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四五”时期是四川省抢抓国家重大战略机遇、推动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成势见效的关键时期，也是全省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

源工作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机遇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

《公共机构节能条例》《“十四五”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工作规划》

和《四川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

纲要》《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等政策法规，编制《四

川省“十四五”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工作规划》，明确“十四五”

时期全省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工作总体要求、主要目标任务。

       规划分为六个部分：

      “十三五”时期，全省各级公共机构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

念，坚持以生态文明建设为统领，以能源资源降耗增效为目标，

扎实推进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各项工作，圆满完成了“十三五”

规划目标任务。

发     展     态    势

        2020年，全省纳入能耗统计的公共机构51754家，能源消费总量

161.72万吨标准煤，建筑能耗134.24万吨标准煤，用水总量4.84亿立

方米。

1.开展既有建筑节能改
造295.78万㎡，合同能
源管理试点成效显著。

3.“十三五”末，推广
应用新能源汽车8681辆，
充电基础设施配置9176
套。

4.实施节能灶具、排烟系
统改造，厨余垃圾集中和
就地资源化处置能力提高。绿色

建筑

绿色

出行

绿色

信息

2.实行无纸化办公、
双面打印，开展绿色
采购，使用再生办公
用品。

5.开展绿色数据中
心建设，开展分项
计量和节能改造实
施项目142个。

6.组织全省公共机构节能宣
传周启动仪式4次，承办2019
年全国公共机构节能宣传周
启动仪式，开展节能环保品
牌推广及其他活动500余场。

绿色

办公

绿色

文化

绿色

食堂

能源资源节约目标任务全面完成

六大绿色行动和七大重点工程成效明显

单位建筑面积能耗 人均综合耗能 人均用水量

下降
14.22%

下降
16.31%

下降
16.67%

        单位建筑面积能耗、人均综合能耗、人均用水量与 2015 年相

比分别下降了14.22%、16.31%和16.67%。

1. 规划背景

2. 总体要求

3. 绿色低碳行动

4. 5+2高质量发展工程

5. 成渝地区协同发展

6.完善保障措施



1.创建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
位：国家级121家，省级179家。
建设节水型单位2365家。

3.节水器具使用率80%以
上，人均水耗低于定额。

5.分区计量率达100%，重
点区域和设备计量率达
100%，开展票据会审工作
70余场。

示范

单位

创建

节地

节水

能效

提升

2.太阳能项目132个，
装机0.75万KW，集热
面积6.1万㎡。

6.淘汰燃煤锅炉574 
台，改造锅炉709.08 
蒸吨；实施燃气锅炉
低氮燃烧改造238台，
推广高效照明产品 
251万余件。

7.组织遴选能效领跑者16家，
创建成功13家，涵盖党政机
关、学校、医院等。

可再

生能

源

领跑

者

能源

计量

统计

4.废旧电子、废纸、废塑
料等回收率达80%以上，推
行使用再生用品。

资源

综合

利用

节能宣传和培训活动广泛开展

1.采编优秀案例35个，入选全国优
秀案例库23个，获优秀组织奖；
2.编辑简报136期；
3.各种媒体报道100余篇。

1.组织开展节能培训100余场;
2.组织参加远程培训2000人次以上。

1.节能宣传活动500余场次；
2.承办2019年全国节能宣传周；
3.节能宣传周暨全川行活动12场次。宣传活动

案例、简报、
媒体报道

培训活动

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有序推动

l  印发《四川省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实施方案》《关于在全省

地级以上城市公共机构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通知》《关于

全省公共机构禁止使用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制品工作的通知》

系列文件，全面开展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和禁止使用不可降

解一次性塑料制品工作。

l 全省各级公共机构投放各类分类垃圾桶共计15万个以上，成都

市、德阳市、广元市作为46个重点城市，有序推进公共机构生

活垃圾强制分类，覆盖率达到100%。

反食品浪费行动牵头推进

制定并推进落实《四川省厉行节约 制止餐

饮浪费行为行动方案》，发布四川省省级

地方标准《机关职工食堂管理服务规范》

（DB51/T2617-2019）。

大力开展“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七进”活动，

全方位开展“爱粮节粮”大讲堂、“拒绝舌尖

上的浪费”和“光盘行动”等宣传引导活动，

2020年共计60余万人参与，“光盘行动”打

卡人次超过320万。



      “十四五”是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

键时期，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

局对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提出新任务新要求。

国家“十四五”
规划提出绿色
发展新要求 碳达峰与碳中

和愿景明确新
目标

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带
来新机遇 科学技术创新

发展注入新动
能

发     展     形     势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准确把握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

发展格局对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全面落实

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以绿色低碳发展为目

标，立足公共机构实际，完善体制机制，提升治理能力，强化创新

驱动，推动绿色转型。紧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及长江经济带绿色

发展的国家战略机遇，扎实推进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工作高质量

发展，广泛形成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充分发挥公共机构的示范

引领作用。

基     本     原     则

01

03

04

——坚持系统观念、重点推进

——坚持绿色转型、创新驱动

 坚持分类施策、因地制宜——

 坚持市场导向、共同参与——

坚持区域联动、协同发展——

指     导    思     想

05

02

        聚焦绿色低碳发展目标，全面完成各项绿色低碳行动和

高质量发展工程目标任务，公共机构能源资源利用效率有效

提升，碳排放强度明显下降；

        各项示范创建任务全面完成，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全面实

施, “禁塑”工作有效开展，反食品浪费工作取得良好社会效应;

       能源资源管理标准化和信息化水平明显提高，能耗监测和

数据统计直报比例显著提升，碳达峰、碳中和实施路径探索

出可推广经验；

       新能源利用占比不断增加，新能源汽车推广和充电基础设

施建设达到目标要求；

       积极完善培训体系，不断创新工作机制，为实现2035年

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管理现代化打下坚实基础。

目     标     任    务

主 要 目 标

具 体 目 标



以2020 年能源、水资源消费以及碳排放为基数，2025年

下降
4%

下降
5%

下降
7%

下降
7%

单位建筑面积能耗 人均综合耗能 人均用水量 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量

空

绿色建筑行动

绿色办公行动

绿色出行行动

新增及更新车辆
中新能源汽车比
例原则上≥30%

充电基础设施与
新能源车比例
≥1:3

新能源汽车进机
关推广活动50
场次

新能源汽车占比 充电基础设施 新能源汽车推广活动

绿色文化行动

广泛开展公共机构全国节能宣传周、全国低碳日、世界

环境日、世界粮食日和世界水日等主题宣传活动。

加强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宣传，开展多种形式宣传活

动，鼓励“云”上宣传。

大力宣传有关法律、法规和节能知识。

突出宣传重点、创新宣传方式、通过多种传播渠道开展

宣传活动。

积极利用节能环保品牌推广活动。

积极开展重点业务培训。

l 规范集约使用办公用房和土地。

l 充分利用自然采光，大力推广高效照明光源应用。

合理控制室内温度(严格执行“夏季室内空调温度设置不低于 26 摄氏度、冬

季室内空调温度设置不高于 20 摄氏度”的标准)

l 探索建立电器电子产品、家具、车辆等资产共享机制。

l 加速推动无纸化办公，倡导使用再生
纸、再生耗材等循环再生办公用品，
限制使用一次性办公用品。

l 加大绿色采购力度，将能源资源节约
管理目标和服务纳入物业、餐饮、能
源托管等服务采购需求。

加强与高校、科研单位合作，共同

开展碳达峰、碳中和等课题研究。

积极开展绿色建筑行动，新建建筑全面执行

绿色建筑标准，提高装配式建筑比例，推广

使用绿色建材。

大力推动星级绿色建筑创建行动。

持续开展既有建筑围护结构、照明、电梯等

综合型用能系统和设施设备节能改造。

加快推广超低能耗和近零能耗建筑。



空

绿色建筑行动

反食品浪费行动

常态化开展“厉行节约 制止餐饮浪费”等反食品浪费活动。

进一步加强公务接待、会议、培训等公务活动用餐管理，

制止公共机构食堂餐饮浪费。

实施公共机构反食品浪费工作成效评估和通报制度。

开展“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宣传教育活动进机关、进学校、

进医院、进企业、进社区、进餐厅、进家庭的“七进”活动。

持续深化厉行节约、制止餐饮浪费行为的宣传教育。

完善餐饮浪费监管机制，加大督查考核力度。

l 实施数据中心节能改造，加强在设备

布局、制冷架构等方面优化升级。

l 建设机房能耗与环境计量监控系统。

l 积极推进制定公共机构绿色数据中心

建设和运行规范。

l 与经济和信息化等部门联动，开展公

共机构绿色数据中心创建。

空

能效提升工程

资源节约工程

能源供给侧创新工程

                  ——提高非化石能源利用率

                               ——广泛开展余热余能回收利用

                                              ——持续降低能源消费支出

全面开展生活垃圾分类

有序推动“禁塑”工作

有效推进节水护水行动

主要任务

1.开展重点用能单位能源审计项目和节能诊断150个。

2.重点用能单位通过能源管理系统直报数据达到95%以上。

3.开展重点用能单位综合能效提升改造项目50个，开展合同能

源管理项目15个。

4.实施锅炉、中央空调等能效提升改造100个。

l 加大公共机构采购云计算服务的力度，鼓励应用云计算技

术整合改造现有电子政务信息系统。

加强重点用
能单位节能
管理

推进设备节
能改造与能
效提升

绿色数据中心行动



空

示范创建工程

目标管理体系建设工程

低碳管理工程

主要任务

1.50%以上重点用能单位完成碳排放核查与信息披露。 

2.完善公共机构低碳管理评价指标，编制公共机构低碳发

展指南。

3.开展大型活动或会议碳中和5次以上。

l 节约型机关创建

l 示范单位创建

l 节水型单位建设

加强目标
数字化管
理

加强目标体
系化管理

低碳引领 碳排放核查 碳中和
低碳管理

能力

l 遴选能效、水效领跑者

l 示范案例推介

l 绿色生活创建

l 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等法律法规，建立健全碳排放管理、

反食品浪费、重点用能单位管理等制度体系。

l 推进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标准体系建设。

l 强化标准应用，开展对标达标行动。

l 促进标准化与信息化融合发展。

制度标准体系建设工程



l 紧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和长江经济带

的国家发展战略机遇，发挥川渝两地优

势和特色，健全完善合作机制，加强成

渝双城经济圈区域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

源经验交流，推进区域公共机构节约能

源资源工作协同发展。

l 制定成渝两地共同适用的地方标准、规

范，共同开展人才培训和人才交流，每

年组织两次以上的培训交流活动。

1

2

3

组织开展川渝节能环保品牌推广活动。

开展区域人才交流和培训活动，共同培训公共机

构节约能源资源管理人才。

共同制定成渝两地适用的地方标准、规范。

l 在成渝双城经济圈区域开展川渝节能环保品牌推广活动，

推广“川渝造”节能环保新产品、新技术，提高区域品牌

影响力。

l 推动成渝双城经济圈区域公共机构加大节能减排力度，从

严控制区域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总量和强度以及碳排放

强度。

强化
组织协同

强化
能力建设

强化
绩效考核

强化
资金保障

发     展    主     要     任     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