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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中央企业能源节约与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

办法（征求意见稿）》修订说明

一、修订背景及过程

（一）修订背景及必要性。

2010 年国资委出台的《中央企业节能减排监督管理暂行办

法》（国资委令第 23 号，以下简称《暂行办法》），对中央企

业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建立相应工作机制，发挥了十分重要的

作用。经过三个任期的努力，中央企业能源利用效率大幅提升，

主要污染物排放大幅降低，为全社会节能减排作出了重要贡献。

近年来，随着党中央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和实践不断丰富和

发展，亟需对《暂行办法》进行修订，全面系统部署新时代央企

能源节约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修订《暂行办法》是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举措。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动了一系列根

本性、长远性、开创性工作，国家生态文明体制机制建设取得突

破性进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十四五”时期“生态

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的新目标，将绿色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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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体现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领域各方面，并从加快推动绿色低碳

发展、持续改善环境质量、全面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等方面作

出专门部署。修订《暂行办法》是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具

体举措。

修订《暂行办法》是适应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新要求的迫切需

要。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比节能减排更丰富广泛，如绿色低碳循

环发展、资源能源节约循环利用、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促进社

会可持续发展等。原《暂行办法》覆盖面及其内涵已远不能适应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要求。

修订《暂行办法》是履行我委出资人职责的必然要求。近期，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

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清单》《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规定》，

对我委监管指导中央企业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提出明确要求。我委

有必要对《暂行办法》进行修订，从出资人的角度对中央企业提

出更全面、更明确的要求，发挥好监管、指导作用。

（二）修订过程。

《暂行办法》修订工作启动前，我们召开部分中央企业中高

层领导座谈会，专题讨论修订《暂行办法》的必要性，根据企业

的意见，正式启动对《暂行办法》的修订工作。修订过程中，我

们组织相关专家对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和标准进行了全面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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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并充分考虑了中央企业实际工作需要，同时多次组织召开研

讨会，听取企业和专家的意见建议。经反复征求意见并修改完善

后，形成《中央企业能源节约与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办法（送

审稿）》（以下简称送审稿)。

二、主要修订内容

原《暂行办法》共 6 章 32 条，送审稿修改为 8 章 50 条。以

落实企业主体责任为主线，根据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形势和新要求

增加了相应的内容。主要修订如下：

（一）明确以能源节约与生态环境保护为主要工作内容。

将《暂行办法》名称调整为《中央企业能源节约与生态环境

保护监督管理办法》，明确修订的主要目的是指导督促中央企业

落实能源节约与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全面落实国家生态文明

建设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中央企业全面可持续发展。

（二）明确中央企业能源节约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四项原

则。

一是坚持绿色发展。明确企业必须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发展理念，正确处理发展与保护的关系，以更低的能耗、更

少的排放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二是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明确企业要从规划、预算、

投资、生产、审计等关键环节把好关，从源头降低能源消耗和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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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物排放，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三是坚持依法合规。明确企业要严格遵守国家和地方相关法

律法规，依法接受监督管理，及时向社会公开环境信息。

四是坚持企业责任主体。根据党的十九大要求，明确中央企

业的主体责任，企业党政主要负责人是本企业第一责任人，要把

相关工作贯穿企业生产经营全过程。

（三）调整分类管理标准。

送审稿在对中央企业继续实施分类监督管理的同时，也根据

近年来各企业能源消耗与污染物排放水平大幅变动的情况，对企

业的分类进行了调整。

（四）进一步完善三大基础管理体系。

一是组织管理体系。明确企业要根据新形势需要，进一步完

善能源节约与生态环境保护领导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加强专业队

伍建设。二是统计监测体系。明确企业应按新要求依法依规完善

能源节约与生态环境保护统计监测体系，建立重大违法违规事项

上报工作机制。三是考核奖惩体系。进一步明确国资委对中央企

业能源节约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开展年度和任期考核的有关要

求。

（五）强化对生态环境风险的管控。

送审稿明确中央企业要加大生态环境风险管控力度，开展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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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影响因素识别、风险点排查和隐患治理，加强监督检查。强化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工作，明确坚持预防为主、预防与应急相

结合的原则。对事前预防、事中处置和报告、事后调查和环境修

复、舆情应对等都提出了要求。

（六）强化过程管理。

送审稿要求企业把能源节约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纳入企业

发展战略规划，对企业生产经营、项目建设全过程能源节约与生

态环境保护工作提出要求，推动企业由末端治理向源头控制、过

程管理转变。

三、征求意见情况

修订形成初稿后，我们先后两次征求全部或部分中央企业的

意见，经反复研究、补充完善后，我们征求了委内 15 个相关厅

局意见，对各厅局提出的意见建议绝大多数予以采纳，对未采纳

的，逐一进行沟通并达成一致。形成送审稿后，我们再次征求了

相关厅局以及部分中央企业意见，根据各单位反馈的意见进行了

进一步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