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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综合能源统计、国民经济计算年报、EDMC能源及经济统计要览

石油危机后，实际GDP增至2.6倍。最终能源消耗增至1.2倍。

实际GDP
1973→2016

2.6倍

实际GDP
1973→2016

2.6倍

最終能耗

总体
1973→2016
1.2倍

运输
1973→2016
1.7倍

家庭
1973→2016
1.9倍

商用
1973→2016
2.1倍

产业
1973→2016
0.8倍

日本最终能源消耗历年变化

产业部门

商用部门

运输部门

家庭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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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1970年、1990年、2012年的能耗效率为100。
※能耗效率＝最终能耗／实际GDP

改善35％

� 2030年度最终能源需求预计较对策前按石油换算削减5,030万kl左右。
� 为此，需要改善能耗效率到与石油危机之后同等水平（▲35%）。

能源构成（长期能源供需预测）中的节能对策

改善能耗效率能源构成中最终能源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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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年度
（节能对策后）

2013年度
（实绩）

3.61亿kl

经济增长
1.7％／年

3.26亿kl左右

产业
1.60亿kl

商用
0.65亿kl

运输
0.84亿kl

家庭
0.52亿kl

产业
1.70亿kl

商用
0.56亿kl

运输
0.62亿kl

家庭
0.38亿kl

产业
1,042万kl

商用
1,226万kl

运输
1,607万kl

家庭
1,160万kl

3.76亿kl
对策前

贯彻节能措施
削减5,030万kl左右



产业部门 ＜▲1,042万kl左右＞ 商用部门 ＜▲1,226万kl左右＞

家庭部门 ＜▲1,160万kl左右＞

运输部门 ＜▲1,607万kl左右＞

� 主要4行业（钢铁、化学、水泥、造纸纸浆）
⇒ 推动低碳社会实行计划

�贯彻工厂的能源管理
⇒ 通过生产线可视化改善能源效率

� 开发和引进创新性技术

� 跨行业引进高效设备
⇒ 低碳工业炉、高性能锅炉、热电联产 等

� 新一代汽车的普及、油耗改善
⇒ 每2台中有1台是新一代汽车
⇒ 燃料电池汽车：年销量最大10万台以上

� 实现交通流对策及自动驾驶

� 建筑节能化
⇒ 对新建建筑强制执行节能标准

� 引进高效设备
⇒ 普及推广LED等高效照明

� 通过BEMS实现可视化和能源管理
⇒ 引进到约半数的建筑中

� 推动国民运动

� 住宅节能化
⇒ 对新建住宅强制执行节能标准

� 引进LED照明及有机EL
⇒ 普及推广LED等高效照明

� 通过HEMS进行可视化和能源管理
⇒ 引进到所有家庭中

� 推动国民运动

能源构成方面主要的节能对策
� 通过累加各部门的节能对策，实现5,030万kl左右的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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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使用合理化等相关法律（节能法）简介

对
能
源
使
用
者
的
直
接
规
制

对
使
用
者
的
间
接
规
制

工厂及经营场所 运输

工厂等开设者
・经营单位努力义务

货运及客运经营单位
・经营单位努力义务

货主（委托运输企业运送自身货
物者）

・经营单位努力义务

强制努力对象

特定货运及客运企业
（保有货车200台以上等）

・提交计划义务
・能源使用情况等定期报告义

务

特定货主 （约800家）
（年运输量3,000万吨公里以上）

・提交计划义务
・委托运输相关能源使用情

况等定期报告义务

强制报告对象

向普通消费者提供信息特定能耗设备等（领跑者制度）

※建筑相关规定自2017年度起交由建筑节能法进行管理

制造企业等（产量在一定规模以上）

・设定汽车和家电等32类产品能耗效率目标，要求制
造企业等达标。

特定经营单位/特定连锁经营单位（约12,500家）
（能源使用量1,500kl/年以上）

・能源管理者等选任义务
・中长期计划提交义务
・能源使用情况等报告义务

家电等零售企业及能源零售企业
・向消费者提供信息（努力义务）

� 针对工厂等开设者、运输企业及货主，明示实施节能举措之际的参考判断标准（设备管理标准及能耗
效率改善目标（年1％）等），同时规定一定规模以上企业需报告能源使用等情况，当举措不充分
时，将进行指导和建议或下达合理化计划编制指令。

� 针对特定能源消耗设备等（汽车及家电产品等）制造企业等注），明示设备能耗效率目标，要求其达
标，同时当效率提高不充分时开展劝告等工作。注）生产量达到一定规模以上的企业

6



工厂 运输经营场所 住宅及建筑
1947 制定热管理法（煤炭、重油）

1979 制定节能法
�指定能源（热、电）管理指定工厂
�制定住宅・建筑领域、设备器具领域的判断标准

1983 修订节能法
�引入能源管理师考试制度

1993 修订节能法
�制定基本方针
�引入定期报告制度

石油危机后制
定

单位能耗年均改善1%以上
的努力目标

1998 修订节能法
�扩大能源管理指定工厂

2005 修订节能法
�实施热电一体管理

2008 修订节能法
� 引入以企业为单位的制度、连锁企业制度（连锁加盟等）
� 引入分部门对标制度

2002 修订节能法
� 引入定期报告制度（经营场所）

1998 修订节能法
� 以家电和汽车为对象引入设备领跑者制度

2005 修订节能法
� 引入运输企业、货主规制

2013 修订节能法
� 以电力需求均衡化为目的而新增
� 引入建材领跑者制度

1993 修订节能法
�列入特定建筑（住宅除外）

新建改建相关指示及公布对象

2002 修订节能法
�强制执行特定建筑(住宅除外)

节能措施申报义务

2005 修订节能法
�住宅新列入特定建筑
�新增大规模修缮 等

2008 修订节能法
�加强特定建筑规制

※第１类：命令新增，第２类：劝告新增

�新增住宅项目建筑方的努力提
高性能义务

2015 建筑节能法
� 强制执行节能标准达标

※从大规模住宅开始阶段性实施

（参考）修订节能法等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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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修订节能法
� 联合节能认定制度（工厂及经营场所、货主、运输企业）、认定管理统括企业制度
� 调整货主定义，准货主的定位



�针对中小企业等的节能诊断项目费补贴
【13.0亿日元（12.0亿日元）】

为更精细地支持中小企业等的节能举措，

①实施节能潜力免费诊断，并横向推广诊断中出现的事例。

②在全国范围内构建“节能咨询地区平台”（地区专家团队
合作节能咨询站点）。

③通过门户网站“全国节能推动网”，发挥节能支持窗口功
能，统一发布节能信息。

�货运企业和货主合作型运输部门节能化推进项
目费补贴 【64.1亿日元（新项目）】

【】为2019年度概算要求额，（）为2018年度预算额

货运企业与货主等合作，对节能举措开展实证。通过拓展成
果，致力于运输部门的进一步节能。
结合SOx（硫氧化物）排放规制增强等背景，将创新型节能
技术和节能型废气处理装置相结合，实施节能船舶的节能效
果实证等工作。

以工厂及经营场所为单位

优待运用能源管理企业※的
有效节能工作

设备
更新

※能源管理企业：引进能源管理系统，通过可视化等能源管理支持服务，为工厂和经营场所等
的节能工作提供支持的企业。

�旨在促进节能投资的支持补贴 【600.4亿日元（600.4亿日元）】

工 厂
经 营 场 所

促进工厂等主体对节能设备的引进和替换。通过不限对象设备的“工厂
及经营场所为单位”和申请手续简单的“设备为单位”两种方式进行支
持。也支持多家经营单位合作开展的节能举措。

以设备为单位 （例）

住 宅
大 厦

①在现有ZEH基础上进一步深化节能工作，通过更加有效运用设备，支持
以扩大太阳能发电等自家消耗率为目的的“ZEH＋”等实证。

②针对ZEB设计专有技术还未确立的民间大规模建筑等，为先进技术结合
形式的ZEB化实证提供支持。

③对于可缩短工期的高性能隔热建材及有助于提高舒适性的蓄热、调湿材
料等新一代节能建材，支持效果实证试验。

执行过程中注重与节能法等规制方式之间的协调合作。

商用热水器 产业用加热泵

新一代节能建材等实证支持

隔热板

原有
墙壁

壁纸

缩短工期，隔热改修热水

照明

制热
制冷
换气

削减

尽力用好能源

＋

在实现大幅节能的基础上，力求通过可再生能源满足
年消耗能源量的住宅/建築

何谓
ZEH/ZEB？

＋

极力不消耗能源 创造能源

�节能设备投资相关利息补助扶持项目费补贴
【16.0亿日元（16.0亿日元）】

为促进运用民间融资的节能投资，当企业为新引进或增设节能设备而接受民间金融机构融
资时，提供利息补助。 8

通过蓄热和调湿降低能耗

蓄热材料

调湿材料

�创新节能技术开发促进项目
【104.0亿日元（72.0亿日元）】

针对创新节能技术，实施从挖掘技术种子到商用化提供一条
龙支持的主题公开征集型技术开发支持。通过

・适应开发期设置不同阶段广泛挖掘主题的“基本方案”和
・用以支持有助于解决行业共同课题和跨行业课题的技术开
发等工作的“主题设定型企业合作方案”进行支持。

主要节能相关预算（2019年度概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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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报告所写内容＞

�节能措施开展情况
�单位能耗的历年变化
�对标指标的情况（仅限对象行业）

○节能措施：
� 所有企业节能措施

・ 建立管理体制
・ 配备责任人
・ 针对节能目标制定举措方针 等

� 各工厂等节能措施
（例：空调设备）

对以下事项，设定和实施管理标准

・ 运行管理（运行时间、设定温度等）
・ 定期测量和记录温度、湿度等
・ 定期维护和检修设备

○对标指标：
目前设定行业：钢铁、电力、水泥、造纸、

石油炼油、化学 等
目标水平：各行业最优秀企业（1～2成）所达

到的水平

○努力目标：年均改善1％以上

经
营
单
位

提交定期报
告

经
济
产
业
省

合
理
化
计
划
的

编
制
和
提
交
指
令

指
导

入
内
检
查

征
收
报
告

评估报告内
容

举措严重不充
分时

不服从指令
的情况

公
布
、
命
令

※有关2010年度～2015年度定期报告，共计实施197件指导。

� 年度能源使用量1,500kl以上的经营单位，定期报告能源使用等情况。国家评估举
措情况。

� 评价标准之一为，单位能耗年均改善1％以上。如若举措严重不充分，则要接受国
家的指导或入内检查、指令、公布、命令、罚则。

工厂及经营场所举措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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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产业领跑者制度（对标制度）①

钢铁

22％
化学
24%

窑业土石
4％

卸小売・デパート・

スーパー

其他商用
（学校、医院）

其他制造业及非制造业
（⾷品、⾦属机械、农林业）

【出处】（一般财团法人）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能源及经济统计要览2015”

2013年度 2.03亿kl
（产业及商用部门能耗合计）

高炉、电炉

乙烯、烧碱等

水泥

纸张、箱板纸 便利店百货店

酒店

10％ 25％

纸张纸浆
3％

办公室、
大厦5％

批发零售、百
货、超市5％酒店、旅馆

2％

目标：全产业的70%为对象流通及服务业

产业部门：调整目标水平 商用部门：扩大对象行业

2016年4月
商用部门中率先引
入

平成29年4月
制度導入予定
2017年4月
引入制度

以制造业为主覆盖全产业53％

超市租赁办公室

购物中心

2018年4月
引入制度

� 为适当评估已开展节能举措的经营单位的情况，在能耗效率年均改善1%的标准之外，另
行设定了分行业和领域的中长期目标水平（对标）。

� 从产业部门开始引入。以2018年年内覆盖全产业能耗70%为目标，正在扩大引入对象。



分类 行业领域 对标指标（要点） 目标水平

1A 高炉钢铁业 单位粗钢产量的能源使用量 0.531kℓ／t以下

1Ｂ 电炉普通钢铁业 上工序单位能耗（单位粗钢量的能源使用量）与
下工序单位能耗（单位轧钢量的能源使用量）之和 0.143kℓ／t以下

1Ｃ 电炉特殊钢铁业 上工序单位能耗（单位粗钢量的能源使用量）与
下工序单位能耗（单位轧钢量的能源使用量）之和 0.36kℓ／t以下

2 电力供电业 火力发电效率Ａ指标
火力发电效率Ｂ指标

1.00以上
44.3%以上

3 水泥制造业 原料工序、煅烧工序、磨制工序、发货工序等各工序中单位产量（发货量）的能源使用量之和 3,739MJ／t以下
4Ａ 纸张（非和纸）制造业 纸张制造工序中单位纸张产量的能源使用量 6,626MJ／t以下
4Ｂ 箱板纸制造业 箱板纸制造工序中单位箱板纸的能源使用量 4,944MJ／t以下

5 石油炼油业 石油炼油工序中单位标准能源使用量（该工序中所含每台装置的通油量乘以适当的系数的值之
和）的能源使用量 0.876以下

6Ａ 石化基础制品制造业 乙烯等制造设备中乙烯等产品单位产量的能源使用量 11.9GJ／t以下

6Ｂ 烧碱工业 电解工序电解槽烧碱单位重量的能源使用量与浓缩工序液体烧碱单位重量的蒸汽使用热量之和 3.22GJ／t以下

7 便利店行业 从事该行业的店铺中，总用电量除以该店铺总销售收入的值 845kWh／百万日元以下

8 酒店行业 从事该行业的酒店中，能源使用量除以与该酒店相同规模、服务、运行情况的酒店的平均能源使
用量的值 0.723以下

9 百货店行业 从事该行业的百货店中，能源使用量除以与该百货店相同规模、销售收入的酒店的平均能源使用
量的值 0.792以下

10 食品超市行业 从事该行业的店铺中，能源使用量除以与该店铺相同规模、运行情况、设备情况的店铺的平均能
源使用量的值 0.799以下

11 购物中心行业 从事该行业的设施中，能源使用量除以建筑面积的值 0.0305kl/㎡以下

12 办公室租赁业 从事该行业的事务所中，凭借节能潜力推算工具推算出的节能空间 16.3%以下

12

产业领跑者制度（对标制度）②

� 目前，已向12个行业16个领域（产业部门：钢铁业 等、商用部门：便利店业 等）引
入。

� 鉴于继续向尚未引进的领域渗透和落实节能意识的重要性，正在探讨引入对标制度。



将提交定期报告的经营单位分为S、A、B、C四个级别。有序进行应对。

※1 努力目标：５年年均单位能耗应每年降低１%以上。
※2  对标目标：经营单位在对标制度的对象行业及领域中，中长期应努力达到的目标水平。

Ａ级
普通节能单位

Ｓ级
优秀节能单位

Ｂ级
节能停滞单位

Ｃ级
需提请注意单位

【水平】
节能水平比B级高，但为达
到S级水平的经营单位

【应对】
无特别措施。

【水平】
①达成努力目标
或
②达成对标目标

【应对】
作为优秀单位，在经产省
HP上刊登单位名称和连续
达标年数。

【水平】
①未达成努力目标且近2年

单位能耗连续较上年增
长

或
②5年平均单位能耗增幅超

过5％

【应对】
发出提请注意文件、重点
实施现地调查等。

。

【水平】
Ｂ级经营单位中判断标准遵
守情况尤其不充分

【应对】
基于节能法第６条进行指导。

※1

※2

※1

所有单位

产业部门

商用部门

11,403

5,757

5,646

Ｓ级Ｓ级 Ａ级Ａ级 Ｂ级Ｂ级
单位数单位数 比重比重 单位数单位数 比重比重 单位数单位数 比重比重
6,469

3,014

3,455

56.7%

52.4%

61.2%

3,333 29.2%

1,767 30.7%

1,566 27.7%

1,601

976

625

14.0%

17.0%

11.1%

基于2017年度定期报告（2016年度实绩）的分级

经营单位分级评估制度（SABC评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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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Ｓ级经营单位 动员Ｂ级经营单位
分行业公布Ｓ级经营单位，用“★”标示达
标年度。

●提请注意文件发给所有Ｂ级单位。
●根据现地调查、入内检查的结果，当认为判断标

准遵守情况不充分时，作为Ｃ级单位予以指导。

提
请
注
意
文
件 现地调查

入
内
检
查

征收报告

Ｂ
级

单
位

指
导

Ｃ级标准产业分类
中分类

特定单位
编号 主要单位所在地 单位名称

以往节能评估 节能评
估 对标

达标领域
15年度 16年度 17年度 18年度 19年度

○○⾏业 0000000 △△县 A单位 ★ ★ ★ ★ ★ □□□□⾏业

○○⾏业 0000000 △△县 B单位 ★ ★ ★ ★ ★ ‐

○○⾏业 0000000 △△县 C单位 ‐ ★ ★ ★ ★ □□□□⾏业

○○⾏业 0000000 △△县 D单位 ‐ ‐ ‐ ★ ★ □□□□⾏业

○○⾏业 0000000 △△县 Ｅ单位 ★ ★ ★ ★ ‐ ‐

○○⾏业 0000000 △△县 Ｆ单位 ★ ★ ★ ‐ ‐

对标目标达标时填列。用“★”标示Ｓ级达标。
Ａ级以下不标示。

� 公布Ｓ级单位
经产省主页上分行业公布经营单位名称。期待企业通过掌握同行业其他公司的情
况，确认自身所处位置。

� 动员Ｂ级单位
发出提请注意文件，如有必要，实施征收报告、现地调查、入内检查。如若判断
标准遵守情况不充分，则予以指导。

� 就如何进一步加强分级别有序应对，正在持续进行探讨。

关于分级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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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节能政策总体情况（规制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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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依据节能法的对经营单位规制

３－２．设备及建材领跑者制度

３－１．产业领跑者制度



� 对设备和建材厂商等，通过标示能耗效率目标促进达标的同时，强制执行能耗
效率等标示义务。对象设备等已经扩大至32类目。覆盖家庭能耗的七成左右。

� 以设备等零售企业为对象，要求提供节能信息（努力规定）。

以零售企业为对象的标示制度示例
标示本标签内容为哪一年度

零氟利昂电冰箱标示零氟利昂标志

多阶段评估
根据市场上产品节能性能高低，从五星到一
星进行标示。

节能标签（节能标签制度）

全年参考标准电费
为简明易懂地标示能耗效率，按全年参考
标准电费进行标示。
※电费参考标准单价按每１kWh

27日元（含税）测算

统一节能标签（电冰箱）

制造和进口企业标示义务示例

产品目录标示型号名、类
别名、耗电量等信息

设备及建材领跑者制度の概要

能耗效率

产品A

产品B

产品C

产品D

产品E

…

领跑者
标准设定时

目标年度
（3-10年后）

产品A’

产品B’

产品C’

产品D’

产品E’

…
…

领跑者标准

产品的
５成以上

产品的
５成以下结合产品A的节能

水平和技术进步展
望等情况，制定领
跑者标准。

每家企业在目标年度，发货产品
的能耗效率加权平均需要超额完
成领跑者标准。

领跑者制度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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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乘用车
２．空调
３．荧光灯器具及球形荧光灯
４．电视信号接收器
５．复印机
６．电子计算器
７．磁盘装置
８．货车
９．摄像机
１０．电冰箱

２１．DVD机
２２．路由器
２３．交换器
２４．复合机
２５．打印机
２６．加热泵热水器
２７．三相感应电机
２８．球形LED灯
２９．橱窗
３０．隔热材料
３１．窗框
３２．多层玻璃
※３０～３２：
建材领跑者制度对象类目

１１．电冷柜
１２．暖气
１３．燃气炊具
１４．燃气热水器
１５．石油热水器
１６．电坐便器

设备领跑者制度对象及其效率改善

领跑者制度对象类目（32品种）

１７．自动售货机
１８．变压器
１９．电饭煲
２０．微波炉

平均新车油耗历年变化

○汽油乘用车10·15工况油耗平均值历年变化
○出处：国土交通省

油耗(km/L)

年度

12.3 

12.1 

12.4 
12.9 

13.2 
13.5 

14.0 
14.6 

14.7 
15.0 

15.1 
15.5 

15.7 

16.5 17.8 

18.3 19.5 

21.1 

22.5 

23.8 

8

10

12

14

16

18

20

22

24

26

1994 1996 1998 2000 2002 2004 2006 2008 2010 2012 2014

约提高
97%

○制冷能力2.8kW（8～12畳）空调简单平均值历年变化
○期间耗电量基于日本工业标准JIS C 9612:2005
○出处：各年度节能性能产品目录（夏、冬）

1174 
1220 

1241 

1212 

1157 

1048 
1028 

1028 
997 

966 

924 

884 

860 

896 
872 

862 

700

800

900

1000

1100

1200

1300

1998 2000 2002 2004 2006 2008 2010 2012 2014

空调耗电量历年变化期间耗电量（kWh）

约改善
31%

年度

效率改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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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窗框相关领跑者制度
（2014年11月施行，目标年度2022年度）

隔热材料相关领跑者制度
（2013年12月施行，目标年度2022年度）

18

玻璃棉

岩棉

挤压法
聚苯乙烯泡沫

【住宅热损失】

通风损失
(19%)

墙壁、天棚、地
板损失
(31%)

门窗部
损失

(50%)
覆盖热损失的

约八成

进而，
为防止喷涂型硬质聚氨酯泡沫的热损失，
公布性能提高等相关指南，
作为建材领跑者准制度予以定位。
（2017年10月17日开始，目标年度2023年度）

建材领跑者制度对象

铝制窗框
（单层、多层玻璃） 铝树脂复合窗框 树脂窗框

多层玻璃 Low-E多层玻璃

多
层
玻
璃

窗
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