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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节能项目评价在节能工作中应用广泛，但各单位大多根据各自理解对节能项目进

行评价，评价的指标和方法不统一、不全面、不规范，影响了节能工作的发展。本文分析了

我国节能项目技术经济评价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根据节能项目特点，提出了新的评价指标

体系和应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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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在当前政府采取行政、法律、经济等一系列措施推动节能工作的同时，更需要企业自觉

参与，积极实施节能项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上不亏损是企业实施节能项目的重要前

提。因此，在新形势下，研究节能项目技术经济评价指标和方法十分必要：一方面，分析备

选的节能项目对于国民经济的贡献，从而判断政府是否应该鼓励此类项目的发展；另一方面，

分析备选项目对于投资者的吸引力，从而寻找政府鼓励此类项目发展的途径。同时，从国家

选择推广优秀节能项目的角度考虑，对已有节能项目进行评价审核，分析其经济、节能、环

境等方面效益，也需要开展技术经济评价分析。由于现有评价方法和指标不统一、不全面，

缺乏系统性和规范性，本研究通过综合考虑节能和环境效益，探讨全面、规范的节能项目技

术经济评价方法和指标体系，对推动我国节能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2 节能项目特点与技术经济评价的方法学 

 

2.1节能项目特点 

节能即节约能源，采取技术上可行、经济上合理、有利于环境、社会可接受的措施，提

高能源效率和能源利用的经济效果，以最少的能源消耗和最低的支出成本，生产出更多适应

社会需要的产品和提供更好的服务。节能要兼顾效率和效益。对企业而言，节能以效益为主，

包括效率和替代问题；对宏观全局，更主要的是节约能源资源问题，同时减少温室气体和污

染气体排放。节能分直接节能和间接节能。直接节能是指采用科学的管理方法和先进的技术

手段，通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能源消耗的一种节能活动；间接节能是依靠改善经济管理

水平，采用调整和控制手段减少能源消耗。 

节能项目主要指节能技术改造项目，且项目收益 50%以上来自于节约能源产生的收益。

节能项目按投资主体可分为国家投资、企业或个人投资项目；按建设特点分为 4种类型，即

增添型、更新型、替代型和综合型。我国建设项目中的改建、扩建、技术改造、迁建、停产

复建等项目都可归入改扩建项目范畴，节能项目不全是建设项目，部分大项目属于改扩建项

目。 

 

2.2节能项目技术经济评价的方法学 

节能项目技术经济评价采用费用效益法，即通过费用和效益的比较来评价项目，通过节

能项目改造前后或者“有”、“无”项目的费用效益来比较。评价目的主要为前期预测及项目

完成后的评估审核服务。与一般投资项目评价相比，其难点是项目节能量的核准不一致；此

外，一般投资项目在评价上大多根据项目收益的大小来评价，而有些节能项目的短期效益并

不明显，但长期效益显著，需要在项目寿命期内全面考虑。因此，节能项目经济评价是项目



经济评价的原则方法在节能项目评价中的具体应用，同时体现节能减排的特点。项目经济评

价方法一般分为财务评价和国民经济评价。 

 

3 节能项目经济评价的指标和方法 

节能项目的经济评价指标是对节能项目进行经济评价的依据。由于项目的复杂性，任何

一种具体的评价指标都只能反映项目的某一侧面或某些侧面，而忽略其他方面，所以仅凭单

一经济指标很难达到全面评价项目的目的。因此，为了系统而全面地评价一个项目，往往需

要采用多个评价指标，从多个方面对项目的经济性进行分析考察。这些既互相联系又相对独

立的评价指标，就构成了项目经济评价的指标体系。 

3.1节能项目财务评价静态指标 

一般项目经济评价静态评价指标主要包括：投资回收期、投资利润率、借债偿还期等。

本研究认为，针对节能项目，应考察节能减排效果对投资的价值和意义，故除了对传统指标

在节能领域的应用外，还提出了万元投资节能效益、万元投资节能能力、万元投资减排能力

等指标。各指标含义如下： 

（1）投资回收期：以项目的净收益回收项目投资所需要的时间，一般以年为单位，从

项目建设开始年算起，在计算收益时，应包括项目带来的节能和减排收入，以及可能的出售

余能、管理增效、产品增产等收益，减去投产后年运行维护费用。 

（2）万元投资节能效益：年节能净效益与投资额的比值。 

（3）万元投资节能能力（投资节能率）：年节能量与投资额的比值，表示单位投资可形

成多少节能量，与单位节能能力的投资成倒数关系。 

（4）节能投资率：投资额与年节能量的比值，表示单位节能能力的投资数，若低于国

家规定的年节约单位能源的投资值，项目方案可取。 

（5）万元投资 CO2（SO2）减排能力：年 CO2（SO2）减排量与投资额比值，表示单位

投资可形成多少 CO2（SO2）减排量。这是表明单位投资节能项目减排效果的指标。 

（6）年折算费用 B：B=C+α *P，其中：C 为年运行费用，α 为行业标准的投资效果系

数，P为投资额。在进行多方案比较时，年折算费用最小方案为最经济的方案。 

3.2节能项目财务评价动态指标 

（1）财务净现值(FNPV)和净现值率（FNPVR）  

财务净现值是指按设定的折现率计算项目计算期内净现金流量的现值之和。其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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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CI为现金流入量；CO为现金流出量; n为计算期；ic为设定折现率（一般采用基

准收益率）。针对节能项目特点，本研究对传统 FNPV原则方法进行具体化应用的改进，在现

金流入量中，考虑由项目带来的节能和减排收入，以及出售余能、管理增效、产品增产等因

为节能改造产生的收益。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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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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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为节能项目各能源品种（如：电力、煤炭、油、天然气等）在第 i年的

节约能源收入之和，Pj、Qj分别为该年第 j种能源的实际价格和节约能源的实物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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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项目各减排气体第 i 年的减排收入之和，Pg、Qg 分别为该年第 g 种气体的财务评价下

价格和减排数量；本研究考虑的减排气体主要包括 CO2、SO2、NOx和烟尘。ISE：第 i 年，

出售由节能项目带来的余能收入；IM：第 i年，由节能项目带来的企业管理费用的减少；IP：



第 i年，由节能项目带来的企业产能增加的收入。 

在现金流出中，主要是考虑节能项目的投入及运行费用，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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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CI：第 i年的节能项目投资额；CM：第 i年的节能项目运行维护费;CR：第 i年的

节能项目残值。 

净现值率是项目净现值与全部投资的现值之比，亦即单位投资现值的净现值。利用财务

净现值也可换算出项目年度净收益。 

（2）财务内部收益率（FIRR） 

财务内部收益率是指项目计算期内净现金流量现值累计等于 0时的折现率。 

0 FIRR)  (1  CO) - (CI
n

1i

-i

i 
  
其中，CI和 CO含义及计算同前述。 

注意：计算收益、支出用项目当地、当前的实际价格。 

其中，财务内部收益率、财务净现值是主要的动态指标，其它动态评价指标还有总投资

收益率、项目资本金净利润率、利息备付率、偿债备付率、资产负债率等，可根据项目的具

体需要选用。 

3.3节能项目国民经济评价指标 

（1）经济净现值（ENPV）和 经济净现值率（ENPVR） 

经济净现值是反映项目对国民经济所作贡献的绝对指标，即用社会折现率将项目计算期

各年的净效益折算到建设期初的现值之和，是经济费用效益分析的主要评价指标。考虑节能

减排因素，其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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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R 为社会折现率；CI
*
为节能项目的总收益；CO

*
为节能项目的总支出。针对节能

项目特点，本研究对传统经济净现值进行改进，在现金流入量中，考虑由项目带来的节能和

减排收入，以及出售余能、管理增效、产品增产等收入，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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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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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项目各能源品种（如：电力、煤炭、油、天然气等）在第 i年的

节约能源收入之和，Pj
*
、Qj分别为该年第 j种能源的国民经济评价下单位价值和节约能源的

实物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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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项目在第 i年各减排气体减排收入之和，Pdg
*
、Qdg分别为该年第 dg

种气体的国民经济评价下单位价值和减排数量。ISE
*
：第 i 年，出售由节能项目带来的余能

收入。IM：第 i年，由节能项目带来的企业管理费用的减少。IP：第 i年，由节能项目带来

的企业产能增加的收入。 

在现金流出中，主要是考虑节能项目的投资、运行费用以及由项目本身带来的污染物排

放的损失，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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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CI：第 i 年的节能项目投资额，CM：第 i 年的节能项目运行维护费，CR：第 i 年

的节能项目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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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年，因节能项目建设增加的各排放污染物对环境损失价值之



和，Pig
*
、Qig分别为该年第 ig种气体的国民经济评价下单位价值和增排数量，主要污染气体

一般不超过 3种；在多数情况该数值不是很大问题，但对重大项目，必须计算节能项目本身

带来的环境污染排放损失。 

经济净现值率是反映项目单位投资为国民经济所作净贡献的相对指标，即经济净现值与

投资的现值之比。当各方案投资额不同时，需用经济净现值率来比较。 

一般情况下，经济净现值大于或等于 0的项目，表示项目从经济资源配置的角度可以被

接受，经济净现值大的方案为较优方案。 

（2）经济内部收益率（EIRR） 

EIRR 是反映国民经济贡献的相对指标，它是使项目计算期内的经济净现值累计等于 0

时的折现率。其表达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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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CI
*
和 CO

*
含义及计算同前述。一般情况下，经济内部收益率大于或等于社会折现

率的项目，表明项目资源配置的经济效率达到可以被接受的水平。 

3.4评价方法 

（1）投资回收期法   

该法常用于资金有限并重资金返还速度的情况，其优点是简单、直观，有利于减低风险；

其缺点是：只注意项目回收投资的年限，没有直接说明项目的获利能力，没有考虑项目整个

寿命周期的赢利水平，不利于长寿命项目。投资回收期有静态和动态两种计算方法，从项目

建设开始年算起。投资回收期比基准投资回收期短，就可考虑接受项目。多方案比较时，投

资回收期小的方案为较优方案。基准投资回收期是评价建设项目投资回收期所规定的标准期

限，一般应是同行业平均先进定额。在回收期比较短时，静态和动态的计算结果比较接近，

在回收期较长或贷款利率高时，结果相差较大。 

（2）投资效果法   

该法在项目方案初选阶段可作为筛选依据。财务评价中，将投资效果指标与行业标准投

资效果参数对比，可判别项目单位投资赢利能力是否达到本行业平均水平。对具体节能项目，

可计算万元投资节能能力、万元投资 CO2（SO2）年减排能力，并根据节能量和减排量价值，

计算万元投资节能效益。据对项目的经济性、节能效果、减排效果的不同关注点，选择其中

一个或多个指标描述投资效果。每年节约单位能源所需的投资额，如低于国家规定标准时，

方案可行。  

（3）净现值收益法  

净现值（FNPV）或净收益是通过计算一个项目的总收益与总支出之间的净值差异，来衡

量其经济效果。一般情况下，财务盈利能力分析只计算项目投资财务净现值，可根据需要选

择计算所得税前净现值或所得税后净现值。当 FNPV 大于 0，节能项目增益，经济上可行；

FNPV 等于 0，节能方案收支相抵，在经济上无收益，但若有环境效益，可考虑实施；FNPV

小于 0，节能项目将亏损，在经济上不可行。这种方法局限于衡量节能项目的净效益现值，

没有考虑不同节能项目方案在投资方面的不同。净效益现值的绝对值大，并不能说明项目的

经济效率高。净现值率是项目净现值与全部投资的现值之比。当各方案投资额不同时，用净

现值率评价。对于比较不同寿命周期的项目，可用年度净收益法，其判断方法同净现值收益

法。一般情况下，该法所需要资料要求较全面，适用于从整体和全局考虑的评价项目。 

（4）内部收益率法  

在财务评价中，财务内部收益率等于或大于部门、行业的基准收益率时，项目在财务上

是有预期效益的。不同方案比较时, 内部收益率大的方案为最优。内部收益率是项目动态经

济评价的主要指标，其优点：考虑了项目整个寿命期情况；能直观反映方案投资的最大可能



赢利能力；与净现值、净现值率等指标不同，不需事先设定基准折现率，而由项目的现金流

量特征决定。其缺点：内部收益率不能直接反映资金价值的大小；若只根据内部收益率指标

大小进行优选，则可能使那些投资大、内部收益率低，但收益额很大，对国民经济有重大影

响的项目落选。因此，内部收益率指标往往与净现值指标结合起来使用。 

以上的项目评价方法是基于财务评价指标的方法，在进行项目国民经济评价时，需要采

用经济净现值或经济内部收益率等指标。 

 

4 节能项目评价指标和方法的选择 

（1）节能项目评价应考虑经济性及节能减排特点，关键评价指标有：万元投资的节能

量、万元投资的减排量、万元投资的节能效益、投资回收期、财务内部收益率、经济净现值

等，其他指标可根据需要选用。 

（2）在投资数额较小，一般由企业自筹资金或向银行贷款的，尤其对不改变主要设备、

主要工艺的简单节能技术改造项目，可只进行财务评价；在投资数额较大，对社会、行业会

有一定影响的，应根据地方节能主管部门的要求，开展项目国民经济评价；项目有国家拨款

或优惠贷款要求进行国民经济评价的情况下，应进行国民经济评价。 

（3）据投资者意愿选择评价指标和方法。如：投资者资金有限并看重资金返还速度时，

重点考虑投资回收期、内部收益率；资金宽裕并追求项目获利最多时，应侧重于净现值最大

法则优选；当投资者关心项目的节能能力时，需要考虑单位投资节能量的指标，当投资者关

心项目的减排能力时，需要考虑单位投资减排量的指标。 

（4）项目寿命期较短（5年内），或投资额较小（小于 500万元）时，一般静态和动态

投资回收期的计算结果接近，为简化起见，计算静态投资回收期即可。 

（5）在需要国民经济评价的项目中，项目的取舍主要取决于国民经济评价的结果，并

应在保证对国民经济有利的前提下，兼顾企业经济效益。经济净现值小于 0的项目不可取，

一票否决；经济净现值大于或等于 0的项目可取，值大者较优。在只有财务评价的项目中，

财务内部收益率小于部门或行业的基准收益率时，项目不可取，一票否决；财务内部收益率

大于或等于基准收益率时项目可取，值大者较优。项目可取情况下，分别计算项目主要评价

指标，多个项目方案比较时，分别列出相应指标，综合考虑，决定项目取舍。综合评价，可

以根据投资者关心的关键指标大小来决定取舍；也可以采用评级给分的方式，如：设定一个

标准，把各指标值转化为评级分值，再根据各指标的重要程度设定各指标的评分比重，然后

对各指标的评级分值依据各指标的评分比重进行加权平均，最后得到项目综合评价分值，综

合评价分值高的项目为较优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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