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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经济项目评价标准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循环经济项目的相关术语和定义、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价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绿色应用类和研发生产类循环经济项目的评价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589-90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T 6422-86  企业能耗计量与测试导则 

GB/T 7119-2006  节水型企业评价导则  

GB/T 13234-91  企业节能量计算方法 

GB/T 15456-2008  工业循环冷却水中化学需氧量（COD）的测定 高锰酸钾法 

GB/T 17167-1997  企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与管理导则 

GB 24789-2009  用水单位水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T 28397-2012  煤炭矿区循环经济评价指标及计算方法 

GB/T 29115-2012  工业企业节约原材料评价导则 

GB 50378-2006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HJ 465-2009  钢铁工业发展循环经济环境保护导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循环经济  circular economy 

在生产、流通和消费等过程中进行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活动的总称，也就是资源节约和循

环利用活动的总称。循环经济是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种优选模式，它强调以循环发展模式替代传

统的线性增长模式，表现为以“资源—产品—再生资源”和“生产—消费—再循环”的模式，有效地

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最终达到以较小发展成本获取较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3.2  

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  evaluation indicator frame of circular economy  

由相互联系、相对独立、相互补充的系列循环经济评价指标所组成的，用于评价循环经济水平的

指标集合。 

3.3  

可再生能源  renewable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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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然界获取的、可以再生的非化石能源，包括风能、太阳能、水能、生物质能、地热能和海洋

能等。 

3.4  

非传统水源  nontraditional water source 

不同于传统地表水供水和地下水供水的水源，包括再生水、雨水、海水等。 

3.5  

可再利用材料 reusable material 

在不改变所回收物质形态的前提下进行材料的直接再利用，或经过再组合、再修复后可再利用的

材料。 

3.6  

可再循环材料 recyclable material 

对无法进行再利用的材料通过改变物质形态，生成另一种材料，实现多次循环利用的材料。 

3.7  

绿色应用类项目 application projects 

应用循环经济和节能减排新技术、新工艺实施建设和改造，或者应用可再生能源、新能源的项

目。 

3.8  

研发生产类项目 promot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jects 

自主研发及生产节能环保、可再生资源、循环利用、新能源等产品、技术和设备的项目。 

3.9  

化学需氧量 chemical oxygen demand（COD） 

在规定的条件下，用氧化剂处理水样时，与消化的氧化剂相当的氧的量。 

4 绿色应用类项目评价指标体系及要求 

4.1 总则 

循环经济绿色应用类项目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基本要求、管理指标、技术指标和鼓励性指标。 

4.2 基本要求 

4.2.1 项目的规划与实施应满足循环经济及节能环保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要求，且企业近五年

内无不良违规记录。 

4.2.2 项目运行中不得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用能产品、设备和生产工艺。 

4.3 管理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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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承担项目的企业有明确的组织架构，设立专门的循环经济管理部门或岗位， 任命专门管理人员，

并明确监督管理职责。重点用能单位关键人员获得计量管理员资格证或相关证件。 

4.3.2 企业循环经济管理制度健全，并建立符合项目实际的计划与阶段性控制目标，并定期考察管理

制度及目标实效性，进行调整。 

4.3.3 项目运行过程中，形成了完善的台账记录。 

4.3.4 项目建立资源计量管理工作制度，并配备符合 GB/T 17167-1997《企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与管

理导则》、GB 24789-2009《用水单位水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的计量器具。 

4.3.5 企业应制定教育培训计划，提高员工循环经济及节能减排意识、业务水平和操作技能。 

4.3.6 循环经济项目水平应挂钩责任人绩效。 

4.4 技术指标 

4.4.1 节能与能源利用 

4.4.1.1 项目运行应充分运用各种有效节能措施，以达到节能的目的。 

4.4.1.2 企业宜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代替传统能源。 

4.4.2 节水与水资源利用 

4.4.2.1 项目运行应当通过配套节水设施（主要包括节水型用水器具、用水计量仪表、水重复利用设

施和雨水收集利用设施）或采用先进技术等措施达到节水目的。 

4.4.2.2 企业应加大水重复利用力度，宜使用非传统水资源代替传统自来水。 

4.4.3 节材与材料利用 

4.4.3.1 项目实施所采用的材料应充分考虑合理性，不得使用国家、行业、地方淘汰和禁止使用的技

术和材料产品。 

4.4.3.2 应采用国家、行业和地方推广使用的技术和材料产品，减少不可再生材料的使用率。 

4.4.4 循环利用 

4.4.4.1 项目运行应对资源进行重复利用。 

4.4.4.2 企业宜不断引入先进技术实现对资源的回收再利用。 

4.4.5 减排 

4.4.5.1 项目应运用新技术或采取新措施减少污染物的排放。 

4.4.5.2 项目运行应采用对环境污染较小的设备、工艺或技术。 

4.5 鼓励性指标 

4.5.1 获评国家、省、市或区级循环经济、节能减排示范项目，或曾获得国家、省、市资金支持。 

4.5.2 项目承担单位获得 ISO 9001、ISO 14001、ISO 50001 等认证。 

5 研发生产类项目评价指标体系及要求 

5.1 总则 

循环经济研发生产类项目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基本要求、管理指标、技术指标和鼓励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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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基本要求 

5.2.1 项目的规划与实施应满足循环经济及节能环保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要求，并且企业近五

年内无不良违规记录。 

5.2.2 项目运行中不得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用能产品、设备和生产工艺。 

5.3 管理指标 

5.3.1 承担项目的企业有明确的组织架构，设立专门的循环经济管理部门或岗位， 任命专门管理人员，

并明确监督管理职责。重点用能单位关键人员获得计量管理员资格证或相关证件。 

5.3.2 企业循环经济管理制度健全，并建立符合项目实际的计划与阶段性控制目标，并定期考察管理

制度及目标实效性，进行调整。 

5.3.3 项目运行过程中，形成了完善的台账记录。 

5.3.4 企业应制定教育培训计划，提高员工循环经济及节能减排意识、业务水平和操作技能。 

5.3.5 循环经济项目水平应挂钩责任人绩效。 

5.3.6 企业宜具备一定的资质和资格。 

5.4 技术指标 

5.4.1 节能与能源利用 

5.4.1.1 企业应自主研发生产新型节能产品或节能技术。 

5.4.1.2 企业宜开发可再生能源、新能源项目。 

5.4.1.3 产品或技术应用后能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 

5.4.2 节水与水资源利用 

5.4.2.1 企业应自主研发生产新型节水产品或节水技术。 

5.4.2.2 产品或技术应用后能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 

5.4.3 节材与材料利用 

5.4.3.1 企业应自主研发生产新型节材产品或节材技术。 

5.4.3.2 产品或技术应用后能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 

5.4.4 减排 

5.4.4.1 企业应自主研发生产新型减排类产品或技术。 

5.4.4.2 产品或技术应用后能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 

5.5 鼓励性指标 

5.5.1 获评国家、省、市或区级循环经济、节能减排示范项目，或曾获得国家、省、市资金支持。 

5.5.2 项目承担单位获得 ISO 9001、ISO 14001、ISO 50001 等认证。 

5.5.3 产品获得低碳产品认证或环境产品认证。 

5.5.4 产品列入政府绿色采购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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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评价方法及等级划分 

6.1 评价方法 

循环经济项目评价方法见附录A。 

6.2 等级划分 

根据循环经济项目评价方法，循环经济项目依据评分表打分结果，划分为三个等级，等级划分按

表1确定。 

表1 循环经济项目等级划分要求 

等级 分值（S） 

A S≥90 

B 80≤S＜90 

C S＜80 

 
 



 

6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循环经济项目评价方法 

A.1 总则 

循环经济绿色应用类和研发生产类项目应满足所有基本要求才可参评循环经济项目，若有一项基

本要求不合格，则一票否决，不继续评价。基本要求达标后，对评价指标体系中的管理指标、技术指

标和鼓励性指标三大类指标全部进行评价，包括指标中的所有评价内容。其中，管理指标和技术指标

是基础评价指标，鼓励性指标为附加评价指标。 

每个评价内容得分应按评分标准直接赋值。 

每个评价项目得分应按项目中的每个评价内容的得分累加计算；每个二级指标得分应按指标中的

每个评价项目的得分累加计算；每个大类指标得分应按大类指标中的每个二级指标的得分累加计算。 

循环经济绿色应用类和研发生产类项目评价总分分别为110分，分别由基础评价指标得分（管理指

标和技术指标总分100分）和附加评价指标得分（鼓励性指标总分10分）组成。 

若项目为单一项目，如节能项目，则技术指标只针对节能项目指标打分。若项目为综合项目，则

技术指标的计算按照项目分项产生的经济效益确定权重，分项打分后乘以权重并加和计算最终分数。 

A.2 循环经济绿色应用类项目评分表 

循环经济绿色应用类项目评分表评价内容及评价方式如表A.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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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 循环经济绿色应用类项目评分表 

要求 权重 评价内容 得分 评价方法 

项目的规划与实施应满足循环经济及节能环保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要求，并且企业近五年内无不良违规记录。 查阅资料 
基本要求 必备项 

项目运行中不得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用能产品、设备和生产工艺。 

不计

分 查阅资料 

承担项目的企业有明确的组织架构，设立专门的循环经济管理部门或岗位，任命专门管理人员，并明确监督管理职责。 

有明确组织架构，得 5分，否则不得分。 

重点用能单位关键人员获得计量管理员资格证或相关证件，得 2分。 

7 查阅资料 

企业循环经济管理制度健全，并建立符合项目实际的计划与阶段性控制目标，并定期考察管理制度及目标实效性，进行调整。 

管理制度健全，得 3分，有阶段性目标得 2分，否则不得分。 
5 查阅资料 

有完善的台账记录，得 5分，否则不得分。 5 查阅资料 

项目建立资源计量管理工作制度，并配备符合 GB/T 17167-1997《企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与管理导则》、GB 24789-2009《用水单

位水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的计量器具。 

配备计量器具并符合标准得 5分，否则不得分。 

5 
查阅资料 

现场检查 

企业应制定教育培训计划，提高员工循环经济及节能减排意识、业务水平和操作技能。 

本年度内人员培训覆盖率达 90%以上得 5分。 
5 查阅资料 

管理指标 30 

循环经济项目水平应挂钩责任人绩效得 3 分，否则不得分。 3 查阅资料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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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续） 

要求 权重 评价内容 得分 评价方法 

技术指标 

节能项目 

项目节能率达 25%以上得 20 分，达 20%-25%得 15 分，达 15%-20%得 10 分，达 10%-20%得 5 分，达 5%-10%得 2 分，5%以下不得分；

或，项目应用的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得 20 分，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得 10 分，达到国内一般水平得 5 分； 

或，若项目为清洁能源项目则得 20 分。 

20 
查阅资料 

计算审核 

节能量折算为吨标煤，每 10 吨得分 0.5 分，最高得分 30 分。（折算为一年的量，其中清洁能源发电每一度即为节能一度） 30 
查阅资料 

计算审核 

节能

项目
70

项目运行一年节能产生的经济效益 200 万元以上得 20 分，100-200 万元得 15 分，50-100 万元得 10 分，20-50 万元得 5 分，20

万元以下不得分； 

或，近两年企业累计纳税额满 50 万元得 1 分，最高不超过 20 分。 

20 
查阅资料 

计算审核 

节水项目 

项目节水率达 30%以上得 20 分，达 20%-30%得 15 分，达 10%-20%得 10 分，达 5%-10%得 5 分，5%以下不得分； 

或，重复用水率为 90%以上得 20 分，达 80%-90%得 15 分，达 70%-80%得 10 分，达 60%-70%得 5 分，60%以下不得分； 

或，项目应用的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得 20 分，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得 10 分，达到国内一般水平得 5 分。 

20 
查阅资料 

计算审核 

节水每 50 吨得分 0.2 分，最高得分 30 分。（折算为一年节水量，其中非传统水源煤利用 1吨即为节水 1吨。） 30 
查阅资料 

计算审核 

技术指标 

节水

项目
70

项目运行一年节能产生的经济效益 200 万元以上得 20 分，100-200 万元得 15 分，50-100 万元得 10 分，20-50 万元得 5 分，20

万元以下不得分； 

或，近两年企业累计纳税额满 50 万元得 1 分，最高不超过 20 分。 

20 
查阅资料 

计算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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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续） 

要求 权重 评价内容 得分 评价方法 

节材项目 

可再利用材料或可再循环材料利用率达 20%以上得 20 分，达 15%-20%得 15 分，达 10%-15%得 10 分，达 5%-10%得 5 分，5%以下不

得分；  

或，材料重复利用率达 20%以上得 20 分，达 15%-20%得 15 分，达 10%-15%得 10 分，达 5%-10%得 5 分，5%以下不得分； 

或，项目应用的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得 20 分，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得 10 分，达到国内一般水平得 5 分。 

20 
查阅资料 

计算审核 

节约材料每 10 吨得分 1分，最高得分 30 分。（折算为一年的量） 30 
查阅资料 

计算审核 

节材

项目
70

项目运行一年节能产生的经济效益 200 万元以上得 20 分，100-200 万元得 15 分，50-100 万元得 10 分，20-50 万元得 5 分，20

万元以下不得分； 

或，近两年企业累计纳税额满 50 万元得 1 分，最高不超过 20 分。 

20 
查阅资料 

计算审核 

资源利用与回收项目 

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达 90%以上得 20 分，达 80%-90%得 15 分，达 70%-80%得 10 分，达 60%-70%得 5 分，60%以下不得分； 

或，项目应用的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得 20 分，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得 10 分，达到国内一般水平得 5 分。 
20 

查阅资料 

计算审核 

回收危险废弃物每吨得 2分，最高得分 15 分。（折算为一年的量） 15 
查阅资料 

计算审核 

回收一般废弃物每吨 0.5 分，最高得分 15 分。（折算为一年的量） 15 
查阅资料 

计算审核 

技术指标 

循环

利用
70

项目运行一年节能产生的经济效益 200 万元以上得 20 分，100-200 万元得 15 分，50-100 万元得 10 分，20-50 万元得 5 分，20

万元以下不得分； 

或，近两年企业累计纳税额满 50 万元得 1 分，最高不超过 20 分。 

20 
查阅资料 

计算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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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续） 

要求 权重 评价内容 得分 评价方法 

 减排类项目 

废气： 

项目 CO2减排率达 20%以上，得 20 分，达 15%-20%得 15 分，达 10%-15%得 10 分，达 5%-10%得 5 分，5%以下不得分； 

或，项目 SO2减排率达 50%以上，得 20 分，达 35%-50%得 15 分，达 20%-35%得 10 分，达 5%-20%得 5 分，5%以下不得分； 

或，项目氮氧化物减排率达 35%以上，得 20 分，达 25%-35%得 15 分，达 15%-25%得 10 分，达 5%-15%得 5 分，5%以下不得分； 

废水： 

或，项目化学需氧量（COD）减排率达 25%以上，得 20 分，达 15%-25%得 15 分，达 5%-15%得 10 分，5%以下不得分； 

或，项目氨氮减排率达 25%以上，得 20 分，达 15%-25%得 15 分，达 5%-15%得 10 分，5%以下不得分； 

或，项目应用的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得 20 分，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得 10 分，达到国内一般水平得 5 分。 

20 
查阅资料 

计算审核 

废气： 

项目 CO2减排量每 100 吨 0.5 分，最高 30 分； 

或，项目 SO2减排量每 10 吨 0.5 分，最高 30 分； 

或，项目氮氧化物减排量每 10 吨 0.5 分，最高 30 分； 

废水： 

或，项目化学需氧量（COD）减排量每 10 吨 0.5 分，最高 30 分； 

或，项目氨氮减排量每 10 吨 0.5 分，最高 30 分。 

30 
查阅资料 

计算审核 

技术指标 
减

排 
70

项目运行一年节能产生的经济效益 200 万元以上得 20 分，100-200 万元得 15 分，50-100 万元得 10 分，20-50 万元得 5分，20 万

元以下不得分； 

或，近两年企业累计纳税额满 50 万元得 1 分，最高不超过 20 分。 

20 
查阅资料 

计算审核 

鼓励性指标 

获评国家、省、市区级循环经济、节能减排示范项目，或曾获得国家、省、市资金支持，分别加 5、3、1分。（获得一次即可加分） 5 查阅证书 鼓励性指

标 
10 

项目承担单位获得 ISO 9001、ISO 14001、ISO 50001 等认证或水平衡测试，并查验证书在有效期内，每项 1分，最高 5分。 5 查阅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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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循环经济研发生产类项目评分表 

循环经济研发生产类项目评分表评价内容及评价方式如表A.2所示。 

表 A.2  循环经济研发生产类项目评分表 

要求 权重 评价内容 得分 评价方法 

项目的规划与实施应满足循环经济及节能环保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要求，并且企业近五年内无不良违规记录。 查阅资料 
基本要求 必备项 

项目运行中不得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用能产品、设备和生产工艺。 

不计

分 查阅资料 

承担项目的企业有明确的组织架构，设立专门的循环经济管理部门或岗位，任命专门管理人员，并明确监督管理职责。 

有明确组织架构，得 5分，否则不得分。 

重点用能单位关键人员获得计量管理员资格证或相关证件，得 2分。 

7 查阅资料 

企业循环经济管理制度健全，并建立符合项目实际的计划与阶段性控制目标，并定期考察管理制度及目标实效性，进行调整。 

管理制度健全，得 3分，有阶段性目标得 2分，否则不得分。 
5 查阅资料 

有完善的台账记录，得 5分，否则不得分。 5 查阅资料 

企业应制定教育培训计划，提高员工循环经济及节能减排意识、业务水平和操作技能。 

本年度内人员培训覆盖率达 90%以上得 5分。 
5 查阅资料 

循环经济项目水平应挂钩责任人绩效得 3 分，否则不得分。 3 查阅资料 

管理指标 30 

获国家备案、核准、授予的专业资质或行业资格或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得 5分；获省、市备案、核准、授予的专业资质或行业资

格或深圳市高新技术企业得 3分，否则不得分。 
5 查阅资料 

技术指标 

新产品或新技术与行业平均水平相比，节能 20%以上得 20 分，15%-20%得 15 分，10%-15%得 10 分，5%-10%得 5 分，5%以下不得

分； 

或，项目应用的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得 20 分，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得 10 分，达到国内一般水平得 5 分； 

或，若项目为可再生能源、新能源项目则得 20 分。 

20 
查阅资料 

计算审核 循环经济

效果分 
节能 50

投产年度销售产品实现的节能量折算为吨标煤每 100 吨得 0.5 分，总共 30 分。 30 
查阅资料 

计算审核 

 



 

12 
 

表 A.2（续） 

要求 权重 评价内容 得分 评价方法 

新产品或新技术与行业平均水平相比，节水 30%以上得 20 分，20%-30%得 15 分，10%-20%得 10 分，5%-10%得 5 分，5%以下不得

分； 

或，项目应用的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得 20 分，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得 10 分，达到国内一般水平得 5 分。 

20 
查阅资料 

计算审核 
节水 50

投产年度销售产品实现节水量每 100 吨得 0.5 分，总共 30 分。 30 
查阅资料 

计算审核 

新产品或新技术与行业平均水平相比，节材 20%以上得 20 分，15%-20%得 15 分，10%-15%得 10 分，5%-10%得 5 分，5%以下不得

分； 

或，项目应用的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得 20 分，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得 10 分，达到国内一般水平得 5 分。 

20 
查阅资料 

计算审核 
节材 50

投产年度销售产品实现节材量每 100 吨得 0.5 分，总共 30 分。 30 
查阅资料 

计算审核 

新产品或新技术与行业平均水平相比，减排 20%以上得 20 分，15%-20%得 15 分，10%-15%得 10 分，5%-10%得 5 分，5%以下不得

分； 

或，项目应用的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得 20 分，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得 10 分，达到国内一般水平得 5 分。 

20 
查阅资料 

计算审核 

循环经济

效果分 

减排 50

投产年度销售产品实现减排量每 100 吨得 0.5 分，总共 30 分。 30 
查阅资料 

计算审核 

产品或技

术分 
20 

新产品或新技术取得国际发明专利或参与国际标准编制，每项得 10 分，最高 20 分； 

取得国家发明专利或参与国家标准编制，每项得 5分，最高 20 分； 

取得实用新型专利或软件著作权或参与地方、行业标准编制，每项得 4分，最高 20 分； 

取得外观设计专利每项得 2 分，最高 20 分。 

20 查阅资料 

获评国家、省、市区级循环经济、节能减排示范项目，或曾获得国家、省、市资金支持，分别加 4、3、1分。 4 查阅资料 

项目承担单位获得 ISO 9001、ISO 14001、ISO 50001 等认证，并查验证书在有效期内，每项 1分，最高 3分。 3 查阅证书 

产品获得环境产品认证，并查验证书在有效期内，得 1 分。 1 查阅证书 

鼓励性指

标 
10 

产品列入政府绿色采购目录得 2分。 2 查阅资料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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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计算方法 

A.4.1 节能量的计算 

A.4.1.1 改造型项目 

hqc AAA −=Δ
…………………………………………（A.1） 

式中： 

∆Ac——项目节能量，单位为t标煤。通常可按照年计算，也可根据需要，按照“确定

时段”计算； 

Aq——节能技术实施前项目实际耗能量，单位为t标煤； 

Ah——节能技术实施后项目实际耗能量，单位为t标煤。 

A.4.1.2 新建型项目 

hqc AAA −=Δ
…………………………………………（A.2） 

式中： 

∆Ac——项目节能量，单位为t标煤。通常可按照年计算，也可根据需要，按照“确定

时段”计算； 

Aq——项目实际耗能量，单位为t标煤； 

Ah——行业平均耗能量，单位为t标煤。 

A.4.1.3 单一产品节能量 

bijibic MeeE )( −=Δ ……………………………………（A.3） 

 

式中： 

ΔEc——产品节能量，单位为吨标煤； 

Eb——统计报告期的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单位为吨标煤； 

Ej——基期的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单位为吨标煤； 

Mb——统计报告期产品产出的合格产品数量。 

A.4.2 节能率的计算 

A.4.2.1 改造型项目 

%100×
−

=
q

hq
c

a

aa
a …………………………………………（A.4） 

式中： 

ac——项目节能率。通常可按照年计算，也可根据需要，按照“确定时段”计算； 

aq——节能技术实施前项目实际耗能量，单位为t标煤； 

ah——节能技术实施后项目实际耗能量，单位为t标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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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2.2 新建型项目 

%100×
−

=
q

hq
c

a

aa
a ……………………………………（A.5） 

式中： 

ac——项目节能率。通常可按照年计算，也可根据需要，按照“确定时段”计算； 

aq——项目实际耗能量，单位为t标煤； 

ah——行业平均耗能量，单位为t标煤。 

A.4.2.3 产品节能率 

%100)( ×
−

=
jc

jcbc
c

e

ee
ξ …………………………………（A.6） 

式中： 

ζc——产品节能率，100%； 

ebc——统计报告期单位产品能耗，单位为吨标煤； 

ejc——基期单位产品能耗，单位为吨标煤。 

A.4.3 清洁能源发电率的计算 

…………………………………

……（A.7） 

 

式中： 

R——清洁能源发电率，%； 

C——项目运行期间，使用清洁能源发电的电量，单位kWh； 

E——项目运行期间消耗的总电量，单位kWh。 

A.4.4 节水量的计算 

A.4.4.1 改造型项目 

hqc WWW −=Δ …………………………………………（A.8） 

式中： 

∆Wc——项目节水量，单位为t。通常可按照年计算，也可根据需要，按照“确定时

段”计算； 

Wq——节水技术实施前项目实际水耗，单位为t； 

Wh——节能技术实施后项目实际水耗，单位为t。 

A.4.4.2 新建型项目 

hqc WWW −=Δ …………………………………………（A.9） 

式中： 

%100×=
E

C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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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c——项目节水量，单位为t。通常可按照年计算，也可根据需要，按照“确定时

段”计算； 

Wq——项目实际水耗，单位为t； 

Wh——行业平均水耗，单位为t。 

A.4.4.3 单一产品节水量 

bijibic MwwW )( −=Δ ……………………………………（A.10） 

式中： 

ΔWc——产品节水量，单位为吨； 

wb——统计报告期的单位产品综合水耗，单位为吨； 

wj——基期的单位产品综合水耗，单位为吨； 

Mb——统计报告期产品产出的合格产品数量。 

A.4.5 节水率的计算 

A.4.5.1 改造型项目 

%100×
−

=
q

hq
c

w

ww
w …………………………………（A.11） 

式中： 

wc——项目节水率。通常可按照年计算，也可根据需要，按照“确定时段”计算； 

wq——节水技术实施前项目实际水耗，单位为t； 

wh——节能技术实施后项目实际水耗，单位为t。 

A.4.5.2 新建型项目 

%100×
−

=
q

hq
c

w

ww
w ……………………………………（A.12） 

式中： 

wc——项目节水率。通常可按照年计算，也可根据需要，按照“确定时段”计算； 

wq——项目实际水耗，单位为t； 

wh——行业平均水耗，单位为t。 

A.4.5.3 产品节水率 

%100)( ×
−

=
jw

jwbw
w

e

ee
ξ ………………………………（A.13） 

式中：  

ζw——产品节水率，100%； 

ebw——统计报告期单位产品水耗，单位为吨； 

ejw——基期单位产品水耗，单位为吨。 

A.4.6 非传统水源利用率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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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传统水源利用率可通过下列公式计算： 

%100×=
t

u
u W
WR …………………………………………（A.14） 

osR WWWWW +++= ru …………………………………………（A.15） 

式中， 

Ru---非传统水源利用率，%； 

Wu---项目运营期内，非传统水源设计使用量，t； 

Wt---项目运营期内，实际用水总量，t； 

WR---项目运营期内，再生水设计利用量，t； 

Wr---项目运营期内，雨水设计利用量，t； 

Ws---项目运营期内，海水设计利用量，t； 

Wo---项目运营期内，其它非传统水源利用量，t。 

A.4.7 可再利用材料使用率的计算 

%100×
+

=
u

r
M

MM

M
R …………………………………（A.16） 

式中： 

RM——可再利用材料使用率，%； 

Mr——项目运行期间，使用可再利用材料的质量，单位t； 

M——项目运行期间已使用购买材料的总质量，单位t； 

Mu——项目运行期间，重复利用的材料的质量，单位t。 

A.4.8 材料重复利用率的计算 

……………………………

……（A.17） 

 

式中： 

Ru——材料重复利用率，%； 

Mu——项目运行期间，重复利用的材料的质量，单位t； 

M——项目运行期间已使用购买材料的总质量，单位t。 

A.4.9 节材量的计算 

A.4.9.1 改造型项目 

hqc MMM −=Δ ……………………………………（A.18） 

式中： 

∆Mc——项目节材量，单位为吨。通常可按照年计算，也可根据需要，按照“确定时

段”计算； 

Mq——节材技术实施前项目实际耗材量，单位为吨； 

%100×
+

=
u

u
u

MM

M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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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h——节材技术实施后项目实际耗材量，单位为吨。 

A.4.9.2 新建型项目 

hqc MMM −=Δ ………………………………………（A.19） 

式中： 

∆Mc——项目节材量，单位为吨。通常可按照年计算，也可根据需要，按照“确定时

段”计算； 

Mq——项目实际耗材量，单位为吨； 

Mh——行业平均耗材量，单位为吨。 

A.4.9.3 单一产品节材量： 

bijibic MmmM )( −=Δ …………………………………（A.20） 

式中： 

ΔMc——产品节材量，单位为吨； 

mb——统计报告期的单位产品综合耗材，单位为吨； 

mj——基期的单位产品综合耗材，单位为吨； 

Mb——统计报告期产品产出的合格产品数量。 

A.4.10 节材率的计算 

A.4.10.1 改造型项目 

%100×
−

=
q

hq
c m

mm
m …………………………………（A.21） 

式中： 

mc——项目节材率。通常可按照年计算，也可根据需要，按照“确定时段”计算； 

mq——节材技术实施前项目实际耗材量，单位为吨； 

mh——节材技术实施后项目实际耗材量，单位为吨。 

A.4.10.2 新建型项目 

%100×
−

=
q

hq
c m

mm
m ……………………………………（A.22） 

式中： 

mc——项目节材率。通常可按照年计算，也可根据需要，按照“确定时段”计算； 

mq——项目实际耗材量，单位为吨； 

mh——行业平均耗材量，单位为吨。 

A.4.10.3 产品节材率 

%100)( ×
−

=
jc

jcbc
m m

mm
ξ …………………………………（A.23）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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ζm——产品节材率，100%； 

mbc——统计报告期单位产品耗材，单位为吨； 

mjc——基期单位产品耗材，单位为吨。 

A.4.11 减排率的计算 

A.4.11.1 改造型项目 

%100×
−

=
qi

hiqi
ci

s

ss
s ………………………………（A.24） 

式中： 

sci——项目CO2、SO2、COD、氨氮、NOx等污染物减排率。通常可按照年计算，也可根据

需要，按照“确定时段”计算； 

sqi——减排技术实施前CO2、SO2、COD、氨氮、NOx等污染物排放量，单位为吨； 

shi——减排技术实施后CO2、SO2、COD、氨氮、NOx等污染物排放量，单位为吨。 

i——第i种污染物。 

A.4.11.2 新建型项目 

%100×
−

=
qi

hiqi
ci

s

ss
s ………………………………（A.25） 

式中： 

sci——项目CO2、SO2、COD、氨氮、NOx等污染物减排率。通常可按照年计算，也可根据

需要，按照“确定时段”计算； 

sqi——项目实际CO2、SO2、COD、氨氮、NOx等污染物排放量，单位为吨； 

shi——行业平均水平CO2、SO2、COD、氨氮、NOx等污染物排放量，单位为吨。 

i——第i种污染物。 

A.4.12 减排量的计算 

A.4.12.1 改造型项目 

%100×−= hiqici sss ……………………………（A.26） 

sci——项目CO2、SO2、COD、氨氮、NOx等污染物减排率。通常可按照年计算，也可根据

需要，按照“确定时段”计算； 

sqi——减排技术实施前CO2、SO2、COD、氨氮、NOx等污染物排放量，单位为吨； 

shi——减排技术实施后CO2、SO2、COD、氨氮、NOx等污染物排放量，单位为吨。 

i——第i种污染物。 

A.4.12.2 新建型项目 

%100×−= hiqici sss …………………………（A.27） 

式中： 

sci——项目CO2、SO2、COD、氨氮、NOx等污染物减排率。通常可按照年计算，也可根据

需要，按照“确定时段”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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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i——减排技术实施前CO2、SO2、COD、氨氮、NOx等污染物排放量，单位为吨； 

shi——减排技术实施后CO2、SO2、COD、氨氮、NOx等污染物排放量，单位为吨。 

i——第i种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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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常用能源等效电折算系数 

B.1 各种常用能源的等效电折算系数应符合表B.1 的规定。 

表 B.1  各种常用能源的等效电折算系数 

终端能源 效率η 总能量 Q 等效电折算系数 Wee 

电 100% 1.000kWh 1.000 kWh/kWh 

天然气（1500℃/-1.6℃） 66.1% 10.825kWh /m
3
 7.156kWh /m

3
 

原油（1500℃/-1.6℃） 66.1% 11.628kWh/kg 7.686 kWh /kg 

汽油、煤油（1500℃/-1.6℃） 66.1% 11.977kWh/kg 7.917kWh /kg 

柴油（1500℃/-1.6℃） 66.1% 11.860kWh/kg 7.840 kWh /kg 

原煤（550℃/-1.6℃） 45.4% 5.814 kWh /kg 2.640 kWh/kg 

标准煤（550℃/-1.6℃） 45.4% 8.140 kWh /kg 3.695 kWh/kg 

市政热水（95℃/70℃/-1.6℃） 23.6% 1.000kWh 0.236 kWh/kWh 

市政蒸汽（0.4MPa/-1.6℃） 34.8% 1.000kWh 0.348 kWh/ kWh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