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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建立高耗能企业可再生能源电力

强制消费机制的若干措施

为深入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2024—2025 年节能降碳

行动方案〉的通知》（国发〔2024〕12 号）、《国家发展改革

委 国家统计局 国家能源局关于加强绿色电力证书与节能

降碳政策衔接大力促进非化石能源消费的通知》（发改环资

〔2024〕113 号），重点控制化石能源消费，压实高耗能（《自

治区“两高一低”管控目录》中的项目）企业可再生能源电

力消费责任，提高高耗能企业绿色竞争力，推动完成“十四

五”能耗强度下降目标任务，现提出以下措施。

一、加强可再生能源电力强制消费

（一）实施存量高耗能企业可再生能源电力强制消费机

制。各盟市综合考虑本地区节能目标完成进度、项目能效水

平、能耗强度水平以及存量挖潜等因素，合理确定存量高耗

能企业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目标，可参考本盟市上

一年度实际完成值。2024 年，由盟市确定强制消费企业名单，

先行先试。2025 年，实现高耗能企业全覆盖，节能进度目标

滞后的盟市可自主扩大可再生能源电力强制消费覆盖行业

范围和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目标。

强化能效水平倒逼约束机制，对于能效低于标杆水平或

单位能耗产品限额先进值的存量高耗能项目，优先纳入强制

消费机制覆盖企业名单。

（二）实施新上高耗能项目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承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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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高耗能项目，严格按照自治区现行项目节能审查标杆值

政策，综合考虑本地区节能形势等，合理确定可再生能源电

力消纳责任权重目标，并出具承诺函。用能结构以电力为主

且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达到 50%的高耗能项目，在

达到能耗强度要求的前提下，不需全额落实能耗指标。各盟

市视情对已审批在建和待建高耗能项目追加可再生能源电

力消费承诺，可参考本盟市上一年度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

任权重实际完成值。

二、完善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核算制度

（三）明确企业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核算范围。企业可

再生能源电力消费量由物理消纳电量和购买绿色电力证书

（以下简称“绿证”）对应电量两部分构成。物理消纳电量

由市场化项目自发自用可再生能源电量、用户绿色电力交易

结算电量、用户常规电力交易的可再生能源电量三部分组成。

（四）避免绿证对应电量重复计算。将绿证作为可再生

能源电力消费基础凭证，加强绿证与能耗双控政策有效衔接。

物理消纳电量应确保绿证同步划转至用电企业或绿证在有

效期内未参与对外交易；购买绿证对应电量应确保所购绿证

符合年份要求、对应电量未参与跨省可再生能源电力交易或

绿色电力交易，且需逐年购买。

三、夯实可再生能源电力强制消费工作基础

（五）摸清高耗能企业能效家底。发展改革部门严格落

实重点用能单位能源利用状况报告制度，因地制宜开展第三

方能源审计和能效诊断工作，摸清高耗能企业能效水平现状，



— 3 —

编制高耗能企业能效水平清单，并依据能效水平变化对清单

动态更新，为确定企业可再生能源电力强制消费比例提供支

撑保障。

（六）加强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调度监管。电网公司应

定期公布辖区内盟市可再生能源电力时段分布，电力交易机

构应按国家要求组织绿电和绿证交易，强化可再生能源电力

和绿证供需平衡。各盟市发展改革委应建立高耗能企业可再

生能源电力消费清单，动态监测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和绿证

购买情况，按季度报送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各盟市要将高耗

能企业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情况纳入节能监察、能源审计、

能效诊断范畴，确保完成下达的目标任务。

四、强化结果运用

（七）完善盟市节能目标考核制度。突出重点控制化石

能源消费导向，全面落实可再生能源电力不纳入能源消耗总

量和强度调控政策。在“十四五”盟市人民政府节能目标责

任评价考核指标核算中，实行以物理电量为基础、绿证交易

为补充的可再生能源消费量扣除政策。

（八）强化激励约束。各盟市应加强对纳入强制消费机

制覆盖企业的监督管理，督促完成可再生能源消费目标，当

年没有完成目标任务的，要划转至下一年。加大节能失信行

为惩戒力度，严格兑现新上高耗能项目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

承诺，对拒不兑现的，视情推送至自治区社会信用信息平台

和“信用中国（内蒙古）网站”。对高比例完成消费目标的

企业，在实施需求侧管理时优先予以保障（电网保供能力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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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范围内）、优先安排节能降碳改造扶持资金、优先推荐参

与各级节能低碳先进示范评选、优先推荐参与节能低碳相关

标准制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