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能源管理体系审核实践 

 

一、 案例发生背景 

受审核组织：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认证领域及审核性质：能源管理体系 监督审核 

现场审核时间：2017年 6月 28-30日 

审核人员：李萌（组长）  郝晓红（组员）  杨韶婷（组员） 

组织主要产品服务：位于江苏省常州市延陵东路 558 号和常州市金坛经济开发区金武路 88号的江

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在无缝钢管生产过程、辅助生产过程及附属生产过程中能源管理活动（制造许

可证范围内产品） 

二、 审核方法和主要过程 

围绕“（1）评价组织的管理体系：在认证有效期内，与审核准则的符合性、确保法律法规及其他要

求的能力、确保持续实现目标的有效性（2）核查主要能源绩效及持续改进效果（3）识别组织的管理体

系潜在改进区域（4）确定能否推荐保持认证注册资格。”的审核目的，审核组按照 GB/T23331-2012 及

RB/T119-2015行业认证要求展开了审核。 

审核组与公司领导层进行了座谈，并重点审核了体系主管部门（能源管理室），常宝股份、（德胜）、

常宝普莱森、常宝精特等三个主要用能单位，以及涉及设计、采购、人员能力等研发中心、人力资源部、

物资部职能部门，并采用座谈、查阅资料、白班和夜班的现场巡视等审核技术和方法，重点关注能源的

基础管理、能源的统计分析、能源管理的持续改进，完成了本次的监督审核，达到了增值审核的目的。 

审核员从能源主管部门策划、监督，主要用能单位的能源控制，围绕能耗核算边界：主要生产系统

（原料从进厂入库到产成品包装入库为止的所有工序组成的工艺过程和设备，其中包括 CPE热轧工艺、

ASSEL 热轧工艺、热处理工艺、钢管穿孔轧制、钢管冷拔冷轧工艺、钢管进行深加工、U 形管线工艺等

工艺过程）、辅助生产系统（供煤、天然气外购输配、供配电、蒸汽制备、供水、煤气制备、供压缩空

气、污水处理等系统）、附属生产系统（办公室、休息室、更衣室、浴室、理化室等）等，针对主要耗

能：煤、天然气、电力、蒸汽和水的使用过程的控制，审核中，从技术工艺改进、能源采购控制、设备

和人员、工艺等运行控制，实施了过程审核。核实了“加热炉设备主要耗能为煤和天然气，钢管加工设

备及辅助机构主要耗能为电力，蒸汽的主要用能点为精特分公司酸洗工序及公司浴室、食堂，外供水为

河水和自来水，主要用于冷却循环水补水和生活用水。”等能源使用。 

在审核过程中，审核组在与领导层、能源管理室，常宝股份、（德胜）、常宝普莱森、常宝精特、研

发中心、人力资源部、物资部等部门，从管理到实施各层面的人员进行了深入的座谈、沟通，从中发现： 

组织在能源管理目标、指标、方案的设立、评价中存在不足。公司实施了项目管理，实施了新技术、

新工艺、新材料、设备的更新改造、能源管理等项目立项，实施了项目实施的控制。设备的更改改造项

目应用了管理方案的方式，实施了项目的控制。但没有将功率因数、煤气比、变压器负载率、空压机加

载率等经济运行指标纳入部门目标、指标。2017年能源管理实施方案共 30项，其中公司能源种类将不



使用煤，煤改天然气，确定了能源改进方案，总计费用：3384.55 万元；节约 621.91 万元。方案明确

项目主题、负责人、主要内容（总体思路与方案）、预算费用（万元）、节能或节约用能成本效果、总计

（万元）、计划时间、产线等内容，未明确验证节能效果评估的内容。 

组织在工艺技术改造中，没有深入应用能源设计标准要求，没有考虑能耗的评价准则，没有考虑对

高耗能落后机电设备、工艺的国家要求。 

组织在能源计量管理中，策划不足，没有将三级计量仪表纳入到管理中。 

在最后交流的时候，组织的各级人员能够认识：能源管理体系的持续改进，以及细化能源管理的各

个环节，能够帮助企业在实现经济利益的同时，帮助企业建立管理基础平台，使企业具有更有力的市场

竞争，满足国家、地方、行业等能源管理的要求。 

三、 审核发现 

审核组提出了 4项审核发现，组织深入进行了整改，从不符合项整改来看，管理体系的审核为组织

注入了管理思想，特别是精细化管理的思想，取得了预期审核的目的。 

第一项不符合项：查普莱森公司《2017 年能源管理实施方案》中第 19 项：计划于 2017 年 7 月对

P-A 再加热炉实施煤改气项目。未能提供对该项目的能源消耗量和改造前后节能量的预评估，以及对未

来能源使用和能源消耗的评审证据。 

责任部门在深入学习标准、体系文件的基础上，修订了实施方案的表示，增加了能源评审的内容，

为今后的相关工作固化了有效的模式。 

第二项不符合项：查部门月度的重点工作计划，没有将功率因数、煤气比、变压器负载率、空压机

加载率等经济运行指标纳入部门目标、指标。 

本项不符合项，是基于责任部门、能源管理主控部门对经济运行法规理解的不充分，没有建立有效

的分析管理机制而提出的，在能源管理主控部门的深入研究后，公司将结合不符合项的提示，加快公司

正在兴建的“能源监控平台”的建设。 

第三项不符合项：查常宝精特 100机组步进加热炉改造项目，提供与湖北中冶窑炉有限公司签订的

《设备制造合同》（2017.2.14 签订）和《技术协议》中，未包括对设备能耗的要求。查见《100机组步

进炉液压系统配置清单》和《报价单》中，包括 Y225M-4/B5 45KW电动机 2台，Y100L2-4 B5 3KW电动

机 1 台，上述设备均列入国家第二批高耗能落后机电设备（产品）目录中。 

此项不符合 主要是针对组织的能源管理体系在产品设计、工艺设计中的作用不明确，造成能源管

理体系要求在这个环节的执行不利而开出的，不符合的开出，使研发部门、技术工艺部门在学习了标准、

体系文件后，理解了能源管理体系在企业中的作用，在文件和实施中增加了管控的环节。 

第四项不符合项：1#热处理线，一个正火炉，一个是回火炉，使用天然气，配置有 2块天然气流量

计，做为三级计量表，未列入台账，也未提供实施了检定或验证的证据。 

此项不符合主要是考虑计量管理过程与监控数据之间的关系而开出的，在能源管理主控部门组织

下，全面梳理了三级计量管理仪表的需求，组织了计量仪表的检定或验证。 

 

四、 从受审核组织整改看增值审核的意义 



审核发现为组织指出了管理体系薄弱的环节，指出了组织精细化管理的切入点，也为公司正在兴建

的管理平台的模块设置提出了有益的意见和建议，优化了平台模块的设置（见下表一：能源管理系统模

块设置图），公司将随着不同的品种（钢级、钢种、规格）、工艺参数不同、消耗不同，在平台上设置模

块，实现时时监控，深入有效考虑能源管理需求。 

能源管理系统模块设置图 

 

表一：能源管理系统模块设置图 

 

五、 审核后的思考 

此次审核，审核组关注组织在落实标准要求的基础同时，选取了恰当的审核切入点，通过能源评审，

确定能源使用、主要用能设备、能源消耗情况及影响因素，查找运行中的改进空间，通过审核能源基准、

能源绩效参数、能源目标指标和方案的设立，查组织确定能源管理的方向、基点，通过审核组织实施有

效的能源设计、能源采购、能源管理运行等管理活动，查组织能源管理的实施力度，实施审核合规性评

价，能源数据统计分析等数据信息，最终确定了能源管理的业绩。能源管理体系的建立和实施对企业能

源控制帮助很大，企业每年能源成本占总成本的 35%，科学、规范、高效的管理可以提高能源使用效

率、降低能耗。 

同时，结合企业建立能源管理信息系统平台的设想，给出了平台模块建设性意见，最终组织确定的

功能模块： 

1、 管理功能类 4 个功能模块： 

1） 系统管理模块，主要承担用户管理和系统维护功能。用户管理采用权限、角色、用户三层机制

实现，具有灵活方便的特点。 

2） 参数设置管理（计量单位、折算系数、相关标准参数、考核标准、能源价格、环保排放系数、

碳排放系数等），参数设置管理主要用于系统运行的基本参数设置与修改，参数类型包括：各

类能源的计算单位、计量周期、能源价格、标煤折算系数、CO2 排放当量折算系数，标准参考

数据等，是系统各应用模块进行能源统计分析的基础参数。 



3） 工厂建模管理（按考核组织（考核单位）建模、按考核产品建模、按考核设备建模），本系统

要求能提供基于组织（管理单位）、设备两条主线进行能源信息统计分析功能，所以必须能对

用户工厂按照考核组织（管理单位）、考核设备两条主线进行建模，并且能灵活定义计量点及

对应关系。 

4） 能源设备信息管理（能源设备基本信息管理）对系统主要能源生产、加工、转换设备的基本信

息进行管理。功能包括：设备基本信息（设备名称、型号、购买日期、生产商、耗能种类、输

入功率、输出功率、设备状态、使用单位、操作人、备注等）的增加、删除、修改、查询。 

2、 基本应用功能类（6 个功能模块）： 

1） 能源消耗计量统计（按照考核组织、考核产品、考核设备等维度进行计量统计），按照考核组

织（考核单位）、考核设备两方面，以时间为单位（时段、班、日、月、季、年等）消耗分别

进行统计。 

2） 能源成本核算按照组织（考核单位）、设备两方面，根据当期能源价格分析同期或不同期各种

能源（水、电、煤、气、汽）费用，按照各种能源折算系统进行标煤计算。用饼图、柱状图或

曲线图表示。价格管理 

3） 动力设备能效分析（对能源动力设备、主要耗能生产设备进行能效分析）。设备能效分析包括

两类：一是能源生产、加工、转换设备，二是用能设备。按照以时间为单位（日、月、季、年）

统计的设备能耗历史数据进行分析，对于第一类设备（如循环水系统、空压机、制氢制氮机等）

进行输入、输出能源转换效率分析；对于第二类设备（如各种生产设备）进行能源消耗与产品

产量之间关系分析。 

4） 能源平衡分析（按照能源计量网络图（能流图），对各类能源消耗量进行平衡计算分析），按照

工厂建模定义的计量网络图，以时间为单位（月、季、年）进行各类能源（水、电、煤、气、

汽）的消耗平衡分析。 

5） 数据采集处理（数据采集、记录、修正等功能，按照不同协议开发各种子模块）负责系统所有

运行数据的采集、处理，为各类功能模块提供基础数据。 

6） 报表：基于系统功能所提供的数据，按照客户要求的格式，以时间为单位（日、月、季、年）

进行统计，生成报表。规格、品种报表、能源介质报表、生产单位报表、高能耗设备、动力转

换设备实时监控图管线图（能源介质、雨污水） 

3、 （3）高级应用功能（4 个功能模块）： 

1） 对标分析（按照国际、国家或行业标准进行对标分析）内控标准 标准能耗，按照考核单位、

考核设备等方面，以时间为单位（月、季、年）进行能源消耗对标分析。 

2） 能耗预测分析，按照生产计划进行近期、中期、远期能耗预测，对能耗趋势进行预测，根据生

产相关的因素 (生产规划) 和基本负载曲线 (典型的天数) 创建需求预测 ；创建能源计划，并

将其提交给供应部门；根据能耗统计模块生成的历史数据和生产计划，按照考核组织（考核单

位）、考核设备两个方面，以时间为单位（月、季、年），进行各类能源（水、电、煤、气、汽）

能耗预测分析。 



3） 能源考核管理（按照考核组织能耗定额，进行比对分析（KPI 分析））：按照考核组织（考核单

位）、考核设备两方面，以时间为单位（班、日、月、季、年等）分别进行实际能耗与定额能

耗的比较，生成考核柱状图表。 

4） 碳排放分析（根据企业各类能源消耗量进行碳排放计算分析） 

5） 节能项目评估计算 

6） 环保排放管理 

通过平台的建设，能够便于、科学、时间进行数据采集，采用数据分析统计，获得准确、有目标的

数据，从而可以实现对能源管理的系统管理。 

公司实施的能源管理活动适宜公司的实际情况，包括人员能力情况、基础设备能力情况，考虑了国

家、地方能源管理法规，虽然能耗增加，部分能源目标没有实现，但找到了原因，实施了细化的能源管

理的方法，找到了持续改进机会。 

 

 

 

李萌 

2018.3.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