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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合同能源管理（EPC&mdash;&mdash;EnergyPerformanceContracting）是一种新型的市场化

节能机制。其实质就是以减少的能源费用来支付节能项目全部成本的节能业务方式。这种节

能投资方式允许客户用未来的节能收益为工厂和设备升级，以降低运行成本；或者节能服务

公司以承诺节能项目的节能效益、或承包整体能源费用的方式为客户提供节能服务。

　　合同能源管理，在国内广泛地被称为EMC（EnergyManagementContracting），是70年代

在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发展起来一种基于市场运作的全新的节能新机制。合同能源管理不是推

销产品或技术，而是推销一种减少能源成本的财务管理方法。其经营机制是一种节能投资服

务管理；客户见到节能效益后，EMC公司才与客户一起共同分享节能成果，取得双赢的效果

。

　　&ldquo;十一五&rdquo;期间，我国节能服务产业持续快速发展，不断走向成熟：从2006年

到2010年，EMCA会员从89家递增到560家，增长了5倍;全国运用合同能源管理机制实施节能

项目的节能服务公司从76家递增到782家，增长了9倍;节能服务行业从业人员从1.6万人递增

到17.5万人，增长了10倍;节能服务产业规模从47.3亿元递增到836.29亿元，增长了16倍;合同能

源管理项目投资从13.1亿元递增到287.51亿元，增长了22倍;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形成年节约标准

煤能力从86.18万吨递增到1064.85万吨，实现二氧化碳减排量从215.45万吨递增到2662.13万吨

，增长了11倍；在&ldquo;十一五&rdquo;期间，节能服务产业拉动社会资本投资累计超过1800

亿元。《规划》还显示，到2015年，专业化节能服务公司将力争发展到2000多家，其中年产

值超过10亿元的约20家，节能服务业总产值突破3000亿元，累计实现节能能力6000万吨标准煤

。

　　此外，国家还将建立全方位环保服务体系。积极培育具有系统设计、设备成套、工程施

工、调试运行和维护管理一条龙服务能力的总承包公司，大力推进环保设施专业化、社会化

运营，扶持环境咨询服务企业。预计到2015年，环保服务业产值超过5000亿元，其中年产值

超过10亿元的企业超过50家，城镇污水垃圾处理及电力行业烟气脱硫脱硝等领域专业化、社

会化服务占全行业的比例大幅提高。中企顾问网分析认为，EMC行业发展的同时也将带动节

能技术研发创新、节能产品制造、节能工程设计、节能咨询评估等相关行业和机构的大力发

展，形成以节能服务为核心的配套产业链，成为国家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首的节能环保产

业中最重具市场化、最具成长性、充满活力、特色鲜明的朝阳行业。

　　中企顾问发布的《2013-2018年中国合同能源管理（EMC）市场专项调研及投资战略咨询

报告》共九章，内容严谨、数据翔实，更辅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

发展动向、正确制定企业竞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



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据，以及我公司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

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研究分析。它是业内企业、相关投资公司及政

府部门准确把握行业发展趋势，洞悉行业竞争格局，规避经营和投资风险，制定正确竞争和

投资战略决策的重要决策依据之一。本报告是全面了解行业以及对本行业进行投资不可或缺

的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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