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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管理体系手册是公司实施能源管理体系文件的基石，是依据《能源管理体系要求》

GB/T 23331-2020/ISO50001:2018、RB/T119-2015 标准编制，于 2020 年 08 月 28 日正式颁布，

2020 年 09 月 01 日实施。手册列出了公司能源管理的主要内容，并明确了各管理层的责任，

为公司能源管理的规划和执行提供了基本的参考，同时提供了确保实现两化融合目标的必要

程序。

本手册能使每个参与或涉及公司能源管理的人员清楚地知道什么是能源管理，用什么手

段可以帮助他们不断提高能源管理绩效。每位员工都必须在其个人的职责范围内执行和遵守

能源的管理要求。本手册可帮助公司的股东和其他与公司有利益关系的各方，理解能源管理

体系是公司战略与业务流程中不可分割的部分。

能源管理体系手册是一份公司级别的文件，目的是让管理层通过使用该手册，确保在其

组织内的所有能源管理实施状况得到识别和有效控制，管理层负责制定必要的控制要求，以

确保公司在能源管理中的时效性和有效性。

根据文件管理的规定，管理手册（及其相关文件）是一份受控的文件化信息，要对其进

行控制，确保在需要的时间和场所均可获得并适用。

2024 年，依据公司法人变更、组织重塑，修订完善了本管理手册 THT/En-M00 （版本号

修改为 F版），现予新发布实施，要求公司全体员工必须遵照执行。

总 裁：丁正祥

2024 年 7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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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员工及相关方：

我公司能源方针经广泛征集，充分讨论研究，现予发布实施，要求全体员工认真执行，

请相关方密切配合。

公司能源方针：

遵守法规 清洁生产 节能减排 绿色发展

内涵：

公司建立并持续改进能源管理体系，遵守能源方面的法律、法规及其他要求，积极推行

清洁生产，采用节能技术、工艺，从源头削减能源用量，提高能源绩效，促进循环绿色可持

续发展。

本能源方针传达到全体员工知晓，并告知所有相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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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最高管理者承诺按标准建立能源管理体系、确保并提供建立、实施、保持并不断

改进能源管理体系所需的资源。

同时为保证能源管理体系的顺利实施，根据标准要求，公司最高管理层在考虑了个人的

能力、能源管理技术与经验、对法律法规的熟知程度等因素。

经研究决定任命李益群先生为公司能源管理者代表、孙金雷先生为能源管理者代表代理

人，在公司的能源管理体系中承担特定的管理职责。

管理者代表依据 GB/T 23331-2020/ISO50001:2018 标准条款之要求，除其原负责的相关

工作外，还应对以下方面负责：

 负有按标准要求建立、实施和保持的体系要求，应负责体系文件的有效实施；

 经管理层对相关的指定人员进行授权，共同开展能源管理活动；

 推进、协调及监督管理体系的有效实施，督促在偏离要求时的纠正措施的落实，为管理

体系有效实施向公司申请所必要资源；

 向管理者报告能源绩效与管理体系的业绩并提出改进的需求，并将报告的绩效以记录形

式体现，对管理体系的运行情况，负有监控、评审、改进的要求；

 应有计划的推进管理体系的改进，使其更加简洁、有效和适宜，在组织内提高全员对能

源方针与目标的认识是管理者代表重要的职责；

 对能源管理体系有效控制和运行的准则和方法的制定负有责任；

 组织管理体系内部审核和第三方审核工作，与外部各方的联络工作也是其工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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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证能源管理体系的顺利实施，经公司领导决定由以下人员组成本公司的能源管理小

组。

姓 名 部 门 职务/职称

最高管理者 丁正祥 总 裁

分管领导

李益群 数字化半挂车工厂 总经理

孙金雷 数字化罐车工厂 总经理

管理者代表

李益群 数字化半挂车工厂 总经理

孙金雷 数字化罐车工厂 总经理

能源负责人
吴晶 数字化半挂车工厂设备部 经理

张锦绣 数字化罐车工厂设备部 经理

能源管理员
沈桂呈 数字化半挂车工厂设备部 主管

左新城 数字化罐车工厂设备部 主管

车间或部门

李东浩 数字化半挂车工厂制造中心 厂长

张锦绣 数字化罐车工厂 LTP1 副总监

丁婷 数字化半挂车工厂行政部 经理

安文霞 数字化罐车工厂行政部 经理

印涛 数字化半挂车工厂精益 HSE 部 经理助理

谈久益 数字化罐车工厂精益 HSE 部 经理助理

侯剑 数字化半挂车工厂采购部 经理

戴阳 数字化罐车工厂采购部 副经理

夏锦生 数字化半挂车工厂储运部 经理

陈义国 数字化罐车工厂储运部 副经理

季忠祥 数字化半挂车工厂质控部 经理

张绍中 数字化罐车工厂质控部 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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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中集通华专用车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2 年 8 月， 2003 年 3 月加入中集车辆，是中集

车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全资子公司。公司是开发、生产、销售各类挂车、半挂车、

罐式集装箱（IMO 1 型除外）、改装车及其零部件的专业化企业，是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

术企业、全国整车出口基地企业、江苏省高新技术企业，省、国家级绿色工厂，拥有国家级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中集通华拥有全球领先的半挂车生产线，将中集车辆“高端制造”体系实践落地。工厂

位于扬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占地面积 59.2 万平方米，其中厂房 17.4 万多平方米，注册资本

5.67 亿元，年设计产能 36000 台。

公司全面践行中集车辆高端制造体系建设，打造专用车行业标杆,为现代化道路运输提供

高品质可信赖的装备和服务。

公司产品类型包括：集装箱运输半挂车、⌀司 司

厢ၹ쀀司 混凝土搅拌 ⢠

ɀ 公司 可Ṡ顾客的⢠求，设计生产其他４型的专用车辆。

▲公司愿景：

ӄ

▲公司֩쀀：

为现代化ⓔ通 提供高品质Ң耀信赖的装备半服务，为股东和员工提供良好回报，为

社会创造可持续价值

▲发展宗旨：

创新Ң耀异⒢耀先、䮩쀀ી

▲核心理念：

诚信正直 成就客户 开ᤂ耀新 持续 、合作共赢⒢耀 导向

总 裁：丁正祥

公司地址：江苏省扬州市⑤江路 9号

邮 编⋖225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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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目标、能源绩效参数和基准情况表

序号 名称 能源绩效参数 单位

基准值

（上年度

平均值）

目标值

(本年度)

1

公司级

企业综合能耗（当量值） 吨标准煤

2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当量值） tce/台

3 半挂车单位产品能耗（当量值） tce/台

4 罐车单位产品能耗（当量值） tce/台

5 单位产品电力消耗量（当量值） kWh/台

6 单位产品天燃气消耗量（当量值） m3/台

7 单位产品柴油消耗量（当量值） KG/台

8 单位产品自来水消耗量（当量值） 吨/台

9

工序级

A 区拼焊线单位产品工序能耗（当量值） tce/台

10 A 区涂装线单位产品工序能耗（当量值） tce/台

11
B 区零部件加工中心单位产品工序能耗

（当量值）
tce/台

12 B 区拼焊线单位产品工序能耗（当量值） tce/台

13 B 区涂装线单位产品工序能耗（当量值） tce/台

14 拼焊线单位产品工序能耗罐车（当量值） tce/台

15 冲压线单位产品工序能耗罐车（当量值） tce/台

16 涂装线单位产品工序能耗罐车（当量值） tce/台

17 总装线单位产品工序能耗罐车（当量值） tce/台

18

设备级

打砂房单位产品电消耗 KWH/台

19 KTL 涂装线电泳烘房温度 ℃

20 KTL 涂装线粉末烘房温度 ℃

21 KTL 涂装线热水锅炉温度 ℃

22 KTL 涂装线夏季中央空调温度 ℃

23 B6 涂装线粉末烘房温度 ℃

24 B6 涂装线油漆烘房温度 ℃

25 半挂车空压机站房母管压力 Mpa

26 KTL 涂装线粉末烘房温度（罐车） ℃

27 KTL 涂装线水分烘房温度（罐车） ℃

28 罐车空压机站房母管压力 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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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册由扬州中集通华专用车有限公司根据 GB/T 23331-2020/ISO50001:2018、

RB/T119-2015 标准要求，并结合公司具体实际编制而成。

本手册的附录为规范性附录和资料性附录。

本手册由扬州中集通华专用车有限公司归口。

本手册的主要起草部门：

本手册的主要起草人： 蔡红章

本手册的审核人： 李益群

本手册的批准人： 丁正祥

本手册修改发布日期：2024.7.1

扬州中集通华专用车有限公司：

 能够遵循实现持续改进能源绩效和能源管理体系的系统化的方法；

 对能源利用效率，能源使用和消耗状况进行持续改进；

 通过建立管理体系，对能源有效利用、降低能源消耗、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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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保公司自身符合公司所阐明的管理方针；

 通过下列方式来证实公司的管理体系符合标准：

 做出自我评价和自我声明；

 寻求与公司有利益关系的一方对公司能源管理体系符合性的确认；

 寻求公司外部一方对公司自我声明的确认；

 寻求外部组织对公司管理体系的认证。

结合公司实际状况，按照《能源管理体系要求》GB/T 23331-2020/ISO50001:2018、

RB/T119-2015 标准编制了本管理手册，作为公司建立、实施和保持能源管理体系的纲领。

公司对标准中的所有要求全部纳入到公司的管理体系中，并根据公司的管理方针、活动

性质、能源使用情况与复杂性等因素确定了在公司内的应用程度。

 应用于：扬州中集通华专用车有限公司与专用车（各类挂车、改装车）及其零部件的设

计、生产相关的能源管理活动。

公司对 GB/T 23331-2020/ISO50001:2018《能源管理体系要求》、RB/T119-2015 标准所有

要求全部纳入到公司的管理体系中，不做删减，并根据公司的能源方针、能源使用与消耗情

况、生产活动性质等因素进行了策划，并考虑了应对措施。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因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内容。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鼓励根据本标准达

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

适用于本标准。

GB/T 23331-2020/ISO50001:2018 能源管理体系 要求

RB/T119-2015 能源管理体系 机械制造企业认证要求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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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边界：物理的或组织的界限。

3.2 能源绩效：与能源效率、能源使用和能源消耗有关的可测量的结果。能源绩效可与组织

的目标、能源指标和其他能源绩效要求进行对比而进行测量。能源绩效是能源管理体系绩效

的组成部分。

3.3 能源绩效参数：由组织确定的，能源绩效的计量或单位。能源绩效参数可用简单的度量、

比率或一个模型表达，取决于被测量的活动的类型。

3.4 能源绩效参数值：能源绩效参数在特定时间周期的一个时点或在整个特定时间周期的量

化。

3.5 能源基准：用于能源绩效比较的定量参考基准。能源基准是基于由组织确定的特定时间

周期和/或条件下的数据。一个或多个能源基准，作为能源绩效改进措施实施前后，或实施与

不实施能源绩效改进措施的参考，用于确定能源绩效改进。

3.6 静态因素：对能源绩效有重要影响且不会经常变化的已识别出的因素。

3.7 相关可变因素：对能源绩效有重要影响且经常发生变化的可量化的因素。

3.8 归一化：为使能源绩效在相同的条件下得以比较而导致的数据修正。

3.9 能源指标：能源绩效改进的可量化的目标。

3.10 能源：电力，燃料，蒸汽，压缩空气及其他类似的介质。是指包括可再生能源在内的各

种类型的能源，可被购买、贮存、处置、在设备或过程中使用，或被回收。

3.11 能源消耗：使用能源的量。

3.12 能源效率：输出的绩效、服务、货物、商品或能源，与输入的能源之间比率关系，或其

他数量关系。如转换效率，所需的能源/消耗的能源。

3.13 能源使用：能源的应用。如通风，照明，加热，制冷，运输，数据存储，生产过程。

3.14 能源评审：基于数据和其他信息的，能识别重要能源使用和能源绩效改进机遇的，能源

效率、能源使用和能源消耗的分析。

3.15 重要能源使用：导致大量能源消耗和/或提供相当大能源绩效改进潜力的能源使用。

3.16 能源服务：与能源供应、能源利用有关的活动及其结果。

3.17 能源指标：由能源目标产生，为实现能源目标所需规定的具体、可量化的绩效要求，它

们可适用于整个组织或其局部。

3.18 能源使用：使用能源的方式和种类。如通风、照明、加热、制冷、运输、加工、生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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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响应等。

为确保公司管理体系成功实施，最高管理者做出承诺，对公司管理体系承担最终责任，

因此这种承诺将由最高管理层开始，采用不同方式在各相关层次传达满足法律法规及节能降

耗的重要性，对于能源管理体系的范围和边界应做出明确和清晰的界定，制定符合运行模式

的能源方针、目标和能源指标，并与公司宗旨和方向协调一致。

确保能源管理体系要求融入主旨的业务过程，提供用于有效运行和持续改进的资源，批

准和实施措施计划，确定支持过程并保证其有效性和效率。

组建并批准公司的能源管理团队，有效沟通能源管理及与能源管理体系要求一致的重要

性，指导和支持人们为能源管理体系的有效性和改进能源绩效做出贡献，支持其他管理者在

其责任范围内展示领导作用。

推进能源绩效和能源管理体系的持续改进，确保能源管理体系实现预期的结果，确保能

源绩效参数适合于体现能源绩效；确保在能源管理体系范围和边界内建立和实施过程，以识

别和应对影响能源管理体系和能源绩效的变更。

能源方针由公司管理层制定实施，描述公司在能源管理方面的宗旨，体现管理的总的方

向，公司的能源方针是参照行业特点并结合公司实际能力来制定的，制定控制措施，包括对

员工宣传教育，使其有效贯彻执行，发现偏离能得到及时纠正。

最高管理者通过征集讨论等方式确定和批准了符合公司发展愿景、切合实际的能源方针。

在制定能源方针时考虑了：

 公司所使用和消耗的能源特点，并与公司的规模相适应；

 改进能源绩效、提供信息和资源的承诺；

 公司的宗旨、活动、能源消耗情况；

 与公司能源管理相关的、应遵守的法律法规和其他要求；

 公司以往和当前的能源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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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续改进的机会和需求以及能源的降低；

 建立切合实际和可实现的目标指标的需求；

 支持高效产品和服务的采购及改进能源绩效的设计。

确保能源方针在界定的管理体系范围内：

 适合于组织的目的；

 为制定和评审目标和能源指标提供框架；

 包括确保获得为实现目标和能源指标的信息和所需资源的承诺；

 包括满足与能源效率、能源使用和能源消耗有关的适用的法律法规要求和其他要求

的承诺；

 包括持续改进能源绩效和能源管理体系的承诺；

 支持影响能源绩效的高能效产品和服务的采购；

 支持考虑能源绩效改进的设计活动。

通过能源方针的传达表明公司对满足法律法规要求与节能降耗的承诺和提高对能源方针

中所做承诺的认识，向外界解释公司为何建立和保持能源管理体系，并指导个人理解其职责

和责任。

能源管理方针作为形成文件的信息以正式的形式表述、发布、管理和维护，通过有效的

渠道和方式与组织内各级员工进行沟通，保证方针在各层级贯彻落实,依据方针制定目标,目

标内容，分解下达，使员工理解方针并应用于其工作中。适当时，利益相关方应可获得管理

方针。

在传达方针时,公司应考虑诸如工作场所、文化程度、语言技能等方面的差异，采用适宜

的方法进行传达。

能源管理方针文件可根据公司的管理习惯考虑以任何介质和方式发布，包括纸介质、电

子版、网络共享平台等，并针对这些不同的发布方式，考虑和安排相关方获取方针的适宜的

途径和方法。

由于变化不可避免，如法规和社会期望会不断发展演化，因此，公司需定期评审能源方

针和能源管理体系，以确保其持续适宜性和有效性。若方针发生变化，须将修订的方针传达

到所有在组织控制下工作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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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管理者确保在组织内分配和沟通相关岗位的职责和权限。对于所有承担能源管理体

系义务的能源管理团队，公司应将其职责和权限形成文件，以避免与所有层次管理者的作用

和职责相混淆，以解决任何与能源管理体系运行之间的冲突。最高管理者应对相关岗位进行

指派，并确保这些人员了解被期许完成的事（责）、被允许做的事（权限）、各类工作的负责

人以及各职责与权限之间的关系。最高管理者应确保以适合于公司实现其期望的预期结果来

确定角色、职责和权限，确保建立、实施、保持和持续改进能源管理体系，实施持续改进能

源绩效的措施计划。

能源管理团队确保公司的能源管理体系符合 GB/T 23331-2020/ISO50001:2018、

RB/T119-2015 标准的要求, 应定期向最高管理者报告能源管理体系和能源绩效改进的表现，

为确保能源管理体系的运行和控制的有效而建立所需的准则和方法。最高管理层应保证相关

职责的落实。

公司相关部门岗位职责和权限见附录 B2。

6.1.1 当策划能源管理体系时，需考虑 4.1 提及的事项和 4.2 提及的要求，并评审能影响能

源绩效的组织的活动和过程。策划应与能源方针一致，并应引导可持续改进能源绩效的措施。

公司应确定需要应对的风险和机遇，识别希望达到的目的和期望的结果，了解可能影响这这

些目标和期望结果的因素，其中可包括对相关风险和机遇的识别，并应考虑外部、内部环境，

潜在的紧急情况以及利益相关方对能源管理体系达成其目标结果的影响。在识别风险和机遇

时时，可关注提升正面效果，创造新机会并预防或降低不良效应。

6.1.2 公司结合标准 4.1 和 4.2 中识别的要求来确定能够影响能源管理体系实现预期结果的

风险和机遇，明确风险是否需要采取应对措施，并不是所有的风险都一定需要采取应对措施，

有些风险由于风险后果较小，公司可采取承担风险的方式来接受风险，但对于公司不能承受

的风险应制定相应的应对措施来规避、转移风险。应以影响公司能源管理体系预期结果的风

险为主导，并将应对措施与能源管理体系和能源绩效过程整合并实施，可从财务风险、声誉

风险、经营中断风险、产品风险、人身安全风险、职业危害、社会政治风险、供应链风险、



扬州中集通华专用车有限公司 THT/EN-MOO 版本号：F

18

市场风险、法律法规等方面进行确定由公司能源绩效影响所带来的风险，同时需要评价这些

措施的有效性。

最高管理者结合能源方针要求在公司内部各相关职能、层次、过程或设施等层面建立、

实施和保持形成文件的目标和能源指标。

目标与能源指标的建立和达成的策划，可帮助公司达成目标与能源指标的一致性。要求

目标批准人能够了解对目标和能源指标制定的要求，在相关的职能、层次、过程中建立与其

发展战略及总方针相一致的目标，以确保战略方向和方针的实施。应确保目标在过程和各职

能级别是可行的，在设立目标时，应考虑目前的能力和制约、适用的要求、重要能源的使用、

改进能源绩效的机遇以及其它市场事宜，目标内容应和方针保持一致，并得到监测。应保持

与目标指标相关的形成文件的信息，将目标传达或告知各相关部门，明确目标动态优化、改

进、更新的要求。当确定目标和指标的依据发生显著变化，如在内审中指出缺陷时、活动变

更、设施设备等变化、引进新项目时应进行更新。

对于影响达成目标和能源指标能力的变动，应考虑并采取必要行动，以确保新事宜或需

求得到处理。

可采用 SMART 原则设立目标和能源指标的应用及效果，应制订实现目标和能源指标的对

策，此对策应是针对原有基础上有所改进的，不应用现有的管理措施来替代，并确定需要的

资源，界定部门及人员的职责、权限及相互关系，工作内容、完成时间、负责部门或负责人、

工作方法。

确定评价或验证过程及最终目标和能源指标的方法，跟踪措施的实施, 对绩效进行评价

以判断目标和能源指标是否实现良好的管理实践。

为实现公司的目标和能源指标，措施计划作为实现目标和能源指标的行动计划。公司应

按要求建立、实施和保持措施计划。在考虑建立措施计划时，应检查所需的资源（财力、人

力和基础设施）和所需执行的任务。

根据为实现特定的目标和能源指标所建措施计划的复杂性，公司应为各单个任务指定职

责、权限和完成时间，以确保目标和能源指标可在总体时间框架内得到实现，应将目标和能

源指标和措施计划与相关人员进行沟通。

措施计划中至少应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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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要做什么；

b) 需要什么资源；

c) 由谁负责；

d) 何时完成；

e) 如何评价结果，包括证实能源绩效改进所用的方法。

公司考虑为实现其目标和能源指标的措施如何能够整合到组织的业务过程中。公司应保

留有关措施计划的文件化信息。

能源评审是公司策划的重要手段，公司编制《能源评审管理程序》，开发并实施能源评审，

对能源使用情况进行能源评审，能源评审包括以下内容：

a) 基于测量和其他资料分析能源使用和能源消耗，即：

1) 识别当前的能源类型；

2) 评价过去的和当前的能源使用和能源消耗；

b) 基于分析，识别重要能源使用；

c) 对每一个重要能源使用：

1) 确定相关可变因素；

2) 确定当前的能源绩效；

3) 识别在其工作控制下对重要能源使用起作用或有影响的人；

d) 确定并优先处理改进能源绩效的机遇；

e) 预测未来的能源使用和能源消耗。

能源评审按规定的时间间隔进行更新，应对设施、设备、系统、过程或能源使用过程的

显著变化做出反应。

公司保持用于开发能源评审的方法和准则的文件化信息，并应保留能源评审结果的文件

化信息。

能源评审的内容和步骤如下：

a) 在设备测试和收集数据的基础上运用能流图、设备清单、统计模型分析等数据和工具进

行用能状况分析：

1) 能源的供给状况，包括当前的能源种类、来源、价格和质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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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评价过去和现在的能源使用和能源消耗。

b) 基于用能状况分析，识别主要能源使用的区域：

1) 识别对能源使用和能源消耗有重要影响的设施、设备、系统、过程和人员，并确定

其现状，人员包括为组织工作的人和代表组织工作的人员。代表组织工作的人员包

括服务承包商、兼职人员以及临时人员。

2) 识别影响主要能源使用的变化因素．如市场供需状况、能源品种的变化．产品品种

和产量、天气等。

3) 确定对主要能源使用相关的设施、设备、系统、过程的能源绩效水平。

4) 评估未来的能源使用和能源消耗。如扩产后能源需求的变化等。

c) 识别、记录改进能源绩效的机会，并进行排序。组织应开展系统的诊断分析，运用

能量系统优化、能量平衡、能源网络图、能效对标、专家诊断、最佳节能实践、员

工参与等工具和方法识别能源绩效改进机会，并对这些改进机会进行分析评价，根

据其重要性和可实现程度进行排序。评价和排序时应当考虑下列因素：

1) 影响能源绩效的程度；

2) 与法律法规、政策、标准及其他要求的符合性；

3) 施工周期、安全及环境影响、技术成熟度、系统匹配等技术可行性；

4) 投资回收期、内部收益率、除节能外的其他收益等经济合理性；

5) 相关方的要求等。

公司可将能源评审的过程及结果形成能源评审报告，作为组织能源管理体系策划、实施、

保持和改进的依据。在设备、设施、系统、产品、工艺等发生变化时，应当根据变化过程或

环节重新进行能源评审。

公司编制《能源基准、能源绩效参数控制程序》，识别适用于公司对能源绩效进行监视和

测量的绩效参数，以便在适当时进行测量或监视其能源绩效，使公司能证实能源绩效的改进。

公司保持确定和更新能源绩效参数的方法的文件化信息。当数据表明相关可变因素显著

地影响能源绩效时，应考虑将其建立为能源绩效参数。

公司能源绩效参数可以是直接测量的参数（如锅炉的主蒸汽压力及温度、排烟温度和烟

气含氧量），也可以是模型计算获得的参数（如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基于正平衡或或反平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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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锅炉热效率的模型）。此类参数与监控对象（如用能设备、用能系统）的能源绩效水平密

切相关，组织通过对能源绩效参数的监视和测量，可实时掌握监控对象的能源绩效水平，采

取控制措施，确保能源目标和指标的实现。

为了验证能源目标和指标的实现程度，能源绩效参数的设置要包括管理层面和运行层面，

管理层面的能源绩效参数通常与主要能源使用的控制有关，运行层面的能源绩效参数与设备、

设施运行控制等有关。

公司可用能源绩效参数说明其运行情况，并在影响能源绩效参数的业务活动或基准变化

时更换能源绩效参数。适用时，与能源基准进行比较。

公司编制《能源基准、能源绩效参数控制程序》，根据能源评审的相关信息，并考虑与能

源使用的消耗特点相适应的时段，建立公司的能源基准，当数据表明相关可变因素显著地影

响能源绩效时，应执行能源绩效参数值及相应的能源基准的归一化。

能源基准在如下情况下被修正：

a) 能源基准不再反映组织的能源绩效；

b) 静态因素发生重大变化；

c) 根据预设的方法。

公司将能源基准的信息、相关可变因素数值以及能源基准的修正等作为文件化信息保留。

通常依据一定边界条件和生产、设备正常状态下一定时期的能源消耗和能源效率水平来

确定能源基准。它可以是平均值或累计值。

确定基准主要用于自身跨期比较，进而在适宜的方面确定、评价目标和能源指标。评估

能源绩效。可行时，在组织用能系统、设备、产品品种、产量、产值、能源品种、用途和功

能等方面确定能源基准。在确定基准时应当考虑与能源消耗、能源效率的计量、统计、分析

系统相匹配，并根据能源结构、产品结构和类型、生产工艺、管理水平和手段、生产用能等

方面的变化进行调整。组织在确定能源基准时应当规定统计计算准则、评审原则和时间、更

新规定等。

公司应当将建立的能源基准形成文件，适时评审和更新，并通过基准确定、评价和比较

目标和能源指标，评估改进的有效性，比较、分析与核算能源绩效。组织应当特别考虑相关

影响因素对评价结果的影响。包括经营规模、设备规模的差异以及由于规模经济而造成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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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差异， 产品特性以及生产流程的差异，原、燃料条件、负荷率等外部条件的变化；地域和

气候的差异等。

公司确保在策划的间隔识别、测量、监视和分析影响能源绩效的作业活动的关键特征。

公司确定和实施一个适合其规模、复杂性、资源以及监视和测量设备的能源数据采集计

划。计划应规定需要监视关键特征的数据，何种状况的数据要采集并保留，以及采集频次。

被采集的（或适用时需要测量的）数据以及被保留为文件化信息的数据应包括：

a) 重要能源使用的相关可变因素；

b) 与重要能源使用和组织相关的能源消耗；

c) 与重要能源使用相关的运行准则；

d) 适当时，静态因素；

e) 措施计划中规定的数据。

公司在确定的间隔对能源数据采集计划进行评审，并在适当时更新。

公司确保用于为关键特性测量提供数据的设备是准确无误的且是可再现的。应保留建立

精确性和可再现性的测量、监视和其他方法的文件化信息。

公司确定并提供建立、实施、保持能源管理体系所需的资源。包括内部资源和外部资源。

在确定所需资源时，应考虑目前能力，在评审自己目前所具有的能力时，应识别各种现有制

约，分析、评估现有内部资源的能力和受限条件，识别出组织内部现有资源中不能满足需求

的环节和需进一步匹配的外部资源，制定资源配置计划并按照计划提供所需的资源。

公司编制《能力、意识和培训控制程序》，识别和界定在组织控制下工作、影响其能源绩

效和能源管理体系人员所需的能力，对影响能源绩效的因素进行岗位和岗位能力分析，确定

其所需的能力。能力应从教育、培训、技能、经历方面综合进行了考虑，或建立胜任力模型，

岗位分析应进行横向的对比和水平的对比，确保在控制下开展工作的人员能够胜任。

对于能力达不到所需要求的，公司适时提出采取相关措施以获取所需的能力，并评价所

采取措施的有效性，可综合考虑人力资源规划、人才培养目标、雇用、培训要求，以确保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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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建立过程的准则，包括设施、设备、系统和能源使用过程的有效运行和维护，一旦缺

少准则可导致严重偏离预期的能源绩效；

b) 与在组织控制下进行工作的人沟通准则；

c) 依据准则实施过程的控制，包括根据建立的准则运行和维护设施、设备、系统及能源

使用过程；

d) 在所需的范围保存文件化信息，以确信过程按策划实施。

公司控制策划的变更，并评审非策划的变更的后果，必要时，采取行动减轻任何不利影

响。

公司确保外包的重要能源使用或与重要能源使用相关的过程得到控制。

公司在设施、设备、系统和能源使用过程的新设计、修改设计和更新设计时，考虑可能

在策划的或预期的运行有效期内显著影响其能源绩效的能源绩效改进机遇。

适用时，能源绩效考虑的结果应纳入相关项目的规范、设计和采购活动中。

公司保留与能源绩效相关的设计活动的文件化信息。

公司编制《能源服务、设备和能源采购控制程序》，在采购预期对公司的能源绩效产生显

著影响的使用能源的产品、设备和服务时，公司建立和实施准则，以评价策划的或预期的运

行有效期内的能源绩效。

当采购对公司的重要能源使用产生，或可能产生，显著影响的使用能源的产品、设备和

服务时，公司告知供应商能源绩效是采购评价准则之一。

适用时，公司确定和沟通具体要求，为：

a) 确保采购的设备和服务的能源绩效；

b) 能源的采购。

9.1.1 总则

公司编制《能源管理监视、测量与分析控制程序》，为能源绩效和能源管理体系确定：

a) 需要监视和测量什么关键特征，至少包括如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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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实现目标和能源指标的措施计划的有效性；

2) 能源绩效参数；

3) 重要能源使用的运行；

4) 实际能源消耗与期望的能源消耗的对比；

b) 监视、测量、分析和评价的方法，适用时，确保有效的结果；

c) 何时应实施监视和测量；

d) 何时应分析和评价从监视、测量中得到的结果。

公司分析其能源绩效及其能源管理体系的有效性。公司通过能源绩效参数与相应的能源

基准对比来评价能源绩效改进。

公司对能源绩效的显著偏离进行调查并做出响应。公司保留调查和响应的结果的文件化

信息。

公司保留适当的监视和测量结果的文件化信息。

9.1.2 法律法规要求和其他要求的合规性评价

公司编制《法律法规和其他要求获取确认和更新控制程序》和《合规性评价控制程序》，

在策划的间隔，评价与其能源效率、能源使用、能源消耗及其能源管理体系相关的法律法规

要求和其他要求的合规性。

公司合规性评价由有能力的人员进行，既可使用公司内部人员也可使用外部资源，评价

可针对综合的法律法规要求或专项要求，评价的频次应考虑以往的合规表现或具体法律法规

要求等因素的影响，可选择在不同时间或以不同频次及其他适当的方式评价对单项要求的合

规性，合规性评价方案可与内部审核、管理评审等其他评价活动结合进行。

公司评价其他要求的遵守情况，可以和法律法规要求的评价一起进行，如有必要可另外

制定程序，分别进行评价，应保留合规性评价及任何采取的措施的结果的文件化信息。

9.2.1 公司编制《内部审核控制程序》，按策划的间隔实施能源管理体系的内部审核，确保管

理体系提供如下信息：

a) 改进能源绩效

b) 能源管理体系；

--组织的能源管理体系自身的要求；

--组织建立的能源方针、目标和能源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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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要求；

a) 有效地实施和保持了能源管理体系

9.2.2 组织应：

a) 策划、建立、实施和保持一个审核方案和计划，规定审核范围、频次和方法，审核方

案和计划应考虑到组织的过程、区域的状态和重要性及以往的审核结果等因素。

b) 确定每一次审核的审核准则和范围；

c) 审核员的选择和审核的实施应确保审核过程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d) 确保审核中发现的问题将以不合格报告的形式向有关管理者和各部门通报；

e) 责任部门应对不合格按照要求采取有效的措施并组织实施；

f) 保留文件化信息作为审核方案的实施与审核结果的证据。

9.3.1 公司编制《管理评审控制程序》，最高管理者按策划的间隔评审组织的能源管理体系，

以确保其持续的适宜性、充分性、有效性并与组织的战略方向一致。

9.3.2 管理评审包括如下考虑：

a) 来自以往管理评审的措施的状态；

b) 与能源管理体系相关的内外部事项及其伴随的风险和机遇；

c) 能源绩效的信息，包括如下趋势：

1) 不符合与纠正措施；

2) 监视和测量的结果；

3) 审核的结果；

4) 法律法规要求和其他要求合规性评价的结果；

d) 持续改进的机遇，包括能力；

e) 能源方针。

9.3.3 输入到管理评审中的能源绩效，包括：

--达到目标和能源指标的程度；

--基于监视和测量结果（包括能源绩效参数）的能源绩效和能源绩效改进；

--措施计划的状态。

9.3.4 管理评审的输出应包括与持续改进机遇和能源管理体系变更的任何需要的决定，包括：

a) 改进能源绩效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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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集平车生产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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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常规车生产流程：

3、轿运车生产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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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自卸车生产流程：

5、厢式车生产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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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液罐车生产流程

防
浪
板
等
部
件
制
作

补漆广告

校桥、复测

管道、人孔装配及试水

电气路装配

挡泥板、侧护栏等附件装配

操纵箱工具箱安装

桥簧、轮胎装配

整车打底漆

整体打砂

试水试气

罐内打磨

焊接

支腿等部件安装

罐架连接

牵引销板、车架、支座制作、定位

打砂油漆

簧支架装焊

车架拼装焊接

侧护栏等部件底漆、油漆

侧护栏等部件打砂

侧护栏等部件拼装焊接

封头、隔仓、防浪板、人孔焊接

衬板、加强筋、人孔及集液槽安装

拍片

筒体对接环缝焊接

罐体复测

安装另一侧封头

安装隔仓、防浪板及后封头

筒体对接

筒体卷制、纵向焊缝焊接

筒体拼板焊接

车架、筒体、防浪板、隔仓、侧护栏等部件下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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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搅拌罐生产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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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管理体系运行职能分配表

GB/T

23331-2020/ISO50001

:2018 条款

要 素

公

司

管

理

层

数字化半挂车工厂 / 数字化罐车工厂

质

控

销

售

技

术

制

造

售

后

设

备

人

力

资

源/

行

政

采

购

物

料/

储

运

精

益

HSE

财

务

4 组织环境

4.1 理解组织及其环境

4.2 理解相关方的需求和期望

4.3 确定能源管理体系的范围

4.4 能源管理体系

5 领导作用

5.1 领导作用和承诺

5.2 能源方针

5.3 组织的岗位、职责和权限

6 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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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应对风险和机遇的措施

6.2 目标能源指及其实现策划

6.3 能源评审

6.4 能源绩效参数

6.5 能源基准

6.6 采集能源数据的策划

7 支持

7.1 资源

7.2 能力

7.3 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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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公司的全面工作；负责对其建立、实施能源管理体系并持续改进其有效性的承诺提

供证据，向中层以上领导传达满足顾客和法律法规要求的重要性；

以增强顾客满意为目的，确保顾客的要求得到确定并予以满足；

确保对管理体系进行策划，组织制定方针和与方针保持一致的可测量的管理目标，并确

保管理目标在相关职能和层次上得到分解；

主持公司管理评审，建立能源管理小组，任命管理者代表，批准能源管理手册；

确定或撤销公司各组织机构的设置、职责、权限、相互关系、资源配置；

确保在组织内建立适当的沟通过程，以对管理体系有效性进行沟通；

确保及时获得与建立、实施和持续改进管理体系有关的信息资源；

兼任数字化半挂车工厂业务集团总裁，分管内外销售及售后服务。

（ ）各自主持分管工厂的全面工作；

（ ）各自负责在工厂内对其建立、实施能源管理体系并持续改进其有效性的承诺提供证据，

向中层以上领导传达满足顾客和法律法规要求的重要性；

（ ）以增强顾客满意为目的，确保顾客的要求得到确定并予以满足；

（ ）确保对管理体系进行策划，组织制定工厂可测量的管理目标，并确保管理目标在相关

职能和层次上得到分解；

参与公司能源管理评审；

（ ）确保在工厂内建立适当的沟通过程，以对管理体系有效性进行沟通；

（ ）确保及时获得与建立、实施和持续改进管理体系有关的信息资源。

在管理者代表领导下，实施对全公司的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管理、能源管理，组

织实施体系文件，保证管理体系持续有效运行；

数字化半挂车工厂质控部代表联合企业牵头协调管理体系工作；

按照《生产一致性控制计划》，实施对 认证产品的检查控制。半挂车工厂质控部编

制并实施《生产一致性控制计划》、《生产一致性控制计划执行报告》；

归口管理体系文件，并组织对其进行修订，确保体系文件受控有效；

组织管理体系内部审核，将顾客对工厂的投诉尤其是产品不符合标准要求的投诉作为内

部审核的信息输入，督促、验证有关部门纠正不符合项；

负责工厂管理工作，组织工厂内部的策划和管理活动；

负责工厂管理体系日常监督管理工作；

负责产品实现各过程的质量检验，控制不合格品并使之得到适宜处理和纠正；

其它职责见职能分配表和本手册各有关章节。

在本部门组织实施本手册，保证管理体系在部门持续有效地运行；

负责国内外合同的签订和评审；

负责调研市场，了解市场商情，为工厂经营决策提供参考；

其它职责见职能分配表和本手册各有关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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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部门范围内组织实施本手册，保证管理体系在部门持续有效地运行；

半挂车工厂技术中心负责产品公告、 申报、变更以及相关的对外联络和协调等管理

工作，保证产品设计资料与公告一致性；

负责组织与产品设计有关的质量策划，及新产品开发、设计、验收和鉴定；

负责产品设计图样、技术规范、标准、工艺文件等技术文件的标准化管理；

负责产品说明书的编制；

负责与工艺过程有关的质量策划，对其进行归口管理；

其它职责见职能分配表和本手册各有关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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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生产一致性控制计划》做好 认证产品的供应商管理和采购工作；协助质控部

实施对专用车关键元器件和材料的定期确认检验；

负责能源管理体系的日常计量及管理工作，负责生产所需的柴油、各类气体的调配和正

常供应；

其它职责见职能分配表和本手册各有关章节。

在本部门范围内组织实施本手册，保证管理体系在部门持续有效运行；

在公司安全生产管理委员会领导下，负责分管工厂 的建设与运行；负责公司环境因

素、危险源、法律法规识别收集工作；参与政府部门安全、环保、职业健康等监督检查；

集团 报告及 达标审核等；

其它职责见职能分配表和本手册各有关章节。

在本部门范围内组织实施本手册，保证管理体系在部门持续有效运行；

（ ） 总裁办负责统筹联合体层面总裁事务；

（ ）财务管理部负责联合企业财务工作，包括工厂内部核算与分析；车贷金融渠道搭建；对

接集团及政府有关部门、银行、审计机构等；

（ ）其它职责见职能分配表和本手册各有关章节。

积极贯彻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和公司的管理体系方针；

部门体系员负责做好本部门体系的日常运行和体系运行资料的收集、整理、保存工作，

按要求做好迎接体系内审和外审的工作。

严格按照《内部审核控制程序》的规定进行审核；并对其所审核结果的正确性负责。

（1）负责组织对工作场所或生产现场能源使用识别和评价；负责组织能源隐患排查和治理；

负责应急演练；负责事故上报与处理；负责规章制度的宣贯与执行；

（2）负责组织对能源使用的日常控制和管理；

（3）负责节能减排工作的宣传、培训工作；

（4）负责节能问题的整改情况进行监督考核。

积极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和公司管理体系方针，了解本岗位职责和权限；

熟悉与本岗位相关的环境、安全因素和环境、安全影响；

严格按照作业指导书的要求进行操作；

出现问题时要及时反映，对不及时反映问题造成的损失负责；

正确使用、维护、保养设备、设施、夹具和计量器具，严格控制产品质量和原料、半成

品及废品对环境的影响。

B.3 能源管理体系程序文件

能源管理体系程序文件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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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程序文件名称 文件编号 版本号

1 文件控制程序 THT/En-P01 B

2 记录控制程序 THT/En-P02 B

3 法律法规和其他要求获取确认及更新程序 THT/En-P03 B

4 能源评审管理程序 THT/En-P04 B

5 能源基准、能源绩效参数控制程序 THT/En-P05 B

6 能力、培训和意识管理程序 THT/En-P06 B

7 能源管理控制程序 THT/En-P07 B

8 风险和机会识别与评价管理控制程序 THT/En-P08 B

9 能源服务、设备和能源采购控制程序 THT/En-P09 B

10 能源管理监视、测量、分析和评价控制程序 THT/En-P10 B

11 信息沟通控制程序 THT/En-P11 B

12 合规性评价控制程序 THT/En-P12 B

13 内部审核控制程序 THT/En-P13 B

14 不符合、纠正和纠正措施控制程序 THT/En-P14 B

15 管理评审控制程序 THT/En-P15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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