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强数据中心项目节能审查若干规定的通

知

京发改规〔2023〕10 号

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完善本市数据中心项目节能审查工作，从源头上规范引导数据中心

实现高质量发展，持续提高能效碳效水平，强化全生命周期节能管理，促进全市

碳减排碳中和，我们对本市数据中心项目节能审查办法进行了调整完善，现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数据中心项目节能审查的若干规定》，请认真贯彻执行。

特此通知。

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3年 7 月 3日

关于进一步加强数据中心项目节能审查的若干规定

第一条 为进一步完善本市数据中心项目节能审查工作，从源头上规范引导

数据中心实现高质量发展，持续提高能效碳效水平，强化全生命周期节能管理，

促进全市碳减排碳中和，根据《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办法》（国家发展改

革委令 2023年第 2 号）以及本市节能审查实施办法，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市范围内新建或改扩建的年能源消费量达到 1000吨标准煤（含，

电力按当量值计算）或者年电力消费量达到 500万千瓦时（含）以上的数据中心

项目，适用本规定。包含机柜等建设内容且机柜及其制冷部分能源消费量达到上

述标准的项目，视同数据中心项目，按照本规定执行。

第三条 新建或改扩建数据中心应当主要用于支撑“四个中心”建设，保障“四
个服务”功能，增强数字经济基础设施服务能力，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构筑未

来竞争新优势。建设单位应当提供符合功能定位的明确的业务需求清单或相关意

向协议。

第四条 新建或改扩建数据中心应当主要为计算型。建设单位应当提供项目

运行后用于数据计算、存储等方面的功能规划说明及配置说明，应当保证用于数

据存储功能的机柜功率比例不高于机柜总功率的 20%。

第五条 项目节能报告中应当包括可再生能源利用方案。新建及改扩建数据

中心应当逐步提高可再生能源利用比例，鼓励 2021年及以后建成的项目，年可

再生能源利用量占年能源消费量的比例按照每年 10%递增，到 2030年实现 100%
（不含电网既有可再生能源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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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建设单位通过自建分布式可再生能源设施提高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利

用水平。建筑物屋顶可以安装光伏组件，具备条件的项目可以在外墙安装光伏组

件。自建设施不能满足的用电需求，可以通过绿色电力交易或认购可再生能源绿

色电力证书、购买节能量等方式提高可再生能源利用比例。

节能审查机关（即市发展改革部门，各区发展改革委、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经济发展局和行政审批局）委托第三方机构依据节能审查意见和节能报告于 6
月底前对项目上一年度可再生能源利用水平进行核实。项目建设单位应对核实工

作予以配合。

第六条 建设单位或其股东在新建、扩建数据中心同时关闭其所有（或控股

的）的位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已投运的其他数据中心的，所关闭的数据中心机柜总

功率（不含强制退出关闭的部分）的一半可以在计算新建、扩建项目能耗时予以

扣减，不计入新建、扩建项目能耗。

关闭存量数据中心应当提交相应证明，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委托第三方机构

对数据中心关闭情况进行核实。

第七条 新建、扩建数据中心，年能源消费量小于 1万吨标准煤（电力按等

价值计算，下同）的项目 PUE值不应高于 1.3；年能源消费量大于等于 1 万吨标

准煤且小于 2万吨标准煤的项目，PUE值不应高于 1.25；年能源消费量大于等于

2万吨标准煤且小于 3 万吨标准煤的项目，PUE 值不应高于 1.2；年能源消费量

大于等于 3万吨标准煤的项目，PUE 值不应高于 1.15。

第八条 数据中心应当充分利用自然冷源，通过自用、对外供热等方式加强

余热资源利用，鼓励数据中心余热与周边既有热源耦合利用。鼓励采用工信部《绿

色数据中心先进适用技术产品目录》中的技术产品。制冷设备、通风设备、变压

器等通用用能设备的能效水平应当达到或超过一级能效标准，禁止新增以消耗臭

氧层物质为工质（以生态环境部《中国受控消耗臭氧层物质清单》为准）的设备

设施，鼓励采用以二氧化碳等自然工质为介质的制冷设备。鼓励数据中心采用高

效节水系统。

第九条 数据中心项目应充分利用再生水。再生水输配管网覆盖范围内的数

据中心，设备冷却水、空调冷却水、机房加湿等非生活用水原则上应采用再生水。

第十条 新建、扩建项目建设单位应当按照《能源管理体系要求》（GB/T23331）、
《建筑水表配置规范》（DB11/T 1768）等相关标准要求，建立健全能源管理体

系以及节水管理体系。年能源消费量达到 5000吨标准煤及以上的项目，应当建

设能耗在线监测系统，按照相关标准要求实现 PUE 值测量，并接入北京市节能

监测服务平台。能耗在线监测系统应当与数据中心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

产使用。鼓励年能源消费量不满 5000吨标准煤的项目建设能耗在线监测系统，

并接入北京市节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中心应当确保能耗在线监测系统运行安全、

稳定，数据传输连续、完整、真实。

本文内容来自网络，由EESIA搜集整理，如有任何异议请联系我们，我们将酌情处理！



第十一条 建设单位及其法定代表人、股东应当在本市没有已取得节能审查

意见后两年内未开工建设的数据中心项目。建设单位应当在申报节能审查前充分

论证节能方案，完善节能报告编制。节能报告是建设单位就节能工作作出的承诺，

建设单位应当确保节能报告的真实性，严格落实节能审查意见的各项要求及节能

报告中的建设方案，确保实际能源资源利用水平不低于设计水平。

第十二条 项目取得节能审查意见后，两年内上架率（实际上架的机柜额定

总功率/项目机柜设计额定总功率）未达到 80%的，建设单位应当向原节能审查

机关提出变更申请。

第十三条 违法责任依据《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办法》（国家发展改

革委令 2023年第 2 号）规定执行。节能审查机关对建设单位及相关单位在节能

审查工作中违法违规行为依法进行处理，并将行政检查处罚结果在本单位网站公

开，同时将行政处罚结果按要求归集至北京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对列入严

重失信主体名单的，依法依规实施联合惩戒措施。

第十四条 市级节能审查机关组织对数据中心实际运行 PUE 值执行《数据中

心能源效率限额》（DB11/T1139）的情况进行节能监察。对于超过标准限定值（PUE
值 1.4）的数据中心，将按本市差别电价有关规定中超过单位产品能耗限额的情

形，确定执行差别电价单位的名单，并通知北京市电力公司征收差别电价电费。

对于 PUE>1.4且≤1.8的项目（单位电耗超过限额标准一倍以内），执行的电价加

价标准为每度电加价 0.2元；对于 PUE>1.8的项目（单位电耗超过限额标准一倍

以上），每度电加价 0.5 元。北京市电力公司执行差别电价电费收入全额上缴市

级财政，纳入市级财政公共预算，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超限数据中心整改后，

可申请市级节能审查机关进行复核，对于达到整改要求并通过复核的，由市级节

能审查机关通知北京市电力公司停止执行差别电价。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 2023年 8 月 4 日起施行。原《关于进一步加强数据中心

项目节能审查的若干规定》（京发改规〔2021〕4 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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