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啤酒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强制性国家标准 

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一、 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下达的计划，强制性国家标准《啤酒单位

产品能源消耗限额》（计划号：20214459-Q-469）被列入修订计划，由全

国能源基础与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全国酿酒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和

啤酒分技术委员会共同组织起草工作。 

（二）起草单位及起草人情况介绍 

起草单位：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酒业协会、青

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华润雪花啤酒 (中国) 有限公司、北京燕京啤酒股

份有限公司、广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中粮粮谷啤麦管理部研发技术

中心、广州南沙珠江啤酒有限公司、四川省食品检验研究院、食药环检验

研究院(山东)集团有限公司、优布劳(中国)精酿啤酒有限公司、湖北轻工职

业技术学院中德啤酒学院、奇华顿食用香精香料(上海)有限公司等。 

起草人：略。 

（三）主要工作过程 

1、起草阶段 

任务下达后，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有限公司和中国酒业协会深入

开展《啤酒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国家标准修订的基础研究工作，针对

啤酒行业生产工艺特点、行业发展整体情况、能源使用情况等内容进行了

综合分析。同时，面向全行业征集起草工作组单位，得到行业企业的高度



重视和积极响应。 

2024 年 3 月 22 日，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有限公司联合中国酒业

协会组织起草工作组在四川省泸州市召开《啤酒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强制性国家标准起草启动会议。与会专家围绕标准制定思路、范围、技术

要求等内容进行充分讨论，并确立了后续的工作安排和计划。 

2024 年 4 月，为更好掌握行业现状，工作组针对啤酒行业开展能耗调

查，并发放调查表。收集近三年来行业企业在能源消耗方面的信息，为标

准的修订提供了基础依据。 

2024 年 5 月，工作组综合啤酒行业能源消耗情况调研结果及数据分

析，形成征求意见稿草案，并在内部进行意见征集。综合组内意见反馈，

对标准草案文本进一步修改完善，于 2024 年 8 月形成征求意见稿。 

二、 编制原则、强制性国家标准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 

1. 编制原则 

1)具有科学性、先进性和可操作性； 

2)充分考虑啤酒产业发展现状； 

4)与相关标准法规协调一致； 

5)促进行业健康发展与技术进步，发挥强制性国家标准技术引领作

用； 

6）按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

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依据国家标准 GB/T 2589《综合能耗计算通

则》、 GB/T 12723《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编制通则》、GB 17167《用

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等相关标准制定。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9B%E5%B7%9D%E7%9C%81/15626925?fromModule=lemma_inlink


2. 主要内容的说明 

1) 行业概况  

2022 年，我国啤酒产量达到 3568.65 万千升，同比增长 0.2%，主要集

中在华东、华南、西南地区，三大区域的总产量约占同期全国产量的

64%。2023 年全国啤酒行业实现总产量 3789 万千升，同比增长 0.6%，实

现销售收入为 1863 亿元，同比增长 8.6%；实现利润总额 260 亿元，同比

增长 15.1%。啤酒行业产业结构不断调整，技术进步速度加快，产品创新

能力不断增强，产业链优势逐步形成，整体经济运行质量得到稳步提高。 

目前，我国啤酒行业市场份额高度集中于五大龙头，主要品牌为华润

啤酒、青岛啤酒、百威亚太、重庆啤酒及燕京啤酒，五大品牌合计市场份

额达到 80%以上。以 2021～2023 年五大啤酒集团企业及其下属工厂企业

的单位综合能耗数据与 2013 年标准实施前的数据对比显示，各大啤酒企

业的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已明显得到改善（见表 1）。 

表 1 啤酒龙头企业年度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平均值比较（单位：kgce/kL） 

序号 
啤酒企

业 
2013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1 A 56 27 25 25 

2 B 59 45 40 38 

3 C 64 30 28 27 

4 D 69 41 40 38 

5 E 61 / / 58 

近年来，在国家的相关产业政策和 GB 32047—2015《啤酒单位产品

能源消耗限额》国家标准的引导下，以五大龙头企业为代表的各啤酒企业

节能减排工作成效较大，啤酒行业的单位产品能耗平均值呈逐年下降的趋

势（见图 1），说明我国啤酒工业的产业结构、产业集中度、能耗水平以

及技术发展水平都有明显改善。 



 

图 1  2015-2023 年啤酒企业能耗数据平均值 

 

2021 年 9 月 11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完善能源消费强度

和总量双控制度方案》的通知、2021 年 10 月 24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提出明

确的发展目标。在这种情况下，GB 32047-2015《啤酒单位产品能源消耗

限额》国家标准中的能耗限额值已经不能满足行业的绿色发展，因此需要

根据啤酒行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改造的现实情况，对标准中的部分内容进一

步进行修订，通过新标准的实施以强化企业加强管理，从生产工艺、设备

和质量等方面，全面提升管理水平，促进啤酒生产企业采取措施降低生产

能耗、促进啤酒工业可持续发展、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 

2) 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及理由 

a) 范围 

规定了啤酒单位产品能源消耗（以下简称能耗）限额等级、技术要求、

统计范围和计算方法。适用于啤酒（不包括工坊啤酒）生产企业的能耗的计

算、考核以及新建和改扩建项目的能耗控制。 



GBT 17204-2021 《饮料酒术语和分类》给出了最新的啤酒产品分类，

按照产品特性分，啤酒种类就超过13种。其中，工坊啤酒（craft beer）是指

由小型啤酒生产线生产，且在酿造过程中，不添加与调整啤酒风味无关的物

质，风味特点突出的啤酒。工坊啤酒不具规模性，总产量较低，大型酿酒厂

生产的工坊啤酒计入总工厂的能耗统计范围，小型酿酒厂的年产量低。并且

根据目前调研情况来看各工厂的年产量不超过1万千升，同时生产耗能占整

个啤酒工业的比例极低。为充分体现了有关部门对于扶持新兴产业与淘汰

落后产能之间实事求是的精神。起草小组经过调研后决定，本文件不适用于

工坊啤酒生产企业。 

b)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中，明确啤酒产品综合能耗是“统计报告期内，生产啤酒产品实

际消耗的各种能源实物量总量。”；啤酒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是“统计报告期

内，啤酒产品综合能耗与合格啤酒产品产量的比值。”该定义是在GB/T 2589-

2020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国家标准中界定的基础上进行修改，进一步适

用于啤酒工业。 

c) 能耗限额等级和技术要求 

以 2021～2023 年五大啤酒集团及其下属工厂 70 余家企业（占我国啤

酒市场份额 80%以上）为主的啤酒各类能耗数据（见附录）为参考，以 

GB/T 12723-2013《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编制通则》第六章“单位产品能

源消耗限额的取值原则”为依据，制定啤酒行业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指

标。行业数据统计分析如下： 



按照 GB/ T 12723-2013《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编制通则》，将能耗

限额等级确定为 1～3 级，其中 1 级能耗最少，效能最高。3 级是评价现有

生产企业单位产品能耗是否满足最低能耗要求的指标，即行业能耗限定

值，根据 GB/T 12723，应以淘汰一定比例的现有高能耗落后产能为取值

原则，对高耗能、高污染以及产能过剩行业，在基于节能改造的经济可行

性分析基础上淘汰比例应不低于 20%。 

同时，分析淘汰生产企业数据，考虑啤酒单位产品能源消耗受产品结

构（听装比例、产品浓度等）、南北方气候（水温、供暖等）影响较大，

啤酒产业自身从生产工艺、设备和质量等方面，都已具备较高管理水平，

评估产业未来发展趋势和节能潜力，过低的标准会使部分管理水平高的工

厂因客观条件影响达不到限定值，因此选取近三年数据中最大值作为依

据，有 80%的工厂能够实现单位产品的综合能耗小于等于 49.55kgce/kL 的

要求（见表 2）。 

表2 能源消耗限定值及其确定依据 

指标 2023年 2022 年 2021 年 

80%能达到 44.63 44.12 49.55 

3 级指标旨在推动整个行业向更高效的能源利用迈进，为不同规模的

企业提供可行的节能目标，考虑到调研数据主要来源于大型企业的能耗记

录，同时结合中小企业的实际情况和标准的实施可行性，因此本文件将 3

级能耗标准设定为 60kgce/kL。 

2 级是评价新建、改扩建企业(装置)是否能够达到准入能耗要求的指

标，即以本行业国内能效先进水平为取值原则，是项目建设可行性及竣工

验收核准性指标，属于啤酒行业能效“领跑者”。 



表3 能源消耗准入值及其确定依据 

指标 2023年 2022 年 2021 年 

30%能达到 32.9 34.1 37.2 

 

考虑实际产量和工厂的情况，约 30%的工厂单位产品综合能耗能够满

足小于等于 37.22kgce/kL 的要求（见表 3），因此本文件规定规定 2 级值

为 40kgce/kL。 

1 级是行业能耗的先进值，以行业国际先进水平或者国内最高水平为

取值原则。 

表4 能源消耗先进值及其确定依据 

指标 2023年 2022 年 2021 年 

5%能达到 24.18 25.2 26.5 

考虑到标准的高质量引领作用，约 5%的工厂单位产品综合能耗能够

满足小于等于 26.5 kgce/kL 的要求（见表 4），因此本文件规定规定 1 级

值为 30kgce/kL。 

本文件修订前后啤酒能耗指标对比见表 5。 

表5 修订前后啤酒单位产品能耗限额等级                                                          

 

啤酒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kgce/kL 

能耗限额等级 

1 级 2 级 3 级 

修订前 ≤30 ≤45 ≤70 

修订后 ≤30 ≤40 ≤60 

d) 统计范围和计算方法 

根据 GB/T 3484-2009 计算原则、边界划分和计算范围要求，企业实

际消耗的各类能源，指用于生产活动中的各类能源，它包括基本生产用能

和辅助生产用能，不包括生活和其他作业用能。增加了回收利用和计量器



具的规定：“企业生产系统回收的余热，应按照实际回收的能量在所在工

艺综合能耗中予以扣除，回收利用装置用能应计入所在工艺综合能

耗。”、“计量器具应符合 GB 17167 的要求，并建立能源计量管理制

度。”计算方法与折算系数参考 GB/T 2589《综合能耗计算通则》与工业

和信息化部下发的《啤酒行业能耗专项监察工作手册》执行。删除了“节

能管理与措施”（见 2015 年版的第 6 章），与“附录 A”（见 2015 年版

的附录 A）。 

三、 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强制性标准的关系，配套推荐性

标准的制定情况 

与本标准相关的强制性国家标准主要有《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

和管理通则》（GB 17167），主要规定了啤酒企业生产有关能源计量器具

的配备和管理要求，利于促进啤酒行业能源的准确计量和规范管理；《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 啤酒生产卫生规范》（GB 8952）主要规定了啤酒行业生

产过程中的基本要求和管理准则，确保啤酒产品合格；《啤酒工业污染物

排放标准（含第 1 号修改单）》（GB 19821），主要规定了啤酒行业末端

污染排放要求，降低污染物的排放。 

与本标准相关的推荐性标准主要有《啤酒》（GB/T 4927）、《啤酒

企业良好操作规范》（GB/T 20942）、《取水定额 第 6 部分：啤酒制

造》（GB/T 18916.6）、《节水型企业 啤酒行业》（GB/T 35576）分别就

啤酒产品质量、啤酒生产加工过程、以及啤酒企业用水、节水进行了规

定。 



除此之外，工业和信息化部下还发了《啤酒行业能耗专项监察工作手

册》，用于指导各地深入开展啤酒行业能耗专项监察工作规范。 

四、 与国际标准化组织、其他国家或者地区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

比对分析 

本标准未采标。  

五、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处理意见及其依据 

无重大分歧意见。 

六、 对强制性国家标准自发布日期至实施日期之间的过渡期的建议

及理由 

本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后，落后企业需要的技术改造、成本投入及旧

装置退出市场时间等，建议本标准批准后 12 个月实施。 

七、 实施强制性国家标准有关的政策措施 

标准实施监督管理部门包括：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

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和有关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 

第十二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和有关部门应当在各

自的职责范围内，加强对节能法律、法规和节能标准执行情况的监督检

查，依法查处违法用能行为。 

第十三条 国务院标准化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和

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强制性的用能产品、设备能源效率标准和生产过程中

耗能高的产品的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 

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严于强制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地方节能



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报经国务院批准 

——第十五条规定：国家实行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制

度。不符合强制性节能标准的项目，依法负责项目审批或者核准的机关不

得批准或者核准建设；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建设；已经建成的，不得投入生

产、使用。 

 ——第十六条规定：生产过程中耗能高的产品的生产单位，应当执

行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对超过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用能的生产单

位，由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责令限期治理。 

——罚则第六十八条规定：负责审批或者核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机

关违反本法规定，对不符合强制性节能标准的项目予以批准或者核准建设

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建设单位开工建设不符合强制性节能标准的项目或

者将该项目投入生产、使用的，由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责令停止建设或者

停止生产、使用，限期改造；不能改造或者逾期不改造的生产性项目，由

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报请本级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权限责令关闭。 

——罚则第七十二条规定：生产单位超过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用

能，情节严重，经限期治理逾期不治理或者没有达到治理要求的，可以由

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提出意见，报请本级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

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关闭。 

《节能监察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2016】第 33 号令） 

第六条 节能监察机构应当开展下列工作： 

（一）监督检查被监察单位执行节能法律、法规、规章和强制性节能



标准的情况，督促被监察单位依法用能、合理用能，依法处理违法违规行

为； 

第十一条 节能监察机构依照授权或者委托，具体实施节能监察工

作。节能监察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四）执行强制性节能标准的情况； 

第十八条 被监察单位有违反节能法律、法规、规章和强制性节能标

准行为的，节能监察机构应当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 

第二十四条 被监察单位在整改期限届满后，整改未达到要求的，由

节能监察机构将相关情况向社会公布，并纳入社会信用体系记录。被监察

单位仍有违反节能法律、法规、规章和强制性节能标准的用能行为的，由

节能监察机构将有关线索转交有处罚权的机关进行处理。 

《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办法》（国家发改委令 〔2018〕15 号） 

第十七条 重点用能单位应当执行单位产品能耗限额强制性国家标准

和能源效率强制性国家标准。鼓励重点用能单位制定严于国家标准、行业

标准、地方标准的企业节能标准。 

第三十二条 重点用能单位超过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用能，限期治

理，逾期不治理或者没有达到治理要求的，由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提请执

行惩罚性电价。 

八、 是否需要对外通报的建议及理由 

不需要通报。本标准对国内啤酒企业单位产品能源消耗进行限定，不

涉及产品进出口情况，与进出口贸易无关。 

九、 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发布实施后，GB 32047-2015《啤酒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废止。 

十、 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本标准未涉及专利。  

十一、 强制性国家标准所涉及的产品、过程或者服务目录 

本标准涉及产品为各类啤酒(不包括工坊啤酒)产品，以及生产产品所

需的主要生产设施、辅助生产设施和附属生产设施。 

十二、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啤酒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强制性国家标准起草工作组 

2024 年 8 月 

  



附件 

行业数据统计情况 

啤酒企业 2021~2023 年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水平集中分布情况（见附图 1）。 

 
 

 

 

附图 1  2021~2023 年啤酒企业综合能耗统计图 



啤酒企业 2021~2023 年单位产品煤耗水平集中分布情况（见附图 2） 

 

 

 

附图 2  2021~2023 年啤酒单位产品煤耗情况 



 

 

啤酒企业 2021~2023 年单位产品电耗水平集中分布情况（见附图 3） 

 

 

 

附图 3  2021~2023 年啤酒单位产品电耗情况 



啤酒企业 2021~2023 年单位产品取水量水平集中分布情况（见附图 4） 

 

 

附图 4  2021~2023 年啤酒单位产品取水量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