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国家对节约能源的宏观管理，促进节能降耗，提高经济效益，保

证国民经济的发展，根据国务院颁发的《节约能源管理暂行条例》的有关规定，

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节能监测是指由政府授权的节能监测机构，依据国家有关节

约能源的法规（或行业、地方的规定）和技术标准，对能源利用状况进行监督、

检测以及对浪费能源的行为提出处理意见等执法活动的总称。

第三条 城乡一切企业、事业单位以及机关、团体和个人，均应遵守本规定。

第二章 机构与职责

第四条 全国节能监测工作由国家计委节能主管部门负责统一组织管理。省、自

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节能主管部门负责管理本地区的节能监测工

作。国务院有关部、局、总公司节能主管部门负责管理直属单位和协助当地政府

节能主管部门指导本行业的能源利用监测工作。

第五条 国家设全国节能监测管理中心。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设省（区、市）节能监测中心省辖地、市是

否建立节能监测站，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自行决定。

国务院有关部、局、总公司是否设置行业节能监测机构，由各部、局、总公司自

行决定。

各级节能监测中心（站）为事业单位，其经费由各地事业费解决，并受同级政府

节能主管部门的业务指导。

第六条 全国节能监测管理中心的主要职责：

（一）组织编制全国节能监测计划要点，对各地区、各行业能源利用监测机构进



行技术和业务指导。

（二）搜集、整理全国节能监测资料，组织开展节能监测技术研究、开发、交流

和培训。

（三）组织各省（区、市）和行业节能监测中心监测人员的业务考核工作。

（四）承担省（区、市）、行业节能监测中心纠纷的技术仲裁。

（五）负责向国家计委节能主管部门定期汇报全国节能监测工作情况并提出有关

建议。

（六）参与制定有关节能监测的法规、标准和技术规范等。

（七）承担国家计委节能主管部门委托的其它有关节能监测的工作。

第七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的节能监测中心的主要职责：

（一）组织开展本地区的节能监测工作，对本地区所属节能监测站进行技术指导

和业务管理。

（二）协助节能主管部门编制本地区节能监测计划，参与制定节能监测法规、标

准和技术规范。

（三）承担本地区所辖地（市）节能监测站人员的技术、业务考核。

（四）承担本地区所辖地（市）节能监测纠纷的技术仲裁。

（五）开展节能监测技术研究、情报交流、技术培训和协调技术合作，搜集、整

理本地区能源利用监测的数据和资料，定期向节能主管部门和全国节能监测管理

中心汇报节能监测情况并提出有关建议。

（六）计划单列市节能监测中心接受所在省、自治区节能监测中心的业务指导，

节能监测法规、标准和技术规范要与省、区协调一致，并报送节能监测计划。

第八条 地、市节能监测站的主要职责：



（一）协助本地区节能主管部门制定节能监测计划。

（二）实施本地区的节能监测工作。

（三）负责搜集、整理、储存本地区节能监测的数据和资料。

（四）对企业中的节能自检工作进行技术指导和监督。

（五）定期向本地区节能主管部门和上级节能监测中心服告节能监测情况并提出

有关建议。

第九条 国务院有关部、局、总公司节能监测中心主要职责：

（一）参与制定本行业节能监测技术规范、标准。

（二）负责本系统直属单位的节能监测，对监测不合格单位提出处理意见报本系

统节能监测主管部门审定。所属企业的节能监测计划报送所在地区监测中心汇总。

（三）协同各地区节能监测中心（站），对本行业技术复杂、专业性强、配备有

特殊设备的企业实施节能监测。

（四）开展本行业节能监测技术研究、情报交流、技术培训和咨询工作。

（五）向本系统节能主管部门及全国节能监测管理中心汇报监测情况并提出有关

建议。

第三章 监测内容及程序

第十条 节能监测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检则、评价合理用热状况；

（二）检测、评价合理用电状况；

（三）检测、评价合理用油状况；

（四）协助技术监督部门对供能质量的监督、检测；

（五）节能产品的能耗指标抽查、验证；



（六）对用能产品的能耗及与产品能耗有关的工艺、设备、网络等技术性能的检

测、评价；

（七）对国家已公布的淘汰机电产品、监督其更新改造。

第十一条 节能监测机构对被监测单位进行监测时，要严格执行监测技术规程和

有关技术标准。

第十二条 节能监测分定期监测和不定期监测。定期监测须在执行监测十天前通

知被监测单位。节能监测中心（站）对用能单位的能源利用情况也可以随时进行

监测。

第十三条 被监测单位应向节能监测中心（站）提供与监测有关的技术文件和资

料，并根据监测中心（站）的具体要求做好准备，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

第十四条 监测中心（站）在监测工作结束后，应向被监测单位及其主管部门提

出监测报告和处理意见，同时抄报同级节能主管部门。

第十五条 对初监测不合格者，监测中心（站）要及时通知被监测单位，并限期

整改；整改后进行复测，如复测仍不合格者，经同级节能主管部门核准，对其征

收能耗超标加价费，作为地区（行业）节能改造基金。第二次复测不合格者，报

请当地经委（计经委）批准给予减供或停供能源，直至查封设备的处罚。

能耗超标加价费不得列入成本和营业外支出。

能耗超标受处罚的企业不得参加当年的节能先进企业的升级（定级），已获得的

节能等级应降级或取消称号。

第十六条 被监测单位对监测处理意见有异议时，在接到处理通知书后半月内向

上级节能主管部门申诉，上级节能主管部门委托上级节能监测机构进行仲裁，并

在一个内作出处理结论。



第十七条 企业在用的机械设备如果属于国家已公布淘汰的机电产品，经监测不

符合国家节能标准要求时，地区（行业）节能监测机构有责任协助本地区（行业）

节能主管部门订出规划，监督尽快更新或改造。

第四章 节能监测机构的管理

第十八条 节能监测机构须按《节能监测机构认证审定办法》（见附件）要求，

经认证审定考核合格后，由政府部门批准，发给证书，才能施行其节能监测职能。

第十九条 节能监测中心（站）实行主任（站长）负责制。节能监测专业人员实

行技术职务聘任制，待遇与其它部门技术人员相同。

第二十条 节能监测有关的技术规范、标准、方法和报告，其优秀者可参与科研

成果评比。节能监测资料和文件，凡属涉及机密者，应严格按照有关保密制度处

理。

第二十一条 节能监测专业人员须经省部级节能监测中心考试，合格后方可聘任，

并由当地政府或有关部门授予《节能监测员》证书和证章。日常凭《节能监测员》

证书和节能监测证章从事节能监测工作。

第二十二条 节能监测人员在执行任务时应严守纪律，秉公守法。对滥用职权、

徇私舞弊者视情节轻重给予行政处分。触犯刑律者，由司法部门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三条 节能监测机构从事监测时，可按收费标准收取测试仪器设备折旧费、

材料费和劳务费。

收费标准须经省、部级政府节能主管部门会同物价部门批准实行。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各地区、各行业可根据本规定，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实施细则。

第二十五条 关于合理用电的监测，各地监测中心（站）与三电办公室的具体分



工协作，由当地经委（计经委）统筹协调。

第二十六条 军队系统可参照本规定制本系统的节能监测细则。

第二十七条 本规定由国家计委节能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二十八条 本规定自 1990 年 6月 1日起施行。

附件：

节能监测机构认证审定办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和《节约能源管理暂行条例》的要求，为保证节

能监测工作的可靠和公正。应对节能监测机构的能力和职能进行认证与审定，认

证审定的有关办法如下：

一、所有节能监测机构均须经计量认证合格和监测职能的审定批准方能开展节能

监测工作。

二、节能监测机构计量认证的必要条件：

1、节能检测仪器设备与所从事监测项目相适应；

2、实验室的工作环境能满足节能监测的要求；

3、监测人员具备节能监测必要的专业知识和实际经验，经技术、业务考核合格；

4、有保证监测数据公正和可靠的管理制度。

三、节能监测机构监测职能审定批准的必要条件：

1、系由同级节能主管部门组建，经经委（计经委）、或国务院部、局、总公司

批准建立的法人单位；

2、有符合本地区、本行业实际情况的节能监测办法。

3、有一支相对稳定的、熟悉主要行业生产工艺的技术咨询队伍和熟练的测试队

伍。



四、节能监测机构的计量认证，按照国家技术监督局颁布的《产品质量检验机构

计量认证管理办法》进行。

五、节能监测机构的监测职能由省部级节能主管部门负责审定。

六、国家计委与国家技术监督局授权组织的全国节能监测管理中心，具体负责对

省级和行业节能监测机构的认证与审定考核工作。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国务

院各部、局、总公司节能监测中心具体负责对所属地（市）或直属单位节能监测

站的认证与审定考核工作。

七、全国节能监测管理中心按《产品质量检验机构计量认证考核评审办法》及《节

约能源监测管理暂行规定》制定具体的评审考核细则。

八、评审考核合格者由计量行政部门发给计量认证合格证书后，由当地政府或有

关部门发给节能监测证书和证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