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谓的合同能源管理(简称EPC)，指节能服务公司与用户签订能源管理合同，为

用户提供方案设计、项目融资、设备采购、工程施工等一整套的节能系统化服务，

并从客户节能效益中收回投资和取得利润的一种节能服务机制。 

  我国合同能源管理产业目前处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中，但其发展

速度仍然受到遇市场需求和融资瓶颈的制约。 

  合同能源管理模式能够帮助用能企业省钱，按理应该得到用能企业的欢迎，但

是实际并非如此。原因在于我国的高耗能行业多集中在石化、钢铁、建材等重化工

行业，这些行业又都是周期性特别强，企业效益受行业周期的影响远大于能源成本

影响，因而企业不会积极主动去采取节能环保措施，往往需要政府主导法规强制性

推进。 

  另外，合同能源管理模式自始面临资金占用和融资困难的矛盾。合同能源管理

模式对节能服务公司的资金实力有较高要求。很多节能服务公司虽拥有技术，但普

遍缺少土地、厂房等接受程度高的抵押品，难以获得商业银行的信贷资金支持。 

  所以，对于合同能源管理行业而言，产业成熟以及融资环境是关键要素，这次

国务院要求从政策支持和创新机制两方面发展节能环保产业，可谓是切中要害。而

银监会发布绿色信贷指引、鼓励节能企业上市融资等创新机制可以真正解决合同能

源管理项目的融资问题。 

  事实上，一些公司通过IPO上市融资突破资金瓶颈，已经达成了较快增长。比如

天壕节能2012年6月份登陆创业板，融资6亿多元，7月13日公司预计半年报增长

77.19%-89.01%，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投入运营的合同能源管理项目

同比增多，比如，智光电气的子公司广州智光节能与广东韶钢松山股份公司签订合

同能源管理合同，公司预计在6年节能效益分享期中累计可分享的节能效益约2.1亿

元。 

  按照《"十二五"节能环保产业发展规划》，合同能源管理被列为八大重点工程

之一，到2015年节能服务业总产值要达到3000亿元。从1653 亿元到3000亿元，这意

味着未来3年我国节能服务产值翻番增长，按照目前节能服务产业发展势头，如果政

府相关政策支持得力，很有可能提前完成规划目标。有业内人士预计，未来5-10年

是我国合同能源管理的黄金发展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