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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使用重新起草法修改采用ISO50006:2014《能源管理体系 使用能源基准和能源绩效参数

测量能源绩效 通用要求和指南》。
本标准与ISO50006:2014相比在结构上存在调整,附录A中列出了本标准与ISO50006:2014的

章条编号对照一览表。
本标准与ISO50006:2014的主要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如下:
———关于规范性引用文件,本标准做了具有技术性差异的调整,以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调整的情

况集中反映在第2章“规范性引用文件”中,具体调整如下:

  ● 增加引用了GB17167、GB/T28749和GB/T28751。
———删除了ISO50006:2014中关于调整(3.1)、基准期(3.2)、边界(3.3)、能源(3.4)、能源消耗

(3.6)、能源效率(3.7)、能源使用(3.11)、设施(3.12)的术语和定义,仅保留与本标准直接相关

的重要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还做了以下编辑性修改:
———修改了标准名称;
———在本标准正文中,没有使用“实用帮助框”的表达形式,将“实用帮助框”中的内容放入正文内容

中或用表格形式表示;
———增加了附录B(资料性附录)“能源评审输出信息与能源绩效参数和能源基准的关系”和附录D

(资料性附录)“确定和计算相关变量”;
———删除了ISO50006:2014的附录E(资料性附录)“监控和报告能源绩效”;
———修改了表E.1中的示例1;
———删除了ISO50006:2014中的参考文献。
本标准由全国能源基础与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0)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能源基础与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能源管理分技术委员会(SAC/TC20/SC3)

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深圳华测国际认证有限公司、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

中国船级社质量认证公司、山东省节能协会、德州市节能监察支队、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国金恒信管理体

系认证有限公司、北京国建联信认证中心有限公司、北京中电力企业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国家

博物馆。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燕1)、王赓、林翎、周璐、李燕2)、张瑜、尹晓敏、王世岩、许庆祥、任香贵、龙妍、

靳世平、宫晓秋、韩光辉、虞旭清、杨德生、余建南、杨晓红、宗建芳、马义博。

1)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2) 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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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能源基准和能源绩效参数是GB/T23331—2012的核心要素,对能源基准和能源绩效参数的正确

理解与运用是理解和掌握GB/T23331—2012的关键。
本标准是GB/T23331—2012的配套标准。本标准可以指导组织如何满足GB/T23331—2012中

关于能源基准和能源绩效参数的相关要求。本标准介绍了如何通过采用“能源基准(EnB)”和“能源绩

效参数(EnPI)”对能源绩效和能源绩效的变化进行定量分析,如何确定组织是否已经达成既定目标,以
及能源绩效的措施策划是否有效。

本标准在如何确定相关能源绩效信息、如何确定能源绩效参数、如何制定能源基准、如何使用能源

基准及能源绩效参数,以及如何保持能源基准及能源绩效参数方面建立了系统的方法。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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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管理体系 能源基准和能源绩效参数

1 范围

本标准确立了能源基准(EnB)及能源绩效参数(EnPI)的确定原则和使用指南。
本标准适用于任何组织。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T23331—2012 能源管理体系 要求(ISO50001:2011,IDT)

GB/T28749 企业能量平衡网络图绘制方法

GB/T28751 企业能量平衡表编制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GB/T23331—2012界定的以及以下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为了便于使用,以下重复列出了

GB/T23331—2012中的某些术语和定义。

3.1
能源绩效 energyperformance
与能源效率、能源使用和能源消耗有关的、可测量的结果。
注:改写GB/T23331—2012,定义3.12。

3.2
能源绩效参数 energyperformanceindicator;EnPI
由组织确定,可量化能源绩效的数值或量度。
注:能源绩效参数可由简单的量值、比率或更为复杂的模型表示。

[GB/T23331—2012,定义3.13]

3.3
能源基准 energybaseline;EnB
用作比较能源绩效的定量参考依据。
注1:能源基准反映的是特定时间段的能源利用状况。

注2:能源基准可采用影响能源使用、能源消耗的变量来规范,例如:生产水平、度日数(户外温度)等。

注3:能源基准也可用作能源绩效改进方案实施前后的参照来计算节能量。

[GB/T23331—2012,定义3.6]

3.4
基准期 baselineperiod
用于和报告期(3.5)能源绩效进行对比的特定时间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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