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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能效“领跑者”制度？

实施范围覆盖哪些领域？

“领跑者”需满足哪些条件？

与“节能惠民”有何不同？

日本怎么做？

用能产品遴选采用企业自愿申报、
专家评审、社会公示等方式。入围产品
的生产企业在品牌宣传、产品营销中使
用能效“领跑者”标志，可在产品明显位置
或包装上，也可在能效标识本体上直接
印制能效“领跑者”标志。入围产品目录
每年发布两次。

高耗能行业由行业协会通过数据征
集、资料审查、现场核验、同行评议、专家

座谈等方式，遴选出上一年度的高耗能
行业能效“领跑者”名录和单耗指标，上
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能源局、国家发
展改革委。每年发布一次。

公共机构则由省级公共机构节能管
理部门依据相关国家标准，通过资料申
报、现场调研、专家评审等方式，对每种
类型的公共机构评选出能效“领跑者”，
上报国管局。每年发布一次。

如何遴选和发布？

能效“领跑者”标识

资料图片

国家发改委等 7 部门近日联合
发布《关于印发能效“领跑者”制度实
施方案的通知》，明确提出在变频空
调、电冰箱、滚筒洗衣机、平板电视等
家电产品中实施能效“领跑者”制度。

2014 年 5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的《2014～2015 年节能减排低碳发展

行动方案》指出，加强节能减排，实现
低碳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
容，是促进经济提质增效升级的必由
之路。专家表示，在节能惠民政策结
束后，市场出现一定“开倒车”现象，低
能效家电产品占比有所抬头，此时出
台能效“领跑者”制度时间恰到好处。

此次推出的能效“领跑者”制度
与节能惠民工程均可促进家电节能，
但也有不同之处。

节能产品惠民工程主要是通过对
高效节能产品给予财政补贴，促使市
场销售价格不断下降，激励广大消费
者多购买高效节能产品，多节约资源。

能效“领跑者”制度重点不在刺
激消费，而在于引导行业提高节能技
术。主要通过树立标杆，引领企业使
用更新的节能技术，推动企业在研
发、生产上加大高能效产品的比重，
促进节能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并不直
接针对消费。

能效“领跑者”制度实施范围包括
三类：终端用能产品、高耗能行业和公
共机构。

◆用能产品 综合考虑产品的市
场规模、节能潜力、技术发展趋势及相
关标准规范、检测能力等情况，选择量大
面广、节能潜力大、基础条件好的变频空
调、电冰箱、滚筒洗衣机、平板电视等家
电产品实施能效“领跑者”制度，以后逐
步扩展到办公设备、商用设备、照明产
品、工业设备以及交通运输工具等产品。

◆高耗能行业 综合考虑行业的

能源消费量、节能潜力、节能技术发展
趋势以及能耗统计、计量、标准等情况，
选择火电机组、原油加工、钢铁、乙烯、
合成氨、电解铝、平板玻璃、水泥等产品
实施能效“领跑者”制度，以后逐步扩
展到电力、石油石化、化工、钢铁、有
色、建材等高耗能行业的其他产品。

◆公共机构 按照同类可比原则，
对公共机构进行合理分类。考虑到数
据的可得性、评价的规范性，先以学校、
医院等公共机构为重点实施能效“领跑
者”制度，逐步涵盖各类型公共机构。

能效“领跑者”是指同类可比范围
内能源利用效率最高的产品、企业或单
位。能效“领跑者”制度通过树立标杆、
政策激励、提高标准，形成推动终端用能
产品、高耗能行业、公共机构能效水平不
断提升的长效机制，促进节能减排。

具体做法就是定期发布能源利用
效率最高的终端用能产品目录，单位产

品能耗最低的高耗能产品生产企业名
单，能源利用效率最高的公共机构名
单，以及能效指标，以此树立能效标杆。
同时，对能效“领跑者”给予政策扶持，引
导企业、公共机构追逐能效“领跑者”。
适时将能效“领跑者”指标纳入强制性
能效、能耗限额国家标准，完善标准动
态更新机制，不断提高能效准入门槛。

用能产品：能效水平达到国家标准
1 级以上，且为同类型可比产品中能源
效率领先的产品，能效“领跑者”指标应
逐年提高；采用先进高效节能技术和零
配件，产品全生命周期能耗较低；产品获
得国家采信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具有
国家认可实验室的第三方能源效率检测
报告；产品质量性能优良，近一年内国家
监督抽查中，产品质量无不合格；产品为
量产的定型产品；生产企业为中国大陆
境内合法的独立法人，具备完备的质量
管理体系、健全的供应体系和良好的售
后服务能力，承诺“领跑者”产品在主流
销售渠道正常供货。

高耗能行业：单位产品能耗水平达到
能耗限额国家标准的先进值，且为行业的
领先水平，能效“领跑者”指标应逐年提
高；“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均完成了
政府下达的节能量目标任务，未使用落后
的用能设备和产品；按照国家标准《能源
管理体系要求》（GB/T 23331-2009），建

立了能源管理体系；建立了完备的能源统
计和计量管理体系，能源计量器具配备满
足国家标准《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
和管理通则》（GB 17167-2006）要求，已
经通过能源计量审查；建立了节能奖惩制
度；已经开展或正在开展能耗在线实时监
测系统建设；年能源消费量超过 1万吨标
准煤的独立法人；近 3年内未发生重大安
全、环境事故。

公共机构：按照同类可比原则，能源
效率为同一气候类型中同类公共机构的
领先水平，能效“领跑者”指标应逐年提
高；未使用落后的用能设备和产品；建立
了完善的节能管理制度和能源管理体
系，在本地区同类型公共机构中节能管
理水平领先；建立了完备的能源统计和
计量管理体系，能源计量器具配备满足
国家标准《公共机构能源资源计量器具配
备和管理要求》（GB/T 29149-2012）要
求；年能源消费量一般不低于 50 吨标准
煤；近3年内未发生重大安全事故。

能效“领跑者”制度起源于日
本，是日本业界根据《节约能源法》要
求制定的一项推动节能环保技术发
展的措施。主要通过推动节能环保
标准的不断提升，鼓励企业以自我声
明的方式向消费者推荐更为节能的
产品，政府则对限期内不能达到节
能要求的企业做出公示和处理。

日本能效“领跑者”制度主要参
与方，包括政府、能源专家、制造企
业、进口商、零售商和消费者。为了
保障“领跑者”制度的顺利实施，日
本对不同的参与主体，采取了不同
的激励与约束措施。其中，制造企
业是“领跑者”制度实施的主体。

日 本 对 制 造 企 业 既 有 激 励 措
施，也有约束手段。在激励措施方
面，对于表现突出的制造企业，一是
可以获得研发支持；二是企业的绿
色采购可以得到政府的低息贷款，
企业的节能改造和节能技术开发项
目也可获得政府贷款担保；三是企
业产品列入政府采购目录；四是能
获得品牌宣传机会。

除了以上激励措施，政府对制
造企业还有严格的约束机制，主要
有：第一，必须建立展示项目，并接
受政府监督。日本《节约能源法》要
求，列入能效“领跑者”制度的产品
必须建立展示项目。同时，日本经
济产业省是监督部门，对经济产业
省的审查和建议，制造企业必须遵
照执行，否则将受到警告、公告、命
令，甚至罚款等处罚。第二，目标产
品年度未达标，企业将受到处罚。
政府每年会对“领跑者”目标产品实
施检查，对检测未达标的企业规定了
惩罚办法，要求其对不达标原因作出
解释。如果是因为节能性能的改进
措施不充分所致，将采取劝告、命令、
公示、罚款等措施勒令企业限期达
标。若限期仍达不到“领跑者”能效
标 准 ，目 标 产 品 将 不 允 许 上 市 销
售。第三，实行自愿性节能标识制
度。通过标识形式标明产品是否达
到“领跑者”标准。节能标识制度能
够有效引导消费者选购节能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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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提起“节气”，熟悉的人恐寥寥
无几。这种在古代对中国农耕事业有
极其重要作用的传统节令，于工业文明
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慢慢地被遗忘
了。这不禁让笔者想起一个人、一本书
——朱伟和他的《微读节气》。

身 为 一 家 传 统 媒 体《三 联 生 活 周
刊》的主编，朱伟却是一个“不传统”的
媒体人。源于儿时的记忆，每逢节气以
及其他一些好日子，总会在微博上引经
据典并加以解读。他所著的这本书，并
没有用长篇大论来加以描述、告知读者

“节气”是什么，而是选用了所谓的“微
博体”。因为微博字数限制在 140 字以
内，所以每条的用语虽然漂亮，却都很
精简，读起来琅琅上口，更易记忆。

早在汉代，《淮南子》一书中就已经
有了关于二十四节气的系统记载。节
气反映了地球围绕太阳运动的过程，
是每年季节变更的重要标志，因此对
农 业 生 产 十 分 重 要 。 中 国 农 民 为 了
更方便地根据节气来安排农事，长期
以 来 便 形 成 了 一 些 有 关 节 气 的 诗 词
歌赋，如“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
暑 相 连 ，秋 处 露 秋 寒 霜 降 ，冬 雪雪冬
小大寒。”简短的 28 个字，串联起了对人
们生产生活意义重大的二十四节气。
两千多年来，节气被人们一代代传承，
不断地丰富发展，有了其自然存在并传
承的道理。

拿“立春”来讲，作为二十四节气中
的首个节气，立春之日尤为重要。古籍

《群芳谱》中有云：“立，始建也。春气始
而 建 立 也 。”春 天 就 是 从“ 立 春 ”开 始
的。立春过后，大地回暖、白昼变长，降
水逐渐增加，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的农
民便陆续开始准备春耕。与此同时，在
我国长江流域以南地区，却时常还有

“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的
景象发生，故南方大部分地区的农民春
耕往往比北方耕作稍迟些。由此可见，
生产耕作不仅要考虑节气因素，也要考
虑地域之差。

所谓“一年之计在于春”，立春之日

不仅意味着新一年农业生产的初始，更
是一个重大的节日。在古代，民间都把

“立春”称之为“春节”（民国后期才改
名）。为盼来年丰收，立春之日，天子会
亲率重臣去郊外迎 春 ，回 宫 后 更 是 赏
赐 群 臣 、施 惠 于 民 ，后 期 影 响 到 平 民
百姓，就形成了一项新的全民迎春活
动。现如今，立春日虽已不限于农业
节 气 ，但 在 我 国 许 多 地 区 ，立 春 之 日

“ 迎 春 ”、“ 春 游 ”、“ 鞭 春 牛 ”等 风 俗 仍
被延续了下来。

不止“立春”，二十四节气中，每一
个节气都是几千年来中国人认识自然
的智慧结晶，渗透了中国人对自然的体
察以及对人生的感悟。除了立春之日
迎春，还有端午的粽子、中秋的月饼，新
年的爆竹、元宵的灯火，诸多中华传统
民俗的继承也有赖于节气的变化与发
展。古时，人们追求情怀，节气就是一
种“诗意”的情调，文人雅士于节气变化
中吟花弄月，诞生了大量的诗词歌赋；
现今，人们讲求养生，节气就是一种随
季的生活准则，“春分一到，天就暖了；
白露一到，天就凉了”。每一个节气都
对应着气候变化，非常准确。人们顺应

自然、和谐共生，根据自然的变化来调
理 自 己 的 身 体 ，以 保 持 身 体 康 健 、福
寿 绵 长 。 勤 劳 质 朴 的 人 民 随 季 发 展
出 一 整 套 诗 意 化 的 生 活 方 式 ，把 食
物 、民 俗 与 时 节 相 联 系 ，使 得 一 个 个
原 本 平 淡 无 常 的 日 子 变 得 有 滋 有 味
起来。

朱 伟 先 生 在《微 读节气》一书中，
不仅系统阐释了一年中二十四节气内
涵和风俗习惯，同时还把我们老祖宗
留 下 的 随 四 季 农 耕 节 令 有 感 而 发 的
诗词歌赋重新进行了梳理。他把“传
统 ”的 节 气 用“ 非 传 统 ”的 手 法 记 载
下 、传 递 开 ，活 色 生 香 的 文 字 使 人 读
起来只觉深入浅出、富有乐趣。读此
书，不但能让人识“节气”、忆“文源”，
更 能 使 人 重 新 审 视 与 思 考 人 与 自 然
的关系。

比 如 ，节 气 与 人 类 之 间 关系的发
展变化。人因昼夜之变养成了日出而
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又因四时之
分学会了因时而变、因势而动的思想理
念。同样，人类也在影响着时节。古人
云：“大者，盛也，至此而雪盛也”。大
雪，顾名思义，雪量大。到了这个时段，
雪往往下得大、范围也广，故名大雪。
然而今时今日，孩子们却只能在电视上
探求雪的模样，或在没有更多工业化影
响的地方感受雪的纯净。类似“小雪腌
菜，大雪腌肉”的习俗也渐渐消失在人
们的生活中。

节气离人越来越远了。自然有限
而物欲无限，人类在征服自然、改造自
然的过程中也破坏了自然。天理循环，
生态遭到破坏，文化也有了断层。古人
能于天与地的运行变化中摸索出自然
节气的规律，顺时而为、敬畏自然，并代
代相传，这是古人的智慧，更是传统文
化的魅力。现今的我们，还能重新过上
古 人 那 般 诗 意 的 生 活 ，还 能 走 近 节
气吗？

也许该好好思考如何化“腐朽”文
化为“神奇”的方法了，思考如何处理人
与自然的关系才能更好实现人类社会
的可持续发展。愿《微读节气》，能有所
裨益。

感受四时的魅力

《微读节气》
作者：朱伟
出版社：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出版年：2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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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时记》

作者：如蕤
出版社：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
出版年：2014.8

作者从一年二十四个节气民俗与每个节气美食的
双重角度，展示了中华民族悠久的饮食民俗文化，并介
绍了从“家”、“情感”等沿袭而来的美食传承。

节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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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宋词中的节气之美》

作者：沈善书
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
出版年：2013.11

作者以二十四节气诗词为引，用散文笔法串联起
岁时节序，介绍了李白吟过的月光，杜甫草堂中歇过的
脚，陶渊明南山下种过的菊……民俗故事、花神典故、
日常琐细，共同绘成一幅优美的光阴画卷。

《二十四节气民俗》

作者：高倩艺
出版社：中国社会出版社
出版年：2011.4

本书以二十四节气为线索，从节气对风俗习惯和
精神生活的影响讲起，如食俗、诗词漫谈及故事传说
等，展现了二十四节气民俗文化的丰富内容和深刻的
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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