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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用能产品设备能效先进水平、节能水平和准入水平（2024

年版）》

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

提升产品设备节能标准，支撑重点领域节能改造，助力大规模设

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工业和信

息化部、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能源局

等部门印发了《重点用能产品设备能效先进水平、节能水平和准

入水平（2024 年版）》（发改环资规〔2024〕127 号，以下简称

《2024 年版》）。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同志接受采访，回

答记者提问。

问：《2024 年版》出台的背景是什么？

答：用能产品设备使用范围广、耗能总量大，提升设备能效是加

强节能工作的重要环节。经梳理测算，我国在运主要用能产品设

备保有量超过 50 亿台（套），年能耗量占全国能耗总量约 80%，

一些设备能效水平偏低，更新改造潜力巨大。2022 年 11 月，我

委会同有关部门印发《重点用能产品设备能效先进水平、节能水

平和准入水平（2022 年版）》（发改环资规〔2022〕1719 号，

以下简称《2022 年版》），首批选取 20 种用能产品设备，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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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能效水平、推广节能设备、淘汰落后设备等手段，加快产品

设备更新改造。按照党的二十大加快节能降碳先进技术研发推广

有关部署，结合节能工作新形势新要求，我委会同有关部门在

《2022 年版》基础上，将用能产品设备覆盖范围扩大至 43 种，

进一步提升能效水平，支撑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改造，研究制定了

《2024 年版》。

问：《2024 年版》部署了哪些重点任务？

答：《2024 年版》对扩大产品设备覆盖范围、提升节能标准、

统筹更新改造和回收利用、倡导绿色低碳消费、加强应用实施和

监督检查、强化综合性政策支持等 6 方面重点任务进行部署。

一是扩大重点用能产品设备覆盖范围。《2024 年版》将产品设

备划分为工业设备、信息通信设备、交通运输设备、商用设备、

家用电器、照明器具等 6 大类，在《2022 年版》已明确能效水

平的 20 种产品设备基础上，增加工业锅炉、数据中心、服务器、

充电桩、通信基站、光伏组件等 23 种产品设备。

二是加快提升产品设备节能标准。参考强制性能效国家标准，对

标国内外同类产品设备技术现状，将用能产品设备能效水平划分

为先进水平、节能水平、准入水平三档。其中，准入水平为相关

产品设备进入市场的最低能效门槛，是依法依规淘汰老旧落后设

备的技术依据。

三是统筹推进更新改造和回收利用。指导各地区和相关企业实施

产品设备更新改造，鼓励更新改造后达到能效节能水平，并力争



达到能效先进水平。支持基础设施、产业园区、公共机构等持续

提高能效先进水平产品设备应用比例。统筹做好废旧产品设备回

收处置，加强资源节约集约循环高效利用。

四是大力倡导绿色低碳消费。鼓励消费者优先选购能效先进水平

产品设备，促进消费升级。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按照能效水平实施

差异化政策支持，为能效节能水平及以上产品设备提供适当补贴。

强化国际交流合作，积极参与产品设备国际节能降碳标准制定。

五是加大应用实施和监督检查力度。将产品设备能效水平作为节

能审查重要技术依据，企业新建、改扩建项目和获得中央预算内

投资等财政资金支持的项目，主要用能产品设备能效必须达到节

能水平，优先采购使用能效达到先进水平的产品设备。对于产能

已经饱和的行业，主要用能产品设备能效原则上应达到先进水平。

六是强化综合性政策支持。结合产品设备能效水平实施情况，加

快强制性能效标准更新升级，稳步提升重点领域标准指标要求。

持续加强高效产品设备和相关生产技术工艺推广应用。完善政府

绿色采购相关政策，统筹运用金融等政策，落实好环保节能相关

税收优惠政策。

问：《2024 年版》与现行产品设备能效标准的关系？

答：《2024 年版》与现行产品设备能效标准相比，主要有三个

方面特点。

一是突出重点品类。截至 2023 年底，我国已出台强制性能效国

家标准的产品设备共有 67 种。《2024 年版》纳入了其中能耗量



和节能改造潜力更大、节能指标提升更为迫切的 38 种重要产品

设备。初步测算，对标《2024 年版》能效先进水平，开展相关

行业和设备节能降碳改造，预计每年可形成节能量约 5500 万吨

标准煤、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 1.2 亿吨。

二是填补标准空白。近年来，我国信息通信、新能源汽车、光伏

发电等行业规模迅猛发展，通信基站、充电桩、电动汽车用液冷

式电驱动系统、光伏并网逆变器、晶体硅光伏组件等产品设备能

耗量快速上升。由于我国尚未出台上述 5 种产品设备的强制性能

效国家标准，行业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同类产品设备之间能效差

异超过 30%，在深入研究论证的基础上，《2024 年版》提出了上

述 5 种产品设备能效先进水平和节能水平，但考虑到上述产品设

备技术路线仍在迅速迭代，《2024 年版》暂不设置能效准入水

平，不增加企业额外负担。

三是指标应提尽提。《2024 年版》43 种产品设备的能效先进水

平，均不低于现行国家强制性节能标准或相关团体标准的能效 1

级指标，并普遍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有 19 种产品设备在现行

强制性能效国家标准基础上，能效指标平均提升了约 20%。其中，

远置冷凝机组冷藏陈列柜、自携冷凝机组商用冷柜、家用电冰箱、

电动洗衣机、空气净化器、吸油烟机等 6种产品设备的能效指标，

较现行国家标准大幅提升了 25%至 36%，为强制性能效国家标准

制修订奠定基础。

问：如何抓好《2024 年版》贯彻落实？



答：产品设备节能降碳管理涉及面广，需要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共

同努力。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各有关方面，认真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扎实推进《2024 年版》各项任务贯

彻落实，推动相关工作取得实效。

一是加强统筹协调。加强跨部门协调配合，形成工作合力，推动

地方和行业企业加强产品设备能效管理，持续提升设备能效水平，

加强废旧设备回收利用，将《2024 年版》各项工作任务落实落

细。

二是加快节能改造。组织各地区深入开展能效诊断，摸清存量项

目主要用能产品设备能效水平，提出改造计划，加强项目储备。

统筹各类资金渠道，加大对节能改造项目的支持力度，为努力完

成“十四五”能耗强度下降约束性指标提供有力支撑。

三是强化跟踪问效。组织研究机构和行业企业，对《2024 年版》

实施效果开展跟踪评估。通过节能监察、产品质量抽查、能效标

识备案管理等手段，加强节能标准执行情况监督检查。以《2024

年版》为重要依据，加快节能标准制修订进度，加强能效标识实

施管理，更大力度推进节能降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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