社会公告考核结果，实行

奖惩问责，到年底要对责任单位实

行问责制。

5月31日，财政部、国家发改委

联合下发了《关于印发“节能产品惠民

工程”高效电机推广实施细则的通

知》，对能效等级为一级和二级、额

定功率为 0.55 千瓦（含）至 315 千瓦

（含）的低压三相异步电机给予每千

瓦 15—40 元补贴 ；对损耗比现行准

入标准低 20%、额定功率为355 千瓦

（含）至 25000 千瓦（含）的高压三相

异步电机给予每千瓦 12 元补贴 ；对

额定功率为 0.55 千瓦（含）至 315 千

瓦（含）的稀土永磁电机给予每千瓦

40—60 元补贴。

5月31日，财政部等4部门联合

下发《关于扩大公共服务领域节能与

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有关工作的通

知》，进一步扩大公共服务领域节能

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工作，在现

有 13 个试点城市的基础上，增加天

津、海口、郑州、厦门、苏州、唐山、

广州等7个试点城市。

5月31日，财政部等 4 部门联合

下发《关于开展私人购买新能源汽车

补贴试点的通知》，自6月1日起，在

上海、长春、深圳、杭州、合肥 5 个

城市启动私人购买新能源汽车补贴

试点工作，加快启动新能源汽车私

人消费市场。中央财政对试点城市

私人购买、登记注册和使用的插电

式混合动力乘用车和纯电动乘用车

给予一次性补贴。

6月1日，讨论多年的资源税改

革方案浮出水面。新疆原油、天然气

资源税改革正式启动，原油、天然气

资源税实行从价计征，税率为 5%。

为此，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

发了《新疆原油、天然气资源税改革

若干问题的规定》，对新疆原油、天

然气资源税改革的纳税人、纳税方

式、纳税额计算公式以及减免税情

形等内容予以明确。       

6月1日，国家发改委等 6 部门开

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节能减排电力

价格大检查，重点检查地方政府及

其有关部门违反国家政策规定，不

执行或推迟执行对电解铝、电石、

铁合金等高耗能行业差别电价政策，

擅自制定并实施对高耗能企业或产

业园区优惠电价行为。6 部门组成 6

个联合督查组，分赴 6 个大区进行

重点督查。

为加快推行合同能源管理，促进

节能服务产业发展，中央财政决定

2010 年安排 20 亿元，用于支持节能

服务公司采取合同能源管理方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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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建筑、交通等领域以及公共机

构实行节能改造。为规范和加强财

政奖励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

益，6月3日，财政部、国家发改委联

合出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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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18 日，财政部等 3 部门联合

下发通知，宣布将汽车“以旧换新”

政策实施期限由 2010 年 5月31日延

长至 2010 年 12 月31日。

 6 月 22 日，财政部、国家税 务

总局发出通知，自 2010 年 7月15 日

起，取消部分钢材、有色金属加工

材、农药、医药、化工产品、塑料及

制品、橡胶及制品、玻璃及制品的出

口退税。取消出口退税的商品共有

400 多种，大部分是高污染、高耗能

和资源类产品。这是自2008 年下半

年以来，出口退税政策首次进行反

向调整，力度之大显示出国家加快产

业结构调整的决心。

7月 6日，为加快启动私人购买

新能源汽车试点工作，并确保达到

预期目标，财政部等 4 部委在深圳

召开私人购买新能源汽车试点会议，

对私人购买新能源汽车试点工作进

行动员和部署，并举行了深圳市私人

购买新能源汽车试点启动仪式。

 8月8 日，18 个工业行业淘汰落

后产能企业名单公布，这些企业的

落后产能必须在 2010 年 9月底前关

闭。否则将吊销企业排污许可证 ；

银行业金融机构不再提供任何形式

的新增授信支持 ；投资管理部门不

予审批和核准新的投资项目 ；国土

资源管理部门不予批准新增用地 ；

相关管理部门不予办理生产许可，已

颁发生产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

的要依法撤回。必要时，政府相关部

门可要求电力供应企业依法对落后

产能企业停止供电。

在国家各部委密集出台强力措

施的同时，全国各地也掀起了节能减

排风暴。

吉林省省长王儒林在全省节能

减排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全力完成

2010 年节能减 排的重点工作和 任

务。一要以产业结构调整促进节能

减排。2010 年，全省高新产业增加

值要增长 35%以上。二要坚决淘汰

落后产能和严控高耗能、高排放行

业发展。2010 年，全省要关停小火电

机组 65 万千瓦，淘汰水泥产能 85.6

万吨、造纸 4.5 万吨和酒精 2.5 万吨。

三要加快节能技术改造和开发应用。

突出工业领域，发展清洁生产和循

环经济、低 碳 经济，实施 100 个重

点节能项目。四要扎实开展公共机

构节能。省市县三级政府机关都要

实行能耗定额管理，年末进行统一

考核。五要坚持加强污染减排工作。

2010 年，要建成 10 个城市垃圾处理

场，垃圾日处理能力达到 4500 吨。

所有造纸企业必须达到新标准排放

要求。六要积极发展清洁能源。

 5月以来，四川省委、省政府先

后召开了省政府常务 会、全省节能

减排专题会、淘汰落后产能工作会、

省节能减排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单

位联席会和市（ 州 ） 节能主管部门工

作会、全省减排工作通报会等多个

层次的会议，部署下半年的节能减

排工作，在抓重点工程、重点地区、

重点部位的同时，加大资金投入和

政策落实力度，充分运用经济手段

推进节能减排工作，做到行政手段

和经济手段“双重调控”，增强节能

减排的动力。

 6月7日，江苏省省长吴新雄在

全省工业节能增效工作会议上强调，

全省各地、各部门、各单位、各企业

要坚持做到“三个对照、五个结合、

四个挂钩”。“三个对照”即对照国家

要求，进一步明确行业、企业节能减

排的任务时限和责任要求 ；对照行

业先进水平，进一步明确行业、企业

节能减排的任务时限和责任要求 ；

对照时序要求，进一步明确行业、企

业节能减排目标任务和责任要求。 

“五个结合”即与提高企业竞争力结

合，与优化产业结构、培育壮大战略

性新兴产业结合，与推进鄱阳湖生

态经济区建设、发展生态与低碳经

济结合，与淘汰落后产能、实现传统

产业升级换代结合，与创建特色工

业园区结合。“四个挂钩”即与用电、

用地挂钩，与项目审批核准挂钩，与

财税、价格政策挂钩，与金融信贷

挂钩。

西藏自治区主席白玛赤林介绍，

西藏自治区到 2010 年，要实现国内

生产总值能耗由 2005 年的 1.48 吨标

准煤降到 1.28 吨标准煤以下，降低

幅度为 12%，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

努力控制在 1.4 万吨，二氧化硫排放

总量努力控制在 0.2 万吨的节能减排

目标。自治区制订落实《西藏自治区

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成立了

自治区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加强

了对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的监督管

理，实施了资源综合利用、发展循环

经济等一系列推进节能减排的工作

措施。

当前，距离实现“ 十一五”节能

减排指标的最后期限只剩下短短两

个月的时间。决战的冲锋号角已经吹

响。相信，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

领导下，只要各地区、各部门真正把

节能减排工作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地方各级政府主要领导、企业主要

负责人切实负起本地区、本企业节能

减排工作第一责任人的责任，认真、

扎实地把工作做细、做实，“十一五”

规划纲要制定的节能减排目标就一

定能够如期实现。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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