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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 说 明

为了解全市能源生产、流通以及能源和水消费整体情况，为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制定政策、实施管理

提供参考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以及《北京市统计管理条例》的规定和国家统计报表制度

的要求，结合北京市地方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的需求，特制定本统计报表制度。

统计报表制度是统计工作应遵守的技术规范，各单位必须按照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填

报统计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迟报、拒报统计数据，按时完成统计任务。

（一）统计内容

本报表制度的主要统计内容包括工业企业能源购进、消费及库存情况，主要耗能工业企业单位产品

能源消耗情况，工业用水情况；成品油批发、零售情况；重点能源生产和能源供销企业能源产、购、销情况；

非工业能源和水消费情况；能源供应情况等。

（二）统计对象

本报表制度的统计对象为从事能源生产活动、能源和水供应、消费活动的法人单位及其所属的产业

活动单位，从事成品油零售的个体经营户。

法人单位是指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的单位：（１）依法成立，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能够独立承
担民事责任；（２）独立拥有和使用（或授权使用）资产，承担负债，有权与其他单位签订合同；（３）会计上独
立核算，能够编制资产负债表。

产业活动单位是指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的单位：（１）在一个场所从事一种或主要从事一种经济活动；
（２）相对独立地组织生产、经营或业务活动；（３）能够掌握收入和支出等核算资料。

（三）统计范围

本报表制度的统计范围为：（１）各行业规模（限额）以上法人单位；（２）纳入能源统计范围的公共机
构；（３）填报后续表的金融业产业活动单位：在京各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法人本部，各期货公司（含外
省市）及在京各期货交易营业部，各证券公司（含外省市）在京的分公司、在京的各证券营业部，中国东方

资产管理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法人本部及在京

办事处、分公司；（４）成品油批发、零售单位和个体经营户；（５）规模以下工业重点耗能单位；（６）各行业规
模（限额）以下法人单位。

公共机构是指全部或部分使用市及以下财政性资金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团体组织等法人单位。

各行业规模（限额）标准详见“五、附录”。各表具体统计范围详见“三、报表目录”。

（四）统计原则

１．本报表制度中单位调查部分严格执行“法人经营地”统计原则，即各法人单位按照实际生产经营地
（办公地）向所在地政府统计机构报送统计数据；产业活动单位由其归属法人单位进行统计；若一个法人

单位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经营地（办公地）的，按法人总部所在地上报统计数据；

２．需要填报后续表的金融业产业活动单位，限额以下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个体经营户，从事
成品油批发、零售活动的产业活动单位等，按照“经营地”原则向经营地（办公地）所在政府统计机构报送

统计数据。

（五）具体要求

１．为满足国家和北京市经济管理的需要，确保统计资料按时汇总上报，各单位要严格遵守本方案规
定的时报送统计数据，遇节假日一律不顺延。

２．按照《统计法》的要求，为保障统计源头数据质量，做到数出有据，各调查单位应当设置原始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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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台账，建立健全统计资料的审核、签署、交接、归档等管理制度。统计台账是指可以体现调查单位上

报的统计数据与调查单位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原始记录之间数据来源关系的文档资料。各调查单位

可以使用统计部门提供的统计台账，也可以根据本单位具体情况自行设计。

３．各级统计部门要注意能源统计数据的连续性，关注能源消费量和相关经济量指标的匹配关系，并
严格按照审核要求加强对基层数据的审核，以保证统计数据的准确性。

４．本报表制度采用全市统一的统计分类标准和编码，各单位必须严格执行，不得自行更改。
５．上报内容必须完整，不得遗漏项目，包括单位负责人、统计负责人、填表人、联系电话、报出日期等。
６．报送方式
（１）各行业规模（限额）以上法人单位、需要填报后续表的金融业产业活动单位、纳入能源统计范围的

公共机构、规模以下重点耗能工业单位通过北京统计联网直报系统，以下简称“联网直报系统”（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ｊｅｓ．ｇｏｖ．ｃｎ）填报统计数据。
（２）中关村示范区内规模（限额）以下法人单位，通过“联网直报系统”填报统计数据。
（３）航空油料经销单位《航空油料购、销、存情况》（１０５－４表）向统计机构报送加盖公章的纸介质报

表。

（４）各成品油批发和零售的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填报成品油调查表通过指定网址
（北京统计数据采集处理系统ｈｔｔｐ：／／ｔｊｚｂ．ｂｊｅｓ．ｇｏｖ．ｃｎ，以下简称“采集系统”）填报统计数据。

（５）其他单位数据报送方式由各区县统计机构确定。
７．通过“联网直报系统”或“采集系统”填报数据的调查单位，除特殊规定外，一律免报纸介质报表，但

须按规定留存填报内容和填报依据。正式上报统计机构的纸介质报表一律使用原件，不得复写、复印。

８．本报表制度规定了“联网直报系统”上调查单位报送数据、区县统计机构验收数据及市统计机构向
国家统计局上报数据的截止时间，各单位必须严格执行。网报单位报送统计数据的具体时间以“联网直

报系统”规定的时间为准。

９．各单位有义务完成各级政府统计机构布置的其他统计调查任务。
（六）特别说明

本报表制度在执行国家统计局《企业一套表统计调查制度》、《能源统计报表制度》、《运输邮电业统

计报表制度》、《批发和零售业统计报表制度》中有关能源统计报表的基础上，结合北京市需求进行了补

充，增加了限额以上非工业单位能耗统计，以及规模（限额）以下能耗抽样调查。

（七）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能源与资源统计处

详细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南街３６号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５４
联系电话：８３５４７０８９　８３５４７１９２
电子邮箱：ｎｙｃｊ＠ｂｊ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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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订内容

根据国家统计局制度修订要求，结合北京市的具体情况，对本统计报表制度进行修订，主要修订内容

如下：

企业调查

１．年报
（１）将《非工业主要能源消费》（１０５表）调整为《非工业能源消费情况》（１０５－１表），统计范围调整为

未纳入季报统计范围的非工业限额以上法人单位（不含公共机构）、需要填报后续表的金融业产业活动单

位。

（２）将《公共机构主要能源和水消费》（１０５－２表）调整为《公共机构能源消费情况》（１０５－２表），统
计范围为纳入能源统计的公共机构。

（３）《非工业水消费》（１０５－５表）、《航空油料购、销、存情况》（１０５－６表）、《能源产购销情况》（Ｂ１０５
－７表）的表号分别调整为１０５－３表、１０５－４表、１０５－５表。
２．定报
（１）将《加工转换企业能源购进、消费及库存》（Ｂ２０５－１表）、《工业企业能源购进、消费及库存》

（Ｂ２０５－３表）调整为《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２０５－１表）、《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附表》（２０５－２表），
统计范围分别为规模以上工业法人单位及年耗能５０００吨标煤及以上的规模以下工业法人单位，有能源
加工转换活动或回收利用的工业法人单位。报告期别为月报。

（２）《主要耗能工业企业单位产品能源消耗情况》（Ｂ２０５－４表）表号调整为２０５－３表，《工业企业用
水情况》（Ｂ２０５－５表）表号调整为２０５－４表。

（３）将《非工业主要能源和水消费》（２０５表）、《非工业重点耗能单位主要能源和水消费》（２０５－１
表）、《公共机构主要能源和水消费》（２０５－２表）调整为《非工业重点耗能单位能源消费情况》（２０５－５
表），统计范围为年综合能源消费量１万吨标准煤及以上的有资质的建筑业、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限
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开发经营业法人单位和其他第三产业法人单位，报告期别为季报；《非工业

能源消费情况》（２０５－６表），统计范围为年耗能５０（含）～１００００吨标煤的非工业限额以上法人单位，需
要填报后续表的金融业产业活动单位、以及纳入能源统计范围的公共机构，报告期别为季报。

（４）增加《非工业能源消费附表》（２０５－７表），统计范围为年耗能５０吨标煤以上的非工业限额以上
法人单位，需要填报后续表的的金融业产业活动单位，以及纳入能源统计范围的公共机构，报告期别为季

报，四季度上报一次。《工业企业京外能源消费情况》（２０５－８表），统计范围为规模以上工业法人单位，
报告期别为月报，１２月上报一次。

（５）修订《主要耗能工业企业单位产品能源消耗情况目录》，增加原酒单位产量综合能耗等指标。
其他调查

定报基层表

《成品油批发企业（单位）能源商品购进、销售、库存》（Ｅ２２１表）表名调整为《重要商品购进、销售和
库存（成品油批发单位填报）》，《成品油零售企业（单位）能源商品销售与库存》（Ｅ２２２表）表名调整为《重
要商品销售和库存（成品油零售单位填报）》。两张表中的年初库存指标均调整为期初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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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报表目录

表号 报表名称
报告

期别
统计范围 报送单位

报送时间及方式

报送单位
区县报

市局、总队

市局、总队

报国家

页
码

企业调查

第一部分：规模（限额）以上单位

　（一）年报基层表

１０５－１表 非工业能源消

费情况
年报

未纳入季报统计

范围的非工业限

额以上法人单位

（不 含 公 共 机

构）、需要填报后

续表的金融业产

业活动单位

未纳入季报统计

范围的非工业限

额以上法人单位

（不 含 公 共 机

构）、需要填报后

续表的金融业产

业活动单位

２０１３年２月
２２日 前 网
上填报

２０１３年３月
５日前完成
数据验收

— １０

１０５－２表 公共机构能源

消费情况
年报

纳入能源统计范

围的公共机构

纳入能源统计范

围的公共机构

２０１３年２月
２２日 前 网
上填报

２０１３年３月
５日前完成
数据验收

— １１

１０５－３表 非工业水消费 年报

非工业限额以上

法人单位、需要填

报后续表的金融

业产业活动单位

非工业限额以上

法人单位、需要填

报后续表的金融

业产业活动单位

２０１３年２月
２８日 前 网
上填报

２０１３年３月
１５日 前 完
成数据验收

— １２

１０５－４表 航空油料购、

销、存情况
年报

航空油料经销单

位

中国航空油料有

限责任公司北京

分公司

２０１３年２月
２２日 前 向
统计机构报

送纸介质报

表

２０１３年２月
２８日 前 完
成数据上报

— １３

１０５－５表 能源产购销情

况
年报

重点能源生产、供

应单位，重点能源

经销单位

重点能源生产、供

应单位，重点能源

经销单位

２０１３年２月
２２日 前 重
点 能 源 生

产、供应单

位 网 上 填

报，重点能

源经销单位

向统计机构

报送纸介质

报表

２０１３年２月
２８日 前 完
成 数 据 录

入、验收、上

报

— １４

　（二）定报基层表

２０５－１表 能源购进、消

费与库存
月报

规模以上工业法

人单位及规模以

下重点耗能工业

法人单位

规模以上工业法

人单位及规模以

下重点耗能工业

法人单位

３月、４月月
后 ６日、９
月 月 后 ９
日、１２月次
年 １月 ７
日、其他月

月后３日２４
时前网上填

报，１月 份
免报

３月、４月月
后８日前，９
月月 后 １１
日前，１２月
次年 １月 ９
日前，其他

月份月后 ４
日前完成数

据验收

３月、４月月
后 ９日、９
月月 后 １２
日、１２月次
年 １月 １０
日、其他月

月后６日１２
时前

１５

—６— 能源、水统计报表制度



表号 报表名称
报告

期别
统计范围 报送单位

报送时间及方式

报送单位
区县报

市局、总队

市局、总队

报国家

页
码

２０５－２表 能源购进、消

费与库存附表
月报

有能源加工转换

活动或回收利用

的工业法人单位

有能源加工转换

活动或回收利用

的工业法人单位

３月、４月月
后 ６日、９
月 月 后 ９
日、１２月次
年 １月 ７
日、其他月

月后３日２４
时前网上填

报，１月 份
免报

３月、４月月
后８日前，９
月月 后 １１
日前，１２月
次年 １月 ９
日前，其他

月份月后 ４
日前完成数

据验收

３月、４月月
后 ９日、９
月月 后 １２
日、１２月次
年 １月 １０
日、其他月

月后６日１２
时前

１７

２０５－３表
主要耗能工业

企业单位产品

能源消耗情况

季报

年综合能源消费

量５０００吨标准煤
及以上的规模以

上工业法人单位

年综合能源消费

量５０００吨标准煤
及以上的规模以

上工业法人单位

１季度季后
６日、２季度
季后３日、３
季度季后 ９
日、４季 度
次年 １月 ７
日 ２４时前
网上填报

１季度季后
９日、２季度
季后５日，３
季 度 季 后

１１日、４季
度次年１月
９日 １２时
前完成数据

验收

１季度季后
１５日、２季
度 季 后 ８
日，３季 度
季后１４日，
４季度次年
１月 １３日
１２时前

１８

２０５－４表 工业企业用水

情况
半年报

规模以上工业法

人单位

规模以上工业法

人单位

上半年７月
６日、下 半
年次年２月
２０日 ２４时
前网上填报

上半年７月
９日前、下半
年次年２月
２３日前完成
数据验收

上半年７月
１２日、下半
年次年２月
２８日 １２时
前

１９

２０５－５表
非工业重点耗

能单位能源消

费情况

季报

年综合能源消费量

１万吨标准煤及以
上的有资质的建筑

业、限额以上批发

和零售业、限额以

上住宿和餐饮业、

房地产开发经营业

法人单位和其他第

三产业法人单位

年综合能源消费

量１万吨标准煤
及以上的有资质

的建筑业、限额以

上批发和零售业、

限额以上住宿和

餐饮业、房地产开

发经营业法人单

位和其他第三产

业法人单位

１季度、２季
度 季 后 ８
日、３季 度
季后９日、４
季度次年 １
月 ９日 ２４
时前网上填

报

１季度、２季
度季 后 １０
日、３季度
季后１１日、
４季度次年
１月 １１日
前完成数据

验收

季后 １５日
１２时前（第
四季度次年

１月 １７日
１２时前）

２０

２０５－６表 非工业能源消

费情况
季报

年耗能５０（含）～
１００００吨标煤的
非工业限额以上

法人单位，需要填

报后续表的金融

业产业活动单位，

以及纳入能源统

计范围的公共机

构

年耗能５０（含）～
１００００吨标煤的
非工业限额以上

法人单位，需要填

报后续表的金融

业产业活动单位，

以及纳入能源统

计范围的公共机

构

季后９日前
网上填报

季后 １３日
前完成数据

验收

— ２１

２０５－７表 非工业能源消

费情况附表
季报

年耗能５０吨标煤
以上的非工业限

额以上法人单位，

需要填报后续表

的金融业产业活

动单位，以及纳入

能源统计范围的

公共机构

年耗能５０吨标煤
以上的非工业限

额以上法人单位，

需要填报后续表

的金融业产业活

动单位，以及纳入

能源统计范围的

公共机构

４季度次年
１月 ９日前
网上填报，

其它季度免

报

４季度次年
１月 １３日
前完成数据

验收

— ２２

—７—能源、水统计报表制度



表号 报表名称
报告

期别
统计范围 报送单位

报送时间及方式

报送单位
区县报

市局、总队

市局、总队

报国家

页
码

２０５－８表 工业企业京外

能源消费情况
月报

规模以上工业法

人单位

规模以上工业法

人单位

１２月次年１
月９日前网
上填报，其

他月份免报

１２月次年１
月 １３日前
完成数据验

收

— ２３

第二部分：规模（限额）以下单位

　年报基层表

Ｅ１０５－１表

限额以下批发

和零售业企业

和个体户能源

消费情况

年报

抽中的限额以下

批发和零售业法

人单位和个体户

抽中的限额以下

批发和零售业法

人单位和个体户

按所在地统

计机构规定

的时间和方

式报送

２０１３年１月
３１日 前 电
子邮件报送

— ２５

Ｓ１０５－１表

限额以下住宿

和餐饮业企业

和个体户能源

消费情况

年报

抽中的限额以下

住宿和餐饮业法

人单位和个体户

抽中的限额以下

住宿和餐饮业法

人单位和个体户

按所在地统

计机构规定

的时间和方

式报送

２０１３年１月
３１日 前 电
子邮件报送

— ２６

Ｐ１０５－１表
限额以下法人

单位能源消费

情况

年报

抽中的除批发和

零售业、住宿和餐

饮业以外的限额

以下法人单位

抽中的除批发和

零售业、住宿和餐

饮业以外的限额

以下法人单位

按调查方案

规定的时间

和方式报送

— — ２７

　其他调查

　　（一）年报基层表

Ｐ１０５－２表 居民生活能源

消费情况
年报 抽中的调查户 抽中的调查户

按调查方案

规定的时间

和方式报送

— — ２８

Ｄ１０２表 载客汽车能源

消费
年报

在道路运输管理

部门登记注册的

从事公路运输的

营业性载客汽车

抽中的调查户

按调查方案

规定的时间

和方式报送

—

２０１３年３月
３１日 前 报
送

２９

Ｄ１０３表 载货汽车能源

消费
年报

在道路运输管理

部门登记注册的

从事公路运输的

营业性载货汽车

抽中的调查户

按调查方案

规定的时间

和方式报送

—

２０１３年３月
３１日 前 报
送

３０

　　（二）定报综合表

Ｐ４０６表
区县能源消费

与 单 位 ＧＤＰ
能耗

季报

辖区内法人单位

及所属产业活动

单位，以及居民住

户

各区县及北京经

济技术开发区统

计局、调查队

—

季后 ２５日
前电子邮件

报送

— ３１

—８— 能源、水统计报表制度



表号 报表名称
报告

期别
统计范围 报送单位

报送时间及方式

报送单位
区县报

市局、总队

市局、总队

报国家

页
码

　　（三）定报基层表

Ｅ２２１表

重要 商 品 购

进、销售和库

存（成品油批

发单位填报）

季报

石油及制品批发

业法人单位和产

业活动单位，以及

获得成品油批发

经营许可的其他

行业法人单位、产

业活动单位

石油及制品批发

业法人单位和产

业活动单位，以及

获得成品油批发

经营许可的其他

行业法人单位、产

业活动单位

季后５日前
网上填报

季后 １０日
前完成数据

验收

季后 ２０日
前电子邮件

报送

３２

Ｅ２２２表

重要商品销售

和库存（成品

油零售单位填

报）

季报

机动车燃料和生

活燃料零售业法

人单位、产业活动

单位和个体经营

户，以及获得成品

油零售经营许可

的其他行业法人

单位、产业活动单

位和个体经营户

机动车燃料和生

活燃料零售业法

人单位、产业活动

单位和个体经营

户，以及获得成品

油零售经营许可

的其他行业法人

单位、产业活动单

位和个体经营户

季后５日前
网上填报

季后 １０日
前完成数据

验收

季后 ２０日
前电子邮件

报送

３３

—９—能源、水统计报表制度



四、调查表式

（一）单位调查

第一部分：规模（限额）以上单位

１．年报基层表

非工业能源消费情况

表　　号：１ ０ ５ － １ 表

制定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文　　号：京 统发［２０１２］６８号
组织机构代码： — 批准文号：国统制［２０１２］１１７号
单位详细名称（签章）： ２０１２年 有效期至：２ ０ １ ３ 年 ６ 月

能源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本年 上年同期

消费量
消费金额

（千元）
消费量

消费金额

（千元）

参考折标

准煤系数

甲 乙 丙 １ ２ ３ ４ 丁

能源合计 吨标准煤 １２ — — —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分机号：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未纳入季报统计范围的非工业限额以上法人单位（不含公共机构）、需要填报后续表的金融业产业活动
单位。

２．报送日期及方式：２０１３年２月２２日前网上填报。
３．本表“上年同期”数据由统计机构从上年同期有关报表中复制，调查单位不可以修改；本年新增的调查单位自行填
报“上年同期”数据。

４．本表甲栏下按《非工业能源消费目录》填报。
５．油品重量单位与容积单位的换算关系：
（１）汽油：１升＝０．７３千克＝０．０００７３吨
（２）轻柴油：１升＝０．８６千克＝０．０００８６吨
（３）重柴油：１升＝０．９２千克＝０．０００９２吨
（４）煤油：１升＝０．８２千克＝０．０００８２吨
（５）燃料油：１升＝０．９１千克＝０．０００９１吨

６．能源合计＝∑各能源品种消费量×折标准煤系数
７．主要能源品种单位换算系数：
电力：千瓦时＝度　残渣燃料油１升＝０．９５千克
液化石油气：１立方米（气态）＝２．０３３千克（液态）　天然气：１立方米气态天然气＝０．７２５６千克液化天然气
液化石油气：１大罐（餐饮业用）＝５０千克，１中罐（家庭用）＝１５千克，１小罐（餐饮业用）＝５千克

—０１— 能源、水统计报表制度



公共机构能源消费情况

表　　号：１ ０ ５ － ２ 表

制定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文　　号：京 统发［２０１２］６８号
组织机构代码： — 批准文号：国统制［２０１２］１１７号
单位详细名称（签章）： ２０１２年 有效期至：２ ０ １ ３ 年 ６ 月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指标值

甲 乙 丙 １

建筑面积 平方米 ０１

　其中：采暖面积 平方米 ０２

制冷面积 平方米 ０３

车辆数量 辆 ０４

其中：汽油车 辆 ０５

柴油车 辆 ０６

　其中：公车编制数量 辆 ０７

其中：公务用车数量 辆 ０８

其他用途车辆数量 辆 ０９

用能人数 人 １０

太阳能光热利用系统集热器面积 平方米 １１

太阳能光热利用系统装机容量 峰瓦 １２

浅层地热能利用系统装机容量 千瓦 １３

浅层地热能利用系统辅助热源供热量 千焦 １４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分机号：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纳入能源统计范围的公共机构。
２．报送日期及方式：２０１３年２月２２日前网上填报。
３．本表取整数。
４．主要逻辑审核关系：
（１）建筑面积≥采暖面积 （２）建筑面积≥制冷面积 （３）车辆数量≥汽油车＋柴油车
（４）车辆数量≥公车编制数量 （５）车辆数量＝公务用车数量＋其它用途车辆数量

—１１—能源、水统计报表制度



非工业水消费

表　　号：１ ０ ５ － ３ 表

制定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文　　号：京 统发［２０１２］６８号
组织机构代码： — 批准文号：国统制［２０１２］１１７号
单位详细名称（签章）： ２０１２年 有效期至：２ ０ １ ３ 年 ６ 月

项目 代码
水消费量

（立方米）

水消费金额

（千元）

甲 乙 １ ２

合计 ００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分机号：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非工业限额以上法人单位，需要填报后续表的金融业产业活动单位。
２．报送日期及方式：２０１３年２月２８日前网上填报。
３．本表甲栏合计下按《工业企业用水目录》填报。
４．主要逻辑审核关系：
合计＝陆地地表水＋地下水＋自来水＋海水＋其他水

５．本表第一列取整数，第二列保留两位小数。
６．水单位的换算：１升＝０．００１立方米　　１吨＝１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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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油料购、销、存情况

表　　号：１ ０ ５ － ４ 表

制定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文　　号：京 统发［２０１２］６８号
批准文号：国统制［２０１２］１１７号

组织机构代码： — 有效期至：２ ０ １ ３ 年 ６ 月

单位详细名称（签章）： ２０１２年 计量单位： 吨

指标名称 代码 煤油 汽油 柴油

甲 乙 １ ２ ３

年初库存量 ０１
购进量 ０２
　市外 ０３
　本市 ０４
　从中石油华北公司购入 ０５
　从中石化北京公司购入 ０６
　从本市其他单位购入 ０７

　进口量 ０８
销售量 ０９
航空油料销售 １０
售予国外航空公司 １１
售予国内航空公司 １２
　售予本市航空公司 １３
　售予外省航空公司（在京加油） １４

　其他销售量 １５
　市内 １６
　市外 １７
出口量 １８

年末库存量 １９
　损失量 ２０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分机号：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航空油料经销单位。
２．报送单位：中国航空油料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
３．报送日期及方式：２０１３年２月２２日前向统计机构报送纸介质报表。
４．本表取整数。
５．主要逻辑审核关系：
（１）购进量＝市外＋本市＋进口量
（２）本市＝从中石油华北公司购入＋从中石化北京公司购入＋从本市其他单位购入
（３）销售量＝航空油料销售＋其他销售量＋出口量
（４）航空油料销售＝售予国外航空公司＋售予国内航空公司
（５）售予国内航空公司＝售予本市航空公司＋售予外省航空公司（在京加油）
（６）其他销售量＝市内＋市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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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产购销情况

表　　号：１ ０ ５ － ５ 表

制定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文　　号：京 统发［２０１２］６８号
组织机构代码： — 批准文号：国统制［２０１２］１１７号
单位详细名称（签章）： ２０１２年 有效期至：２ ０ １ ３ 年 ６ 月

能源名称
计量

单位
代码

期初

能源

库存

量

能源

生产

量

能源

购进

量 市内 市外 进口

能源

销售

量 市内 市外 出口

能源

自用

量

期末

能源

库存量

能源

盘盈（＋）
盘亏（－）

能源

损失量

甲 乙 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分机号：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重点能源生产、供应单位，重点能源经销单位。
２．报送日期及方式：２０１３年２月２２日前重点能源生产、供应单位网上填报，重点能源经销单位向统计机构报送纸介
质报表。

３．甲栏下按《工业企业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目录及代码》填写。
４．本表取整数。
５．主要逻辑审核关系：
（１）能源购进量＝市内＋市外＋进口
（２）能源销售量＝市内＋市外＋出口
（３）期末能源库存量＝期初能源库存量＋能源生产量 ＋能源购进量 －能源销售量 －能源自用量 ＋能源盘盈（＋）
盘亏（－）－能源损失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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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定报基层表

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

表　　号：２ ０ ５ － １ 表

制定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组织机构代码： — 文　　号：国 统字（２０１２）８４号
单位详细名称： ２０　年　　月 有效期至：２ ０ １ ４ 年 １ 月

能源名称
计量

单位
代码

年初

库存量

１－本月购进量 １－本月消费量

实物量
金额

（千元）
合计

１．工业
生产

消费

用于

原材料

２．非
工业

生产

消费

合计中

运输

工具

消费

期末

库存量

采用

折标

系数

参考

折标

系数

甲 乙 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丁

补充资料：

上年同期：综合能源消费量（４１） 吨标准煤 工业总产值（当年价）（４２） 千元

非工业生产消费（４３） 吨标准煤 电力消费合计（４４） 万千瓦时

工业生产电力消费（４５） 万千瓦时 电力产出（４６） 万千瓦时

火力发电投入（４７） 吨标准煤

本　　期：综合能源消费量（４８） 吨标准煤 工业总产值（当年价）（４９） 千元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分机号：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辖区内规模以上工业法人单位。
２．报送日期及方式：调查单位３月、４月月后６日、９月月后９日、１２月次年１月７日、其他月月后３日２４时前网上填
报，１月免报；省级统计机构３月、４月月后９日、９月月后１２日、１２月次年１月１０日、其他月月后６日１２时前完成
数据审核、验收，１月免报。

３．本表甲栏下按《工业企业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目录》填报。
４．本表“上年同期”数据统一由国家统计局或省级统计机构复制，调查单位和各级统计机构均不得修改；本年新增的
调查单位自行填报“上年同期”数据。

５．本表“补充资料”中本期“工业总产值”从“工业产销总值及主要产品产量”（Ｂ２０４－１表）中摘抄取得，调查单位免
填且不得修改。

６．综合能源消费量计算方法：
（１）没有能源加工转换活动或回收利用的调查单位：
综合能源消费量（４８）＝本表第５列能源合计

（２）有能源加工转换活动或回收利用的调查单位：
综合能源消费量（４８）＝工业生产消费（本表第５列能源合计）－能源加工转换产出（２０５－２表第１１列能源合

计）－回收利用（２０５－２表第１２列能源合计）
７．主要能源品种单位换算系数：
汽油：１升＝０．７３千克　　　重柴油：１升＝０．９２千克　　　轻柴油：１升＝０．８６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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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油：１升＝０．８２千克　　　燃料油：１升＝０．９１千克　　　残渣燃料油１升＝０．９５千克
天然气：１立方米气态天然气＝０．７２５６千克液化天然气
液化石油气：１立方米（气态）＝２．０３３千克（液态）　电力：万千瓦时＝万度　
液化石油气：１大罐（餐饮业用）＝５０千克，１中罐（家庭用）＝１５千克，１小罐（餐饮业用）＝５千克

８．根据北京市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需求，本表统计范围调整为“辖区内规模以上工业法人单位及规模以下重点耗能
工业法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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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附表

表　　号：２ ０ ５ － ２ 表

制定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组织机构代码： — 文　　号：国 统字（２０１２）８４号
单位详细名称： ２０　年　　月 有效期至：２ ０ １ ４ 年 １ 月

能源

名称

计量

单位
代码

工业

生产

消费量

加工

转换

投入

合计

火力

发电
供热

原煤

入洗
炼焦

炼油

及煤

制油

制气
天然气

液化

加工

煤制品

能源

加工

转换

产出

回收

利用

甲 乙 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分机号：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辖区内有能源加工转换活动或回收利用的规模以上工业法人单位。
２．报送日期及方式：调查单位３月、４月月后６日、９月月后９日、１２月次年１月７日、其他月月后３日２４时前网上填
报，１月免报；省级统计机构３月、４月月后９日、９月月后１２日、１２月次年１月１０日、其他月月后６日１２时前完成
数据审核、验收，１月免报。

３．本表甲栏下按《工业企业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目录》填报。
４．审核关系：
（１）工业生产消费量与２０５－１表的工业生产消费量数值一致
（２）加工转换投入合计＝火力发电投入＋供热投入＋原煤入洗投入＋炼焦投入＋炼油及煤制油投入＋制气投入＋
天然气液化投入＋加工煤制品投入

５．主要能源品种单位换算系数：
汽油：１升＝０．７３千克　　　重柴油：１升＝０．９２千克　　　轻柴油：１升＝０．８６千克
煤油：１升＝０．８２千克　　　燃料油：１升＝０．９１千克　　　残渣燃料油１升＝０．９５千克
天然气：１立方米气态天然气＝０．７２５６千克液化天然气
液化石油气：１立方米（气态）＝２．０３３千克（液态）　电力：万千瓦时＝万度　
液化石油气：１大罐（餐饮业用）＝５０千克，１中罐（家庭用）＝１５千克，１小罐（餐饮业用）＝５千克

６．根据北京市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需求，本表统计范围调整为“有能源加工转换活动或回收利用的工业法人单位”

—７１—能源、水统计报表制度



主要耗能工业企业单位产品能源消耗情况

表　　号：２ ０ ５ － ３ 表

制定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组织机构代码： — 文　　号：国 统字（２０１２）８４号
单位详细名称： ２０　年１－　季 有效期至：２ ０ １ ４ 年 １ 月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指标

单位

子项

单位

母项

单位

代码

单位

换算

系数

本期 上年同期

指标值 子项值 母项值 指标值 子项值 母项值

甲 乙 丙 丁 戊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分机号：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辖区内年综合能源消费量１万吨标准煤及以上的规模以上工业法人单位。
２．报送日期及方式：调查单位１季度季后６日、２季度季后３日、３季度季后９日、４季度次年１月７日２４时前网上填
报；省级统计机构１季度季后１５日、２季度季后８日、３季度季后１４日、４季度次年１月１３日１２时前完成数据审
核、验收、上报。

３．本表“上年同期”数据统一由国家统计局或省级统计机构复制，调查单位和各级统计机构均不得修改；本年新增的
调查单位自行填报“上年同期”数据。

４．本表甲栏下按《主要耗能工业企业单位产品能源消耗情况目录》填报。
５．审核关系：
指标值＝子项值／母项值×单位换算系数

６．根据北京市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需求，本表统计范围调整为“年综合能源消费量５０００吨标准煤及以上的规模以上
工业法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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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企业用水情况

表　　号：２ ０ ５ － ４ 表

制定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组织机构代码： — 文　　号：国 统字（２０１２）８４号
单位详细名称： ２０　年　半年 有效期至：２ ０ １ ４ 年 ６ 月

指标名称 代码
取水量

（立方米）
支付费用的取水量

（立方米）

取水支付金额

（千元）

外供水量

（立方米）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合计 ００

补充资料：

重复用水量（１１） 立方米 封闭系统内的循环水量（１６） 立方米

河湖海冷却直排水量（１２） 立方米 废水排放量（１３） 立方米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分机号：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辖区内规模以上工业法人单位。
２．报送日期及方式：调查单位上半年７月６日、下半年次年２月２０日２４时前网上填报；省级统计机构上半年７月１２
日、下半年次年２月２８日１２时前完成数据审核、验收、上报。

３．本表为半年报，上半年报送１－６月份累计数据，下半年报送１－１２月份累计数据。
４．本表甲栏合计下按《工业企业用水目录》填报。
５．审核关系：
（１）合计＝陆地地表水＋地下水＋自来水＋海水＋其他水
（２）取水量≥支付费用的取水量
（３）取水量≥外供水量＋废水排放量

６．其他
（１）自来水生产企业的取水量包括为加工自来水所提取的陆地地表水、地下水和其他自来水厂供应的自来水。
（２）污水处理企业的取水量包括需处理的污水（填报在其他水中），外供水量中包括经加工的外供再生水（中水），
但经处理后排放的废水不作外供水量统计（统计在废水排放量中）。

（３）企业的废水供污水处理厂处理，作废水排放量统计，不作为外供水量统计。
（４）海水淡化企业取水量包括为加工淡化水所提取的海水，外供水量中包括经加工的外供淡化水。

７．水体积单位的换算：１升＝０．００１立方米　　１吨＝１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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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工业重点耗能单位能源消费情况

表　　号：２ ０ ５ － ５ 表

制定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组织机构代码： — 文　　号：国 统字（２０１２）８４号
单位详细名称： ２０　年 　季 有效期至：２ ０ １ ４ 年 １ 月

能源名称
计量

单位
代码

１－本季 上年同期

消费量
消费金额

（千元）
消费量

消费金额

（千元）

参考折标

准煤系数

甲 乙 丙 １ ２ ３ ４ 丁

能源合计 吨标准煤 １２ — — —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分机号：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辖区内年综合能源消费量１万吨标准煤及以上的有资质的建筑业、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限额以上住
宿和餐饮业、房地产开发经营业法人单位和其他第三产业法人单位。

２．报送日期及方式：调查单位１季度、２季度季后８日、３季度季后９日、４季度次年１月９日２４时前网上填报；省级
统计机构１季度、２季度、３季度季后１５日、４季度次年１月１７日１２时前完成审核、验收、上报。

３．本表“上年同期”数据统一由国家统计局或省级统计机构复制，调查单位和各级统计机构均不得修改；本年新增的
调查单位自行填报“上年同期”数据。

４．本表甲栏下按《非工业能源消费目录》填报。
５．油品重量单位与容积单位的换算关系：
（１）汽油：１升＝０．７３千克＝０．０００７３吨
（２）轻柴油：１升＝０．８６千克＝０．０００８６吨
（３）重柴油：１升＝０．９２千克＝０．０００９２吨
（４）煤油：１升＝０．８２千克＝０．０００８２吨
（５）燃料油：１升＝０．９１千克＝０．０００９１吨

６．能源合计＝∑各能源品种消费量×折标准煤系数
７．主要能源品种单位换算系数：
电力：千瓦时＝度　残渣燃料油１升＝０．９５千克
液化石油气：１立方米（气态）＝２．０３３千克（液态）　天然气：１立方米气态天然气＝０．７２５６千克液化天然气
液化石油气：１大罐（餐饮业用）＝５０千克，１中罐（家庭用）＝１５千克，１小罐（餐饮业用）＝５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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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工业能源消费情况

表　　号：２ ０ ５ － ６ 表

制定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文　　号：京 统发［２０１２］６８号
组织机构代码： — 批准文号：国统制［２０１２］１１７号
单位详细名称： ２０　年　季 有效期至：２ ０ １ ４ 年 ６ 月

能源名称
计量

单位
代码

１－本季 上年同期

消费量
消费金额

（千元）
消费量

消费金额

（千元）

参考折标

准煤系数

甲 乙 丙 １ ２ ３ ４ 丁

能源合计 吨标准煤 １２ — — —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分机号：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年耗能５０（含）～１００００吨标煤的非工业限额以上法人单位，需要填报后续表的金融业产业活动单位，以
及纳入能源统计范围的公共机构。

２．报送日期及方式：季后９日前网上填报。
３．本表“上年同期”数据统一由统计机构复制，调查单位和各级统计机构均不得修改；本年新增的调查单位自行填报
“上年同期”数据。

４．本表甲栏下按《非工业能源消费目录》填报。
５．油品重量单位与容积单位的换算关系：
（１）汽油：１升＝０．７３千克＝０．０００７３吨
（２）轻柴油：１升＝０．８６千克＝０．０００８６吨
（３）重柴油：１升＝０．９２千克＝０．０００９２吨
（４）煤油：１升＝０．８２千克＝０．０００８２吨
（５）燃料油：１升＝０．９１千克＝０．０００９１吨

６．能源合计＝∑各能源品种消费量×折标准煤系数
７．主要能源品种单位换算系数：
电力：千瓦时＝度　残渣燃料油１升＝０．９５千克
液化石油气：１立方米（气态）＝２．０３３千克（液态）　天然气：１立方米气态天然气＝０．７２５６千克液化天然气
液化石油气：１大罐（餐饮业用）＝５０千克，１中罐（家庭用）＝１５千克，１小罐（餐饮业用）＝５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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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工业能源消费情况附表

表　　号：２ ０ ５ － ７ 表

制定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文　　号：京 统发［２０１２］６８号
组织机构代码： — 批准文号：国统制［２０１２］１１７号
单位详细名称： ２０　年　季 有效期至：２ ０ １ ４ 年 ６ 月

能源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能源

消费量

其中：

运输工具

消费

采暖制冷

消费

信息中心

消费
其他

能源消费

量中：京外

消费

参考折标

准煤系数

甲 乙 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丁

能源合计 吨标准煤 １２

补充资料：

建筑面积（１７） 平方米（建筑业单位免填）

煤油消费中：国际航线（１８） 万吨，国内航线（１９） 万吨 （航空运输业单位填报）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分机号：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年耗能５０吨标煤以上的非工业限额以上法人单位，需要填报后续表的金融业产业活动单位，以及纳入
能源统计范围的公共机构。

２．报送日期及方式：４季度次年１月９日前网上填报，其它季度免报。
３．本表“能源消费量”数据统一由统计机构从“非工业能源消费情况”（２０５－６表）中摘抄取得，调查单位不用重复填
报，但可以修改。

４．本表甲栏下按《非工业能源消费目录》填报。
５．油品重量单位与容积单位的换算关系：
（１）汽油：１升＝０．７３千克＝０．０００７３吨
（２）轻柴油：１升＝０．８６千克＝０．０００８６吨
（３）重柴油：１升＝０．９２千克＝０．０００９２吨
（４）煤油：１升＝０．８２千克＝０．０００８２吨
（５）燃料油：１升＝０．９１千克＝０．０００９１吨

６．能源合计＝∑各能源品种消费量×折标准煤系数
７．主要能源品种单位换算系数：
电力：千瓦时＝度　残渣燃料油１升＝０．９５千克
液化石油气：１立方米（气态）＝２．０３３千克（液态）　天然气：１立方米气态天然气＝０．７２５６千克液化天然气
液化石油气：１大罐（餐饮业用）＝５０千克，１中罐（家庭用）＝１５千克，１小罐（餐饮业用）＝５千克

８．补充资料中“建筑面积”指标，建筑业单位免填，建筑业指有建筑业总承包、专业承包、劳务分包资质的单位。
９．审核关系
（１）能源消费量＝运输工具消费＋采暖制冷消费＋信息中心消费＋其他　　（２）能源消费量≥京外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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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企业京外能源消费情况

表　　号：２ ０ ５ － ８ 表

制定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文　　号：京 统发［２０１２］６８号
组织机构代码： — 批准文号：国统制［２０１２］１１７号
单位详细名称： ２０　年　月 有效期至：２ ０ １ ４ 年 ６ 月

能源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参考

折标煤

系数

采用

折标煤

系数

能源

消费量
工业

生产

消费
加工转换

投入合计 火力发电 供热

甲 乙 丙 丁 ００ １ ２ ４ ５ ６

补充资料：１－本月：综合能源消费量（４１） 吨标准煤

续表

原煤入洗 炼焦
炼油及

煤制油
制气

天然气

液化

加工

煤制品

非工业

生产

消费

能源

加工

转换

产出量

回收

利用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５ １６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分机号：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规模以上工业法人单位。
２．报送日期及方式：１２月次年１月９日前网上填报，其他月份免报。
３．本表甲栏下按《工业企业能源购进、消费、库存目录及代码》填写。
４．综合能源消费量计算方法：
（１）没有能源加工转换活动或回收利用的调查单位：
综合能源消费量（４１）＝本表第２列能源合计

（２）有能源加工转换活动或回收利用的调查单位：
综合能源消费量（４１）＝工业生产消费（本表第２列能源合计）－能源加工转换产出（本表第１５列能源合计）－

回收利用（本表第１６列能源合计）
５．本表折标煤系数栏保留四位小数，其余各栏保留两位小数。
６．主要能源品种单位换算系数：
汽油：１升＝０．７３千克　　　重柴油：１升＝０．９２千克　　　轻柴油：１升＝０．８６千克
煤油：１升＝０．８２千克　　　燃料油：１升＝０．９１千克　　　残渣燃料油：１升＝０．９５千克
液化石油气：１立方米（气态）＝２．０３３千克（液态）　电力：万千瓦时 ＝万度　天然气：１立方米气态天然气 ＝０．
７２５６千克液化天然气
液化石油气：１大罐（餐饮业用）＝５０千克，１中罐（家庭用）＝１５千克，１小罐（餐饮业用）＝５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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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审核关系：
（１）消费合计＝工业生产消费＋非工业生产消费
（２）加工转换投入合计＝火力发电投入＋供热投入＋原煤入洗投入＋炼焦投入＋炼油及煤制油投入＋制气投入＋

天然气液化投入＋加工煤制品投入
８．本表由京外有产业活动单位的规模以上工业法人单位填报，无京外产业活动单位的规模以上工业法人单位报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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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规模（限额）以下单位

年报基层表

限额以下批发和零售业企业和个体户

能源消费情况
表　　号：Ｅ １ ０ ５ － １ 表

制定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样本单位标识代码：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单位详细名称（签章）： 文　　号：京 统发［２０１２］６８号
组织机构代码： — 批准文号：国统制［２０１２］１１７号

行业类别： ２０１２年 有效期至：２ ０ １ ３ 年 ６ 月

能源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本年消费量

甲 乙 丙 １

电力 千瓦时 ０１

煤炭 千克 ０２

汽油 升 ０３

柴油 升 ０４

天然气 立方米 ０５

液化石油气 千克 ０６

煤油 升 ０７

外购热力费用 元 ０８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分机号：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抽中的限额以下批发和零售业法人单位和个体户。
２．报送日期及方式：样本单位按所在地统计机构规定的时间和方式报送；各区县及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统计局、调查
队２０１３年１月３１日前电子邮件报送市局、总队商业经济调查队。

３．行业类别：批发业填“５１”，零售业填“５２”。
４．主要能源品种单位换算系数：
汽油：１升＝０．７３千克　　　重柴油：１升＝０．９２千克　　　轻柴油：１升＝０．８６千克
煤油：１升＝０．８２千克　　　电力：千瓦时＝度　　　　　　液化石油气：１立方米（气态）＝２．０３３千克（液态）
天然气：１立方米气态天然气＝０．７２５６千克液化天然气
液化石油气：１大罐（餐饮业用）＝５０千克，１中罐（家庭用）＝１５千克，１小罐（餐饮业用）＝５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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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额以下住宿和餐饮业企业和个体户

能源消费情况

表　　号：Ｓ １ ０ ５ － １ 表

制定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样本单位标识代码：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单位详细名称（签章）： 文　　号：京 统发［２０１２］６８号
组织机构代码： — 批准文号：国统制［２０１２］１１７号

行业类别： ２０１２年 有效期至：２ ０ １ ３ 年 ６ 月

能源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本年消费量

甲 乙 丙 １

电力 千瓦时 ０１

煤炭 千克 ０２

汽油 升 ０３

柴油 升 ０４

天然气 立方米 ０５

液化石油气 千克 ０６

煤油 升 ０７

外购热力费用 元 ０８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分机号：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抽中的限额以下住宿和餐饮业法人单位和个体户。
２．报送日期及方式：样本单位按所在地统计机构规定的时间和方式报送；各区县及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统计局、调查
队２０１３年１月３１日前电子邮件报送市局、总队商业经济调查队。

３．行业类别：住宿业填“６１”，餐饮业填“６２”。
４．主要能源品种单位换算系数：
汽油：１升＝０．７３千克　　　重柴油：１升＝０．９２千克　　　轻柴油：１升＝０．８６千克
煤油：１升＝０．８２千克　　　电力：千瓦时＝度　　　　　　液化石油气：１立方米（气态）＝２．０３３千克（液态）
天然气：１立方米气态天然气＝０．７２５６千克液化天然气
液化石油气：１大罐（餐饮业用）＝５０千克，１中罐（家庭用）＝１５千克，１小罐（餐饮业用）＝５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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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额以下法人单位能源消费情况

表　　号：Ｐ １ ０ ５ － １ 表

制定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文　　号：京 统发［２０１２］６８号
组织机构代码： — 批准文号：国统制［２０１２］１１７号
单位详细名称（签章）： ２０１２年 有效期至：２ ０ １ ３ 年 ６ 月

能源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本年消费量

甲 乙 丙 １

电力 千瓦时 ０１

煤炭 千克 ０２

汽油 升 ０３

柴油 升 ０４

天然气 立方米 ０５

液化石油气 千克 ０６

煤油 升 ０７

外购热力费用 元 ０８

补充资料：主营业务收入 千元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分机号：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抽中的除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以外的限额以下法人单位。
２．报送日期及方式：统计信息咨询中心２０１３年２月２８日前向能源与资源处提供数据。
３．主要能源品种单位换算系数：
汽油：１升＝０．７３千克　　　重柴油：１升＝０．９２千克　　　轻柴油：１升＝０．８６千克
煤油：１升＝０．８２千克　　　电力：千瓦时＝度　　　　　　液化石油气：１立方米（气态）＝２．０３３千克（液态）
天然气：１立方米气态天然气＝０．７２５６千克液化天然气
液化石油气：１大罐（餐饮业用）＝５０千克，１中罐（家庭用）＝１５千克，１小罐（餐饮业用）＝５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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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他调查

１．年报基层表

居民生活能源消费情况

表　　号：Ｐ １ ０ ５ － ２ 表

制定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地区编码： 文　　号：京 统发［２０１２］６８号
户编码： 批准文号：国统制［２０１２］１１７号
户主姓名： ２０１２年 有效期至：２ ０ １ ３ 年 ６ 月

项目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本期消费量 本期消费金额（元）

甲 乙 丙 １ ２

电力 千瓦时 ０１

煤炭 千克 ０２

汽油 升 ０３

柴油 升 ０４

天然气 立方米 ０５

液化石油气 千克 ０６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分机号：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抽中的调查户。
２．报送时间及方式：抽中的调查户按调查方案规定的时间和方式报送。２０１３年３月３１日前信息咨询中心向能源与
资源处提供数据。

３．电力单位：千瓦时＝度
４．本表由北京统计信息咨询中心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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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客汽车能源消费

表　　号：Ｄ １ ０ ２ 表

制定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文　　号：国 统字（２０１２）８４号
２０１２年 有效期至：２ ０ １ ３ 年 ６ 月

一、车辆基本情况

车主（司机）姓名 联系电话（固话含区号）

车牌号码 标记客位（座）

车辆所属类型（选择）

汽油车（Ｘ标记客位） 柴油车（Ｘ标记客位）

１１．７座＜Ｘ≤１５座

１２．Ｘ＞１５座

１３．７座＜Ｘ≤１５座

１４．１５座＜Ｘ≤３０座

１５．Ｘ＞３０座

二、主要指标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本期数

甲 乙 丙 １

百公里油耗 升／百公里 ０１

行驶里程 公里 ０２

加油费用 元 ０３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分机号：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在道路运输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从事公路运输的营业性载客汽车。
２．报送日期及方式：抽中的调查户按调查方案规定的时间和方式报送。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１日前信息咨询中心向能源与
资源处提供数据。

３．本表由北京统计信息咨询中心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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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货汽车能源消费

表　　号：Ｄ １ ０ ３ 表

制定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文　　号：国 统字（２０１２）８４号
２０１２年 有效期至：２ ０ １ ３ 年 ６ 月

一、车辆基本情况

车主（司机）姓名 联系电话（固话含区号）

车牌号码 标记吨位（吨）

车辆所属类型（选择）

汽油车（Ｘ标记吨位） 柴油车（Ｘ标记吨位）

２１．Ｘ≤２吨

２２．Ｘ＞２吨

２３．Ｘ≤２吨

２４．２吨＜Ｘ≤４吨

２５．４吨＜Ｘ≤８吨

２６．８吨＜Ｘ≤２０吨

２７．Ｘ＞２０吨

二、主要指标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本期数

甲 乙 丙 １

百公里油耗 升／百公里 ０１

行驶里程 公里 ０２

加油费用 元 ０３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分机号：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在道路运输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从事公路运输的营业性载货汽车。
２．报送日期及方式：抽中的调查户按调查方案规定的时间和方式报送。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１日前信息咨询中心向能源与
资源处提供数据。

３．本表由北京统计信息咨询中心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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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定报综合表

区县能源消费与单位 ＧＤＰ能耗
表　　号：Ｐ ４ ０ ６ 表

制定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文　　号：京 统发［２０１２］６８号
批准文号：国统制［２０１２］１１７号

区县名称： ２０　年１－　季度 有效期至：２ ０ １ ４ 年 １ 月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１－本季 上年同期 增长（％）
能耗构成（％）

本季 上年同期

甲 乙 丙 １ ２ ３ ４ ５

能源消费总量 吨标准煤 ０１

　第一产业能源消费 吨标准煤 ０２

　第二产业能源消费 吨标准煤 ０３

工业能源消费 吨标准煤 ０４

　规上 吨标准煤 ０５

　规下 吨标准煤 ０６

建筑业能源消费 吨标准煤 ０７

　第三产业能源消费 吨标准煤 ０８

其中：交通运输业能源消费 吨标准煤 ０９

　居民生活用能 吨标准煤 １０

城市居民生活用能 吨标准煤 １１

农村居民生活用能 吨标准煤 １２

现价ＧＤＰ 万元 １３

不变价ＧＤＰ 万元 １４

地区用电量 万千瓦时 １５

现价单位ＧＤＰ能耗 吨标准煤／万元 １６

不变价单位ＧＤＰ能耗 吨标准煤／万元 １７

现价单位ＧＤＰ电耗 千瓦时／万元 １８

不变价单位ＧＤＰ电耗 千瓦时／万元 １９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分机号：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辖区内法人单位及所属产业活动单位，以及居民住户。本表由各区县及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统计局、调
查队报送。

２．报送日期及方式：季后２５日前电子邮件报送。
３．现价单位ＧＤＰ能耗、不变价单位ＧＤＰ能耗保留四位小数，其余各指标保留两位小数。
４．本表的能源消费量核算方法遵照（三）《分区县能源消费量季度核算方案》。
５．主要审核关系：
（１）能源消费总量＝第一产业能源消费＋第二产业能源消费＋第三产业能源消费＋居民生活用能
（２）第二产业能源消费＝工业能源消费＋建筑业能源消费
（３）工业能源消费＝规上＋规下
（４）第三产业能源消费≥其中：交通运输业能源消费 　 （５）居民生活用能＝城市居民生活用能＋农村居民生活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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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定报基层表

重要商品购进、销售和库存

（成品油批发单位填报）
表　　号：Ｅ ２ ２ １ 表

制定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组织机构代码： — 文　　号：国 统字（２０１２）８４号
单位详细名称（签章）： ２０　 年　季 有效期至：２ ０ １ ４ 年 １ 月

一、单位基本情况

单位经营地详细地址和行政区划代码（Ｅ０１）
所在地行政区划码：

省（自治区、直辖市） 地（区、市、州、盟）

县（区、市、旗） 乡（镇）

街（村）、门牌号

邮政编码（Ｅ０２）：
联系电话（Ｅ０３）：

单位类别（Ｅ０４）： （１．法人；２．分支机构）
归属企业（Ｅ０５）：

１．中石油
２．中石化
３．中海油
４．中化
９．其他

登记注册类型（Ｅ０６）
　内资 　１９０其他
１１０国有 港澳台商投资

１２０集体 ２１０与港澳台商合资经营
１３０股份合作 ２２０与港澳台商合作经营
１４１国有联营 ２３０港澳台商独资
１４２集体联营 ２４０港澳台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１４３国有与集体联营 ２９０其他港澳台投资
１４９其他联营 外商投资

１５１国有独资公司 ３１０中外合资经营
１５９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３２０中外合作经营
１６０股份有限公司 ３３０外资企业
１７１私营独资 ３４０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１７２私营合伙 ３９０其他外商投资
１７３私营有限责任公司
１７４私营股份有限公司

二、能源商品流转

品种
计量

单位
代码 期初库存量

累计

购进量
购自省

（区、市）外

累计

销售量
销往省

（区、市）外

售予省内批发

和零售企业

期末

库存量

甲 乙 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汽油 吨 ０１
　＃９３＂（＃９２＂） 吨 ０２
柴油 吨 ０３
　＃０＂ 吨 ０４
煤油 吨 ０５
燃料油 吨 ０６
润滑油 吨 ０７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分机号：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石油及制品批发业法人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以及获得成品油批发经营许可的其他行业法人单位、产业
活动单位。

２．报送日期及方式：季后５日前网上填报。
３．本表指标保留一位小数。
４．未开具正式发票的调拨不计入购进量或销售量。
５．成品油主要产品的单位换算系数：
汽油：１升＝０．７３千克　　　重柴油：１升＝０．９２千克　　　轻柴油：１升＝０．８６千克
煤油：１升＝０．８２千克　　　燃料油：１升＝０．９１千克

６．主要审核关系：
行关系：（１）汽油≥　＃９３＂（＃９２＂）　　　（２）柴油≥　＃０＂
列关系：（１）累计购进量≥购自省（区、市）外 （２）累计销售量≥销往省（区、市）外＋售予省内批发和零售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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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商品销售和库存

（成品油零售单位填报）
表　　号：Ｅ ２ ２ ２ 表

制定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组织机构代码： — 文　　号：国 统字（２０１２）８４号
单位详细名称（签章）： ２０　 年　季 有效期至：２ ０ １ ４ 年 １ 月

一、单位基本情况

单位经营地详细地址和行政区划代码（Ｅ０１）
所在地行政区划码：

省（自治区、直辖市） 地（区、市、州、盟）

县（区、市、旗） 乡（镇）

街（村）、门牌号

邮政编码（Ｅ０２）：
联系电话（Ｅ０３）：

单位类别（Ｅ０４）： （１．法人；２．分支机构；３．个体户）
归属企业（Ｅ０５）：

１．中石油
２．中石化
３．中海油
４．中化
９．其他

是否为加油站（Ｅ０７）： （１．是；２．否）

登记注册类型（Ｅ０６）
内资 港澳台商投资

１１０国有 ２１０与港澳台商合资经营
１２０集体 ２２０与港澳台商合作经营
１３０股份合作 ２３０港澳台商独资
１４１国有联营 ２４０港澳台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１４２集体联营 ２９０其他港澳台投资
１４３国有与集体联营 外商投资

１４９其他联营 ３１０中外合资经营
１５１国有独资公司 ３２０中外合作经营
１５９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３３０外资企业
１６０股份有限公司 ３４０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１７１私营独资 ３９０其他外商投资
１７２私营合伙 个体经营

１７３私营有限责任公司 ４１０个体户
１７４私营股份有限公司 ４２０个体合伙
１９０其他

二、能源商品流转

能源品种 计量单位 代码 期初库存量 累计销售量
本季销售量

期末库存量

甲 乙 丙 １ ２ ３ ４
汽油 吨 ０１
　其中：＃９３＂（＃９２＂） 吨 ０２
柴油 吨 ０３
　其中：＃０＂ 吨 ０４
煤油 吨 ０５
燃料油 吨 ０６
润滑油 吨 ０７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分机号：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机动车燃料和生活燃料零售业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以及获得成品油零售经营许可的
其他行业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

２．报送日期及方式：季后５日前网上填报。
３．本表指标保留一位小数。
４．未开具正式发票的调拨不计入销售量。
５．成品油主要产品的单位换算系数：
汽油：１升＝０．７３千克　　　重柴油：１升＝０．９２千克　　　轻柴油：１升＝０．８６千克
煤油：１升＝０．８２千克　　　燃料油：１升＝０．９１千克

６．主要审核关系：
行关系：（１）汽油≥　＃９３＂（＃９２＂）　　　（２）柴油≥　＃０＂
列关系：累计销售量≥本季销售量

—３３—能源、水统计报表制度



五、附　录

（一）指标解释

１．能源消费

《非工业能源消费情况》（１０５－１表）、

《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２０５－１表）、《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附表》（２０５－２表）、

《非工业重点耗能单位能源消费情况》（２０５－５表）、《非工业能源消费情况》（２０５－６表）、

《工业企业京外能源消费情况》（２０５－８表）、

《限额以下批发和零售业企业和个体户能源消费情况》（Ｅ１０５－１表）

《限额以下住宿和餐饮业企业和个体户能源消费情况》（Ｓ１０５－１表）

《限额以下法人单位能源消费情况》（Ｐ１０５－１表）

　　能源库存量　指能源使用企业（单位）在报告期的某时间点所拥有的、用于企业（单位）消费的各种能

源的库存量。本指标解释不涉及能源生产企业的能源产成品库存和能源贸易企业的能源商品库存。

（１）库存量的核算原则：

①时点性原则。库存量是指企业在报告期的某时间点所拥有的各种能源数量，所以必须按照制度所

规定的时间点盘点库存，不得提前或推后。

②实际数量原则。企业在库存盘点后，可能出现账面数量与实际库存数量不一致的现象，在这种情

况下，应以盘点数量为准来调整账面数量，差额作盘盈或盘亏处理。

③库存量的核算，以验收合格、办理完入库手续为准，未经验收或不合格的，不能计入库存。

④能源使用企业（单位）用于消费的能源库存按照能源的使用权原则统计。

（２）库存量的统计范围：

能源使用企业（单位）用于消费的能源库存的统计范围，是企业购进和调入（加工来料和借入）的、在

报告期某一时点尚未消费、存放在原材料、能源供应仓库（或场地）、车间、工地中的各种能源，主要包括：

①凡是本单位有权支配的，不论来源（自行采购的、借用的、外单位拨来得等），也不论存放在什么地

方（总库、分库、车间、工地、本单位之外的其他地方等），均应统计在本单位的库存量中；

②在统计时点上尚未投入消费的，包括车间、工地、班组从仓库已领取但尚未投入第一道生产工序的

（应办理假退料手续）；

③外单位来料加工或自外单位借入的，在报告期末尚未消费的；

④已决定外调（卖出、借出、捐赠等），但尚未办理出库手续的；

⑤委托外单位代保管的；

⑥不属于正常周转库存的超出积压或特准储备、战略储备；

⑦清点盘库时查出属于账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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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包括：

①已拨交外单位委托加工的；

②已外调（借出、捐赠等），已经办理出库手续的；

③供货单位错发到本单位的；

④代外单位保管的；

⑤已查实确属损失或丢失的；

⑥已付货款，但还在运输途中的；

⑦已运到本单位，但尚未办理或尚未办完验收入库手续的。

⑧能源生产企业的产成品库存。

能源购进量　指能源使用企业（单位）在报告期购进、用于本企业（单位）消费的各种能源数量。本指

标解释不涉及能源贸易企业的能源购进量。

购进量的核算原则：

（１）计算购进量的能源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一是已实际到达本单位；

二是经过验收、检验；

三是办理完入库手续。但是，在未办理完入库手续前已经投入使用，要计算在购进量中；使用多少，

计算多少。

（２）“谁购进，谁统计”。

凡属本单位实际购进的，符合上述原则，不论从何处购进，均应计算在内，包括作价的加工来料。

凡属本报告期实际购进的，办理完入库手续，即计算购进量；什么时间办理入库手续，什么时间计算

购进量。

根据以上原则，下述情况不能计算在购进量内：

（１）供货单位已发货，但尚未运到本单位，即使已经付款；

（２）货已运到本单位，但尚未办理验收、入库手续；

（３）经验收发现的亏吨（按验收后的实际数量计算购进量）；

（４）借入的，自产自用的，车间、工地上年领用今年退回的，以及加工来料（作价的除外）。

能源购进量按照实物量和价值量（金额）分别填报。各种能源的能源购进实物量分别按照报表规定

的、体现物质形态属性的计量单位（如：吨、立方米）计算的能源购进量。

能源购进金额　指各种能源按照购进价格计算的能源购进量，以价值量（金额）表示，含增值税。计

算能源购进金额时要注意：

（１）价值量指标要与实物量指标相一致，即计算实物量的，亦计算价值量，反之亦然；

（２）已验收入库尚未结算，购货发票未到，购进量以实际验收数量计算，购进金额以货物的上期平均

价或合同价格乘购进量计算，待结算后再作调整。

（３）实物量与价值量之一，如不够一个计量单位，两者都不填报，待以后两者都达到一个计量单位时，

再同时填报。

（４）能源购进金额不包括运输、装卸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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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消费量　指能源使用企业（单位）在报告期内实际消费的各种能源的数量。能源消费量分实物

量和标准量两种。能源消费实物量是按照报表规定的、体现物质形态属性的计量单位（如：吨、立方米）计

算的能源消费量；能源消费标准量是按照能源标准计量单位（如：吨标准煤）计算的能源消费量。

能源消费量的统计原则：

（１）谁消费、谁统计。即不论其所有权的归属，由哪个单位消费，就由哪个单位统计其消费量。

（２）何时投入使用，何时计算消费量。企业的能源消费，在时间、工艺界限上，以投入第一道生产工序

为标志，即投入第一道生产工序即计算消费；何时投入第一道生产工序，何时计算消费量。

（３）在计算企业（单位）的综合能源消费量时，不得重复计算，要扣除二次能源的产出量和余热、余能

的回收利用量。

（４）耗能工质（如水、氧气、压缩空气等），不论是外购的还是自产自用的，均不统计在能源消费量中

（计算单位产品能耗时是否包括耗能工质，视统计指标的具体规定而定）。

（５）企业自产的能源，作为企业生产另一种产品的原料或燃料，是否计算消费量，视以下两种情况而

定：一是自产的能源如果计算产量，消费时则计算消费量，二是自产的能源如果不计算产量，消费时则不

计算消费量，视同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半成品和中间产品。原则是：计算产量，则计算消费；不计算产量，则

不计算消费。

工业企业能源消费量　指工业企业在工业生产活动和非工业生产活动中消费的能源，包括工业生产

活动中作为燃料、动力、原料、辅助材料使用的能源，生产工艺中使用的能源，用于能源加工转换的能源；

非工业生产活动中使用的能源。具体包括：

（１）用于本企业产品生产、工业性作业和其他生产性活动的能源；

（２）用于技术更新改造措施、新技术研究和新产品试制以及科学试验等方面的能源；

（３）用于经营维修、建筑及设备大修理、机电设备和交通运输工具等方面的能源；

（４）用于劳动保护的能源；

（５）生产交通运输工具的企业（如造船厂、汽车制造厂），向成品轮船、汽车中添加动力用油，应算作企

业的能源消费，但不作为工业生产消费，应作为非工业生产消费和交通运输工具消费。

（６）其他非生产消费的能源。

不包括：

（１）由仓库发到车间，但在报告期最后一天没有消费的能源。这部分能源应在办理假退料手续后计

入库存量。

（２）拨到外单位，委托外单位加工用的能源。

（３）调出本单位或借给外单位的能源。

工业生产能源消费量　指工业企业为进行工业生产活动所消费的能源。主要包括：

（１）用于本企业产品生产、工业性作业的能源，包括用作原料、材料、燃料、动力的能源；作为能源加工

转换企业，还包括用作加工转换的能源（这部分能源不能理解为用作原材料，用作原材料的概念见后面的

解释）。

（２）产品生产过程中作为辅助材料使用的能源。

（３）生产工艺过程使用的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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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新技术研究、新产品试制、科学试验使用的能源。

（５）为了工业生产活动而在进行的各种修理过程中使用的能源。

（６）生产区内的劳动保护用能等。

用于原材料的能源消费量　指能源产品不作能源使用，即不作燃料、动力使用，而作为生产另外一种

产品（非能源产品）的原料或作为辅助材料使用，作原料使用时通常构成这种产品的实体。它与用作加工

转换的区别是：用作加工转换，投入的是能源，产出的主要产品还是能源（或产出的产品属于加工转换过

程中产生的不作能源使用的其他副产品和联产品）。而用作原材料时，投入的是能源，产出的主要产品是

能源范畴以外的产品，包括产出的某种产品在广义上可以用作能源（比如可以燃烧以提供热量），但通常

意义上不作能源使用的产品。

非工业生产能源消费量　指在工业企业能源消费中，除“工业生产能源消费”以外的能源消费，即非

工业生产用能和工业企业附属的不从事工业生产活动的非独立核算单位用能。比如本企业施工单位进

行技术更新改造、维修等过程用能，非生产区的劳动保护用能，科研单位、农场、车队、学校、医院、食堂、托

儿所等单位用能。但是必须注意，上述单位如果是独立核算的，其用能既不能包括在“工业企业能源消

费”中，亦不能包括在“非工业生产能源消费”中。

生产交通运输工具的企业（如造船厂、汽车制造厂），向成品轮船、汽车中添加动力用油，应算作企业

的非工业生产消费。

运输工具能源消费量　指在厂区内、外进行交通运输活动的交通运输工具所消费的能源。生产交通

运输工具的企业（如造船厂、汽车制造厂），向成品轮船、汽车中添加动力用油，应作为交通运输工具消费。

如果工业企业所属的车队是独立核算的企业，其消费的能源既不能包括在“工业企业能源消费”中，

亦不能包括在“运输工具消费”中，它的消费应为交通运输业企业消费。

综合能源消费量　指企业（单位）在报告期内实际消费的各种能源（扣除能源加工转换和能源回收利

用等重复因素）的总和。计算综合能源消费量时，需要将各种能源品种的消费量换算成按照标准计量单

位（如：吨标准煤）计量的消费量。不同工业法人单位的计算方法见《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２０５－１表）

的说明。

能源加工转换投入　能源加工转换，指为了特定的用途，将一种能源（一般为一次能源），经过一定的

工艺，加工或转换成另外一种能源（二次能源）。

能源加工，是能源的物理形态的变化，比如用蒸馏的方式将原油炼制成汽油、煤油、柴油等石油制品；

用筛选、水洗的方式将原煤洗选成洗煤；以焦化的方式将煤炭高温干馏成焦炭；以气化的方式将煤炭气化

成煤气，等等。这些方法在加工前后能源均未发生质的变化。

能源转换，是能源的能量形态和化学形态的变化，比如经过一定的工艺过程，将煤炭、重油等转换为

电力和热力，将热能转换为机械能，将机械能转换为电能，将电能转换为热能等；又比如，经过裂化，将重

质石油转换成轻质石油（转换前、后的物质具有不同的化学结构和化学性质）。

能源加工转换投入量，指以生产二次能源产品为目的而投入能源加工转换生产装置的能源（一般为

一次能源）的数量。

用作能源加工转换的能源不能算作用于原材料。两者的区别是：用作加工转换，投入的是能源，产出

的主要产品还是能源，或产出的产品属于加工转换过程中产生的不作能源使用的其他副产品和联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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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用作原材料时，投入的是能源，产出的主要产品却是能源范畴以外的产品，包括产出的某种产品在广义

上可以用作能源（比如可以燃烧以提供热量），但通常意义上不作能源使用的产品。

能源加工转换企业的能源投入量不包括：

（１）加工转换本身的工艺用能，如发电厂的发电装置的电机用电、点火用燃料、车间通风设备用电及

其他厂用电；炼焦厂的焦炉原料预热用的焦炉煤气、设备运转用电等。

（２）车间用能。

（３）辅助生产系统用能。

（４）经营管理用能。

（５）除上述项目以外的其他生产用能。

火力发电的加工转换投入　指火力发电企业为发电而投入发电锅炉燃烧室的燃料数量。通常燃料

主要有：煤炭、燃料油、天然气、焦炉煤气、高炉煤气、转炉煤气、生物质燃料、可燃废弃物和可燃垃圾等。

供热的加工转换投入　指热力生产企业为生产热力而投入供热锅炉燃烧室的燃料数量，以及热电联

产机组按照热电产出比例分摊的用于供热的燃料投入量。

原煤入洗的加工转换投入　指洗煤厂为生产洗煤而投入煤炭洗选生产装置的原煤数量。

炼焦的加工转换投入　指焦化企业为生产焦化产品而投入炼焦生产设备的煤炭（原煤、洗煤）数量。

炼油及煤制油的加工转换投入　炼油加工转换投入是指炼油厂为生产成品油和其他石油制品而投

入炼油生产装置的原油或其他原料油数量。煤制油加工转换投入是指煤化工企业以生产成品油为目的

而投入煤制油化工生产装置的煤炭（原煤、洗煤）数量。煤制油是以煤炭为原料，通过化学加工过程生产

成品油的一项技术，包含煤直接液化和煤间接液化两种技术路线。煤的直接液化将煤在高温高压条件

下，通过催化加氢直接液化合成液态烃类燃料，并脱除硫、氮、氧等原子。煤的间接液化首先把煤气化，再

通过费托合成转化为烃类燃料。

制气的加工转换投入　指煤气生产企业为生产煤气而投入煤气生产装置的煤炭、焦炭、燃料油等能

源产品数量。

天然气液化的加工转换投入　指天然气液化企业为生产液态天然气而投入天然气液化装置的天然

气数量。

加工煤制品的加工转换投入指煤制品生产企业，在不改变煤炭基本属性的情况下，为生产型煤（煤

球、煤饼、蜂窝煤）、煤粉、水煤浆等煤制品而使用的原煤或其他煤炭产品的数量。

能源加工转换产出量　指一次能源经过加工转换产出的二次能源产品（包括不作能源使用的其他副

产品和联产品）的数量，比如火力发电产出的电力，热电联产同时产出的电力、蒸汽、热水，原煤洗选产出

的洗精煤、洗中煤、洗煤泥等，炼焦产出的焦炭、焦炉煤气和其他焦化产品（煤焦油、粗苯等），炼油和煤制

油产出的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液化石油气、炼厂干气、石脑油、润滑油、石蜡、溶剂油、石油焦、石油沥

青等，制气（指煤气生产）产出的发生炉煤气、焦炭和其他焦化产品（煤焦油、粗苯等）。

工业企业回收能利用　指企业将废气、废液、废渣及其余热，产品和工艺生产介质余热，工艺温差、压

差，以及其他非直接投入的能量形态和能量物质，作为能源进行使用的数量。目前工业企业回收能的能

量，绝大部分来自企业曾经投入使用的能源物质，很小部分来自其他物质在生产工艺过程中释放的能量

（比如非能源物质的化学反应热）。所以，目前企业回收能利用量，只在报表中的高炉煤气、转炉煤气和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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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余压目录中填报；其他目录均不得填报；企业的综合能源消费量不得出现负值。

非工业企业能源消费量　指不是工业企业的法人单位所消费的各种能源，具体指建筑业和第三产业

的企事业法人单位。其能源消费主要包括：（１）用于生产经营活动的能源；（２）用于技术更新改造措施、新

技术研究以及科学试验等方面的能源；（３）用于经营维修、建筑及设备大修理、机电设备和交通运输工具

等方面的能源；（４）用于劳动保护的能源；（５）其他非生产消费的能源。

非工业企业法人单位的能源消费合计＝∑（某能源品种的消费量×某能源品种的折标准煤系数）。

《非工业重点耗能单位能源消费情况》（２０５－５表）的能源消费合计（吨标准煤）＝电力消费量（千瓦

时）×０．１２２９／１０００＋煤炭消费量（吨）×０．７１４３＋焦炭（吨）×０．９７１４＋管道煤气消费量（立方米）×

０．５７１４／１０００＋天然气消费量（立方米）×１．３３／１０００＋液化石油气消费量（吨）×１．７１４３＋汽油消费量

（吨）×１．４７１４＋煤油消费量（吨）×１．４７１４＋柴油消费量（吨）×１．４５７１＋燃料油消费量（吨）×１．４２８６＋

外购热力消费量（百万千焦）×０．０３４１。计算时，各能源品种的计量单位必须与上述公式中的计量单位保

持一致。部分能源品种换算关系如下：汽油１升 ＝０．７３千克 ＝０．０００７３吨，轻柴油１升 ＝０．８６千克 ＝

０．０００８６吨，重柴油１升＝０．９２千克＝０．０００９２吨，煤油１升＝０．８２千克＝０．０００８２吨，燃料油１升＝０．９１

千克＝０．０００９１吨。

《非工业能源消费情况附表》（２０５－７表）

运输工具消费　指调查单位在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中交通运输工具所消费的能源数量。

采暖制冷消费　指调查单位在报告期内用于采暖制冷所消费的能源数量。

信息中心消费　指调查单位在报告期内信息中心（数据中心、交换中心）机房设备的电力消费量。该

中心的其他能源消费不统计。

京外消费　指调查单位在报告期内京外消费的能源数量。

《公共机构能源消费情况》（１０５－２表）

建筑面积　指调查单位生产经营、办公场所的建筑面积，不包括露天场地和职工住宅。采暖面积指

调查单位经营、办公使用的实施供暖保障的建筑面积。制冷面积指调查单位经营、办公使用的实施供冷

保障的建筑面积

车辆数量　指调查单位经营、办公活动中使用的各种车辆。公车编制数量指经由主管部门核定的配

置数量。公务用车数量指调查单位行政办公使用的一般公务用车数量，不包括班车等其他用途车辆。其

他用途车辆数量指除公务用车外的其他车辆数量。

用能人数　指调查单位报告期内的平均用能人数，包括在岗在编（注册）人员、长期聘（借）的编外工

作人员和工勤人员人数。对于学校等培训机构还应包括在校学生和临时接受培训的人员人数；对于医疗及

各类社会福利机构等还应包括接受医疗等服务的人员人数；对于会议、科技、文化、体育、娱乐场馆等对外服

务的公共机构还应包括对外接待的人员（含参加比赛和演出的人员）人数。平均用能人数的计算方法：

平均用能人数＝报告期内１２个月平均用能人数之和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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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月平均用能人数＝月内每天实有的全部人数之和
日历日数

对人员增减变动很小的单位，可用（月初人数＋月末人数）／２计算。

医疗及各类社会福利机构接受医疗等服务的人员：

月平均用能人数＝（月内诊疗人次数＋入院人数×出院者平均住院日）／日历日数

各类会议、科技、文化、体育、娱乐场馆对外接待人员：

月平均用能人数＝（月内接待总人次）／日历日数

太阳能光热利用系统：是指通过热吸收将太阳辐射能转换成热能以加热水的装置系统，其中集热器

是指用于吸收太阳辐射并将产生的热能传递到传热工质的装置。

太阳能光电利用系统：是指通过光电效应（主要指光伏发电）或者光化学效应把太阳辐射能转化为电

能的装置系统。装机容量指在标准条件下所输出的最大功率（峰值功率），其计量单位为Ｗｈｐ（峰瓦）。

浅层地热能利用系统：是指以土壤、地下水、地表水（河水、湖水、海水、污水等）等作为热源、冷源，通

过高效热泵机组向建筑物供热或供冷的装置，包括土壤源热泵、地下水源热泵、淡水源热泵、海水源热泵，

以及污水源热泵等。

《主要耗能工业企业单位产品能源消耗情况》（２０５－３表）

指标解释见附录（二）统计分类目录《主要耗能工业企业单位产品能源消耗情况目录》说明。

《航空油料购、销、存情况》（１０５－４表）
《能源产购销情况》（１０５－５表）

　　能源购进量　指本单位在报告期实际购进的、已办理验收入库手续的各种一次能源和二次能源的

数量。

市内购进　指本单位在报告期从市内购进的各种一次能源和二次能源的数量（以实际货源为准）。

市外购进　指本单位在报告期从外省市购进的各种一次能源和二次能源的数量（以实际货源为准）。

进口　指本单位在报告期直接从国外进口和委托外贸部门代理进口的各种一次能源和二次能源的数

量，不包括从国内有关单位（包括对外贸易部门和其他单位）购进的进口各种一次能源和二次能源的数量。

能源销售量　指本单位在报告期实际销售的各种一次能源和二次能源的数量。

市内销售　指本单位在报告期实际销售给市内各单位和个人的各种一次能源和二次能源的数量（以

实际收源地为准）。

市外销售　指本单位在报告期实际销售给市外各单位和个人的各种一次能源和二次能源的数量（以

实际收货地为准）。

出口　指本单位在报告期实际销售给国外和委托外贸部门或其他企业和单位代理出口的各种一次

能源和二次能源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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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损失量　指能源在企业经营管理和生产、输送、分配、储存等过程中发生的损失以及由于自然灾

害等客观原因造成的损失量，不包括加工转换损失量。

库存量　企业在报告期某一时点上的库存量。对于能源经销企业是指企业用于经营销售的库存量，

对于能源生产企业是指企业的产成品库存量和用于消费的库存量。

２．用水情况

《工业企业用水情况》（２０５－４表）

　　取水量　指工业法人企业从各种水源实际提取的用于生产和生活的水量。包括提取的地表水、地下

水、自来水、污水处理达标水、未达标污水、雨水收集利用、企业从市场购得的其他水或水产品（如纯净水、

矿泉水等），还包括采盐企业所取的海水、地下卤水、盐湖水，海水淡化企业所取的海水，自来水生产企业

所取的地表水和地下水，污水处理厂处理的污水。

取水量不包括重复用水量；不包括企业采自河流、水库、湖泊、海洋，用于冷却，不重复使用，又排回到

河流、水库、湖泊、海洋的水（这部分水应填报“河湖海冷却直排水量”指标）；不包括水力发电厂的发电动

力用水量。

取水量按取水企业和供水企业（单位）商定的水表结算流量计算。如没有水表，按取水企业和供水企

业（单位）商定的、或有关管理部门规定的计算方法计算。

支付费用的取水量　指取水量中需向供水企业（单位）支付水费的水量。

取水支付金额　指报告期企业取水所支付的费用，计算范围与形成当地水价格的费用结构相同，如

水费、资源税、排水（污）费等。不包括取水过程的成本费，如电费、人工费、设备费等。

外供水量　指供水企业向用水单位提供的符合用水单位质量要求的水量。包括自来水生产企业外

供的自来水，纯净水、矿泉水生产企业外供的纯净水、矿泉水，污水处理厂外供的中水或符合用户质量要

求的、经过处理的水，海水淡化水企业外供的淡化水，提取地下水、地表水的企业向用户提供的水。不包

括向自然界直接排放的水量。

陆地地表水　指分别存在于河流、湖泊、沼泽、冰川和冰盖等陆地地表水体中的水。包括河流、湖泊、

沼泽、水库的水。陆地地表水分为淡水和咸水，其中陆地咸水湖的水为咸水。工业企业在取用陆地咸水

湖的水时，应填报《工业企业用水情况》（２０５－４表）中的“其中：陆地湖咸水”项。

地下水　指埋藏和运动于地面以下各种不同深度含水层中的水。地下水分为淡水和咸水。工业企

业在取用地下咸水时，应填报《工业企业用水情况》（２０５－４表）中的“其中：地下咸水”项。

自来水　指地表水、地下水等经过供水企业加工处理，经认定达到自来水供水标准，通过城镇自来水

管网供应的水。

海水　指海洋的水。包括企业用来制盐、化工生产、海水淡化所提取的海水。不包括直接利用的海

水，如海水冷却、海水脱硫、海水冲渣等。

其他水　指上述水源没有涵盖的，或者界定不清的水。包括一些产品水，如纯净水、矿泉水、海水淡

化水；包括经过初步处理，未达到自来水标准的水；包括污水处理厂处理的污水。不包括茶饮料、碳酸饮

料、果汁饮料、酒类等大量用水的产品。

—１４—能源、水统计报表制度



雨水收集利用　指用水单位专门建立雨水收集设施，将收集到的雨水作为水源的补充并利用的水。

不包括天降雨、雪后，流到江河、湖泊、水库的水。

海水淡化水　指海水淡化企业取提海水，经过特定的生产工艺去除海水中的盐分后得到的淡水

产品。

再生水（中水）　指污水经适当处理后，达到一定的水质指标，满足某种使用要求，可以进行有益使用

的水。

重复用水量　工业企业重复用水量是指在企业内部，对生产和生活排放的废水直接或经过处理后回

收再利用的水量。不包括企业从城市污水处理厂购买的中水和符合企业用水标准的废水，不包括河湖海

冷却直排水量。

重复用水量的计算原则：

１．开放原则。即水的循环在开放系统进行，循环一次计算一次，封闭式循环系统的循环水不计算重

复用水量。封闭系统中的循环水量单独统计。

２．“源头”计算原则。对循环水来说，使用后的水，又回流到系统的取水源头，流经源头一次，计算一

次。循环系统中的中间环节用水不得计算重复用水量。

３．异地原则。对于非循环系统，根据不同工艺对不同水质的要求，在一个地方（工艺）使用过的水，在另外

一个地方（工艺）中又进行使用，使用一次，计算一次。在同一地方（容器）多次使用的水，不得计算重复用水量。

４．企业经过净化处理后的水重复再用，在任何情况下都可按照重复用水计算。

封闭系统内的循环水量　指锅炉系统、循环热网系统、循环冷却系统等内的循环水量。

河湖海冷却直排水量　指企业采自河流、水库、湖泊、海洋，用于冷却，但不重复使用，又直接排回到

的河流、水库、湖泊、海洋的水。

废水排放量　指企业提取的各种水经使用或处理后，经过企业厂区所有排放口排放到企业外部的废

水量。包括生产废水、超标排放的矿井地下水、厂区生活污水；包括经本企业净化处理达到环保排放标准

的废水和虽经净化处理但未达到环保排放标准的废水。废水排放量不包括河湖海冷却直排水量。

废水排放量的计算方法：

１．实测法

企业有计量装置的，按计量装置计量数据计算废水排放量。

２．排放系数法

废水排放量＝（取水量－外供水量）×废水排放系数

不同的工业类型废水排放系数数值有所不同，一般在０．６－０．９范围内取值，常取０．８０或０．８５。

３．物料衡算法

废水排放量＝（取水量－外供水量）－（产品带走水量＋水漏失量＋锅炉蒸发量＋其他损失量）。

《非工业水消费》（１０５－３表）

水消费量　指报告期内调查单位实际消费的各种水的数量。

水消费金额　指报告期内调查单位消费各种水所支付的水费，计算范围与水价的费用结构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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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水费、资源税、污水处理费等。水费不包括取水过程中的成本费，如电费、人工费、设备费等。

分品种水的解释，见《工业企业用水情况》（２０５－４表）。

３．能源商品购进、销售与库存

《重要商品购进、销售和库存（成品油批发单位填报）》（Ｅ２２１表）

《重要商品销售和库存（成品油零售单位填报）》（Ｅ２２２表）

　　组织机构代码　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全国组织机构代码编制规则》（ＧＢ１１７１４－１９９７），

由组织机构代码登记主管部门给每个企业、事业单位、机关、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颁发的在全国范

围内唯一的、始终不变的法定代码。尚未领取法定代码的单位，一律由各级统计部门从临时代码段中赋

予代码。

组织机构代码填写规定　已经领取了组织机构代码的法人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必须使用组织机构

代码，不得使用临时代码。法人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组织机构代码均由八位无属性的数字（或规定字母）

和一位校验码组成。

产业活动单位是法人单位本部的，如果没有组织机构代码，使用法人单位组织机构代码的前８位，第

九位校验码填“Ｂ”。

临时代码使用规定　临时代码码段已由国家统计局划分区段分配给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再由各

省划分区段分配给地市、县统计局按规定使用。地方各级统计部门要严格控制临时代码的发放，做到发

放的代码不重不漏。

单位详细名称　所有单位均应填报。指经有关部门批准正式使用的单位全称。

企业的详细名称按工商部门登记的名称填写。填写时要求使用规范化汉字全称，与单位公章所使用

的名称完全一致。

凡经登记主管机关核准或批准，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名称的单位，要求填写一个法人单位名称，同时

用括号注明其余的单位名称。

单位详细地址和行政区划码　指单位实际所处的详细地址。要求写明单位所在的省（自治区、直辖

市）、地（区、市、州、盟）、县（区、市、旗）、乡（镇）以及具体街（村）的名称和详细的门牌号码，不能填写通讯

号码或通讯信箱号码。行政区划码，指单位所在地区的行政区划代码，由所在地普查机构统一填写，按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库中的代码填写。

单位类别　分为法人、分支机构、个体户，其中，法人是指具备法人单位条件的企业，分支机构指不具

备法人单位条件的企业。批发业企业分为法人和分支机构，零售业企业分为法人、分支机构、个体户。

登记注册类型　按照《企业登记注册类型与代码》及有关规定填报。

企业法人或企业产业活动单位的登记注册类型，按其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的类型填写；如

单位登记注册类型改变，但未重新办理变更登记，企业应根据变化后的实际情况填写。其他法人和产业

活动单位的登记注册类型，比照《企业登记注册类型与代码》确定。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企业（单位）登记注册的类型分为以下各种：

１１０国有企业　指企业全部资产归国家所有，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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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注册的非公司制的经济组织。不包括有限责任公司中的国有独资公司。

１２０集体企业　指企业资产归集体所有，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登记注

册的经济组织。

１３０股份合作企业　指以合作制为基础，由企业职工共同出资入股，吸收一定比例的社会资产投资组

建，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共同劳动，民主管理，按劳分配与按股分红相结合的一种集体经济组织。

１４０联营企业　两个及两个以上相同或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企业法人或事业单位法人，按自愿、平等、

互利的原则，共同投资组成的经济组织称为联营企业。联营企业包括国有联营企业、集体联营企业、国有

与集体联营企业和其他联营企业。

１４１国有联营企业　指所有联营单位均为国有。

１４２集体联营企业　指所有联营单位均为集体。

１４３国有与集体联营企业　指联营单位既有国有也有集体。

１４９其他联营企业　指上述三种联营企业之外的其他联营形式的企业。

１５０有限责任公司　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登记注册，由两个以上，五十

个以下的股东共同出资，每个股东以其所认缴的出资额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其债

务承担责任的经济组织。有限责任公司包括国有独资公司、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１５１国有独资公司　指国家授权的投资机构或者国家授权的部门单独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１５９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指国有独资公司以外的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１６０股份有限公司　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登记注册，其全部注册资本由

等额股份构成并通过发行股票筹集资本，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

对其债务承担责任的经济组织。

１７０私营企业　指由自然人投资设立或由自然人控股，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营利性经济组织。包括

按照《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私营企业暂行条例》规定登记注册的私营独资企业、私营合伙企业、私营

有限责任公司、私营股份有限公司和个人独资企业。

１７１私营独资企业　指按《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的规定，由一名自然人投资经营，以雇佣劳动为基础，

投资者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企业。

个人独资企业指按《个人独资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登记管理办法》的规定，由一个自然人投资，财

产为投资人个人所有，投资人以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经营实体。个人独资企业填表时

归入私营独资企业。

１７２私营合伙企业　指按《合伙企业法》或《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的规定，由两个以上自然人按照协议

共同投资、共同经营、共负盈亏，以雇佣劳动为基础，对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企业。

１７３私营有限责任公司　指按《公司法》、《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的规定，由两个以上自然人投资或由

单个自然人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

１７４私营股份有限公司　指按《公司法》的规定，由五个以上自然人投资，或由单个自然人控股的股

份有限公司。

１９０其他　企业指上述类型之外的其他内资经济组织。

２１０合资经营企业（港或澳、台资）　指港澳台地区投资者与内地的企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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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资经营企业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按合同规定的比例投资设立，分享利润和分担风险的企业。

２２０合作经营企业（港或澳、台资）　指港澳台地区投资者与内地企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

作经营企业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依照合作合同的约定进行投资或提供条件设立，分配利润、分担风险

和亏损的企业。

２３０港、澳、台商独资经营企业　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在内地设

立的由港澳台地区投资者在内地全额投资设立的企业。

２４０港、澳、台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指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商务部（原外经贸部）批准设立，并且

其中港、澳、台商的股本占公司注册资本的比例达２５％以上的股份有限公司。凡其中港、澳、台商的股本

占公司注册资本的比例小于２５％的，属于内资中的股份有限公司。

２９０其他港、澳、台投资

３１０中外合资经营企业　指外国企业或外国人与中国内地企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

企业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按合同规定的比例投资设立，分享利润和分担风险的企业。

３２０中外合作经营企业　指外国企业或外国人与中国内地企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

企业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依照合作合同的约定进行投资或提供条件设立，分配利润、分担风险和亏损

的企业。

３３０外资企业　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在中国内地设立的由外国

投资者全额投资设立的企业。

３４０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指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商务部（原外经贸部）批准设立，并且其中外

资的股本占公司注册资本的比例达２５％以上的股份有限公司。凡其中外资股本占公司注册资本的比例

小于２５％的，属于内资中的股份有限公司。

３９０其他外商投资

４１０个体户　公民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依法经核准登记，从事工商业经营的，为个体工商户。

４２０个体合伙个体合伙　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

劳动。

归属企业　指成品油批发企业或零售企业归属企业（集团）情况，具体为：中石油（包括中国石油天然

气集团公司和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公司）、中石化（包括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和中国石油化工股份公

司）、中海油（即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中化（即中国中化集团公司）和其他企业。

库存量　是指本单位在报告期初或期末已取得所有权的成品油数量。成品油库存量必须按照规定时点

核算，年初库存量指本年第一天零时的实际库存量，期末库存量指报告期最后一天２４时的实际库存量。

所有权库存量包括：

１．本单位仓库所有的自存成品油；

２．寄存在外单位（包括租用储运公司仓库）的成品油；

３．本单位设在外地仓库和中转仓库的自有成品油；

４．已计入购进但尚未运到本单位或已运到本单位但尚未办理入库手续的成品油；

５．清查出的账外成品油（无论是否入账，均应统计）。

所有权库存量不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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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购货单位已交货款，并已办妥各项手续但尚未提货的成品油（属客户寄存）；

２．代外单位保管或错发到本单位的成品油；

３．确属亏损或丢失的成品油。

特别，零售企业（单位）的库存量按照实际在库的库存量统计，即指存放在本企业（单位）自有仓库的

成品油的实际盘点库存。

购进量　是指从本单位以外的单位或个人购买和调入（开具正式发票，下同）的成品油数量。购进的

成品油，不论是否进入本单位仓库，凡是通过本单位结算货款的，都统计在购进量中。

购进量包括：

１．从成品油生产企业（单位）购入的成品油；

２．从成品油批发和零售企业（单位）、个体户和其他单位调入或购买的成品油；

３．从国（境）外进口的成品油。

购进量不包括：

１．批发和零售业企业（单位）购入但为本企业（单位）自用的成品油（购进量应该是为卖而买，即作为

商品出售的成品油的实际数量）；

２．经本单位介绍，由买卖双方直接结算，本单位只收取手续费的成品油；

３．未通过买卖行为而收入的成品油，如接收其它部门移交的、借入的、代其它单位保管的成品油；

４．销货退回、买方拒付货款的成品油。

购自省（区、市）外　是购进量的其中数，指省际之间成品油的调入和购买数量，不包括省内跨市、县

企业（单位）之间调入和购买数量。

销售量　是指批发和零售企业（单位）在报告期内调出（开具正式发票）或售给本企业（单位）以外的

单位和个人的成品油数量。销售的成品油，凡是收到货款或取得收取货款凭证的，都作为销售量统计。

销售量包括：

１．售给城乡居民、社会集团消费和其他个人（如外来旅游者）的成品油；

２．售给国民经济各行业用于生产、经营使用的成品油；

３．售给批发和零售业作为转卖或加工后转卖的成品油；

４．对国（境）外直接出口的成品油。

销售量不包括：

１．未通过买卖行为付出的成品油，如：转移、借出、归还、赠送等；

２．经本单位介绍，由买卖双方直接结算，本单位只收取手续费的成品油；

３．购货单位退回的成品油；

４．成品油的损耗量。

销往省（区、市）外　是销售量的其中数，指报告期内省际之间成品油的调出和销售的数量，不包括省

内跨市、县的企业（单位）之间的调出和销售数量。

售予省内批发和零售企业（单位）　是销售量的其中数，指报告期内售予本省批发企业（单位）和零售

企业（单位）的成品油数量情况，既包括批发企业（单位）和零售企业（单位）之间的销售数量，也包括批发

企业（单位）和零售企业（单位）本系统内部的调出和销售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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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关问题处理办法

１．“谁消费、谁统计”在实际中的应用

“谁消费、谁统计”是能源统计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即“谁”实际消费了能源，不论其支出费用与否，就

由“谁”统计。“谁消费、谁统计”原则在实际应用中应注意以下问题：

对于不直接和能源供应部门（电力公司、燃气公司、自来水公司）结算能源费用，而是和第三方（能源

提供方）结算能源费用的单位：（１）若能源使用方无独立计量的仪表（电表、水表、燃气表），无法实现分户

计量，则能源提供方填报的能源消费数据中要包括使用方的数量，能源使用方免报电、水、天然气的消费

量，但应填报其余品种的消费量；若能源提供方能够向能源使用方提供各种能源消费的实物量或能源品

种的单价，则能源使用方可以以此数据作为填报的依据。（２）若能源使用方有独立计量的仪表（电表、水

表、燃气表），可以实现分户计量，使用方应按计量仪表数据填报消费量。（３）若能源提供方将用于公共服

务（如公共电梯、照明、排污、采暖、制冷等）的能源消费量（实物量）按一定比例分摊给能源使用方，使用方

上报的消费量应包含分摊部分，能源提供方填报的消费量要扣除能源使用方的消费量。

“谁消费，谁统计”原则在实际中的应用

当能源提供

方不是能源

供应部门

几种情况 能源提供方 能源使用方

能源使用方

无计量仪表

无法分户计量 包含使用方消费量
统计未独立计量以外

的能源消费量

能提供实物量 扣除使用方消费量 应统计

能源使用方

有独立计量仪表
能分户计量 扣除使用方消费量 应统计

公共服务部分

分摊给使用方
－ 已分摊给使用方

的量应扣除
包含分摊的消费量

　　２．“何时投入使用，何时计算消费量”在实际中的应用

根据“何时投入使用，何时计算消费量”的原则，调查单位应依据计量仪表或其他能源消费量的原始

记录，按自然月（２８－３１天）、自然年（３６０－３６５天）建立能源消费统计台帐；因各种原因不能按自然月、年

建立能源消费统计台帐的单位，可参照下列方法取得能源消费量数据建立能源统计台帐；依据能源统计

台帐填报统计报表。

电力、天然气、水

依据供应部门的交费单据基础数据，计算报告期的消费量。若调查单位收到交费单据较晚，不能满

足上报时间要求的，在本月与上月消费量平稳情况下，可以用上月缴费单据代替本月。计算消费量的累

计天数和报告期的要求必须保持一致。一个季度为９０－９２天，年度为３６０－３６５天。

汽油、柴油

购买加油ＩＣ卡的调查单位，应每月主动到成品油供应单位索要含有实物量的“加油 ＩＣ卡对账单”，

并根据“加油ＩＣ卡对账单”数据登记统计台帐，依据台帐填报统计数据。若调查单位收到成品油供应单

位的加油量清单较晚，不能满足上报时间要求的，在本月与上月消费量平稳情况下，可以用上月数据代替

本月。但计算消费量的累计天数和报告期的要求必须保持一致。一个季度为９０－９２天，年度为３６０－

３６５天。不使用加油ＩＣ卡的单位，要根据油料的实际消费量做好统计台帐，根据台帐数据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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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什么是标准煤以及折标系数的填报原则

（１）标准煤的定义

是计算能源总量的一种模拟的综合计算单位。在能源使用中主要利用它的热能，因此，习惯上都采

用热量来做为能源的共同换算标准。由于煤、油、气等各种燃料质量不同，所含热值不同，为了便于对各

种能源进行计算、对比和分析，必须统一折合成标准燃料。我国用能以煤为主，采用标准煤为计算基准，

即将各种能源按其发热量折算为标准煤。我国规定每千克标准煤的热值为７０００千卡。

（２）折标系数即折标准煤系数。

折标准煤系数＝某种能源实际热值（千卡／千克）７０００（千卡／千克）

在各种能源折算标准煤之前，首先测算各种能源的实际平均热值，再折算标准煤。平均热值也称平

均发热量，是指不同种类或品种的能源实测发热量的加权平均值。计算公式为：

平均热值（千卡／千克）＝∑（某种能源实测低位发热量）×该能源数量
能源总量（吨）

（３）采用折标系数的填报原则

有实测热值的企业，采用折标系数按照实测平均低位热值计算填报，没有实测热值的企业，采用折标

系数按照参考折标系数填报。供热和发电企业必须按实测平均低位热值计算折标系数。

４．使用ＩＣ卡购买能源的企业填报购进量和库存量要注意的问题

使用ＩＣ卡购买能源（电力、天然气、汽油、柴油等）的企业，不能简单地将购进量全部计入，应视消费

情况而定，若购进的能源报告期全部消费，则购进量全部计入；若购进的能源报告期未全部消费，则购进

量只计算消费的部分，用购进单价和消费量计算购进量金额（汽油、柴油的消费金额可按 ＩＣ卡对帐单上

的消费金额填报）。

使用ＩＣ卡购买能源（电力、热力、汽油、柴油等）的企业的卡内余额不能作为该能源品种的库存量

填报。

５．工业企业中工业生产消费和非工业生产消费的统计范围

工业生产消费包括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附属生产系统用能。生产系统用能是指企业的生产车

间用能；辅助生产系统用能是指动力、供电、机修、供水、供风、采暖、制冷、仪表以及厂内原料场等辅助设

施用能；附属生产系统用能是指生产指挥系统（厂部）、各管理部门和不对外经营的、为生产服务的部门和

单位（如食堂、车队、浴室等）消耗的能源。

非工业生产消费指工业企业内部不从事工业生产活动、有对外经营活动的部门（食堂、浴室、车队等）

或本企业下属的不从事工业生产活动的产业活动单位用能。企业的基建、厂房维修用能；向居民住宅区

（包括所属家属区）或其他单位供暖所消耗的燃料（若无法分出使用量则计入工业生产消费）；生产交通运

输工具的企业（如造船厂、汽车制造厂），向成品轮船、汽车中添加动力用油，都应算作企业的非工业生产

消费。

６．建筑业、第三产业能源消费的统计范围

包括建筑业、第三产业报告期内在经营活动中实际消费的各种能源的数量，包括调查单位的各种耗

能设备、照明、采暖制冷、车辆、炊事等消耗的能源。

不包括：调查单位所属的法人单位的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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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单位为居民住宅区（包括所属家属区）或其他单位转供的各种能源；

调查单位对外销售的能源。

７．部分能源品种消费量的具体填报方法

电力　电力的消费量可通过电表取得，也可根据电力供应部门的交费单据取得，对于非工业单位若

不具备以上条件，也可以通过电费除以电价计算出电的消费量。

利用《北京电力公司用电客户电费交费单》计算电力消费量：电力消费量＝尖峰结算电量＋峰段结算

电量＋平段结算电量＋谷段结算电量

煤炭　用煤单位应按照实际消费称重记录填报，如缺少称重记录，可通过下式计算获得：消费量 ＝年

初库存＋购入量－对外销售量（或拨出量）－期末库存。

天然气　天然气的消费量可以通过燃气表取得，也可根据燃气供应部门的交费单据取得。

汽油、柴油　汽油、柴油主要是车、船消耗。使用加油ＩＣ卡的单位，可登录油料供应部门的服务热线

或网站取得报告期“加油ＩＣ卡对帐单”得到油料实际消费量。不使用加油ＩＣ卡的单位，要根据油料的实

际消费量做好统计台帐，根据台帐数据填报。出租汽车公司、有承包、外包业务的客、货运输公司若无法

准确计量油料消耗，依据报告期内车辆行驶总里程公里数据和百公里耗油数据进行油料消耗的推算。

有汽车销售的商业单位如何填报汽油柴油的消费量　商业调查单位销售汽车时，随车加入的油料视

同在调查单位生产经营中的消耗，应计入调查单位的消费量。但作为促销手段，赠送的油卡不能计入调

查单位的消费量。

热力　热力的消费量需按照热力的计量单位（百万千焦）填报。若企业无法进行热计量，可按以下方

法进行换算后填报：１吨蒸汽＝２．５１百万千焦；１百万千焦大约相当于５０元（外购热力费用）。对于某些

单位部分面积采用热计量，部分面积采用传统收费方法（按面积收费），须将按面积收费的部分按上面的

换算方法折算为实物量后，与热计量的消费量相加填报本企业的热力消费量。对工业企业来说，外购热

力作为消费量统计，自产自用热力不统计；对建筑业、第三产业调查单位来说，须在报表中同时填报消费

量和消费金额，按照国家一套表要求，自２０１２年年报起，数据采集平台不再提供按照外购热力费用自动

计算热力消费量的功能，需调查单位自行计算后填报。

外购热力费用如何统计　外购热力费用指报告期内各调查单位使用热力应向供热单位缴纳的采暖

等热力消费的费用（不包括调查单位自备锅炉的燃料费用）。该指标可以从财务帐相关科目中取得，是调

查单位在报告期内实际消费的热力费用（不是实际支付的费用），若财务帐中“热力费用”包含报告期以前

拖欠而在本期补缴或为下一个采暖期预交的部分，应予扣除；若实际有消费，应交而未交热力费用，按应

交数填报；若调查单位预交本采暖期的采暖费用，采暖期结束后才与供应部门结算，按预交的整个采暖期

费用填报；填报年报时，若财务帐中“热力费用”是一个采暖期（１１月１５日 －次年３月１５日）发生的费用

并且采暖面积和采暖价格没有变化，可直接采用，不必按日历时间再做计算；若调查单位能源统计台帐已

将热力费用分劈到各期，也可按照台帐数据填报。填报定期报表时，须将一个采暖季的外购热力费用按

采暖日分劈到各采暖月。

煤矸石、城市垃圾、生物质废料和其它工业废料用于燃料　企业作为燃料使用的煤矸石、城市垃圾、

生物质废料和其它工业废料，不论是外购的还是内部回收的，只要使用了就要填报消费量。作原料使用

的不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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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限额）以下单位的处理办法　规模（限额）以下单位若不具备上述条件，可用报告期购入量作为

消费量填报。

８．热力产出量如何计算　热力指可提供热源的热水、蒸汽。热力产出量的计算方法为：

蒸汽和热水的热力计算，与锅炉出口蒸汽、热水的温度和压力有关，计算方法：

第一步：确定锅炉出口蒸汽和热水的温度和压力，根据温度和压力值，在焓熵图（表）查出对应的每千

克蒸汽、热水的热焓；

第二步：确定锅炉给水（或回水）的温度和压力，根据温度和压力值，在焓熵图（表）查出对应的每千克

给水（或回水）的热焓；

第三步：求第一步和第二步查出的热焓之差，再乘以蒸汽或热水的数量（按流量表读数计算），所得值

即为热力的量。

如果企业不具备上述计算热力的条件，可参考下列方法估算：

第一步：确定锅炉蒸汽或热水的产量。产量＝锅炉的给水量－排污等损失量；

第二步：确定蒸汽或热水的热焓。热焓的确定分以下几种情况：

（１）热水：假定出口温度为９０℃，回水温度为２０℃的情况下，闭路循环系统每千克热水的热焓按２０

千卡计算，开路供热系统每千克热水的热焓按７０千卡计算。

（２）饱和蒸汽：

压力１－２．５千克／平方厘米，温度１２７℃以下，每千克蒸汽的热焓按６２０千卡计算；

压力３－７千克／平方厘米，温度１３５－１６５℃，每千克蒸汽的热焓按６３０千卡计算；

压力８千克／平方厘米，温度１７０℃以上，每千克蒸汽的热焓按６４０千卡计算。

（３）过热蒸汽：压力１５０千克／平方厘米

２００℃以下，每千克蒸汽的热焓按６５０千卡计算；

２２０－２６０℃，每千克蒸汽的热焓按６８０千卡计算；

２８０－３２０℃，每千克蒸汽的热焓按７００千卡计算；

３５０－５００℃，每千克蒸汽的热焓按７５０千卡计算。

第三步：根据确定的热焓，乘以产量，所得值即为热力的量。

对于中小企业，若以上条件均不具备，如果锅炉的功率在０．７兆瓦左右，１吨／小时的热水或蒸汽按相

当于６０万千卡的热力计算。

９．余热余压的定义与统计原则　余热余压指企业在生产过程中释放出来的多余的副产热能、压差

能，这些副产热能、压差能在一定的经济技术条件下可以回收利用。余热余压回收利用主要来自高温气

体、液体、固体的热能和化学反应产生的热能。

企业对回收利用的余热余压有计量装置并可计量其数量的，全部计入回收利用量，自用部分同时填

报能源消费量。例如 Ａ企业回收的余热余压外供给 Ｂ企业，Ａ企业将外供量填报回收利用，Ｂ企业填报

热力的购入量和消费量，不填报回收利用量。Ａ企业计算综合能源消费量时应扣除余热余压回收利用

量，Ｂ企业不扣除这部分外购热力的消费量。

１０．关于水的几点说明

（１）取水量是指报告期内调查单位从各种水源实际提取的水量，既包括调查单位自己消费的水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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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调查单位供给其他经济单位或住户使用的水量。

（２）再生水（中水）不包括调查单位用自己的污水处理设备处理后再使用的水，此部分水应计入重复

用水量。

（３）污水处理企业外供水量填报原则：污水经处理达到再生水（中水）标准的，计入其他水和再生水

（中水）的对外供水。经过处理的污水没有达到再生水（中水）标准，但有接收单位，这部分水计入其他水

对外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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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统计分类目录

１．各行业规模（限额）标准

报表类别 专业名称 规模（限额）以上标准

Ｂ 工业 年主营业务收入２０００万元及以上

Ｃ 建筑业 有建筑业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劳务分包资质

Ｄ 运输邮电业 年营业收入５００万元及以上

Ｅ
批发业 年主营业务收入２０００万元及以上

零售业 年主营业务收入５００万元及以上

Ｓ
住宿业 全部星级饭店，星级饭店以外年主营业务收入２００万元及以上

餐饮业 年主营业务收入２００万元及以上

Ｘ 房地产开发经营业 全部

Ｆ 其他服务业

年营业收入或收入合计５００万元及以上，全部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投资收益５００
万元及以上的企业管理机构、投资与资产管理法人单位，全部旅行社，全部Ａ级
及以上旅游区（点）和其他主要旅游区（点），全部金融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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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非工业能源消费目录

代码 能源名称 计量单位 参考折标准煤系数

０１ 电力 千瓦时（度） ０．１２２９千克标准煤／千瓦时

０２ 煤炭 吨 ０．７１４３吨标准煤／吨

１３ 　无烟煤 吨 —

１４ 　烟煤 吨 —

１５ 　褐煤 吨 —

１６ 　其他 吨 —

０３ 焦炭 吨 ０．９７１４吨标准煤／吨

０４ 管道煤气 立方米 ０．５７１４千克标准煤／立方米

０５ 天然气 立方米 １．３３千克标准煤／立方米

０６ 液化石油气 吨 １．７１４３吨标准煤／吨

０７ 汽油 吨 １．４７１４吨标准煤／吨

０８ 煤油 吨 １．４７１４吨标准煤／吨

０９ 柴油 吨 １．４５７１吨标准煤／吨

１０ 燃料油 吨 １．４２８６吨标准煤／吨

１１ 外购热力 百万千焦 ０．０３４１吨标准煤／百万千焦

３．工业企业用水目录

代码 用水名称

０１ 陆地地表水

０２ 　其中：陆地湖咸水

０３ 地下水

０４ 　其中：地下咸水

０５ 自来水

０６ 海水

０７ 其他水

０８ 　其中：雨水收集利用

０９ 海水淡化水

１０ 再生水（中水）

１４ 桶（瓶）装饮用水

１５ 热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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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工业企业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目录

代码 能源名称 计量单位 参考折标准煤系数 参考发热量

０１ 原煤 吨 — —

０２ 　其中：无烟煤 吨 ０．９４２８吨标准煤／吨 约６０００千卡／千克以上
０３ 炼焦烟煤 吨 ０．９吨标准煤／吨 约６０００千卡／千克以上
０４ 一般烟煤 吨 ０．７１４３吨标准煤／吨 约４５００－５５００千卡／千克
０５ 褐煤 吨 ０．４２８６吨标准煤／吨 约２５００－３５００千卡／千克
０６ 洗精煤 吨 ０．９吨标准煤／吨 约６０００千卡／千克以上
０７ 其他洗煤 吨 ０．４６４３吨标准煤／吨 约２５００－４０００千卡／千克
０８ 煤制品 吨 ０．５２８６吨标准煤／吨 约３０００－５０００千卡／千克
０９ 焦炭 吨 ０．９７１４吨标准煤／吨 约６８００千卡／千克
１０ 其他焦化产品 吨 １．１－１．５吨标准煤／吨 约７７００－１０５００千卡／千克
１１ 焦炉煤气 万立方米 ５．７１４－６．１４３吨标准煤／万立方米 约４０００－４３００千卡／立方米
１２ 高炉煤气 万立方米 １．２８６吨标准煤／万立方米 约９００千卡／立方米
１３ 转炉煤气 万立方米 ２．７１４吨标准煤／万立方米 约１９００千卡／立方米
１４ 发生炉煤气 万立方米 １．７８６吨标准煤／万立方米 约１２５０千卡／立方米
１５ 天然气（气态） 万立方米 １３．３吨标准煤／万立方米 约９３００千卡／立方米
１６ 液化天然气（液态） 吨 １．７５７２吨标准煤／吨 约１２３００千卡／千克
１７ 煤层气（煤田） 万立方米 １１吨标准煤／万立方米 约７７００千卡／立方米
１８ 原油 吨 １．４２８６吨标准煤／吨 约１００００千卡／千克
１９ 汽油 吨 １．４７１４吨标准煤／吨 约１０３００千卡／千克
２０ 煤油 吨 １．４７１４吨标准煤／吨 约１０３００千卡／千克
２１ 柴油 吨 １．４５７１吨标准煤／吨 约１０２００千卡／千克
２２ 燃料油 吨 １．４２８６吨标准煤／吨 约１００００千卡／千克
２３ 液化石油气 吨 １．７１４３吨标准煤／吨 约１２０００千卡／千克
２４ 炼厂干气 吨 １．５７１４吨标准煤／吨 约１１０００千卡／千克
２５ 石脑油 吨 １．５吨标准煤／吨 约１０５００千卡／千克
２６ 润滑油 吨 １．４１４３吨标准煤／吨 约９９００千卡／千克
２７ 石蜡 吨 １．３６４８吨标准煤／吨 约９５５０千卡／千克
２８ 溶剂油 吨 １．４６７２吨标准煤／吨 约１０２７０千卡／千克
２９ 石油焦 吨 １．０９１８吨标准煤／吨 约７６４０千卡／千克
３０ 石油沥青 吨 １．３３０７吨标准煤／吨 约９３１０千卡／千克
３１ 其他石油制品 吨 １．４吨标准煤／吨 约９８００千卡／千克
３２ 热力 百万千焦 ０．０３４１吨标准煤／百万千焦 —

３３ 电力 万千瓦时 １．２２９吨标准煤／万千瓦时 ８６０千卡／千瓦时
３４ 煤矸石用于燃料 吨 ０．２８５７吨标准煤／吨 约２０００千卡／千克
３５ 城市生活垃圾用于燃料 吨 ０．２７１４吨标准煤／吨 约１９００千卡／千克
３６ 生物质废料用于燃料 吨 ０．５吨标准煤／吨 约３５００千卡／千克
３７ 余热余压 百万千焦 ０．０３４１吨标准煤／百万千焦 —

３８ 其他工业废料用于燃料 吨 ０．４２８５吨标准煤／吨 约３０００千卡／千克
３９ 其他燃料 吨标准煤 １ ７０００千卡／千克标准煤
４０ 能源合计 吨标准煤 — —

说明：１．原煤＝无烟煤＋炼焦烟煤＋一般烟煤＋褐煤。
２．能源合计＝∑能源品种×折标准煤系数（求和时不要重复计算其中项）。
３．其他燃料是指代码０１－３８以外未列出的作为燃料使用的物质，按其发热量折算成标准煤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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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工业企业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目录》说明

煤炭　是指原煤及煤炭加工品的统称。不包括焦炭、下脚煤和石煤。煤炭的种类繁多，质量相差也

悬殊，不同类型的煤有不同的用途。为了合理利用煤炭，需把煤炭划分不同类别，煤炭的分类方法有：１．

按其加工方法和质量规格可分为精煤、粒级煤、洗选煤、原煤、低质煤五大类；２．按其煤质构成划分可分为

烟煤、无烟煤、焦煤、成型煤和动力配煤；３．按其用途划分可分为动力用煤、冶金用煤和化工用煤三大类。

原煤　是指煤矿生产出来的未经洗选、筛选加工而只经人工拣矸的产品。包括无烟煤、烟煤、褐煤、

不包括石煤、泥煤（炭）和煤矸石。原煤主要作动力用，也有一部分用作工业原料和民用原料。

无烟煤　是指煤化程度高的原煤。其特点是挥发分低、密度大、燃点高、碳含量高、无粘结性、燃烧时

多不冒烟，通常作为民用燃料，也直接用于小型高炉炼铁等。

烟煤　是指煤化程度低于无烟煤而高于褐煤的原煤。其特点是挥发分产率范围宽，一般在１０－４０％

之间，单独炼焦时，从不结焦到强结焦均有，燃烧时有火焰且多烟。烟煤主要分为炼焦烟煤和一般烟煤。

炼焦烟煤　是指主要可用于炼焦的烟煤，包括焦煤、１／３焦煤、肥煤、气肥煤、气煤、瘦煤、贫瘦煤、其他

炼焦的烟煤。

一般烟煤　是指除炼焦的烟煤以外的烟煤，包括贫煤、弱粘煤、不粘煤、长焰煤、１／２中粘煤、其他一般

烟煤。

褐煤　是未经过成岩阶段，没有或很少经过变质过程的煤，外观呈褐色或褐黑色，含碳量比较低、挥

发分高、不粘结、易燃烧。褐煤多作发电燃料，也可作气化原料和锅炉燃料，有的可用来制造磺化煤、活性

碳、褐煤蜡的原料。

洗精煤　是指经洗煤厂机械加工后，降低了灰分、硫分，去掉了一些杂质，适合一些专门用途的优质

煤。包括炼焦用、非炼焦用的洗精煤和加热、动力用的洗混煤、洗块煤、洗末煤等。不包括洗中煤、矸石和

煤泥。洗精煤可分为冶炼用炼焦洗精煤和其它用炼焦洗精煤。冶炼用的炼焦洗精煤，其粒度为小于５０

毫米、８０毫米和１００毫米三种；灰分小于或等于１２５％；简称冶炼精煤；其它用炼焦洗精煤，粒度也小于

５０、８０、１００毫米三种，灰分在１２５％～１６％之间，简称其它精煤。

其他洗煤　是除洗精煤以外的其它洗煤产品，包括下列几项：

洗中煤　是指经分选后得到的、灰分介于洗精煤与矸石之间的煤产品，粒度 ０～５０毫米；灰分

３２０１％～４９％。不包括煤泥、浮选尾矿和矸石。主要供电厂和工业锅炉直接燃烧用。

洗煤泥　是洗煤厂洗炼焦煤和洗动力煤的副产品之一。粒度０毫米 ～１毫米；灰分１６％ ～４９％。包

括厂内回收后未渗入其它产品而作为最终产品的煤泥和厂外沉淀池回收的煤泥。

洗混煤　粒度０毫米～５０毫米；灰分：洗炼焦煤洗煤厂＜３２％；洗动力煤洗煤厂≤４０％。

洗块煤　灰分≤４０％；粒度：特大块＞１００毫米，大块５０毫米～１００毫米，洗中块２５毫米～５０毫米或

２０～６０毫米，洗小块１３毫米～２５毫米或１３毫米～２０毫米。

洗粒煤　粒度６毫米～１３毫米；灰分≤４０％。

洗混中块　粒度１３毫米～５０毫米或１３～８０毫米，灰分≤４０％。

洗混末煤　粒度０毫米～２５毫米或０毫米～２０毫米；灰分≤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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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煤粒　粒度０毫米～１３毫米；灰分≤４０％。

洗粉煤　粒度０毫米～６毫米，灰分≤４０％。

洗原煤　粒度不限；灰分≤４０％。是除洗精煤以外的其他洗煤产品，包括：洗中煤、洗煤泥、洗块煤、

洗混煤等。

型煤　是用粉煤或低品位煤经筛分、粉碎、配料、搅拌后通过加压等过程制成的具有一定强度和形状

的煤制品。型煤可分为民用型煤和工业型煤两类。民用型煤有煤球和蜂窝煤；工业型煤可广泛应用于冶

金、铸造、化肥、电石工业以及铁路机车、层燃锅炉、煤气发生炉、工业窑炉等领域。

作为我国民用型煤主体的蜂窝煤，配以先进的炉具，热效率比煤高一倍，一般可节煤２０％；烟尘和二

氧化硫减少４０％～６０％，一氧化碳减少８０％。工业窑炉和蒸汽机车烧型煤与烧原煤相比，可节约１５％以

上，烟尘减少５０％～６０％，二氧化硫减少４０％～５０％。型煤的节能率是洁净煤技术中最高的，相对环境效

益也很高。

水煤浆　是煤粉加水和添加剂混合而成的浆状燃料，是７０年代发展起来的一种以煤代油的新型燃

料。它是把灰分很低而挥发分高的煤，研磨成微细的煤粉，按一定的比例（煤约７０％、水约３０％）加入

０５％～１０％的分散剂（保证其流动性）和００２％～０１％的稳定剂配制而成的。水煤浆可以像燃料油一

样运输、贮存和燃烧。

焦炭　是在高温下由煤经过干馏后所得到的固体产品。焦炭呈黑灰色块状，有光泽、燃烧时烟气少，

具有不粘结、不结块、低硫、低灰、坚硬、耐磨、耐压、富于气孔性等特点。主要用于冶金、化工、铸造等工艺

的燃料，也可作制气和化工原料。

焦炭的分类有四种：１．按炼焦的原料划分，分为煤焦、石油焦和沥青焦。通常所说的焦炭是指煤焦

炭；２．按用途划分为冶金焦、铸造焦和化工焦；３．按生产技术条件划分为机制焦与土焦；４．按炼制过程划

分为低温焦炭与高温焦炭。

其他焦化产品　指除焦炭、焦炉煤气以外的其他副产品，是炼焦的副产品，如煤焦油、初苯等。炼焦

的产品很多，目录中只列出了焦炭、焦炉煤气这两个品种，统计时为了简化，把除这两个品种以外的其他

炼焦副产品归并在“其他焦化产品”一个目录下一起填报。

焦炉煤气　是指用几种烟煤配成炼焦用煤，在炼焦炉中经高温干馏后，在产出焦炭和焦油产品的同

时所得到的可燃气体，是炼焦产品的副产品。焦炉煤气热值高、燃烧快、火焰短、生成废气比重小。主要

成分为甲烷、氢和一氧化碳等，可用作燃料和化工原料。

高炉煤气　是从高炉炉顶逸出的煤气，是高炉炼铁过程中得到的一种副产品。主要用于冶金生产。

发生炉煤气　指燃料在煤气发生炉中气化得到的可燃性气体。依据所用气化剂，发生炉煤气分为以

下四种：

空气煤气：亦称低热值煤气，气化剂为空气；发热量很低，用途不大，目前基本已不采用这种工艺。混

合煤气：气化剂为空气和适量蒸汽的混合物；多用于冶金、机械、建筑材料等工业的熔炉和加热炉。水煤

气：气化剂为蒸汽；除用作燃料外，还可用作合成人造液体燃料的原料和有机合成工业的原料。半水煤

气：水煤气与空气煤气的混合气；多用作合成氨的原料。

天然气　是指地层内自然存在的以碳氢化合物为主体的可燃性气体。在加大压力后，可变为液态，

称为液化天然气。天然气在动力工业、民用燃料、工业燃料、冶金、化工各方面有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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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化天然气　当天然气在１个大气压状态下冷却至约 －１６２摄氏度时，或在常温状态下压力增加到

一定值时，天然气由气态转变成液态，称液化天然气。液化天然气无色、无味、无毒且无腐蚀性，其体积约

为同量气态天然气体积的１／６００，液化天然气的重量仅为同体积水的４５％左右。液化天然气的折标系数

为１７５７２千克标准煤／千克。

煤层气（煤田）　指主要存在于煤矿的伴生气体，俗称煤矿瓦斯，可以用来发电，用作工业燃料、化工

原料和居民生活燃料。

原油　是一种褐色或黑色的粘稠状的可燃性物质。包括天然原油和人造原油。天然原油是指从油

（气）田生产井采出的原油。人造原油是指用油母岩经干馏所得的原油。它的主要成分是碳和氢，此外，

还含硫、氮和氧等成分。

汽油　是指从原油分馏和裂化过程取得的挥发性高、燃点低、无色或淡黄色的轻质油。汽油按用途

可分为航空汽油、车用汽油、工业汽油等。

煤油　俗称火油。是一种精制的燃料，挥发度在车用汽油和轻柴油之间，不含诸如粗柴油、润滑油之

类重碳氢化合物。煤油具有易燃性、吸油性、纯洁性和安全性。按用途可分为灯用煤油、拖拉机用油、航

空煤油和重质煤油。煤油除了作为燃料外，还可用来洗涤机器以及作为医药工业和油漆工业用的溶剂。

柴油　是指炼油厂炼制石油时，从蒸馏塔底部流出来的液体，属于轻质油，其挥发性比煤油低，燃点

比煤油高。根据凝点和用途不同，可分为轻柴油、中柴油和重柴油。使用中将中柴油和重柴油划成一类，

统称重柴油。轻柴油呈茶黄色，表面发蓝，有味。主要用作柴油机车、拖拉机和各种高速柴油机的燃料。

重柴油呈棕褐色，有臭味，主要用作船舶、发电等各种柴油机的燃料。

燃料油　也称重油，是炼油厂炼油时，提取汽油、柴油之后，从蒸馏塔底部流出来的渣油，加入一部分

轻油配制而成。主要用于锅炉燃料。

液化石油气　亦称液化气或压缩汽油，是炼油精制过程中产生并回收的气体在常温下经过加压而成

的液态产品。主要成分是丙烷、丁烷、丙烯、丁烯。主要用途是石油化工原料，脱硫后可直接做燃料。

炼厂干气　是指炼油厂炼油过程中产生并回收的非冷凝气体（也称蒸馏气），主要成分为乙烯、丙烯

和甲烷、乙烷、丙烷、丁烷等，主要用作燃料和化工原料。

石脑油　属一部分石油轻馏分的泛称；用途不同，各种馏程亦不同。馏程自初馏点至２２０℃左右，主

要用作重整和化工原料；７０－１４５℃馏分，称轻石脑油，生产芳烃的重整原料；７０－１８０℃馏分，称重石脑

油，用作生产高辛烷值汽油。用作溶剂时，称作溶剂石脑油；来自煤焦油的芳香族溶剂油也称作重石脑油

或溶剂石脑油。

润滑油　是指以原油经常减压蒸馏后所得的馏分油为原料，经溶剂脱蜡或传统的压榨脱蜡，再经白

土或加氢精制工艺所得的基础油，加入清净、分散、抗氧抗腐、抗泡等添加剂达到质量标准的成品油。润

滑油还包括生产润滑脂原料的自产润滑油，但不包括软麻油、白油和粘度标准油；通常按用途分为：全损

耗系统用油、齿轮用油、压缩机用油、内燃机用油、主轴和轴承用油、液压系统用油、金属加工用油、电器绝

缘用油、热载体用油、防护和防蚀用油、汽轮机用油、热处理用油、蒸汽汽缸用油、专用润滑油和其它润滑

油等。

石蜡　是一种白色或黄色的透明碳氢化合物晶体材料，通常含油量低，是蜡基原油蒸馏过程中的残

留物之一，包括全精炼石蜡、半精炼石蜡、食品石蜡、黄石蜡、皂用石蜡、其它石蜡（包括制烛、抛光、防水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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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用蜡乳液）。

溶剂油　是指用作溶剂的汽油，如催化重整抽余油、直馏油等经分馏或其他方法得到的用作溶剂的

汽油，属轻质油；通常根据用途，分为橡胶溶剂油、香花溶剂油、抽提溶剂油、工业溶剂油等。

石油焦　是指原油经减压蒸馏后所得的重油或其它重油为原料，通过延迟焦化法或锻烧法获得的一

种焦炭。石油焦主要用于制造石墨电极、炭素、碳化硅、碳化钙等，也可作为燃料直接用于冶炼、铸锻等

工艺。

石油沥青　是一种原油蒸馏过程中的残渣，呈棕色或黑色的固态或半固态，以原油经减压蒸馏后直

接获得渣油制成，或减压渣油经氧化、丙烷脱出后再经适度氧化而制成；包括普通沥青、道路沥青、建筑沥

青、专用沥青和其它沥青等。

其他石油制品　是指石油加工过程中除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液化石油气、炼厂干气、石脑油、润

滑油、石蜡、溶剂油、石油焦、石油沥青以外的其他炼油产品。石油制品很多，目录中只列出了上述主要品

种，统计时为了简化，把除这些主要品种以外的其他石油产品归并在“其他石油制品”一个目录下一起

填报。

热力　是指可提供热源的热水、蒸汽。在统计上要求外供热量作为产量统计，外购热力作为消费统

计。非热力生产企业自产自用热力不统计。

电力　指发电机组进行能量转换产出的电能量，包括火力发电、水力发电、核能发电和其它动力能发

电量（如地热能发电、太阳能发电、风力发电、潮汐能发电、生物质能发电以及余热余能发电等）。

其他燃料　是指能源统计目录标明以外的作为燃料使用的物质。注意：填报时每个具体燃料品种都

要按照各自的实际热值折算成标准量（标准煤）。

煤矸石　是成煤过程中与煤层伴生，在煤矿生产原煤过程中剔除出来的一种高灰分、低含碳量、低发

热量，比煤坚硬的黑色的泥质岩石，灰分在４０％ ～５０％或以上，含碳量在２０％ ～３０％，发热量在８００～

１５００千卡／千克，有时高达１５００～３０００千卡／千克。煤矸石主要用做沸腾锅炉的燃料、制水泥或混凝土制

品、生产建筑材料、制煤矸石砖、制造煤气、提取化工产品、制作肥料、用于发电。

—８５— 能源、水统计报表制度



６．参考折标准煤系数

能源名称 平均低位发热量 参考折标准煤系数

原煤 — —

　其中：无烟煤 约６０００千卡／千克以上 ０．９４２８千克标准煤／千克

炼焦烟煤 约６０００千卡／千克以上 ０．９千克标准煤／千克

一般烟煤 约４５００－５５００千卡／千克 ０．７１４３千克标准煤／千克

褐煤 约２５００－３５００千卡／千克 ０．４２８６千克标准煤／千克

洗精煤 约６０００千卡／千克以上 ０．９千克标准煤／千克

其他洗煤 约２５００－４０００千卡／千克 ０．４６４３千克标准煤／千克

煤制品 约３０００－５０００千卡／千克 ０．５２８６千克标准煤／千克

焦炭 约６８００千卡／千克 ０．９７１４千克标准煤／千克

焦炉煤气 约４０００－４３００千卡／立方米 ０．５７１４－０．６１４３千克标准煤／立方米

发生炉煤气 约１２５０千卡／立方米 ０．１７８６千克标准煤／立方米

重油催化裂解煤气 约４６００千卡／立方米 ０．６５７１千克标准煤／立方米

重油热裂解煤气 约８５００千卡／立方米 １．２１４３千克标准煤／立方米

焦炭制气 约３９００千卡／立方米 ０．５５７１千克标准煤／立方米

压力气化煤气 约３６００千卡／立方米 ０．５１４３千克标准煤／立方米

水煤气 约２５００千卡／立方米 ０．３５７１千克标准煤／立方米

天然气（气态） 约９３００千卡／立方米 １．３３００千克标准煤／立方米

液化天然气（液态） 约１２３００千卡／千克 １．７５７２千克标准煤／千克

煤层气（煤田） 约７７００千卡／立方米 １１吨标准煤／万立方米

原油 约１００００千卡／千克 １．４２８６千克标准煤／千克

汽油 约１０３００千卡／千克 １．４７１４千克标准煤／千克

煤油 约１０３００千卡／千克 １．４７１４千克标准煤／千克

柴油 约１０２００千卡／千克 １．４５７１千克标准煤／千克

燃料油 约１００００千卡／千克 １．４２８６千克标准煤／千克

液化石油气 约１２０００千卡／千克 １．７１４３千克标准煤／千克

炼厂干气 约１１０００千卡／千克 １．５７１４千克标准煤／千克

石脑油 约１０５００千卡／千克 １．５千克标准煤／千克

润滑油 约１００３０千卡／千克 １．４１４３千克标准煤／千克

石蜡 约９５５０千卡／千克 １．３６４８千克标准煤／千克

溶剂油 约１０２７０千卡／千克 １．４６７２千克标准煤／千克

石油焦 约７６４０千卡／千克 １．０９１８千克标准煤／千克

石油沥青 约９３１０千卡／千克 １．３３０７千克标准煤／千克

其它石油制品 约９８００千卡／千克 １．４千克标准煤／千克

煤焦油 约８０００千卡／千克 １．１４２９千克标准煤／千克

粗苯 约１００００千卡／千克 １．４２８６千克标准煤／千克

热力（当量） — ０．０３４１千克标准煤／百万焦耳

电力（当量） ８６０千卡／千瓦小时 ０．１２２９千克标准煤／千瓦小时

高炉煤气 约９００千卡／立方米 １．２８６吨标准煤／万立方米

转炉煤气 约１９００千卡／立方米 ２．７１４吨标准煤／万立方米

煤矸石用于燃料 约２０００千卡／千克 ０．２８５７千克标准煤／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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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能源名称 平均低位发热量 参考折标准煤系数

城市垃圾用于燃料 约１９００千卡／千克 ０．２７１４千克标准煤／千克

生物质废料用于燃料 约３５００千卡／千克 ０．５千克标准煤／千克

余热余压 — ０．０３４１吨标准煤／百万千焦

其它工业废料用于燃料 约３０００千卡／千克 ０．４２８５千克标准煤／千克

燃料甲醇 约５４２６千卡／千克 ０．７７５１千克标准煤／千克

氢气 约１４２０００千焦耳／千克 ４．８５１２千克标准煤／千克，０．４３６１千克标准煤／立方米

沼气 约５５００－５８００千卡／立方米 ０．７８５７－０．８２８６千克标准煤／立方米

蔗渣（干） 约３５００千卡／千克 ０．５０００千克标准煤／千克

树皮 约２７００千卡／千克 ０．３８５７千克标准煤／千克

玉米棒 约４６００千卡／千克 ０．６５７１千克标准煤／千克

薪柴（干） 约３０００千卡／千克 ０．４２８６千克标准煤／千克

稻壳 约３２００千卡／千克 ０．４５７１千克标准煤／千克

锯末刨花 约２７００千卡／千克 ０．３８５７千克标准煤／千克

注：此表平均低位发热量用千卡表示，如需换算成焦耳，只需乘上４．１８１６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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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热焓表（饱和蒸汽或过热蒸汽）
１．饱和蒸汽压力－焓表（按压力排列）

压力ＭＰａ 温度℃ 焓ＫＪ／ｋｇ 压力ＭＰａ 温度℃ 焓ＫＪ／ｋｇ

０．００１ ６．９８ ２５１３．８ １．００ １７９．８８ ２７７７．０

０．００２ １７．５１ ２５３３．２ １．１０ １８４．０６ ２７８０．４

０．００３ ２４．１０ ２５４５．２ １．２０ １８７．９６ ２７８３．４

０．００４ ２８．９８ ２５５４．１ １．３０ １９１．６ ２７８６．０

０．００５ ３２．９０ ２５６１．２ １．４０ １９５．０４ ２７８８．４

０．００６ ３６．１８ ２５６７．１ １．５０ １９８．２８ ２７９０．４

０．００７ ３９．０２ ２５７２．２ １．６０ ２０１．３７ ２７９２．２

０．００８ ４１．５３ ２５７６．７ １．７０ ２０４．３ ２７９３．８

０．００９ ４３．７９ ２５８０．８ １．８０ ２０７．１ ２７９５．１

０．０１０ ４５．８３ ２５８４．４ １．９０ ２０９．７９ ２７９６．４

０．０１５ ５４．００ ２５９８．９ ２．００ ２１２．３７ ２７９７．４

０．０２０ ６０．０９ ２６０９．６ ２．２０ ２１７．２４ ２７９９．１

０．０２５ ６４．９９ ２６１８．１ ２．４０ ２２１．７８ ２８００．４

０．０３０ ６９．１２ ２６２５．３ ２．６０ ２２６．０３ ２８０１．２

０．０４０ ７５．８９ ２６３６．８ ２．８０ ２３０．０４ ２８０１．７

０．０５０ ８１．３５ ２６４５．０ ３．００ ２３３．８４ ２８０１．９

０．０６０ ８５．９５ ２６５３．６ ３．５０ ２４２．５４ ２８０１．３

０．０７０ ８９．９６ ２６６０．２ ４．００ ２５０．３３ ２７９９．４

０．０８０ ９３．５１ ２６６６．０ ５．００ ２６３．９２ ２７９２．８

０．０９０ ９６．７１ ２６７１．１ ６．００ ２７５．５６ ２７８３．３

０．１０ ９９．６３ ２６７５．７ ７．００ ２８５．８ ２７７１．４

０．１２ １０４．８１ ２６８３．８ ８．００ ２９４．９８ ２７５７．５

０．１４ １０９．３２ ２６９０．８ ９．００ ３０３．３１ ２７４１．８

０．１６ １１３．３２ ２６９６．８ １０．０ ３１０．９６ ２７２４．４

０．１８ １１６．９３ ２７０２．１ １１．０ ３１８．０４ ２７０５．４

０．２０ １２０．２３ ２７０６．９ １２．０ ３２４．６４ ２６８４．８

０．２５ １２７．４３ ２７１７．２ １３．０ ３３０．８１ ２６６２．４

０．３０ １３３．５４ ２７２５．５ １４．０ ３３６．６３ ２６３８．３

０．３５ １３８．８８ ２７３２．５ １５．０ ３４２．１２ ２６１１．６

０．４０ １４３．６２ ２７３８．５ １６．０ ３４７．３２ ２５８２．７

０．４５ １４７．９２ ２７４３．８ １７．０ ３５２．２６ ２５５０．８

０．５０ １５１．８５ ２７４８．５ １８．０ ３５６．９６ ２５１４．４

０．６０ １５８．８４ ２７５６．４ １９．０ ３６１．４４ ２４７０．１

０．７０ １６４．９６ ２７６２．９ ２０．０ ３６５．７１ ２４１３．９

０．８０ １７０．４２ ２７６８．４ ２１．０ ３６９．７９ ２３４０．２

０．９０ １７５．３６ ２７７３．０ ２２．０ ３７３．６８ ２１９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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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饱和蒸汽温度－焓表（按温度排列）

温度℃ 压力ＭＰａ 焓ＫＪ／ｋｇ 温度℃ 压力ＭＰａ 焓ＫＪ／ｋｇ

０ ０．０００６１１ ２５０１．０ ８０ ０．０４７３５９ ２６４３．８

０．０１ ０．０００６１１ ２５０１．０ ８５ ０．０５７８０３ ２６５２．１

１ ０．０００６５７ ２５０２．８ ９０ ０．０７０１０８ ２６６０．３

２ ０．０００７０５ ２５０４．７ ９５ ０．０８４５２５ ２６６８．４

３ ０．０００７５８ ２５０６．５ １００ ０．１０１３２５ ２６７６．３

４ ０．０００８１３ ２５０８．３ １１０ ０．１４３２６ ２６９１．８

５ ０．０００８７２ ２５１０．２ １２０ ０．１９８５４ ２７０６．６

６ ０．０００９３５ ２５１２．０ １３０ ０．２７０１２ ２７２０．７

７ ０．００１００１ ２５１３．９ １４０ ０．３６１３６ ２７３４

８ ０．００１０７２ ２５１５．７ １５０ ０．４７５９７ ２７４６．３

９ ０．００１１４７ ２５１７．５ １６０ ０．６１８０４ ２７５７．７

１０ ０．００１２２７ ２５１９．４ １７０ ０．７９２０２ ２７６８

１１ ０．００１３１２ ２５２１．２ １８０ １．００２７ ２７７７．１

１２ ０．００１４０２ ２５２３．０ １９０ １．２５５２ ２７８４．９

１３ ０．００１４９７ ２５２４．９ ２００ １．５５５１ ２７９１．４

１４ ０．００１５９７ ２５２６．７ ２１０ １．９０７９ ２７９６．４

１５ ０．００１７０４ ２５２８．６ ２２０ ２．３２０１ ２７９９．９

１６ ０．００１８１７ ２５３０．４ ２３０ ２．７９７９ ２８０１．７

１７ ０．００１９３６ ２５３２．２ ２４０ ３．３４８ ２８０１．６

１８ ０．００２０６３ ２５３４．０ ２５０ ３．９７７６ ２７９９．５

１９ ０．００２１９６ ２５３５．９ ２６０ ４．６９４ ２７９５．２

２０ ０．００２３３７ ２５３７．７ ２７０ ５．５０５１ ２７８８．３

２２ ０．００２６４２ ２５４１．４ ２８０ ６．４１９１ ２７７８．６

２４ ０．００２９８２ ２５４５．０ ２９０ ７．４４４８ ２７６５．４

２６ ０．００３３６ ２５４３．６ ３００ ８．５９１７ ２７４８．４

２８ ０．００３７７９ ２５５２．３ ３１０ ９．８６９７ ２７２６．８

３０ ０．００４２４２ ２５５５．９ ３２０ １１．２９ ２６９９．６

３５ ０．００５６２２ ２５６５．０ ３３０ １２．８６５ ２６６５．５

４０ ０．００７３７５ ２５７４．０ ３４０ １４．６０８ ２６２２．３

４５ ０．００９５８２ ２５８２．９ ３５０ １６．５３７ ２５６６．１

５０ ０．０１２３３５ ２５９１．８ ３６０ １８．６７４ ２４８５．７

５５ ０．０１５７４ ２６００．７ ３７０ ２１．０５３ ２３３５．７

６０ ０．０１９９１９ ２６０９．５ ３７１ ２１．３０６ ２３１０．７

６５ ０．０２５００８ ２６１８．２ ３７２ ２１．５６２ ２２８０．１

７０ ０．０３１１６１ ２６２６．８ ３７３ ２１．８２１ ２２３８．３

７５ ０．０３８５４８ ２６３５．３ ３７４ ２２．０８４ ２１５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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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主要耗能工业企业单位产品能源消耗情况目录

代码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计算根据

指标 子项 母项 子项 母项

单位换

算系数

乳制品（１４）

１４０１ 单位液体乳生产综合

能耗
千克标准煤／吨 吨标准煤 吨

液体乳生产综合能

源消费量
液体乳产量 １０００

１４０２ 单位乳粉生产综合能耗 千克标准煤／吨 吨标准煤 吨
乳粉生产综合能源

消费量
乳粉产量 １０００

饮料（１５）

１５０１ 单位白酒（原酒）生产综

合能耗
千克标准煤／吨 吨标准煤 吨

白酒（原酒）生产综

合能源消费量

白酒（原酒，折６５度
商品量）产量

１０００

１５０２ 单位白酒勾兑、灌装耗电 千瓦时／千升 万千瓦时 千升
白酒勾兑、灌装电力

消费量
白酒产量 １００００

１５０３ 单位啤酒生产综合能耗 千克标准煤／千升 吨标准煤 千升
啤酒生产综合能源

消费量
啤酒产量 １０００

１５０４ 单位软饮料生产综合

能耗
千克标准煤／吨 吨标准煤 吨

软饮料生产综合能

源消费量
软饮料产量 １０００

煤炭（０６）

０６１０ 吨原煤生产综合能耗 千克标准煤／吨 吨标准煤 吨
原煤生产综合能源

消费量
原煤产量 １０００

０６０２ 吨原煤生产耗电 千瓦时／吨 万千瓦时 吨 原煤生产用电量 原煤产量 １００００

０６０３ 选煤电力单耗 千瓦时／吨 万千瓦时 吨
选煤生产过程用

电量
入选原煤量 １００００

石油和天然气（０７）

０７０１ 单位油气产量综合能耗 千克标准煤／吨 吨标准煤 吨
油气田生产综合能

源消费量
油气当量产量 １０００

０７０２ 单位油气产量耗电 千瓦时／吨 万千瓦时 吨 油气田生产用电量 油气当量产量 １００００

黑色金属矿（０８）

０８０１ 铁矿采矿工序单位能耗 千克标准煤／吨 吨标准煤 吨
铁矿采矿工序净耗

能量
露天采剥（掘）总量 １０００

０８０２ 铁矿选矿工序单位能耗 千克标准煤／吨 吨标准煤 吨
铁矿选矿工序净耗

能量
处理原矿量 １０００

０８０３ 单位铁精矿粉加工综合

能耗
千克标准煤／吨 吨标准煤 吨

铁精矿粉加工综合

能源消费量
铁精矿粉产量 １０００

化学药品（２７）

２７０１ 单位化学药品原药生产

综合能耗
千克标准煤／吨 吨标准煤 吨

原药生产综合能源

消费量
原药产量 １０００

２７０２ 单位中成药生产综合

能耗
千克标准煤／吨 吨标准煤 吨

中成药生产综合能

源消费量
中成药产量 １０００

化学纤维（２８）

２８２０ 吨粘胶纤维综合能耗

（短纤）
千克标准煤／吨 吨标准煤 吨

企业生产综合能源

消费量
粘胶短纤维产量 １０００

２８０１ 吨粘胶纤维用电量（短

纤）
千瓦时／吨 万千瓦时 吨 企业生产用电量 粘胶短纤维产量 １００００

２８３０ 吨粘胶纤维综合能耗

（长丝）
千克标准煤／吨 吨标准煤 吨

企业生产综合能

耗量
粘胶纤维长丝产量 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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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计算根据

指标 子项 母项 子项 母项

单位换

算系数

２８０３ 吨粘胶纤维用电量（长

丝）
千瓦时／吨 万千瓦时 吨 企业生产用电量 粘胶纤维长丝产量 １００００

２８４０ 吨锦纶综合能耗 千克标准煤／吨 吨标准煤 吨
企业生产综合能

耗量
锦纶纤维产量 １０００

２８０５ 吨锦纶用电量 千瓦时／吨 万千瓦时 吨 企业生产用电量 锦纶纤维产量 １００００

２８５０ 吨涤纶综合能耗（短纤） 千克标准煤／吨 吨标准煤 吨
企业生产综合能源

消费量

涤纶纤维产量（短

纤）
１０００

２８０７ 吨涤纶用电量（短纤） 千瓦时／吨 万千瓦时 吨 企业生产用电量
涤纶纤维产量（短

纤）
１００００

２８６０ 吨涤纶综合能耗（长丝） 千克标准煤／吨 吨标准煤 吨
企业生产综合能

耗量

涤纶纤维产量（长

丝）
１０００

２８０９ 吨涤纶用电量（长丝） 千瓦时／吨 万千瓦时 吨 企业生产用电量
涤纶纤维产量（长

丝）
１００００

２８７０ 吨腈纶综合能耗 千克标准煤／吨 吨标准煤 吨
企业生产综合能

耗量
腈纶纤维产量 １０００

２８１１ 吨腈纶用电量 千瓦时／吨 万千瓦时 吨 企业生产用电量 腈纶纤维产量 １００００

２８８０ 吨维纶综合能耗 千克标准煤／吨 吨标准煤 吨
企业生产综合能

耗量
维纶纤维产量 １０００

２８１３ 吨维纶用电量 千瓦时／吨 万千瓦时 吨 企业生产用电量 维纶纤维产量 １００００

纺织品（１７）

１７１０ 吨纱（线）混合数综合

能耗
千克标准煤／吨 吨标准煤 吨

企业生产综合能源

消费量
纱（线）混合数产量 １０００

１７１５ 吨纱（线）混合数生产用

电量
千瓦时／吨 万千瓦时 吨 企业生产用电量 纱（线）混合数产量 １００００

１７３０ 万米布混合数综合能耗 千克标准煤／万米 吨标准煤 万米
企业生产综合能源

消费量
布混合数产量 １０００

１７４０ 万米布混合数生产用

电量
千瓦时／万米 万千瓦时 万米 企业生产用电量 布混合数产量 １００００

１７５０ 万米印染布综合能耗 千克标准煤／万米 吨标准煤 万米
企业生产综合能

耗量
印染布产量． １０００

１７６０ 吨桑蚕丝综合能耗 千克标准煤／吨 吨标准煤 吨
企业生产综合能

耗量
桑蚕丝产量 １０００

１７７０ 万米丝织品综合能耗 千克标准煤／万米 吨标准煤 万米
企业生产综合能

耗量
丝织品产量 １０００

１７８０ 万米丝织品用电量 千瓦时／万米 万千瓦时 万米 企业生产用电量 丝织品产量 １００００

造纸及纸制品（２２）

２２０２ 机制纸及纸板综合能耗 千克标准煤／吨 吨标准煤 吨 企业生产综合能耗

机制纸及纸板（外

购原纸加工除外）

产量

１０００

２２０１ 机制纸及纸板耗电 千瓦时／吨 万千瓦时 吨 企业生产用电量

机制纸及纸板（外

购原纸加工除外）

产量

１００００

焦炭（２５）

２５０１ 炼焦工序单位能耗 千克标准煤／吨 吨标准煤 吨 炼焦工序净耗能量
全部焦炭合格产

出量
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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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计算根据

指标 子项 母项 子项 母项

单位换

算系数

原油加工（２５）

２５０３ 原油加工单位综合能耗 千克标准油／吨 吨标准油 吨 综合能耗量
原油及外购原料油

加工量
１０００

２５０２ 原油加工单位耗电 千瓦时／吨 万千瓦时 吨 炼油系统电消耗量
原油及外购原料油

加工量
１００００

无机碱（２６）

２６０１ 单位烧碱生产综合能耗

（离子膜法３０％） 千克标准煤／吨 吨标准煤 吨
烧碱综合能源消

耗量

烧 碱 （折 １００％）
产量

１０００

２６０２ 单位烧碱生产耗交流电

（离子膜法３０％） 千瓦时／吨 万千瓦时 吨 交流电消耗量
烧 碱 （折 １００％）
产量

１００００

２６４１ 单位烧碱生产综合能耗

（离子膜法４５％） 千克标准煤／吨 吨标准煤 吨
烧碱综合能源消

耗量

烧 碱 （折 １００％）
产量

１０００

２６４２ 单位烧碱生产耗交流电

（离子膜法４５％） 千瓦时／吨 万千瓦时 吨 交流电消耗量
烧 碱 （折 １００％）
产量

１００００

２６９１ 单位烧碱生产综合能耗

（离子膜法９８％） 千克标准煤／吨 吨标准煤 吨
烧碱综合能源消

耗量

烧 碱 （折 １００％）
产量

１０００

２６９２ 单位烧碱生产耗交流电

（离子膜法９８％） 千瓦时／吨 万千瓦时 吨 交流电消耗量
烧 碱 （折 １００％）
产量

１００００

２６０７ 单位烧碱生产综合能耗

（隔膜法３０％） 千克标准煤／吨 吨标准煤 吨
烧碱综合能源消

耗量

烧 碱 （折 １００％）
产量

１０００

２６０８ 单位烧碱生产耗交流电

（隔膜法３０％） 千瓦时／吨 万千瓦时 吨 交流电消耗量
烧 碱 （折 １００％）
产量

１００００

２６１０ 单位烧碱生产综合能耗

（隔膜法４２％） 千克标准煤／吨 吨标准煤 吨
烧碱综合能源消

耗量

烧 碱 （折 １００％）
产量

１０００

２６１１ 单位烧碱生产耗交流电

（隔膜法４２％） 千瓦时／吨 万千瓦时 吨 交流电消耗量
烧 碱 （折 １００％）
产量

１００００

２６１３ 单位烧碱生产综合能耗

（隔膜法９６％） 千克标准煤／吨 吨标准煤 吨
烧碱综合能源消

耗量

烧 碱 （折 １００％）
产量

１０００

２６１４ 单位烧碱生产耗交流电

（隔膜法９６％） 千瓦时／吨 万千瓦时 吨 交流电消耗量
烧 碱 （折 １００％）
产量

１００００

２６６１ 氨碱法单位纯碱生产综

合能耗
千克标准煤／吨 吨标准煤 吨

纯碱综合能源消耗

总量
纯碱（碳酸钠）产量 １０００

２６６２ 氨碱法单位纯碱生产

耗电
千瓦时／吨 万千瓦时 吨 纯碱生产耗电总量 纯碱（碳酸钠）产量 １００００

２６６３ 联碱法纯碱双吨产品生

产综合能耗
千克标准煤／吨 吨标准煤 吨

双吨产品综合能源

消耗总量
纯碱（碳酸钠）产量 １０００

２６６４ 联碱法纯碱双吨产品生

产耗电
千瓦时／吨 万千瓦时 吨

双吨产品生产耗电

总量
纯碱（碳酸钠）产量 １００００

２６６５ 天然碱法单位纯碱生产

综合能耗
千克标准煤／吨 吨标准煤 吨

纯碱综合能源消耗

总量
纯碱（碳酸钠）产量 １０００

２６６６ 天然碱法单位纯碱生产

耗电
千瓦时／吨 万千瓦时 吨 纯碱生产耗电总量 纯碱（碳酸钠）产量 １００００

无机盐（２６）

２６１９ 单位电石生产综合能耗 千克标准煤／吨 吨标准煤 吨
电石综合能源消耗

总量

碳化钙 （电石，折

３００升／千克）产量 １０００

２６２０ 单位电石生产电力消耗 千瓦时／吨 万千瓦时 吨 电石生产耗电总量
碳化钙 （电石，折

３００升／千克）产量 １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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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计算根据

指标 子项 母项 子项 母项

单位换

算系数

２６７１ 单位黄磷生产综合能耗 千克标准煤／吨 吨标准煤 吨
黄磷综合能源消耗

总量
黄磷产量 １０００

２６７２ 单位黄磷生产电力消耗 千瓦时／吨 万千瓦时 吨 黄磷生产耗电总量 黄磷产量 １００００

有机化学原料（２６）

２６２１ 单位乙烯生产综合能耗 千克标准煤／吨 吨标准煤 吨
乙烯燃料动力消耗

总量
乙烯产量 １０００

２６２２ 单位乙烯生产耗电 千瓦时／吨 万千瓦时 吨 乙烯生产耗电量 乙烯产量 １００００

氮肥（２６）

２６２３ 单位合成氨生产综合

能耗
千克标准煤／吨 吨标准煤 吨

合成氨综合能源消

耗量

合成氨（无水氨）

产量
１０００

２６２５ 单位合成氨耗电 千瓦时／吨 万千瓦时 吨 合成氨耗电总量
合成氨（无水氨）

产量
１００００

２６２６ 单位合成氨耗原料煤 千克标煤／吨 吨标准煤 吨
合成氨原料煤耗折

标煤

合成氨（无水氨）

产量
１０００

２６２７ 单位合成氨耗标准燃

料煤
千克标煤／吨 吨标准煤 吨

合成氨耗标准燃料

煤总量

合成氨（无水氨）

产量
１０００

２６２４ 单位合成氨耗天然气 标准立方米／吨 万标准

立方米
吨 合成氨耗天然气

合成氨（无水氨）

产量
１００００

橡胶轮胎（２９）

２９０１ 单位橡胶轮胎外胎生产

综合能耗
千克标准煤／条 吨标准煤 条

橡胶轮胎外胎综合

能源消费量
橡胶轮胎外胎产量 １０００

水泥（３０）

３００１ 吨水泥熟料综合能耗 千克标准煤／吨 吨标准煤 吨
硅酸盐水泥熟料综

合能源消费量

硅酸盐水泥熟料

产量
１０００

３００４ 吨水泥熟料综合电耗 千瓦时／吨 万千瓦时 吨
硅酸盐熟料生产综

合电力消费量

硅酸盐水泥熟料

产量
１００００

３００３ 吨水泥熟料烧成标准

煤耗
千克标准煤／吨 吨标准煤 吨

硅酸盐水泥熟料标

准煤消费量

硅酸盐水泥熟料

产量
１０００

３００５ 吨水泥综合能耗 千克标准煤／吨 吨标准煤 吨 综合能源消费量 水泥产量 １０００

３００７ 吨水泥综合电耗 千瓦时／吨 万千瓦时 吨
水泥生产综合电力

消费量
水泥产量 １００００

３０２０ 吨水泥标准煤耗 千克标准煤／吨 吨标准煤 吨
水泥生产标准煤消

费量
水泥产量 １０００

平板玻璃（３０）

３００８ 每重量箱平板玻璃综合

能耗

千克标准煤／重
量箱

吨标准煤 重量箱
平板玻璃综合能源

消耗量
平板玻璃产量 １０００

３０１０ 每重量箱平板玻璃耗电 千瓦时／重量箱 万千瓦时 重量箱 平板玻璃电力消耗 平板玻璃产量 １００００

３００９ 每重量箱平板玻璃耗

燃油
千克／重量箱 吨 重量箱 平板玻璃燃油消耗 平板玻璃产量 １０００

混凝土（３０）

３０５０ 单位商品混凝土综合

能耗

千克标准煤／立
方米

吨标准煤 立方米
商品混凝土生产综

合能源消费量
商品混凝土产量 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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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计算根据

指标 子项 母项 子项 母项

单位换

算系数

３０５１ 单位水泥混凝土压力管、

排水管综合能耗

千克标准煤／立
方米

吨标准煤 立方米

水泥混凝土压力管、

排水管生产综合能

源消费量

水泥混凝土压力管、

排水管产量
１０００

３０５２ 单位沥青混凝土综合

能耗
千克标准煤／吨 吨标准煤 吨

沥青混凝土生产综

合能源消费量
沥青混凝土产量 １０００

防水卷材（３０）

３０６０ 单位沥青和改性沥青防

水卷材综合能耗

千克标准煤／平
方米

吨标准煤 平方米

沥青和改性沥青防

水卷材生产综合能

源消费量

沥青和改性沥青防

水卷材产量
１０００

黑色金属（３１）

３１０１ 吨钢综合能耗 千克标准煤／吨 吨标准煤 吨 企业自耗能源量 粗钢合格产出量 １０００

３１０２ 吨钢耗电 千瓦时／吨 万千瓦时 吨 钢铁生产自耗电量 粗钢合格产出量 １００００

３１０３ 吨钢可比能耗 千克标准煤／吨 吨标准煤 吨
由大型钢铁联合企

业填报
粗钢合格产出量 －

３１０４ 炼铁工序单位能耗 千克标准煤／吨 吨标准煤 吨 炼铁工序净耗能量 生铁合格产出量 １０００

３１２０ 铁矿烧结工序单位能耗 千克标准煤／吨 吨标准煤 吨
铁矿烧结工序净耗

能量

铁矿烧结矿合格产

出量
１０００

３１０６ 转炉炼钢综合工序单位

能耗
千克标准煤／吨 吨标准煤 吨

转炉炼钢综合工序

净耗能量
转炉钢合格产出量 １０００

３１０７ 电炉炼钢综合工序单位

能耗
千克标准煤／吨 吨标准煤 吨

电炉炼钢综合工序

净耗能量
电炉钢合格产出量 １０００

３１０８ 电炉炼钢综合电力消耗 千瓦时／吨 万千瓦时 吨
电炉炼钢综合电力

净耗量
电炉钢合格产出量 １００００

３１３０ 硅铁工序单位能耗
千克标准煤／标
准吨

吨标准煤 标准吨 硅铁工序净耗能量

硅铁 （折 合 含 硅

７５％）合格产品标
准量

１０００

３１４０ 锰硅合金工序单位能耗
千克标准煤／标
准吨

吨标准煤 标准吨
锰硅合金工序净耗

能量

锰硅合金合格产品

标准量
１０００

３１５０ 硅铁单位电耗 千瓦时／标准吨 万千瓦时 标准吨 硅铁冶炼总耗电量

硅铁 （折 合 含 硅

７５％）合格产品标
准量

１００００

３１６０ 锰硅合金单位电耗 千瓦时／标准吨 万千瓦时 标准吨
锰硅合金冶炼总耗

电量

锰硅合金合格产品

标准量
１００００

３１１１ 轧钢工序单位能耗 千克标准煤／吨 吨标准煤 吨 轧钢工序净耗能量
钢材产品合格产

出量
１０００

３１１２ 轧钢工序单位电力消耗 千瓦时／吨 万千瓦时 吨
轧钢工序电力净消

耗量

钢材产品合格产

出量
１００００

３１１３ 吨钢耗新水 吨／吨 吨 吨 企业耗用新水量
企业粗钢合格产

出量
１

铜（３２）

３２０１ 单位粗铜综合能耗 千克标准煤／吨 吨标准煤 吨
粗铜综合能源消

费量
矿产粗铜产量 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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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计算根据

指标 子项 母项 子项 母项

单位换

算系数

３２２０ 单位铜精炼综合能耗 千克标准煤／吨 吨标准煤 吨

粗铜到精炼铜（电

解铜）消耗的能源

总量

精炼铜（电解铜）

产量
１０００

３２０２ 单位铜冶炼综合能耗 千克标准煤／吨 吨标准煤 吨
铜冶炼各工序综合

能源消费量

精炼铜（电解铜）

产量
１０００

３２０３ 铜电解直流电单耗 千瓦时／吨 万千瓦时 吨
精炼铜（电解铜）消

耗的直流电量

精炼铜（电解铜）

产量
１００００

铝（３２）

３２０４ 单位氧化铝综合能耗 千克标准煤／吨 吨标准煤 吨
氧化铝生产综合能

源消费量
实产氧化铝产量 １０００

３２０５ 单位电解铝综合能耗 千克标准煤／吨 吨标准煤 吨
全厂综合能源消

费量

合格交库原铝（电

解铝）产量
１０００

３２０６ 单位铝锭综合交流电耗 千瓦时／吨 万千瓦时 吨
铝锭交流电消耗

总量
合格交库铝锭产量 １００００

铅锌（３２）

３２０７ 单位粗铅综合能耗 千克标准煤／吨 吨标准煤 吨
粗铅综合能源消

费量

合格交库粗铅产

出量
１０００

３２０８ 单位铅冶炼综合能耗 千克标准煤／吨 吨标准煤 吨
铅产品能源消耗

总量
合格交库铅产量 １０００

３２０９ 析出铅直流电单耗 千瓦时／吨 万千瓦时 吨 直流电消耗总量 实际析出铅产量 １００００

３２１０ 蒸镏锌综合标准煤耗

单耗
千克标准煤／吨 吨标准煤 吨

蒸镏锌综合标准煤

消耗总量
合格蒸镏锌产量 １０００

３２１１ 单位精锌（电锌）综合

能耗
千克标准煤／吨 吨标准煤 吨

精锌（电锌）品能源

消耗总量

合格交库精锌（电

锌）产量
１０００

３２１２ 析出锌（湿法）直流电

单耗
千瓦时／吨 万千瓦时 吨 直流电消耗总量 实际析出锌产量 １００００

有色金属材（３２）

３２１４ 吨铜加工材消耗能源量 千克标准煤／吨 吨标准煤 吨
铜加工材能源消耗

总量
合格交库铜材产量 １０００

３２１３ 吨铜加工材消耗电量 千瓦时／吨 万千瓦时 吨
铜加工材用电消耗

总量
合格交库铜材产量 １００００

３２１６ 吨铝加工材消耗能源量 千克标准煤／吨 吨标准煤 吨
铝加工材能源消耗

总量
合格交库铝材产量 １０００

３２１５ 吨铝加工材消耗电量 千瓦时／吨 万千瓦时 吨
铝加工材用电消耗

总量
合格交库铝材产量 １００００

汽车（３６）

３６０１ 单位乘用车生产综合

能耗
千克标准煤／辆 吨标准煤 辆

乘用车生产综合能

源消费量
乘用车产量 １０００

３６０２ 单位载货汽车生产综合

能耗
千克标准煤／辆 吨标准煤 辆

载货汽车生产综合

能源消费量
载货汽车产量 １０００

光电子器件（３９）

３９０１ 单位液晶显示器件生产

综合能耗
千克标准煤／万片 吨标准煤 万片

液晶显示器件生产

综合能源消费量
液晶显示器件产量 １０００

３９０２ 单位集成电路生产综合

能耗
千克标准煤／万块 吨标准煤 万块

集成电路生产综合

能源消费量
集成电路产量 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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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计算根据

指标 子项 母项 子项 母项

单位换

算系数

火力发电（４４）

４４０１ 电厂火力发电标准煤耗 克标准煤／千瓦时 吨标准煤
万千

瓦时

发电耗用标准煤量

（不含试运行期间

发生的燃料消耗）

火力发电量（不含

试运行电量）
１００

４４０２ 电厂火力供电标准煤耗 克标准煤／千瓦时 吨标准煤
万千

瓦时

发电耗用标准煤量

（不含试运行期间

发生的燃料消耗）

火力供电量（不含

试运行电量）＝发
电量－厂用电量

１００

４４０３ 发电厂用电率 ％ 万千瓦时
万千

瓦时

发电厂厂用电量

（不含试运行电量）

发电量（不含试运

行电量）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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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主要耗能工业企业单位产品能源消耗情况目录》说明

煤炭（０６）

吨原煤生产综合能耗

计算公式：吨原煤生产综合能耗（千克标准煤／吨）＝１０００×原煤生产综合能源消费量（吨标准煤）／原

煤产量（吨）

分子项：原煤生产综合能源消费量。指企业原煤生产所消费的各种能源。

主要包括：矿井（或露天）原煤生产过程中的回采、掘进（剥离）、运输（不包括为矿区服务的大铁路运

输）、提升、通风、排水、压风、坑木加工、瓦斯抽放、消火灌浆、井口选矸、矿井采暖、水砂充填、矿灯充电、矿

机修、工业照明、工业供水等用能，以及与上述有关的电力线路和变压器的电损。

不包括：非原煤生产、非生产部门、基本建设工程等用能和生活用能。

非原煤生产用能量，指煤矿企业附属的其他工业产品生产用能量。如选煤厂、机修厂、运输队、建材

厂、火药厂、化工厂、支架厂、钢铁厂、综合利用厂等用能量和由各种专用基金支付的工程（如大修理、更新

改造工程等）用能，以及与上述有关的电力线路和变压器的电损。

非生产部门用能，指煤矿企业的非生产部门用能量，如学校、托儿所、幼儿园、机关职工食堂、住宅区

浴室、消防队等用能，以及与上述有关的电力线路和变压器的电损。

基本建设工程用能，指企业内基本建设工程用能量，以及与上述有关的电力线路和变压器的电损。

分母项：原煤产量。指矿井产量、露天矿产量和其他产量。

（１）矿井产量，指回采产量、掘进产量和矿井其他产量。

①回采产量，指生产矿井中全部回采工作面所采出的煤炭产量。但下列情况应区别处理：

矿井未正式移交之前，对准备出煤的回采工作面进行实际采煤，其采煤量应计为基建工程煤；

列入科研计划的新采煤方法试验面和使用新机试采面的出煤，应计为矿井其他产量。

已完成掘进，在回采过程中掘凿的巷道（一般称“采后掘进”）出煤，应计为回采产量；

对已报废的矿井进行复采，由原煤生产费负担的，计入矿井其他产量。

②掘进产量，指在生产矿井中由生产费用负担的生产掘进巷道的出煤。不包括由更改资金进行的掘

进工作出煤和井巷维修工作出煤。对采掘产量混在一起分不清的，以下式计算：

掘进产量（吨）＝煤巷及半煤巷的煤断面（平方米）×进尺（米）×煤的容重（吨／立方米）

③矿井其他产量，指生产矿井回采和掘进产量以外的其他产量，主要包括井巷维修出煤，已报废矿井

复采后所出的煤，质量不合格经处理后合格的回收煤，科研试采出煤，出井无牌煤，水砂充填或水采矿井

扫沉淀的煤泥，盘点发生的盈（亏）吨煤，以及由生产费用开支不计能力的矿井产量。

（２）露天矿产量，指露天煤矿采煤阶段的煤炭产量、剥离阶段的煤炭产量和露天矿其他产量。

露天矿其他产量，指露天采煤阶段和剥离阶段以外的其他产量。主要包括由生产费用开支的不计能

力的露天产量，由排土场回收的拣煤量，露天坑内的残煤回收量。

（３）其他产量，指不由原煤生产费用开支的出煤，主要包括基建工程煤、更改工程煤、不计能力的小井

和小露天矿出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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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基建工程煤，指基本建设矿井、露天矿在没有移交生产以前的工程出煤和试生产期间的煤炭产量。

②更改工程煤，指在生产矿井中用更改资金进行掘进工作所产出的煤。

③不计能力的小井、小露天矿产量，指年生产能力三万吨以下的小井、小露天矿产量。

吨原煤生产耗电量　

计算公式：吨原煤生产耗电量（千瓦时／吨）＝１００００×原煤生产用电量（万千瓦时）／原煤产量（吨）

分子项：原煤生产用电量。见上述原煤生产综合能源消费量的说明。

分母项：原煤产量。同原煤生产综合能源消费量的说明。

选煤电力单耗

计算公式：洗煤电力单耗（千瓦时／吨）＝１００００×洗煤生产过程耗电量（万千瓦时）／入洗

原煤量（吨）

分子项：洗煤生产过程耗电量。按电力部门结算的电量计算，不包括洗煤厂向外转供的电量，以及与

洗煤生产无直接关系的各种用电量（如居民生活用电、基建工程用电、文化福利设施用电等）。

分母项：入洗原煤量。指从入厂毛煤中拣出的不计原煤产量的大块矸石（一般指５０毫米以上）后进

入洗选煤过程，进行加工处理的原煤量。

石油和天然气（０７）

单位油气产量综合能耗　

计算公式：单位油气产量综合能耗（千克标准煤／吨）＝１０００×油气田生产综合能源消费量（吨标准

煤）／油气当量产量（吨）

分子项：油气田生产综合能源消费量。指油气田采油（气）生产所消耗的各种能源，包括采油（气）生

产和为采油（气）生产服务的辅助生产设施用能以及管理部门用能。

分母项：油气当量产量。指换算成统一计量单位的原油产量和天然气产量，换算关系：

１２５５立方米天然气＝１吨原油

单位油气产量耗电　

计算公式：单位油气产量耗电（千瓦时／吨）＝１００００×油气田生产用电量（万千瓦时）／油气当量产量

（吨）

分子项：油气田生产用电量。指油气田采油（气）生产所消耗的电力，包括采油（气）生产和为采油

（气）生产服务的辅助生产设施用电以及管理部门用电。

分母项：油气当量产量。解释同上。

黑色金属矿（０８）

铁矿采矿工序单位能耗

计算公式：铁矿采矿工序单位能耗（千克标准煤／吨）＝１０００×铁矿采矿工序净耗能量（吨标准煤）／铁

矿采剥（掘）总量或采出原矿量（吨）

分子项：铁矿采矿工序净耗能量。指报告期内铁矿采矿工序消耗的各种能源，扣除工序内向外提供

的能源量。

分母项：铁矿采剥（掘）总量或采出原矿量。指露天采矿用采剥（掘）总量和地下采矿用采出原矿量。

铁矿选矿工序单位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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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公式：铁矿选矿工序单位能耗（千克标准煤／吨）＝１０００×铁矿选矿工序净耗能量（吨标准煤）／铁

矿处理原矿量（吨）

分子项：铁矿选矿工序净耗能量。指报告期内铁矿选矿工序消耗的各种能源，扣除工序内向外提供

的能源量。

分母项：铁矿处理原矿量。指报告期内选矿工序所处理的原矿量。

单位铁精矿粉加工综合能耗

计算公式：单位铁精矿粉加工综合能耗（千克标准煤／吨）＝１０００×铁精矿粉加工综合能源消费量（吨

标准煤）／铁精矿粉产量（吨）。

分子项：铁精矿粉加工综合能源消费量。包括从矿石开采、破碎、选矿加工到铁精矿粉产品入库的整

个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各种能源、以及辅助生产系统、附属生产系统消耗的能源。

分母项：铁精矿粉产量。

注：１．企业在计算铁精矿粉综合能源消费量时，无论是将个别生产工序或生活服务项目对外承包还

是企业自行运作，其消耗的能源量均应计算在内。

２．由于历史的原因，目前铁精矿粉综合能耗仍以矿石地面开采时的实际能源消耗计算，随着开采方

式的变化，其能源消耗也将有新变化，如开采方式发生变化时应予以说明。

化学纤维（２８）纺织品（１７）

吨粘胶纤维综合能耗（短纤）

计算公式：吨粘胶纤维综合能耗（短纤）（千克标准煤／吨）＝１０００×企业生产综合能源消费量（吨标

准煤）／粘胶短纤维产量（吨）

吨粘胶纤维用电量（短纤）

计算公式：吨粘胶纤维用电量（短纤）（千瓦时／吨）＝１００００×企业生产用电量（万千瓦时）／粘胶短纤

维产量（吨）

分子项：企业生产综合能源消费量是指企业生产消费的各种能源，主要包括煤、油、电、燃气和外购热

力。生产消费包括与生产有关的直接或间接的消费量，即直接用于产品生产过程的消费量和辅助生产设

施的消费量。

企业生产综合能源消费量＝各种能源用于生产消费折标准煤之和 －二次能源产出量折标准煤之和

－回收利用的余热余能折标准煤。

企业生产用电量是指工业企业在统计报告期内为进行工业生产活动所使用的电量，包括生产系统、

辅助生产系统、附属生产系统的用电量。

企业生产综合能耗和用电量包括生产合格品、废次品的全部消耗。

分母项：粘胶短纤维产量指合格的产品产量。

计算“产品单耗”的产品，只限于正式投产的产品。试制阶段的新产品、科研产品以及正式投产以前

试验生产的产品，不计算单耗指标。

综合能耗类似的指标有：吨粘胶纤维综合能耗（长丝）、吨锦纶综合能耗、吨涤纶综合能耗（短纤）、吨

涤纶综合能耗（长丝）、吨腈纶综合能耗、吨维纶综合能耗、吨纱（线）混合数综合能耗、万米布混合数综合

能耗、万米印染布综合能耗、吨桑蚕丝综合能耗、万米丝织品综合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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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耗类似的指标有：吨粘胶纤维用电量（长丝）、吨锦纶用电量、吨涤纶用电量（短纤）、吨涤纶用电量

（长丝）、吨腈纶用电量、吨维纶用电量、吨纱（线）混合数生产用电量、万米布混合数生产用电量、万米丝织

品用电量。其中“纱”指的是用天然纤维（棉为主）和化学纤维经棉纺生产设备和工艺生产的纱。“线”指

使用捻线机对纱（棉型）加捻合股后的产品。包括棉纺厂、独立捻线厂、单织厂、针织厂等生产的线。“布”

指用棉型纱、线（棉为主）在织机上织造的各种坯布、色织布。“印染布”指棉纺织厂生产的棉布、混纺布、

纯化纤布经棉印染设备加工整理的漂白布、染色布、印花布的统称。“桑蚕丝”指桑蚕茧采用制丝工艺、经

桑蚕缫丝机加工缫制的丝．包括厂丝、双工丝、农工丝等。“丝织品”指丝织厂以蚕丝或化纤长丝为原料经

丝织机织成的丝织物，分为：桑蚕丝及其交织品、柞蚕丝及其交织品、绢?丝及其交织品、人造丝及其交织

品、合纤丝及其交织品。

造纸及纸制品（２２）

机制纸及纸板综合能耗

计算公式：机制纸及纸板综合能耗（千克标准煤／吨）＝１０００×企业生产综合能源消费量（吨标准煤）／

机制纸及纸板（外购原纸加工除外）产量（吨）

分子项：企业生产综合能耗。包括直接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和附属生产系统的能源消耗。直接

生产系统包括备料、制浆、造纸系统等。辅助生产系统包括动力、供电、机修、供水、仪表及厂内原料厂等。

附属生产系统包括生产指挥系统（厂部）和厂区内为生产服务的部门和单位如车间浴室、开水站、蒸饭站、

保健站、哺乳室等。

企业生产综合能源消费量＝各种用于生产消费的能源（标准煤）之和 －二次能源产出量（标准煤）之

和－回收利用的余能（标准煤）之和

分母项：机制纸及纸板（外购原纸加工除外）产量。指合格品产量，包括未涂布印刷书写用纸、涂布类

印刷用纸、卫生用纸原纸、包装用纸及纸板、感应纸及纸板（含光敏、热敏、压敏及其他感应纸及纸板的原

纸和原纸板）、纤维类过滤纸及纸板、以及其他机制纸及纸板。不包括加工纸（指对原纸或纸板等成品纸

进行再次加工处理而成的纸），手工制纸及纸板，纸制品（指用纸或纸板为原料进一步加工而成的纸的制

品）。

机制纸及纸板耗电

计算公式：机制纸及纸板耗电（千瓦时／吨）＝１００００×企业生产用电量（万千瓦时）／机制纸及纸板

（外购原纸加工除外）产量（吨）

分子项：企业生产用电量。计算和解释同上。

分母项：机制纸及纸板产量（外购原纸加工除外）。计算和解释同上。

焦炭（２５）

炼焦工序单位能耗

计算公式：炼焦工序单位能耗（千克标准煤／吨）＝１０００×炼焦工序净耗能量（吨标准煤）／全部焦炭产

量（干基）（吨）

分子项：炼焦工序净耗能量。指炼焦工艺生产系统的备煤车间（不包括洗煤）、厂内部原料煤的损耗、

炼焦车间、回收车间（冷凝鼓风、氨回收、粗苯、脱硫脱氰、黄血盐）、辅助生产系统的机修、化验、计量、环保

等，以及直接为生产服务的附属生产系统的食堂、浴池、保健站、休息室、生产管理和调度指挥系统等所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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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的各种能源合计，扣除焦化产品、回收利用余热余能产出的电力和外供热力。

炼焦工序净耗能量（标准煤）＝原料煤（标准煤）＋燃料动力（标准煤）－焦化产品（标准煤）－利用炼

焦余能余热的发电量（标准煤）－外供热力（标准煤）

原料煤指装入焦炉的干洗精煤量；燃料动力指各类燃料（如加热用的煤、高炉煤气、发生炉煤气、焦炉

煤气等）、电、外购蒸汽等；焦化产品指焦炭、回收的焦炉煤气、煤焦油、粗苯、其他焦化产品等。

分母项：全部焦炭产量（干基）。

原油加工（２５）

原油加工单位综合能耗

计算公式：原油加工单位综合能耗（千克标准油／吨）＝１０００×炼油综合能耗量（吨标准油）／原油及外

购原料油加工量（吨）

分子项：炼油综合能耗量。主要指炼油加工能耗，包括炼油生产装置以及为之服务的辅助系统的全

部耗能，不含聚丙烯的生产装置和库房的耗能。炼油生产装置包含：蒸馏、催化、焦化、制氢、加氢、精制、

脱蜡、白土、气分、烷基化、脱硫、回收、降粘、汽提等工艺单元；炼油辅助系统包含炼油厂界区内的储运、污

水处理、化验、研究、消防、生产管理等。

不包括用于厂内、外生活福利设施（如食堂、浴室、采暖和宿舍等）的能耗。

不包括作为原料用途的能源（注：在填报《工业企业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及其附表时，则要计算能

源消费量）。

炼油综合能耗统计的燃料动力品种主要有：原煤、原油、汽油、煤油、柴油、燃料用油、燃料气、电、蒸

汽、水、石油焦等。

燃料用油主要有燃料油（仅指炼厂生产的）、碳五馏分（拨头油）、碳九馏分、乙烯焦油（裂解焦油）、渣

油（重油）、碳六馏分、苯乙烯焦油、聚烯烃焦油等。

燃料气主要有天然气、液化天然气、液化石油气（轻馏分、丁烯 －２）、炼厂干气、甲烷氢、回收火炬气、

瓦斯气等。

分母项：原油加工量。指原油通过蒸馏设备加工处理的数量。裂化、焦化等设备处理原油时，这部分

原油量也应计算在原油加工量内。

原油及外购原料油加工量＝原油加工量＋外购原料油加工量。

外购原料油加工量，指企业外购的，进入装置加工生产石油产品的原料油量。外购原料包括外购的

裂化料、重整料、润滑油料、溶剂油等原料油，以及外供化工、化纤原料油返回炼油厂进一步加工的部分。

用于生产汽油的ＭＴＢＥ、生产ＭＴＢＥ用的甲醇的外购量和外购氢气，也作为外购原料计算。但不包括用于

生产添加剂、催化剂的外购原料。

原油加工单位耗电

计算公式：原油加工单位耗电（千瓦时／吨）＝１００００×炼油系统电消耗量（万千瓦时）／原油及外购原

料油加工量（吨）

分子项：炼油系统电消耗量，指各套炼油装置（包括添加剂、催化剂装置）和工艺炉以及为这些装置服

务的辅助系统，如储运、装卸油、供排水、供汽（包括自备电站供汽）、压缩空气、机修、仪修、电修、化验室、

维修、厂区内采暖设施等消耗的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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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母项：原油及外购原料油加工量。解释和说明同上。

无机碱（２６）

单位烧碱生产综合能耗

计算公式：单位烧碱生产综合能耗（千克标准煤／吨）＝１０００×液体烧碱综合能源消耗量（吨标准煤）／

液体烧碱（折１００％）产量（吨）

分子项：烧碱综合能源消耗量。指用于烧碱生产的各种能源折标准煤后的总和。包括烧碱生产工艺

系统、为烧碱生产服务的辅助系统和附属生产系统等的耗能量。

烧碱生产系统耗能量的统计范围：从原料投入开始，包括盐水制备、整流、电解、蒸发、蒸煮至成品烧

碱包装入库为止的所有工艺用的电解用交流电、动力用电、蒸汽、油、煤等实际消耗量。

烧碱生产的辅助和附属系统耗能量的统计范围包括：电槽修理、阳极组装、石棉绒回收、炭极加工以

及车间检修、车间分析、车间办公室、休息室、更衣室等各种耗能量。

分母项：烧碱（折１００％）产量。烧碱产量按折１００％纯量计算。烧碱（折１００％）包括由盐水电解法或

由纯碱（或天然碱）苛化法生产的液体氢氧化钠、氢气干燥和本企业其他产品自用的合格烧碱。不同方法

生产的各种烧碱，经检验符合国家标准（ＧＢ２０９－９３），方可统计产量。产量中不包括在使用烧碱过程中

回收的烧碱和生产烧碱过程中自用的电解碱液、浓缩碱液、回收盐液中的含碱量。企业填报烧碱产量，应

将不同的生产方法（水银法、隔膜法、离子膜法、苛化法）生产的液碱折成１００％纯量后计算产量。

单位烧碱生产耗交流电

计算公式：单位烧碱生产耗交流电（千瓦时／吨）＝１００００×交流电消耗量（万千瓦时）／液体烧碱（折

１００％）产量（吨）

分子项：交流电消耗量。以电业局安装的直流耗交流电度表计量数值为准。没有安装电表的企业，

以电业局安装的总交流电度表指示的交流电量，扣除动力系统安装的交流电度表的交流电量后，计算直

流电所消耗的交流电量。

分母项：烧碱（折１００％）产量。烧碱产量按折１００％纯量计算。说明同上。

单位纯碱生产综合能耗

计算公式：单位纯碱生产综合能耗（千克标准煤／吨）＝１０００×纯碱综合能源消耗总量（吨标准煤）／纯

碱（碳酸钠）产量（吨）

分子项：纯碱综合能源消耗总量。指在报告期内，从能源投入开始，至成品入库为止的生产全过程以

及中、小修，事故处理所耗用的能源。其中应扣除系统向外输出的物料及能源量。纯碱综合能源消耗分

为氨碱法用能和联碱法用能两种。

氨碱法用能：包括化盐及盐水精制、氨盐水制、碳化和重碱过滤、重碱煅烧、氨回收、石灰石煅烧等生

产系统工序用能和辅助生产系统用能。不包括锅炉耗能。

联碱法用能：包括洗盐、氨母液制备、碳化和重碱过滤、重碱煅烧、氯化铵结晶等生产系统工序用能和

辅助生产系统用能。不包括合成氨耗能。

仅生产单一纯碱产品的企业，产品能源消耗量就是企业的能源消耗总量。

生产多个产品，辅助生产系统和附属生产系统用能，要按照产品的能耗比例合理分摊到各个产品中，

通过计量表送入生产系统的以计量表计量的数量计算。现场检修、自备运输工具、附属生产系统用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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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摊，需要企业制定合理的分摊系数，一般根据产品能耗的大小、产量的多少、产品生产车间人员的多少，

综合考虑确定分摊系数。

分母项：纯碱（碳酸钠）产量。指氨碱法和联碱法生产的无水碳酸钠，及以天然碱为原料加工的精制

碱。纯碱均按国家标准（ＧＢ２１０－９２）检验，合格者统计产量。未经煅烧的重碱和清扫设备、场地收集的

不合格纯碱，均不统计纯碱产量。纯碱产量按合格品的实物量计算。

纯碱生产能耗计算有关问题的补充规定：

（１）企业自用碱计入碱产量；

（２）自备电站能耗不计入纯碱能耗统计范围；

（３）分别计算轻质纯碱和重质纯碱的能耗。重质纯碱的能耗应包括轻质纯碱的能耗和由轻质纯碱生

产重质纯碱增加的能耗；

（４）计算联碱双吨能耗时，要注明氯化铵是干铵还是湿铵。既生产干铵又生产湿铵的联碱企业，要分

别计算生产干铵的双吨能耗和生产湿铵的双吨能耗。生产干铵的双吨能耗，应包括生产湿铵的能耗和由

湿铵生产干铵增加的能耗；

（５）纯碱系统没有单独设立取水系统和循环水系统的企业，纯碱与其他产品按实际用水量合理分摊

用水能耗；

（６）采用浓气制碱的联碱企业，合成氨脱碳工序的能耗计入合成氨的能耗，不计入联碱能耗。往联碱

输送二氧化碳的低压机的能耗计入联碱能耗；

（７）采用变换气制碱的联碱企业，压缩机的能耗计入合成氨的能耗，不计入联碱能耗。设在联碱碳化

塔前或塔后的升压机的能耗计入联碱能耗。

单位纯碱生产耗电

计算公式：单位纯碱生产耗电（千瓦时／吨）＝１００００×纯碱生产耗电总量（万千瓦时）／纯碱（碳酸钠）

产量（吨）

分子项：纯碱生产耗电总量。包括纯碱生产系统以及为纯碱生产服务的辅助系统和附属生产系统耗

电量。

分母项：纯碱（碳酸钠）产量。说明同上。

无机盐（２６）

单位电石生产综合能耗

计算公式：单位电石生产综合能耗（千克标准煤／吨）＝１０００×电石综合能源消耗总量（吨标准煤）／碳

化钙（电石，折３００升／千克）产量（吨）

分子项：电石综合能源消耗总量。指从焦炭等原材料和能源，经计量进入电石生产开始，到电石成品

计量入库的电石产品的整个生产过程的用能量。生产过程是由生产系统工艺装置、辅助生产系统和附属

生产系统设施三部分组成。

综合能耗应扣除向外输出的能源。向电石生产界区外输出的密闭炉气和回收的余热，按向外输出能

源计算。调出的焦（煤）粉，自产自用的石灰，按向外输出的能源计算，其热值按实测低位热值计算。

电石产品综合能耗包括：

（１）电力消耗包括电炉、动力、除尘和照明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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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碳素原料包括焦炭、石油焦、无烟煤、电极糊和其他碳素还原剂等。以进入生产后第一道工序为

计量点。

（３）干燥焦炭耗燃料，计算起点同上。如果使用电石生产的余热干燥焦炭时，其余热不计算燃料

消耗。

（４）辅助生产系统消耗的能源，指各辅助工序（包括电石生产界区内自石灰进厂到电石成品入库止）

所消耗的能源。（前项中计算过的不得重复统计）

（５）附属生产系统消耗的能源，包括电石生产界区内维修工段、化验室、控制室、库房及车间办公室等

消耗的能源。

由于各种能源的热值不同，计算综合能耗时要将各种能源折成标准能源单位（标准煤）。企业外购的

各种能源，其热值采用该地区或该企业在报告期内实测的低位热值。没有实测条件的，可采用能源统计

报表制度中的参考折标系数。

企业外购电力采用当量热值折标系数，即１．２２９吨标准煤／万千瓦时。

分母项：碳化钙（电石，折３００升／千克）产量。电石是用碳素材料和生石灰在高温电炉中化合而制得

的碳化钙。凡符合国家标准（ＧＢ１０６６５－８９）规定技术条件１（电石粒度）和２（电石质量）要求的电石，均

可统计产量。电石产量包括商品量和自用量。商品量应在包装检验合格入库以后计算产量，自用量按输

送到使用车间头道工序的数量计算产量。

电石产量按折合标准发气量（３００升／千克）计算。电石发气量，指每一千克电石在２０℃、７６０毫米汞

柱压力下与水作用，所发生的干乙炔气体体积（以升计量）。

碳化钙（电石，折３００升／千克）产量（吨）＝∑各批合格电石实物产量（吨）×［各批电石实际发气量

（升／千克）／３００（升／千克）］

单位电石生产耗电

计算公式：单位电石生产耗电（千瓦时／吨）＝１００００×电石生产耗电总量（万千瓦时）／碳化钙（电石，

折３００升／千克）产量（吨）

分子项：电石生产耗电量。包括电石生产系统以及为电石生产服务的辅助系统和附属生产系统耗电

量，包括电炉工艺用电和动力电。

分母项：碳化钙（电石，折３００升／千克）产量。说明同上。

单位黄磷生产综合能耗

计算公式：单位黄磷生产综合能耗（千克标准煤／吨）＝１０００×黄磷综合能源消耗总量（吨标准煤）／黄

磷产量（吨）

分子项：黄磷综合能源消耗总量。指黄磷生产界区（从磷矿、焦炭、硅石、电力、蒸汽等原材料和能源

经计量进入工序开始，到成品黄磷计量入库和黄磷“三废”经处理送出为止的整个生产过程）消耗的能源。

包括黄磷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和附属生产系统的各种能源消耗量和损失量，以及用作原料、材料的能

源。不包括基建、技改项目建设及以生活为目的的能耗；不包括向外输出的能源。

黄磷生产消耗的能源主要有煤炭、石油、天然气、电力、焦炭、煤气、电石、碳素制品、蒸汽；消耗的耗能

工质有水、氧气、氮气、压缩空气等。耗能工质不包括自产的耗能工质，但包括其所消耗的能源。企业黄

磷生产界区外的辅助生产系统、附属生产系统能源消耗量和损失量应按能耗比例法分摊。碳素砖、润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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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的消耗不计入产品综合能耗。

焦炭（或无烟煤）消耗，包括实际入炉量和损失量，不包括调出的焦（煤）粉。供辅助、附属生产系统的

焦（煤）粉按比例分摊法计入总能耗。

黄磷生产界区内回收本界区内产生的余热、余能及化学反应热，不计入能源消耗量。供界区外装置

回收利用的，应按其实际回收的能量从本界区能耗中扣除。

分母项：黄磷产量。包括黄磷产品产量和泥磷回收折元素磷两部分。即粗磷精制、过滤所得的，以及

泥磷通过真空过滤或蒸磷等方法得到的符合国家标准ＧＢ７８１６－１９９８的黄磷产品；泥磷回收折磷，指泥磷

通过烧制磷酸或制其他化学品回收的元素磷量。

单位黄磷生产耗电

计算公式：单位黄磷生产耗电（千瓦时／吨）＝１００００×黄磷生产耗电总量（万千瓦时）／黄磷产量（吨）

分子项：黄磷产品耗电。包括电炉电耗和动力电耗两部分。

（１）电炉电耗包括电炉加热的直接用电、电炉短网电耗、电炉变压器损耗、电炉变压器高压线路损耗

以及供电线路损耗所分摊给电炉变压器的电耗；不包括电炉及其附属设备和建筑物所消耗的动力和照明

用电。

（２）动力电耗包括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和附属生产系统所分摊的动力和照明用电。

①生产系统所消耗的动力和照明用电，包括生产系统所有装置、设施所消耗的动力、照明用电及其供

电损耗，以及所分摊的动力变压器和供电线路损耗。

②辅助生产系统和附属生产系统所分摊的动力和照明用电量，指这两个系统按比例分摊给黄磷产品

的动力和照明电耗以及它们的损耗。

分母项：黄磷产量。说明同上。

有机化学原料（２６）

单位乙烯生产综合能耗

计算公式：单位乙烯生产综合能耗（千克标准煤／吨）＝１０００×乙烯燃动综合能源消耗量（吨标准煤）／

乙烯产量（吨）

分子项：乙烯燃动综合能源消耗量。包括燃料油、燃料气、蒸汽、电力等的消耗，不包括作为生产乙烯

的原料消耗（注：在填报《工业企业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及其附表时，要计算能源消费量）。计算能耗的

乙烯装置界区仅指乙烯工艺装置本身，包括原料脱硫、脱砷、裂解炉区、急冷区、压缩区、分离区、废碱处

理、火炬气回收压缩机（回收气返回裂解炉燃料系统）工艺单元。

乙烯生产装置界区不包括：开工锅炉、锅炉给水、循环水、空压站等辅助生产设施。这些辅助设施用

能不计入乙烯燃动综合能源消耗量。

分母项：乙烯生产量。指乙烯生产量，不包括丙烯等联产品。乙烯是指用油（轻油、柴油、重油、石脑

油、原油）、气（乙烷、丙烷炼厂气）经裂解、分离过程制成的乙烯；不包括用酒精脱水制成的乙烯，亦不包括

直接利用未经分离的裂解气体或其他气体中的乙烯馏分。各种未用尽的乙烯，返回乙烯生产装置时，不

得再计算乙烯产量。

单位乙烯生产耗电

计算公式：单位乙烯生产耗电（千瓦时／吨）＝１００００×乙烯生产耗电总量（万千瓦时）／乙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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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量（吨）

分子项：乙烯生产耗电量。指乙烯装置界区内的耗电量。

分母项：乙烯生产量。说明同上。

氮肥（２６）

单位合成氨生产综合能耗

计算公式：单位合成氨生产综合能耗（千克标准煤／吨）＝１０００×合成氨生产综合能耗（吨标准煤）／合

成氨（无水氨）产量（吨）

分子项：合成氨生产综合能耗。指合成氨生产实际的能源消耗或称为生产所必需的能源消耗。包括

原料加工到液氨进氨库整个生产系统的消耗以及辅助和附属生产系统的消耗。

合成氨生产综合能耗＝合成氨消耗的各种能源（标准煤）之和 －合成氨输出的各种能源（标准煤）

之和。

合成氨输出能源：指合成氨系统向界外输出的，供其他产品或装置使用的能源。对于合成氨系统中

的废气、废液、废渣等未回收使用的、无计量的、没有实测热值以及不作为能源再次利用的（如直接用于修

路、盖房等），均不得计入输出能源。输出的耗能工质不能计入合成氨输出能源。合成氨输出能源有以下

形式：

（１）作为能源（原料、燃料）供其他产品或装置使用的合成氨吹出气、弛放气、解析气（包括作为民用

燃料气）。按实测燃料气组成成分计算热值。

（２）作为能源供其他产品或装置使用的合成氨系统输出的物料（造气排出的炉渣、干灰、湿灰和锅炉

排出的炉渣等，制成蜂窝煤，煤球，烧制砖瓦，作热电厂燃料等）。按实测低位发热值折标系数计入输出

能源。

（３）自备电厂利用合成氨系统余热（含自产的炉渣、废气、热水）、余压，发电、产汽（不掺烧其他外购

燃料），向企业以外供应的蒸汽和电力。

外供蒸汽折标准量（标准煤）方法同外购蒸汽。

全余热自发电量（标准煤）＝供电量（千瓦时）×０．１２２９（千克标准煤／千瓦时）。

（４）供其他产品或装置预热物料（或生产用水）的合成氨生产中的余热。按回收热能量统计。回收热

能量计算公式为：Ｑ＝Ｄ×Ｃ×（Ｔ出－Ｔ入）；式中字母符号：

Ｄ－被预热的物料量（千克）；

Ｃ－被预热物料的比热（千卡／千克·度）；

Ｔ出、Ｔ入－被预热物料出、入合成氨系统的温度（℃）；

（５）供其他产品或用户使用（包括用于生活目的）的合成氨系统外送冷凝液（热水）。作为输出能源

按其利用热量从综合能耗中扣除（向外输送冷凝液或热水所耗用的电力也应扣除）。

计算公式：Ｑ＝Ｗ×（Ｔ出－Ｔ环）；式中字母符号：

Ｗ－合成氨系统外送冷凝液（或热水）量；

Ｔ出－外送冷凝液（热水）温度（℃）；

Ｔ环－报告期平均环境温度（℃）。

分母项：合成氨（无水氨）产量。以液态氨为最终计量状态，按实物量计算，不折１００％的纯品。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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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产量包括：厂内各用氨单位的使用量、销售的商品液氨量、合成氨生产过程中的自用量（净化与脱硫用）

以及氨罐弛放气、合成放空气、中间槽解析气等气体回收的氨水含氨量（按回收产品含氨１００％折算）。

合成氨产量不包括：冰机自用氨量（损失）、净化和氨水脱硫回收的氨水含氨量、碳化清洗塔及回收塔

析出的氨水含氨量。

合成氨产量采用仪表计量或以最终含氮产品计量。

（１）仪表计量：

为保证液氨流量表准确计量，液氨必须经过中间槽减压解析液氨中溶解的气体，并要进行温度压力

补偿。当企业既有氨产量总氨表，又有各用户的使用量分表时，总表必须与分表平衡，不得超过液氨流量

表允许误差值。

合成氨产量（吨）＝氨表的表记值＋自用氨量＋商品液氨量＋吹出、解析、弛放气回收氨量＋（氨罐期

末库存－氨罐期初库存）。

吹出、解析、弛放气回收氨量，指合成吹出气、中间槽解析气、氨罐弛放气回收到系统内加以利用或销

售的氨量。

（２）以最终含氮产品计量：

以最终含氮产品计算合成氨产量时，按含氮产品的实际含量折算氨产量。

合成氨产量（吨）＝（合格固体化肥折氮１００％ ＋不合格固体化肥折氮１００％）×１．２６６５４（吨）＋（合

格氨水折氨１００％＋不合格氨水折氨１００％）×１．０４１６７（吨）＋自用氨量（吨）＋商品液氨量（吨）＋［氨罐

期末库存（吨）－氨罐期初库存（吨）］

式中：

１．２６６５４＝１÷（０．８２２４５×９６％）

１．０４１６７＝１÷９６％

０．８２２４５为氨理论含氮量；

９６％为固体化肥和氨水的氨利用率。

商品液氨量以装瓶或装车量为准。

自用氨量：当合成氨生产过程用氨的各用户均有氨计量表时，自用氨量以表记值为准；当各用户无表

计量时，其规定及计算公式如下：

（１）铜洗法自用氨量为总氨量的０．４％；铜洗自用氨量（吨）＝合成氨产量×０．４％

（２）铜洗后氨洗的自用氨量为总氨量的０．５％；氨洗自用氨量（吨）＝合成氨产量×０．５％

（３）脱硫工艺自用氨为总氨量的１％；脱硫自用氨量（吨）＝合成氨产量×１％

上述三项自用氨有哪项就计算哪项，没有的均不得计算自用氨，同时也不得将其他形式的耗氨量计

在自用氨中。

氨水折氨量包括：直接用合成吹出气、中间槽解析气、氨罐弛放气回收生产的合格和不合格农业氨水

和工业氨水。氨水折氨量不包括：净化（铜洗）、脱硫回收的氨水、碳化清洗塔及回收塔出来的氨水，也不

包括净化（铜洗）和脱硫的自用氨水，及排放掉的合格或不合格的氨水。

用多种原料生产合成氨时，氨产量的确定：同时用天然气、煤等多种原料生产合成氨的企业，在填报

合成氨总产量时，应按原料分列合成氨产量。确定各种不同原料生产的合成氨产量，应在总氨量中按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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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原料产气量及其有效气体成分来划定，计算公式：

某种原料生产的合成氨产量＝合成氨总产量 ×［（某种原料产气量 ×有效气体成分％）／∑各种原料

产气量×有效气体成分％］

单位合成氨耗电

计算公式：单位合成氨耗电（千瓦时／吨）＝１００００×合成氨耗电总量（万千瓦时）／合成氨（无水氨）产

量（吨）

分子项：合成氨耗电总量。指合成氨生产系统和辅助、附属生产系统消耗的电量及界区内损失的电

量。以电表计量为准，计量单位为万千瓦时。

合成氨耗电总量应包括：

（１）合成氨生产系统耗电。指从原料开始至液氨进氨库止所消耗的全部电量，包括：原料场、库运料

（煤、焦、油、气）、预处理［原料煤破碎（制煤粉、制水煤浆）、型煤（制煤球、煤棒）等］、造气、净化、压缩、氨

合成、冰机［包括氨合成冷冻分离用电和制液氨用电（如为尿素等耗氨产品和商品液氨增开的冰机用

电）］、氨库以及辅助锅炉各工序用电；上述各工序的车间照明、安全通风、采暖、空调、排风降温、车间办公

室、分析化验和烘烤电机等用电；计划中修、小修和事故停修的作业用电（如起重、电焊）以及因检修（含大

修）引起的开停车过程点火、烘炉、升温、热备用、置换等消耗的电量。大修作业用电按全年产量平均

分摊。

（２）合成氨辅助、附属生产系统消耗电量。包括：合成氨消耗的各种载能工质（如一次水、循环水、化

学软水、除氧水、氧气、氮气、压缩空气等）的制备、提取、运输所消耗的实际电量；合成氨生产过程中三废

处理的耗电量（硫磺回收、油回收、污水处理等）；自备锅炉耗电（如引风机、鼓风机、送水，冷却循环水泵等

用电）；机、电、仪维修和金加工等工序耗电以及车间照明、通风、降温、车间办公室耗电（按其实际承担合

成氨生产系统的维修和加工的工时合理分摊用电量）。

合成氨耗电总量不包括：

（１）联产产品耗电（联醇的粗甲醇耗电等）。

（２）扩建和技改程作业用电。

（３）合成氨以外的产品消耗的耗能工质和蒸汽，应合理分摊其用电量。

对于集中（数月或全年）扣除的（或计入）的用电量（如大修等），不能在当月集中扣除（或计入），应该

按月均摊，并在当月累计数中调整，并以文字说明。

合成氨联产企业耗电分摊规定：

（１）合成氨联产甲醇企业，按单位合成氨耗电与单位粗甲醇（１００％）耗电比按 １：０．８分摊公共电

耗量。

合成氨耗电总量＝氨醇耗电总量×［合成氨产量／（０．８×粗甲醇（折１００％）产量＋合成氨产量）］

（２）合成氨热电联产企业，合成氨的用电量不扣减全余热发电量（热电系统全部用合成氨余热、余压

发电时，其发电量称为全余热发电量），其发电量计入合成氨输出能源，并用文字说明。热电系统全部或

部分利用外购燃料煤发电时，热电系统独立核算，合成氨的用电量也不扣减自发电量，用于热电联产的合

成氨余热、余压的热量，计入合成氨输出能源。

（３）合成氨联产碳铵企业的碳铵工段（属合成氨的脱碳过程）耗电应全部计入合成氨耗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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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合成氨联产纯碱企业采用浓气制碱工艺时，与合成氨系统相对独立的，不存在电耗的分摊；变换

气制碱工艺的重碱工段电耗应全部计入碱生产的电耗。

分母项：合成氨（无水氨）产量。说明同上。

单位合成氨耗天然气

计算公式：单位合成氨消耗天然气（标准立方米／吨）＝１００００×合成氨消耗天然气总量（万标准立方

米）／合成氨（无水氨）产量（吨）

分子项：合成氨耗天然气总量。包括制气用的天然气、加热转化炉管和辅助锅炉用天然气、合成氨正

常生产及开工时蒸汽锅炉使用的天然气。

使用油田气、焦炉气、炼厂气、煤田气等制氨，计算方法同上。

分母项：合成氨（无水氨）产量。说明同上。

单位合成氨耗原料煤

计算公式：单位合成氨耗原料煤（千克标准煤／吨）＝１０００×合成氨原料煤耗（吨标准煤）／合成氨（无

水氨）产量（吨）

分子项：合成氨原料煤耗。指投入造气炉的实物煤或焦炭（标准煤），不包括入炉前筛出的粉煤（焦）、

煤矸石。

返炭（二炭）、返焦不再计入消耗，也不从消耗中扣除。回收合成氨生产过程中排放的气体（如造气吹

风气、合成放空气、氨贮罐弛放气等）作燃料使用时，不能将其热量折成煤（焦）从消耗中扣除。

有关消耗分摊的规定：

（１）合成氨联产甲醇的企业，氨与粗醇（１００％）单位产品消耗原料的比，按１：１．０６分摊共用的原料。

合成氨耗入炉实物原料煤总量＝入炉实物原料煤总量×［合成氨产量／（１．０６×粗甲醇（折１００％）产

量＋合成氨产量）］

（２）自合成氨系统输出的原料气用于其他产品的原料时，按用量折煤（焦）实物量，从系统耗原料煤

（焦）实物消耗总量中扣除。

使用焦炭（土焦）、褐煤和煤球、煤棒等型煤的计算方法同上，煤球、煤棒等型煤要扣除所含的黏结剂

（如石灰、水泥等）重量。

合成氨原料煤耗（标准煤）＝∑各批入炉原料煤实物量×折标准煤系数

折标准煤系数＝煤的热值（低位热值）（千卡／千克）／７０００（千卡／千克）

各批次煤的低位热值一律以入炉煤取样、用氧弹仪分析的数据为准。标准燃料煤的低位发热值为

７０００（千卡／千克或２９２７１千焦／千克）。

分母项：合成氨（无水氨）产量。说明同上。

单位合成氨耗标准燃料煤

计算公式：单位合成氨耗标准燃料煤（千克标准煤／吨）＝１０００×合成氨耗标准燃料煤总量（吨标准

煤）／合成氨（无水氨）产量（吨）

分子项：合成氨耗标准燃料煤。指各批次燃料煤折标准煤之和。

合成氨耗标准燃料煤总量，主要指用来发生蒸汽，以满足合成氨生产系统和辅助、附属生产系统用蒸

汽消耗的燃料煤。外购蒸汽量应按进厂焓值和锅炉效率折标准燃料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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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系统耗汽量，包括从造气、净化、压缩、氨合成、冰机到氨库止各工序生产和开停过程用汽（含大、

中、小修开车），以及上述各工序设备、管道保温用汽和车间、分析化验、车间办公室采暖用汽等。

辅助、附属生产系统耗汽量，包括煤球制造、除氧水制备、原料和燃料场库及预处理、煤球车间、自备

锅炉房及机、电、仪修车间和上述车间办公室的全部采暖用汽，以及计划大、中、小修和事故检修的置换、

吹洗用汽以及安全生产、三废处理、环保过程用汽。

蒸汽只供合成氨使用时，燃料煤消耗量或蒸汽量全部计入合成氨消耗；蒸汽为多产品使用，应合理分

摊燃料煤消耗量。

锅炉掺烧的返炭、炉渣、煤矸石、块煤中筛分的沫煤不计入燃料消耗量，从锅炉烧余物中捡回的返炭

不从消耗中扣除。

合成氨生产过程副产的蒸汽，为本系统自用的不计消耗，放空或输出的蒸汽也不从燃料煤消耗中

扣除。

分母项：合成氨（无水氨）产量。说明同上。

水泥（３０）

水泥生产工艺分为新型干法（预分解窑）立窑、湿法窑、中空窑、预热器窑、粉磨站、其他。

吨水泥熟料综合能耗

计算公式：吨水泥熟料综合能耗（千克标准煤／吨）＝１０００×生产水泥熟料综合能源消费量（吨标准

煤）／硅酸盐水泥熟料产量（吨）

分子项：生产水泥熟料综合能源消费量。包括电力、煤炭、油品、天然气、煤气、液化气、蒸汽的消费。

企业自备锅炉，自备发电机组生产的蒸汽、电力，由本企业消耗的，只计算第一次能源消耗，不重复计算蒸

汽及电的消耗；利用余热发电亦不重复计算。

分母项：硅酸盐水泥熟料产量。为报告期合格品产量，计量单位为吨。凡是由本企业生产的水泥熟

料，无论是作为商品熟料出售，还是作为水泥生产过程中的半成品，都应统计水泥熟料产量。外购的熟料

不得统计产量。

吨水泥熟料烧成标准煤耗

计算公式：吨水泥熟料烧成标准煤耗（千克标准煤／吨）＝１０００×标准煤消费量（吨）／硅酸盐水泥熟料

产量（吨）

分子项：标准煤消费量。指将实物煤消费量折算成标准煤的数量，包括入窑煤粉，以及烧成煤在制备

过程中的损耗（如果收尘下的煤泥、煤粉转作其他生产用途，可以在烧成煤耗内扣除）。使用黑料浆的企

业，包括掺入料浆的煤粉和采用窑外分解的回转窑进入分解炉的燃料，以及窑点火用油和烧气燃料。烧

油气的企业，应将油气消耗折算成标准煤计入烧成煤耗。

采用不同方法（干法、半干法、湿法回转窑和立窑）生产熟料的企业应分别计算熟料烧成煤耗。

采用余热发电的回转窑企业，除按上式计算“每吨熟料烧成标准煤消耗量”外，为正确反映这类企业

烧成用煤的实际情况，还要计算扣除带补燃料的余热发电煤耗后的每吨水泥熟料烧成标准煤耗。计算

公式：

扣除带补燃料的余热发电煤耗后每吨水泥熟料烧成耗标准煤耗（千克）＝１０００×扣除带补燃料的余

热发电煤耗后的标准煤消耗量（吨）／硅酸盐水泥熟料产量（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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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公式中的“扣除带补燃料的余热发电煤耗后的标准煤消耗量（吨）”，按下式计算：

扣除带补燃料的余热发电煤耗后的标准煤消耗量（吨）＝烧成标准煤总消耗量（吨）－｛〔电站发电量

（千瓦时）－电站自用电量（千瓦时）〕×０．１２２９（千克／千瓦时）÷１０００｝

注意：采用纯低温余热发电技术的新型干法水泥企业，其熟料烧成煤耗既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不

得将发电量折标准煤抵扣熟料烧成标准煤耗

分母项：硅酸盐水泥熟料产量。指报告期合格品产量，计量单位为吨。

吨水泥熟料综合电耗

计算公式：吨水泥熟料综合电耗（千瓦时／吨）＝１００００×熟料生产综合电力消费量（万千瓦时）／硅酸

盐水泥熟料产量（吨）

分子项：熟料生产综合电力消费量。包括熟料工序用电，以及生料电力消耗。熟料工序用电中还包

括生产煤粉各项用电，即生产水泥熟料的全部电耗。

熟料生产综合电力消费量＝熟料工序电力消耗量＋生料消耗量×本期每吨生料电力消耗量

只生产水泥熟料的企业（不生产水泥），熟料生产综合电力消费量还要包括水泥熟料发送工序的电力

消耗量。

采用纯低温余热发电技术的新型干法水泥企业其电力自用量不得抵扣熟料生产综合电力消费量。

分母项：硅酸盐水泥熟料产量。指报告期合格品产量，计量单位为吨。

吨水泥综合能耗

计算公式：吨水泥综合能耗（千克标准煤／吨）＝１０００×生产水泥综合能源消费量（吨标准煤）／水泥产

量（吨）

分子项：生产水泥综合能源消费量。包括电力、原煤、洗精煤、焦炭、原油、重油（包括渣油）、汽油、煤

油、柴油、天然气、煤气、液化气、蒸汽等。企业自备锅炉、自备发电机组生产的蒸汽、电力，由本企业消耗

的，只计算第一次能源消耗，不再重复计算蒸汽及电的消耗；余热发电亦不重复计算。依据分子分母对应

原则，生产水泥综合能源消费量不应包括已销售的商品熟料所消耗的能源。

分母项：水泥产量。指报告期合格品产量，计量单位为吨。水泥是指加水拌和成塑性浆体，能胶结

砂、石等适当材料并能在空气和水中硬化的粉状水硬性胶凝材料。企业在统计水泥产量时，不得将达不

到水泥强度等级的废品水泥和已销售的商品熟料折合成水泥统计在水泥产量中。

吨水泥实物煤耗

计算公式：吨水泥实物煤耗（千克／吨）＝１０００×水泥生产实物煤综合消费量（吨）／水泥产量（吨）

分子项：水泥生产实物煤综合消费量。包括熟料综合煤耗、混合材烘干煤耗以外，还包括为水泥生产

直接服务的其他煤耗，如机修车间烘炉用煤，蒸汽锅炉用煤。原煤在粉磨过程中，用收尘办法回收的煤粉

重新用于生产时应计算消耗，用于生产其他产品或用于生活福利的，则应扣除。

水泥生产实物煤综合消费量（吨）＝熟料消耗量（吨）×每吨熟料综合煤耗（吨）＋混合材消耗量（吨）

×每吨混合材烘干煤耗（吨）＋其他生产用煤（吨）

分母项：水泥产量。说明同上。

吨水泥标准煤耗

吨水泥标准煤耗的计算公式、包括范围同“吨水泥实物煤耗”，区别仅是将实物煤用折标准煤系数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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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成标准煤。

吨水泥综合电耗

计算公式：吨水泥综合电耗（千瓦时／吨）＝１００００×水泥生产综合电力消费量（万千瓦时）／水泥产量

（吨）

分子项：水泥生产综合电力消费量。指生产水泥（不分品种、标号）所消耗的电力。消耗的电力应包

括：水泥工序电耗，水泥所消耗的熟料、石膏、混合材的电力消耗量，水泥出厂时，进行包装或者散装所消

耗的电力。为各种辅助用电，如机修、供热、供水、供风、化验等辅助用电，变电、配电、线路损失的电力，厂

区、办公室、仓库照明用电，如果企业除生产水泥外，还生产其他产品，则要按比例进行合理分摊。

水泥生产综合电力消费量＝水泥粉磨及包装工序耗电量 ＋熟料消耗量 ×本期每吨熟料电力消耗量

＋混合材消耗量×本期每吨混合材电力消耗量 ＋石膏消耗量 ×本期每吨石膏电力消耗量 ＋应分摊的辅

助用电量

只进行水泥生产的企业（俗称水泥粉磨站），水泥生产综合电力消费量＝水泥粉磨及包装工序耗电量

＋水泥粉磨原料消耗量×本期每吨原料进厂工序电耗＋水泥发运工序耗电＋应分摊的辅助用电量

分母项：水泥产量。说明同上。

平板玻璃（３０）

平板玻璃生产工艺分为：浮法、垂直引上、格法、平拉、其他。

每重量箱平板玻璃综合能耗

计算公式：每重量箱平板玻璃综合能耗（千克标准煤／重量箱）＝１０００×平板玻璃综合能源消耗量（吨

标准煤）／平板玻璃产量（重量箱）

分子项：平板玻璃综合能源消耗量。包括生产平板玻璃直接消耗的各种能源、辅助生产系统和附属

生产系统消耗的一次能源和二次能源，以及需要分摊的企业内部亏损能源。不包括用于基本建设、生活

福利设施等非工业生产所消耗的能源和回收利用的余能等。

分母项：平板玻璃产量。包括浮法、垂直引上、格法、平拉等各种生产工艺生产的平板玻璃。计量单

位为重量箱。

每重量箱平板玻璃耗燃油

计算公式：每重量箱平板玻璃耗燃油（千克／重量箱）＝１０００×燃油消耗量（吨）／平板玻璃产量（重量

箱）

分子项：燃油消耗量。指生产平板玻璃的重油、煤焦油、燃料油的消耗量。

分母项：平板玻璃产量。计量单位为重量箱。

每重量箱平板玻璃耗电

计算公式：每重量箱平板玻璃耗电（千瓦时／重量箱）＝１００００×电力消耗量（万千瓦时）／平板玻璃产

量（重量箱）

分子项：电力消耗量。指生产平板玻璃时的生产用电，包括辅助、附属生产用电，以及厂区、车间、办

公室、仓库照明用电。为多种生产服务的辅助、附属生产部门电力消耗，按其为生产平板玻璃服务的工作

量进行分摊。分摊系数由企业自定。

分母项：平板玻璃产量。计量单位为重量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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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工业有关概念

钢铁工业生产

指铁、铬、锰等黑色金属矿物的采选、人造块矿、铁合金冶炼、炼铁、炼钢、钢加工、钢丝及其制品、焦

炭、耐火材料制品、碳素制品和为钢铁工业生产服务的运输、机修、动力等生产。钢铁产品主要有：生铁、

粗钢、钢材，生产的主要原材料有：铁矿石及各种辅助原料矿及其成品矿、人造块矿、铁合金、洗煤、焦炭、

焦炉煤气及煤化工产品、耐火材料制品、碳素制品等，钢铁制品主要有：钢丝、钢丝绳、钢绞线、铁丝、铁

钉等。

企业钢铁工业生产中自耗能源

指报告期内钢铁工业生产直接消耗的各种能源及其辅助生产系统、直接为钢铁工业生产服务的附属

生产系统实际消耗的各种能源，不包括非钢铁工业生产消耗的能源和外销能源。

企业钢铁工业生产中自耗能源量＝企业购入能源量 ＋期初库存量 －期末库存量 －非钢铁工业生产

消耗的能源量－外销能源量＝企业钢铁工业生产各部位用能之和＋企业能源亏损量

企业外销能源量

指企业向外销售的购入能源、企业二次能源、下脚燃料及余热等。驻厂施工单位、独立核算的非工业

生产单位和厂区（车间）以外的生活耗能（如服务公司、医院、学校、职工食堂等），凡有据可查的部分均可

作为外销能源处理。

工序产品合格产出量

指企业某生产工序在报告期内生产、已结束本工序全部生产过程（不一定已结束本企业全部生产过

程）、并符合产品质量要求的产品实物数量。包括订货者来料加工的产品，不包括委外加工生产的产品。

工序净耗能量

指企业内某工序（如铁矿采矿、铁矿选矿、人造块矿、炼铁、炼钢、钢加工、铁合金冶炼以及钢丝及其制

品、焦炭、耐火材料制品、碳素制品生产）生产过程所消耗的各种能源量（包括主要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

统以及直接为生产服务的附属生产系统所消耗的各种能源），扣除外供量。

工序净耗能量＝工序内各种能源消耗量之和－工序内能源外供量之和

钢铁生产的耗能工质

钢铁工业生产各有关工序单位能耗计算中，通常包含耗能工质的消耗。主要包括：水、氩气、氮气、氧

气、蒸汽、压缩空气。

有关产品、原材料、能源的折标准量系数

钢铁行业在计算工序单位能耗时，电力的折标系数按其热功当量折标系数０．１２２９千克标准煤／千瓦

时计算，蒸汽按其热功当量系数０．０３４１２千克标准煤／百万焦耳折算；氧气、氮气、氩气、水、压缩空气按其

等价热量折算（千克标准煤／千克或立方米）；其他耗能介质的折标系数，有实测值的按实测值计算，没有

实测值的按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折标准煤参考系数计算。

等价热量：指为得到一个单位的能量（或物质），在其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热量。如压缩空气的等价

热量：

压缩空气的等价热量（千克标准煤／立方米）＝生产压缩空气能源自耗量（吨标准煤）／压缩空气生产

量（立方米）×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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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金属（３１）

吨钢综合能耗

计算公式：吨钢综合能耗（千克标准煤／吨）＝１０００×企业净耗能源量（吨标准煤）／粗钢合格产出量

（吨）

分子项：企业净耗能源量。指报告期内钢铁工业生产直接消耗的各种能源及其辅助生产系统、直接

为钢铁工业生产服务的附属生产系统实际消耗的各种能源总量，不包括非钢铁工业生产消耗的能源量和

外销能源量。

企业净耗能源量＝企业购入能源量 ＋期初库存量 －期末库存量 －非钢铁工业生产消耗的能源量 －

外销能源量

钢铁工业生产，指铁、铬、锰等黑色金属矿物的采选、人造块矿、铁合金冶炼、炼铁、炼钢、钢加工、钢丝

及其制品、焦炭、耐火材料制品、碳素制品和为钢铁工业生产服务的运输、机修、动力等生产。在这些之外

的生产活动为非钢铁工业生产。

企业外销能源量，指企业向外销售的购入能源、企业生产的二次能源、下脚燃料及余热等。驻厂施工

单位、独立核算的非工业生产单位和厂区（车间）以外的生活耗能（如服务公司、医院、学校、职工食堂等），

凡有据可查的部分均可作为外销能源处理。

分母项：粗钢合格产出量。指报告期内，企业完成了粗钢生产过程，并符合产品质量要求的模铸钢

锭、连铸钢坯、铸造用液态钢（铸钢水）产出量之和，包括订货者来料加工生产的产品，不包括委外加工生

产的产品。

吨钢耗电

计算公式：吨钢耗电（千瓦时／吨）＝１００００×钢铁工业生产中净耗电总量（万千瓦时）／粗钢合格产出

量（吨）

分子项：钢铁工业生产中净耗电总量。包括报告期内生产直接消耗的各种电力及其辅助生产系统实

际消耗的各种电力，即企业净耗的全部电量。

分母项：粗钢合格产出量。说明同上。

吨钢耗新水

计算公式：吨钢耗新水（吨／吨）＝企业耗用新水量（吨）／粗钢合格产出量（吨）

分子项：企业耗用新水量。指企业报告期内用新鲜水量，即直接取自“自来水”、“地下水”、“地表水”

及其他外购水及水产品的数量。

钢铁联合企业的普通钢厂或特殊钢厂的新水取水量（新水量）供给范围，包括主要生产（含烧结、球

团、焦化、炼铁、炼钢、轧钢、金属制品等）、辅助生产（含鼓风机站、氧气站、石灰窑、空压站、锅炉房、机修、

电修、检化验、运输等）和附属生产（含厂部、科室、绿化、厂内食堂、厂区和车间浴室、保健站、厕所等）；不

包括企业电厂用于发电的取水量（含电厂自用的化学水）、矿山选矿用水和外供水量。

不产粗钢的企业可以选定自己的主产品，参照本指标计算“吨产品耗新水”。

分母项：粗钢合格产出量。说明同上。

铁矿烧结工序单位能耗

计算公式：铁矿烧结工序单位能耗（千克标准煤／吨）＝１０００×烧结矿工序净耗能量（吨标准煤）／烧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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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产出量（吨）

分子项：烧结矿工序净耗能量。包括配料中用的焦粉、煤粉，点火和焙烧中用的燃油、煤气（包括为保

持水分稳定所进行的烘干作业所耗的煤气）和生产中用的电力等，扣除外供量。

分母项：烧结矿产出量。

炼铁工序单位能耗

计算公式：炼铁工序单位能耗（千克标准煤／吨）＝１０００×炼铁工序净耗能量（吨标准煤）／生铁合格产

出量（吨）

分子项：炼铁工序净耗能量。

炼铁工序净耗能量＝炼铁工序内各种能源消耗量之和－炼铁工序能源外供量之和

分母项：生铁合格产出量。

转炉炼钢综合工序单位能耗

计算公式：转炉炼钢综合工序单位能耗（千克标准煤／吨）＝１０００×转炉炼钢综合工序净耗能量（吨标

准煤）／转炉钢合格产出量（吨）

分子项：转炉炼钢综合工序净耗能量。指从原料进厂到钢锭、连铸钢坯、铸造用液态钢（铸钢水）出厂

的整个炼钢工序过程，包括铁水预处理、转炉冶炼、二次冶金（精炼）、连铸和铸锭精整、产品出厂等全过程

的能源消耗量，扣除炼钢工序外供能源量。

分母项：转炉钢合格产出量。

电炉炼钢综合工序单位能耗

计算公式：电炉炼钢综合工序单位能耗（千克标准煤／吨）＝１０００×电炉炼钢综合工序净耗能量（吨标

准煤）／电炉钢合格产出量（吨）

分子项：电炉炼钢综合工序净耗能量。指从原料进厂到钢锭、连铸钢坯、铸造用液态钢（铸钢水）出厂

的整个炼钢工序过程，包括：废钢预热和处理、原材料的烘烤、干燥（包括石灰的二次烘烤、耐火材料及粉

状材料的干燥、铁合金的烘烤等），电炉冶炼（包括熔炼、洗炉、液渣保护等），二次冶金（炉外精炼、炉外处

理等），连铸和铸锭精整等的能源消耗量，不是仅指电炉冶炼。

分母项：电炉钢合格产出量。

电炉炼钢综合电力消耗

计算公式：电炉炼钢综合电力消耗（千瓦时／吨）＝１００００×电炉炼钢综合电力净消耗量（万千瓦时）／

电炉钢合格产出量（吨）

分子项：电炉炼钢综合电力净耗量。指从原料进厂到钢锭、连铸钢坯、铸造用液态钢（铸钢水）出厂的

整个炼钢工序过程，包括：废钢预热和处理、原材料的烘烤、干燥（包括石灰的二次烘烤、耐火材料及粉状

材料的干燥、铁合金的烘烤等），电炉冶炼（包括熔炼、洗炉、液渣保护等），二次冶金（炉外精炼、炉外处理

等），连铸和铸锭精整等的电力消耗量，不是仅指电弧炉冶炼耗电。

分母项：电炉钢合格产出量。

轧钢工序单位能耗

计算公式：轧钢工序单位能耗（千克标准煤／吨）＝１０００×轧钢工序净耗能量（吨标准煤）／企业最终钢

材产品合格产出量（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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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项：轧钢工序净耗能量。指包括热压延加工、冷压延加工、焊接加工、镀涂层加工等钢材生产的

各个环节所消耗的净能量。

分母项：企业最终钢材产品合格产出量。轧钢包括的种类主要有：线材（盘条）、特厚板、厚钢板、中

板、热轧薄板、冷轧薄板、中厚宽钢带、热轧薄宽钢带、冷轧薄宽钢带、热轧窄钢带、冷轧窄钢带等。

轧钢工序单位电力消耗

计算公式：轧钢工序单位电力消耗（千瓦时／吨）＝１００００×轧钢工序电力净消耗量（万千瓦时）／企业

最终钢材产品合格产出量（吨）

分子项：轧钢工序电力消耗量。指钢材生产过程的全部用电量，其中包括热处理、压缩空气、氮气、蒸

汽、氢气、冷却水等介质系统的用电，但不包括大修理及非生产用电。

分母项：企业最终钢材产品合格产出量。轧钢类型同上。

硅铁工序单位能耗

计算公式：硅铁工序单位能耗（千克标准煤／标准吨）＝１０００×硅铁工序净耗能量（吨标准煤）／硅铁合

格产品标准量（标准吨）

分子项：硅铁工序净耗能量。指硅铁工序中的能耗量。

分母项：硅铁合格产品标准量。指硅铁按含硅７５％的标准折算为标准吨。

硅铁单位电耗

计算公式：硅铁单位电耗（千瓦时／标准吨）＝１００００×硅铁冶炼总耗电量（万千瓦时）／硅铁合格产品

标准量（标准吨）

分子项：硅铁冶炼总耗电量。指硅铁工序中的电力消耗量，包括产品冶炼过程用电和生产时的烘炉

用电、洗炉用电、动力用电、照明用电等。

分母项：硅铁合格产品标准量。硅铁按含硅７５％的标准折算为标准吨。

锰硅合金工序单位能耗

计算公式：锰硅合金工序单位能耗（千克标准煤／标准吨）＝１０００×锰硅合金工序净耗能量（吨标准

煤）／锰硅合金合格产品标准量（标准吨）

分子项：锰硅合金工序净耗能量。指锰硅合金冶炼工序中的能耗量。

分母项：锰硅合金合格产品标准量。锰硅合金按硅＋锰＝８２％的标准折算。

锰硅合金单位电耗

计算公式：锰硅合金单位电耗（千瓦时／标准吨）＝１００００×锰硅合金冶炼总耗电量（万千瓦时）／锰硅

合金合格产品标准量（标准吨）

分子项：锰硅合金冶炼总耗电量。指锰硅合金冶炼工序中电力消耗量。电力消耗量包括产品冶炼过

程电和生产时的烘炉电、洗炉电、动力电、照明电等。

分母项：锰硅合金合格产品标准量。锰硅合金按硅＋锰＝８２％的标准折算。

铜（３２）

单位粗铜综合能耗

计算公式：单位粗铜综合能耗（千克标准煤／吨）＝１０００×矿产粗铜综合能源消费量（吨标准煤）／矿产

粗铜产量（吨）

—９８—能源、水统计报表制度



分子项：矿产粗铜综合能源消费量。指从处理铜精矿到产出粗铜所消耗的能源总量。

分母项：矿产粗铜产量。指合格入库产量。

铜精炼综合能耗

计算公式：铜精炼综合能耗（千克标准煤／吨）＝１０００×粗铜到精炼铜消耗的能源总量（吨标准煤）／精

炼铜（电解铜）产量（吨）

分子项：粗铜到精炼铜（电解铜）消耗的能源总量。指从投入粗铜开始到产出精炼铜（电解铜）的生产

过程中消耗的能源量。

分母项：精炼铜（电解铜）产量。指合格入库产量。包括以铜精矿作原料经电解生产的矿产阴极铜

（也叫矿产铜）、以铜废料作原料经电解生产的再生铜（杂产铜）、以购买的粗铜和阳极铜作原料经电解生

产的精炼铜和湿法冶炼生产的电极铜。

单位铜冶炼综合能耗

计算公式：单位铜冶炼综合能耗（千克标准煤／吨）＝１０００×铜冶炼各工序综合能源消费量（吨标准

煤）／精炼铜（电解铜）产量（吨）

分子项：铜冶炼各工序综合能源消费量。指从处理铜精矿等物料到产出精炼铜（电解铜）的过程中所

消耗的各类能源总量。

分母项：精炼铜（电解铜）产量。说明同上。

铜电解直流电单耗

计算公式：铜电解直流电单耗（千瓦时／吨）＝１００００×精炼铜（电解铜）消耗的直流电量（万千瓦时）／

精炼铜（电解铜）产量（吨）

分子项：精炼铜（电解铜）消耗的直流电量。包括线路损失量和始极片耗电量。

分母项：精炼铜（电解铜）产量。说明同上。

铝（３２）

单位氧化铝综合能耗

计算公式：单位氧化铝综合能耗（千克标准煤／吨）＝１０００×氧化铝生产综合能源消费量（吨标准煤）／

实产氧化铝产量（吨）

分子项：氧化铝生产综合能源消费量。包括氧化铝工艺用能和间接能源消耗。氧化铝工艺用能，指

生产氧化铝所直接消耗的各项能源，包括煤、油、焦、汽、电、煤气、汽油、柴油等消耗；间接能源消耗，指企

业辅助、附属部门能耗分摊量、能源转换损耗分摊量和企业内部能源正常损耗量。

分母项：实产氧化铝产量。包括冶金级氧化铝（指生产电解铝的原料）和化学品级氧化铝（折合量），

如氢氧化铝系列商品折合量（普通氢氧化铝、特种氢氧化铝、白色氢氧化铝填料氢氧化铝等）、氧化铝系列

折合量（煅烧氧化铝、助燃剂用低温氧化铝、电工填料氧化铝等）、拟薄水铝石系列折合量等。

单位电解铝综合能耗

计算公式：单位电解铝综合能耗（千克标准煤／吨）＝１０００×全厂综合能源消费量（吨标准煤）／合格交

库的电解铝产量（吨）

分子项：全厂综合能源消费量。包括电解铝工艺能耗总量（直接消耗），辅助和附属部门消耗的柴油、

汽油、蒸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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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母项：合格交库的电解铝产量。说明同上。

单位铝锭综合交流电耗

计算公式：单位铝锭综合交流电耗（千瓦时／吨）＝１００００×铝锭交流电消耗总量（万千瓦时）／合格交

库的铝锭产量（吨）

分子项：铝锭交流电消耗总量为铝锭生产全部用电量，含电解工序交流电用量；电解工序、铸造工序

的动力及照明用电；如电解的通风排烟和烟气净化设施，铸造的混合炉、熔炼炉、扒渣机、堆垛机、天车等

设备用电；分摊的辅助、附属部门用电。如为电解服务的供电车间、机修车间、电维车间、计算机室、化验

室等分摊的线路损失等。

分母项：合格交库的铝锭产量是指报告期内生产合格交库的铝锭产量，包括商品产量和自用量之和。

铅锌（３２）

单位粗铅综合能耗

计算公式：单位粗铅综合能耗（千克标准煤／吨）＝１０００×矿产粗铅综合能源消费量（吨标准煤）／合格

交库的矿产粗铅产出量（吨）

分子项：矿产粗铅综合能源消费量。包括粗铅工艺能耗（动力＋燃料）和辅助用能分摊量。

辅助用能分摊量＝辅助用能×分摊系数

分摊系数＝粗铅工艺总能耗／（全厂总能耗－辅助用能）

分母项：合格交库的矿产粗铅产出量。指合格交库的粗铅产量。矿产粗铅指用铅精矿作原料生产的

矿产粗铅，不含开炉用粗铅和用铅碎料作原料生产的再生粗铅。

单位铅冶炼综合能耗

计算公式：单位铅冶炼综合能耗（千克标准煤／吨）＝１０００×铅产品能源消耗总量（吨标准煤）／合格交

库的铅产量（吨）

分子项：铅产品能源消耗总量。包括电铅工艺用能量（动力＋燃料）和辅助用能分摊量。

辅助用能分摊量＝辅助用能×分摊系数

分摊系数＝电铅工艺总能耗／（全厂总能耗－辅助用能）

分母项：合格交库的铅产量。指从处理铅精矿到产出合格交库的电铅产出量。铅按原料来源分为以

铅精矿作原料生产的矿产铅（电铅或铅锭）、以再生铅（铅蓄电池）作原料生产的再生铅或再生铅合金锭

（杂产铅或杂产铅合金锭）、以购买的粗铅作原料生产的铅（电铅或铅锭）。按经济用途分为电铅（铅锭）、

商品精铅（经火法精炼铸型生产出的不需电解的铅锭）、铸造锡铅焊料折铅（铅≥９０％，不含用成品电铅或

精铅作原料生产的焊料）、铅基合金（不含用成品电铅或精铅作原料生产的铅基合金，包括电缆护套铅和

含铅大于９９．１３％的铅钙合金）。

析出铅直流电单耗

计算公式：析出铅直流电单耗（千瓦时／吨）＝１００００×直流电消耗总量（万千瓦时）／实际析出铅产量

（吨）

分子项：直流电消耗总量。包括线路损失电量和电解液净化槽耗电量。

分母项：实际析出铅产量。

蒸馏锌综合标准煤耗单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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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公式：蒸馏锌综合标准煤耗单耗（千克标准煤／吨）＝１０００×蒸馏锌综合标准煤消耗总量（吨标准

煤）／合格蒸馏锌产量（吨）

分子项：蒸馏锌综合标准煤消耗总量。包括煤炭、焦炭、重油、蒸汽等的消费（标准煤），蒸汽用煤（标

准煤）应减去沸腾炉回收余热蒸汽（标准煤）。

分母项：合格蒸馏锌产量。指交库的合格蒸馏锌产量。

单位精锌（电锌）综合能耗

计算公式：单位精锌（电锌）综合能耗（千克标准煤／吨）＝１０００×精锌（电锌）产品能源消耗总量（吨

标准煤）／合格交库的精锌（电锌）产量（吨）

分子项：精锌（电锌）产品能源消耗总量。指精锌（电锌）工艺能源消耗量（动力 ＋燃料）和辅助用能

分摊量。

辅助用能分摊量＝辅助用能×分摊系数

分摊系数＝精锌（电锌）工艺总能耗／（全厂总能耗－辅助用能）

分母项：合格交库的精锌（电锌）产量。指从处理锌精矿到产出合格交库的精锌（电锌）产出量。

火法和湿法炼锌均采用此办法。

析出锌（湿法）直流电单耗

计算公式：析出锌（湿法）直流电单耗（千瓦时／吨）＝１００００×直流电消耗总量（万千瓦时）／实际析出

锌产量（吨）

分子项：直流电消耗总量包括线路损失电量和电解液净化槽耗电量。

分母项：实际析出锌产量。

有色金属材（３２）

吨铜加工材消耗电量

计算公式：吨铜加工材消耗电量（千瓦时／吨）＝１００００×铜加工材用电消耗总量（万千瓦时）／合格交

库的铜材产量（吨）

分子项：铜加工材用电消耗总量。包括铜加工生产分厂（车间）、辅助分厂（车间）和附属单位所消耗

的电量，以及按比例分摊的线路损失电量；不包括铜深加工产品消耗的电量、基建及专供其他单位的

用电。

分母项：合格交库铜材产量。包括自用量，不包括深加工产品产量。

吨铜加工材消耗能源量

计算公式：吨铜加工材消耗能源量（千克标准煤／吨）＝１０００×铜加工材能源消耗总量（吨标准煤）／合

格交库的铜材产量（吨）

分子项：铜加工材能源消耗总量。包括铜加工生产分厂（车间）、辅助分厂（车间）和附属单位所消耗

的能源，能源亏损量应计入能耗。不包括深加工产品耗能、基建、改造用能和专供其他单位的用能。计量

单位为吨标准煤。

分母项：合格交库铜材产量。说明同上。

铜材指用精炼铜和直接利用再生铜作原料，经挤压、锻造、轧制、或拉伸生产的铜加工产品。铜加工

产品按形状、尺寸不同可分为：板材、带材、管材、棒材、线材、型材、箔材、锻件等加工材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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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铝加工材消耗电量

计算公式：吨铝加工材消耗电量（千瓦时／吨）＝１００００×铝加工材用电消耗总量（万千瓦时）／合格交

库的铝材产量（吨）

分子项：铝加工材用电消耗总量。包括铝加工生产分厂（车间），辅助分厂（车间）和附属单位所消耗

的电量，以及按比例分摊的线路损失电量。不包括铝深加工产品所消耗的电量、基建及专供其他单位

用电。

分母项：合格交库的铝材产量。包括自用量，不包括深加工产品产量。

铝材指用铝液、电解铝锭、铝合金锭及直接利用的再生铝作原料，经挤压、锻造、轧制、或拉伸生产的

铝加工产品。铝加工产品按形状、尺寸不同可分为：板材、带材、管材、棒材、线材、型材、箔材、排材、锻件

等铝加工材产品。

吨铝加工材消耗能源量

计算公式：吨铝加工材消耗能源量（千克标准煤／吨）＝１０００×铝加工材能源消耗总量（吨标准）／合格

交库的铝材产量（吨）

分子项：铝加工材能源消耗总量。包括铝加工生产、辅助单位和附属单位能源消耗的总和，能源亏损

量要计入消耗量内。不包括深加工产品耗能以及基建、改造用能和专供其他单位的用能。计量单位为吨

标准煤。

分母项：合格交库的铝材产量。说明同上。

火力发电（４４）

电厂火力发电标准煤耗

计算公式：电厂火力发电标准煤耗（克标准煤／千瓦时）＝１００×发电耗用标准煤量（吨标准煤）／火力

发电量（万千瓦时）

分子项：发电耗用标准煤量。指发电生产耗用的原煤、燃料油和燃气等（标准煤）。不包括如下用项：

（１）新设备或大修后设备的烘炉、煮炉、暖风机、空载运行的用能；

（２）新设备在未移交生产前的带负荷试运行期间的用能；

（３）计划大修以及基建、更改工程施工的用能；

（４）发电机作调相运行时耗用的用能；

（５）自备机车、船舶等耗用的用能；

（６）升、降压变压器（不包括厂用电变压器）、变波机、调相机等消耗的用能；

（７）修配车间、车库、副业、综合利用、集体企业、外供及非生产用（食堂、宿舍、幼儿园、学校、医院、服

务公司和办公室等）的燃料。

发电企业对外供热，其“发电耗用标准煤量”计算方法如下：

发电耗用标准煤量＝发电、供热耗用标准煤量－供热耗用标准煤量

式中“供热耗用标准煤量”的计算，根据不同的供热方式，分别采用如下计算方法：

（１）由供热式汽轮机组供热：

供热耗用标准煤量（吨）＝发电、供热耗用标准煤量 ×［供热量（百万千焦）／发电、供热总耗热量（百

万千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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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由锅炉直接供热：

供热耗用标准煤量（吨）＝锅炉供热量折标准煤量（吨）／锅炉热效率

分母项：火力发电量。指报告期内火力发电厂生产的电量，扣除试运行期间的电量。

电厂火力供电标准煤耗

计算公式：电厂火力供电标准煤耗（克标准煤／千瓦时）＝１００×发电耗用标准煤量（吨标准煤）／电厂

供电量（万千瓦时）

分子项：发电耗用标准煤量。说明同上。

分母项：电厂供电量。即电厂火力发电量减去厂用电量。厂用电量包括电厂动力、照明、通风、取暖

及经常维修等用电量，以及其他励磁用电量、设备属于电厂资产并由电厂负责其运行和检修的厂外输油

管道系统、循环管道系统和除灰管道系统等用电量。厂用电量既包括本厂生产的电力供本厂生产耗用的

电量，也包括购电量中供本厂使用的电量。

厂用电量不包括：

（１）新设备或大修后设备的烘炉、煮炉、暖风机、空载运行的用电；

（２）新设备在未移交生产前的带负荷试运行期间的用电；

（３）计划大修以及基建、更改工程施工用电；

（４）发电机作调相运行时的用电；

（５）自备机车、船舶等的用电；

（６）升、降压变压器（不包括厂用电变压器）、变波机、调相机等的用电；

（７）修配车间、车库、副业、综合利用、集体企业、外供及非生产（食堂、宿舍、幼儿园、学校、医院、服务

公司和办公室等）的用电。

发电厂用电率

计算公式：发电厂用电率（％）＝发电厂用电量（万千瓦时）／发电量（万千瓦时）×１００％

发电量、发电厂用电量说明同上。

乳制品（１４）

单位液体乳生产综合能耗

计算公式：单位液体乳生产综合能耗（千克标准煤／吨）＝１０００×液体乳生产综合能源消费量（吨标准

煤）／液体乳产量（吨）

分子项：液体乳生产综合能源消费量，包括原料乳预热、闪蒸、杀菌、分离、冷却、贮存、罐装、直至入库

冷藏等多道生产工序所直接消耗的各种能源以及分摊的辅助生产系统、附属生产系统消耗的各种能源。

不包括运送到乳品加工基地和分送各销售单位的能源消耗量。

分母项：液体乳产量

单位乳粉生产综合能耗

计算公式：单位乳粉生产综合能耗（千克标准煤／吨）＝１０００×乳粉生产综合能源消费量（吨标准煤）／

乳粉产量（吨）

分子项：乳粉生产综合能源消费量，包括乳粉生产过程直接消耗的各种能源以及分摊的辅助生产系

统、附属生产系统消耗的各种能源。不包括运送到乳品加工基地和分送各销售单位的能源消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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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母项：乳粉产量

饮料（１５）

单位白酒（原酒）生产综合能耗

计算公式：白酒（原酒）综合能耗（千克标准煤／吨）＝１０００×白酒（原酒）生产综合能源消费量（吨标

准煤）／白酒（原酒）合格品产量（折合成标准酒精度６５°）（吨）。

分子项：白酒（原酒）生产综合能耗。包括：

１．原料制备工序综合能耗，包括原料处理、配料、蒸煮等生产过程的综合能耗。

２．酿酒工序综合能耗，包括糖化发酵，蒸馏等生产过程的综合能耗。

３．应分摊的间接能耗量，包括辅助生产系统中的动力、供电、机修、供水及仓库等，附属生产系统如生

产指挥系统（厂部）和厂区内为生产服务的部门和单位，如浴室、开水站。

分母项：白酒（原酒）产量。以本企业检验合格品折成标准酒精度（６５度）酒的产量计算。

单位白酒勾兑、灌装耗电

计算公式：单位白酒勾兑、灌装耗电（千瓦时／千升）＝１００００×勾兑灌装生产用电量（万千瓦时）／白酒

产量（千升）。

分子项：灌装生产用电量。指将原酒配制勾兑、罐装至入库等生产过程消耗电量

分母项：白酒产量。

单位啤酒生产综合能耗

计算公式：单位啤酒生产综合能耗（千克标准煤／千升）＝１０００×啤酒生产综合能源消费量（吨标准

煤）／啤酒产量（千升）。

分子项：啤酒生产综合能源消费量。指在报告期内从原料进厂开始至成品入库的生产全过程中所消

耗的各种能源，其中应扣除系统向外输出的能源。主要包括：

１．糖化工序综合能耗，包括原料的粉碎、糊化、糖化生产过程的综合能耗。

２．发酵工序综合能耗，包括合醪、煮沸、过滤生产过程的综合能耗。

３．包装工序综合能耗，包括杀菌、罐装等生产过程的综合能耗。

４．分摊的辅助生产系统和附属生产系统消耗的综合能源，包括动力、供电、供水、机修、仓库等以及生

产指挥系统和为生产服务的浴室、开水站、食堂、保健站等。

分母项：啤酒产量。

注：若企业内有纸箱、瓶盖等生产活动，这部分用能不能计入单位啤酒生产综合能耗。

单位软饮料生产综合能耗

计算公式：单位软饮料生产综合能耗（千克标准煤／吨）＝１０００×软饮料生产综合能源消费量（吨标准

煤）／软饮料产量（吨）。

分子项：软饮料生产综合能源消费量。包括原料进厂到产品包装入库的整个生产过程中消耗的各种

能源、以及分摊的辅助生产系统、附属生产系统消耗的能源。

分母项：软饮料产品产量。

化学药品（２７）

单位化学药品原药生产综合能耗

—５９—能源、水统计报表制度



计算公式：单位化学药品原药生产综合能耗（千克标准煤／吨）＝１０００×原药生产综合能源消费量（吨

标准煤）／化学药品原药产量（吨）。

分子项：原药生产综合能源消费量。包括原药生产过程中消耗的各种能源以及分摊的辅助生产系

统、附属生产系统消耗的能源。

分母项：化学药品原药产量。

单位中成药生产综合能耗

计算公式：单位中成药生产综合能耗（千克标准煤／吨）＝１０００×中成药生产综合能源消费量（吨标准

煤）／中成药产量（吨）。

分子项：中成药生产综合能源消费量。包括原药直接生产消耗以及分摊的辅助生产系统、附属生产

系统消耗的能源。

分母项：中成药产量。

橡胶轮胎（２９）

单位橡胶轮胎外胎生产综合能耗

计算公式：单位橡胶轮胎外胎生产综合能耗（千克标准煤／条）＝１０００×橡胶轮胎外胎生产综合能源

消费量（吨标准煤）／橡胶轮胎外胎产量（条）。

分子项：橡胶轮胎外胎生产综合能源消费量。指报告期内用橡胶加工轮胎产品生产过程中能源消耗

总量。包括生产系统（如炼胶、成型、硫化等工艺车间），辅助生产系统（如机修、锅炉房、运输、变配电站、

抽水站、变压站、仓库等）和附属生产系统（厂部办公室、厂内职工食堂、浴池等）消耗的能源。不包括基

建、技改等项目建设消耗的、生产界区内回收利用的余热、余气和向外输出的能源量。

分母项：橡胶轮胎外胎产量。

混凝土（３０）

单位商品混凝土综合能耗

计算公式：单位商品混凝土综合能耗（千克标准煤／立方米）＝１０００×商品混凝土能源消耗总量（吨标

准煤）／混凝土产量（立方米）。

分子项：商品混凝土生产综合能源消费量。包括从原材料进场，在混合搅拌、运输过程中消耗的各种

能源，以及分摊的辅助生产系统、附属系统消耗的各种能源。

单位水泥混凝土压力管（排水管）综合能耗

计算公式：水泥混凝土压力管（排水管）综合能耗（千克标准煤／立方米）＝１０００×水泥混凝土压力管

（排水管）生产综合能源消费量（吨标准煤）／产品产量（立方米）。

分子项：水泥混凝土压力管、排水管生产综合能耗。指报告期内企业生产水泥混凝土压力管和排水

管的过程中，生产系统、分摊的辅助生产系统和附属生产系统消耗的能源量。

分母项：水泥混凝土压力管、排水管产品产量。折成立方米填报。

单位沥青混凝土综合能耗

计算公式：单位沥青混凝土综合能耗（千克标准煤／吨）＝１０００×沥青混凝土生产综合能源消费量（吨

标准煤）／沥青混凝土产量（吨）。

分子项：沥青混凝土生产综合能源消费量。指报告期内，企业从原材料进厂，经粗配、烘干、搅拌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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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对混合物进行拌和匀化直至送入成品储料仓传运的全过程作为燃料、动力消耗的各种能源以及辅助生

产系统、附属生产系统消耗的能源。不包括作为原料的其它石油制品（即原料油）。

分母项：沥青混凝土产量。

防水卷材（３０）

单位沥青和改性沥青防水卷材生产综合能耗

计算公式：单位沥青和改性沥青防水卷材生产综合能耗（千克标准煤／平方米）＝１０００×沥青和改性

沥青防水卷材生产综合能源消费量（吨标准煤）／防水卷材产品产量（平方米）。

分子项：沥青或改性沥青防水卷材生产综合能源消费量。指报告期内，企业从原材料进厂→胎基烘

干→涂覆→冷却→成品包装入库整个生产过程所消耗的燃料、动力能源量以及应分摊在该产品的辅助生

产系统、附属生产系统实际消耗的各种能源的总和。

分母项：沥青或改性沥青产量。

注：在计算产品综合能耗时只计算生产过程中消耗的燃料、动力能耗以及应分摊的辅助生产系统和

附属生产系统能耗。但不包括：

①作为原料用的石油制品；

②非生产用能源，如基建、技改项目的用能量；

③各种余热、余气的回收利用及工业废渣的利用。

汽车（３６）

单位乘用车生产综合能耗

乘用车是指在其设计和技术特性上主要用于载运乘客及其随身行李或临时物品的汽车，包括驾驶员

座位在内最多不超过９个座位。乘用车包括基本型乘用车（轿车）、多功能乘用车（ＭＰＶ）和运动型多用途

乘用车（ＳＵＶ）。

计算公式：单位乘用车生产综合能耗（千克标准煤／辆）＝１０００×乘用车生产综合能源消费量（吨标准

煤）／乘用车总产量（辆）。

分子项：乘用车生产综合能源消费量。指企业报告期内从原材料进厂、经冲压、焊接、涂装、总装等工

序到整车检测的全过程消耗的能源以及辅助生产系统、附属生产系统消耗的能源

分母项：乘用车总产量。包括基本型乘用车（轿车）、多功能乘用车（ＭＰＶ）和运动型多用途乘用车

（ＳＵＶ）产量。

注：１．乘用车整车制造企业能源统计范围不包括锻造、铸造、热处理类的能耗。

２．由于产品型号、产量不同等因素，单位产品的能耗也不会相同。为了客观的反映整车生产的能

耗量，可选择某一种车型作为定额能耗车型计算单位工时能耗，按照不同车型的工时定额乘以

单位工时能耗，最终计算出乘用车单位产品能耗。

３．间接能耗的分摊，既可以按单位工时能耗分摊，也可以按产品产量分摊。

单位载货汽车生产综合能耗

计算公式：单位载货汽车生产综合能耗（千克标准煤／辆）＝１０００×载货汽车生产综合能源消费量（吨

标准煤）／载货汽车产量（辆）。

分子项：载货汽车生产综合能源消费量。指企业在报告期内从原材料进厂经冲压、焊接、涂装、总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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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整车检测的全部过程所消耗的能源以及辅助生产系统、附属生产系统消耗的能源。

分母项：载货汽车产量。

注：１．整车制造企业能源统计范围不包括锻造、铸造、热处理类的能耗。

２．由于产品型号、产量不同等因素，单位产品的能耗也不会相同。为了客观的反映整车生产的能

耗量，可选择某一种车型作为定额能耗车型计算单位工时能耗，按照不同车型的工时定额乘以

单位工时能耗，最终计算出乘用车单位产品能耗。

３．间接能耗的分摊，既可以按单位工时能耗分摊，也可以按产品产量分摊。

光电子器件（３９）　

单位液晶显示器件生产综合能耗

计算公式：单位液晶显示器件生产综合能耗（千克标准煤／万片）＝１０００×液晶显示器件生产综合能

源消费量（吨标准煤）／产品产量（万标片）。

分子项：液晶显示器件生产综合能源消费量。指报告期内，企业从原材料进厂经过清洗、镀膜、刻蚀

等多道生产工序直至产品包装入库的整个过程中所消耗的各种能源，以及分摊的辅助生产系统、附属生

产系统消耗的能源。

分母项：产品产量。

注：该项由有液晶显示屏生产的企业填报。由于产品的规格、型号不同，在计算单位产品能耗时，企

业可按自行制定的标准芯片的能耗进行折算。

单位集成电路生产综合能耗

计算公式：单位集成电路生产综合能耗（千克标准煤／万块）＝１０００×集成电路生产综合能源消费量

（吨标准煤）／集成电路产量（万块）。

分子项：集成电路生产综合能源消费量。指报告期内企业从原材料进厂经过前工序、后工序等制造

工艺，加工生产集成电路扩散品和组装品的整个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各种能源，以及辅助生产系统、附属

生产系统消耗的能源。

分母项：集成电路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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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区县能源消费量季度核算方案

一、核算原则

１．季度核算基础是上年以及往年的能源平衡表、本期二、三产业季度能源消费调查数据、社会用电

量、居民生活调查和其他相关专业的数据。

２．季度能源消费总量的核算概念、口径范围要与年度保持一致。本期与同期的核算口径要保持

一致。

３．标准量折算系数采用等价系数。工业采用本期等价系数，非工业和居民生活采用上年度系数。

４．区县能源消费总量的增长速度是核算的重点。

二、核算方法

（一）第一产业能源消费量的核算

按照上年电力消费（标准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进行推算。具体推算方法参见第三产业（不含交

通运输仓储邮政业）能源消费量核算的方法一，计算表式见表１。

（二）建筑业、第三产业能源消费量的核算

１．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

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只采用一种方法进行核算，按本期能源消费量调查数据以及上年该行

业同口径调查数据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推算。具体方法见第三产业（不含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方法

二，计算表式见表２。

２．第三产业（不含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

方法一：按照上年电力消费（标准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进行推算，计算表式见表１。

核算基础资料：电力部门统计的分区县用电量（市局反馈）。

方法二：利用非工业能源消费量季度调查数据测算第三产业（不含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计算表式

见表２。

核算基础资料：非工业主要能源消费（２０５表、２０５－２表）、非工业重点耗能单位主要能源和水消费

（２０５－１表）

需要将按当量值计算的能源合计调整为按等价热值计算，计算公式：

能源消费合计（等价值）＝能源消费合计（当量值）－电力消费量×１．２２９＋电力消费量×电力等价折

标系数（上年度电力等价折标系数由市局反馈）

表１

行　　业 用电量
折标准量

系数

用电量

折标准量

上年电力消费

占能源消费量

比重

能源消费量

甲 （１） （２） （３）＝（１）×（２） （４） （５）＝（３）÷（４）

第一产业

第三产业（不包括交通运输业）

注：折标准量系数采用市局反馈的上年度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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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２

行　　业
本期能源消费量

调查数据

占全部

能耗比重
本期能源消费量

甲 （１） （２） （３）＝（１）÷（２）

建筑业

第三产业

　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

　　（三）工业能源消费量的核算
核算基础资料：

工业企业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Ｂ２０５－３表）、加工转换企业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附表（Ｂ２０５－１

表）

１．将按当量值计算的能源合计调整为按等价热值计算。
能源消费合计（当量值）＝综合能源消费量＋非工业生产消费能源合计
能源消费合计（等价值）＝能源消费合计（当量值）－电力消费合计×１．２２９＋电力消费合计×电力等

价折标系数＋电力产出量×１．２２９－电力产出量×电力等价折标系数
（１）没有电力生产活动的企业，电力等价折标系数按全市平均等价系数进行计算（市局能源处按季度

反馈数据）。

（２）火力发电企业，和有自备电厂且发电量大于本企业用电量的企业，采用本企业等价折标准量系数

（发电煤耗）。

电力等价系数（发电煤耗）＝火力发电投入的能源合计（Ｂ２０５－１表第４０行第７列）／电力产出量
（Ｂ２０５－１表第３３行第１８列）

（３）有自备电厂（或发电机组）且本企业用电量大于发电量的企业，购入的电量（企业电力消费合计

－电力产出）采用全市平均等价系数（市返数据），本企业生产的电量采用本企业等价折标准量系数（发电
煤耗）。

电力等价折标系数由市局按季度反馈。

２．工业能源消费量的核算：

表３

行　　业
本期规模以上

工业能源消费量

规模以上工业占

全部工业能耗比重

本期工业

能源消费量

甲 （１） （２） （３）＝（１）÷（２）

合　　计

　　（四）居民生活用能的核算
按照上年城镇居民（农村居民）电力消费（标准量）占城镇居民生活（农村居民生活）能源消费量的比

重进行推算，不考虑季节因素，保持两年可比。

核算基础资料：电力部门统计的居民生活用电量

城镇居民生活（农村居民生活）用能＝城镇居民（农村居民）用电量 ×电力等价折标系数 ÷上年电力
消费占城镇居民生活（农村居民生活）能源消费量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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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行　　业 用电量 折标准量系数
用电量

折标准量

上年电力消费占

能源消费量比重
能源消费量

甲 （１） （２） （３）＝（１）×（２） （４） （５）＝（３）÷（４）

城镇居民生活

农村居民生活

　　注：折标准量系数采用市局反馈的上年度系数。
方法二：

利用各区县居民、农民住户能源消费抽样调查资料推算。

分品种能源消费量＝分品种能源品种人均消费量×常住人口数量
能源消费合计＝∑（分品种能源消费量×终端系数）
终端系数采用上年度数据，由市局反馈。

表５

能源品种

煤炭 汽油 柴油
液化

石油气
天然气 热力 电力

能源合计

人均消费量单位 （千克／人） （升／人） （升／人） （千克／人）（立方米／人） — — —

实物量单位 吨 吨 吨 吨 万立方米 百万千焦 万千瓦时 吨标煤

人均消费量

常住人口（万人）

推算量

折标系数

标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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