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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深圳市华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

公司、宜家中国零售、华润万家有限公司、上海大润发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杨青松、王文华、周璐、梁静思、翁雪耀、胡振典、刘佩奋、曾红顺、张磊、李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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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方案的通知》(国发[2011]26号)、发展改革

委等12部门《关于印发万家企业节能低碳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发改环资[2011]2873号)和《商务部

关于“十二五”期间流通服务业节能减排工作的指导意见》(商流通发[2011]468号)等文件精神,商务部

决定从2012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零售业节能环保示范工作,通过示范带动促进零售业可持续发展。
我国零售业具有能源消耗的地域性差异和业态差异较大,能源消耗总量大,能耗点多,节能技术涉

及面广、节能实效认定难度大等特点。近年来,节能从简单技术应用和低成本投入已开始逐渐走向复杂

和深化。为此,标准起草组专题研究了我国零售业态和自身能源管理的现状及特点,提出本标准的评定

框架和内容。
《零售商店节能低碳评定标准》的发布可以推进整个零售业的节能低碳工作,为各业态零售商店节

能低碳的自评及新店建设提供有力参考,为行业树立零售业节能低碳商店标杆,引导零售业在节能低碳

方面采用最佳实践方法,推进我国零售业的可持续发展。

Ⅱ

SB/T10803—2012



零售商店节能低碳评定标准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零售商店日常管理工作中节能、低碳经营行为的术语和定义、评定方法和评定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各零售业态的门店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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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2589—2008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T23331 能源管理体系 要求

GB50189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万元营业额能耗 comprehensiveenergyconsumptionforunitoutputvalueof10KRMB
统计报告期内,综合能耗与期内用能单位万元营业额的比值。

3.2
万元营业额碳排放 GHGemissionforunitoutputvalueof10KRMB
统计报告期内,各类温室气体排放量与期内用能单位万元营业额的比值。

3.3
单位建筑面积能耗 comprehensiveenergyconsumptionforunitconstructionsquare
统计报告期内,综合能耗与期内用能单位用于销售的建筑面积的比值。

3.4
合同能源管理 energyperformancecontracting(EPC)
节能服务公司与用能单位以契约形式约定节能项目的节能目标,节能服务公司为实现节能目标向

用能单位提供必要的服务,用能单位以节能效益支付节能服务公司的投入及其合理利润的节能服务

机制。

3.5
能源管理系统 energymanagementsystem(EnMS)
影响制定能源方针和能源目标,以及达到目标的过程和程序的所有因素或与之相关的因素。

4 评定方法

4.1 评分项目分类

4.1.1 评定内容共分为基础分项和附加分项两个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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