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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背景下的高校后勤能源管理分析
孟繁荣　邓礼丽

（南京邮电大学，江苏 南京 210003）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政府机关、高校的高能耗问题日益突出，后勤部门作为高校能源管理的重要部门，涉及到对其高

校内能源的管理和应用，是高校探索不同能源合理利用和节约新模式的先行者。本文探究了新能源背景下的高校后勤能源管理的策略，

提出了几条可行性建议，以期为高校能源管理工作提供一些思路，推动高校朝着低碳化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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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社会经济迅猛发展的大背景下，政府机关以及高校存

在着显著的高能耗能力，根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国家政府机关

与高校每年的耗电量占据了城镇地区年用电量的 22%，是普通居

民年用电量的10-20倍。后勤部门作为高校能源管理的重要部分，

主要负责的工作时管理与应用高校内部能源，对不同类型的能源

进行合理的利用，以提升能源利用率。基于此本文在对传统能源

管理与使用的现状进行探究的基础上，以高校后勤部门为视角，

结合当前新能源科技的发展现状，提出了传统能源与新能源之间

的优势互补、同时并用的方法。

一、传统能源和新能源

我国传统能源主要包括石油和煤炭，而新能源则是由太阳能、

核能、风能以及生物能所组成。对于高校而言，使用广泛的新能

源就是风能与太阳能。这几类新能源在全球发电量中所占据的比

重较小，但是在当前科学技术手段迅猛发展的大背景下，预计在

未来的 10-15 年内，风力发电将会在全球发电量中增加比重。现

如今，我国在新能源的开发与利用上时间较短，基础较为薄弱，

通过使用新能源可以为全国的能源需求做出 9% 的贡献。

二、能源管理的必要性

（一）背景和效益

为了更好地响应“节约型高校”的建设号召，推动高校实现

经济的循环可持续发展，必须要开展学校新能源的科学管理工作。

其中有效管理学校能源是基础目标，对能源的高效使用以及减少

能源消耗则是高校后勤部门开展能源管理与使用工作的最终目标。

（二）管理现状和问题

当前，部分高校在能源的管理与使用上存在最为显著的问题

就是效率低下，甚至有些高校后勤部门对于能源的管理与使用缺

乏必要的规划，进而出现能源在输入、分配、传送以及最终的评

价等诸多环节都没有实施科学的利用与管理。另外，部分高校在

能源管理上还存在范围过大的问题，这也给高校能源在具体的使

用定性、分配定量、收费标准等多个环节都无法开展有效的规划

工作，不利于能源的节约使用以及合理的管理。

三、学校能源使用分析

随着现阶段高校发展规模的日益壮大，各种实验设备的投入

使用范围也越来越广，这也就促使高校在能源的使用量上呈现出

逐年上涨的趋势。学校能源使用的现状主要包括：首先是新校区

的建设、投入与使用，在校师生数量的逐渐增多，使得学校在日

常教学、办公等方面不断提档升级，能源消耗急剧增多；二是学

校除承担正常教学任务外，学校的科技创新、社会服务职能日益

凸显，用能量显著增加。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国家除了关注城市浪费外，更要重视

校园的节能体系建设，并出台相应的政策。与此同时，各个高校

为了响应国家的此项号召，结合本校的实际状况，构建相应的节

能监管体系，促进本校各种资源的合理利用。在实际的节能构建

过程中，笔者认为学校需从文化节能、技术节能以及管理三个角

度入手，并注重构建弹性管理机制，促进学校综合管理能力的提升，

促进节约型校园的构建。在此，笔者简要介绍节约型后勤管理制

度的构建。

四、学校节约型后勤管理的构建

（一）构建智能化的用电监控系统

众所周知，在后勤管理过程中，设备能耗在所有能耗的占

比最大。对此，高校负责后勤的领导应注重从后勤设备的角度

入手，构建相应的监控系统，真正降低相应设备的能耗，达到

构建绿色校园的目的。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后勤领导可借鉴

如下的方式：方式一，构建智能管控系统。后勤管理者可向学

校申请相应的资金，构建相应的智能管控系统，比如构建人工

智能节电系统，从而减少一些设备在电力方面的浪费。方式二，

构建综合性的后勤服务系统。后勤管理部门可构建监管各个用

电设备的智能监控系统，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综合性的后勤服务

系统，记录各个设备的用电状况，通过对各个智能监控系统的

合理控制，达到节约整个后勤设备用电的目的。方式三，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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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驾控系统。除了对用电设备进行监控外，后勤管理部门

可构建相应的物联网监控系统，对人的用电行为进行监控，即

记录一些不节约用电的行为，并将这些数据传达到后勤办公室，

从而对相应浪费电的人进行教育。通过构建多元化的驾控系统，

后勤管理部分的相关人员一方面掌握了各个用电设备的用电状

况，另一方面加深对后勤整个用电部门各个用电设备的用电状

况，还能从人和设备两个角度入手，开展相应的用电监控，最

终达到构建节约型后勤管理部门的目的。

（二）引入新型的能源计量设备

在后勤的管理过程中，笔者常常发现一些漏水现象，比如一

些员工并未将水管关好，导致滴水现象的发生；一些员工并未切

掉电源，导致一些显示设备耗电的状况。为此，后勤管理部门可

引入新型的能源计量设备，准确记录各个设备的电能、水能的运

用状况，从而根据相应数据的变化，分析资源浪费的原因。与此

同时，后勤部门可以根据能源数据的变化，了解能源运用的峰值

和谷值，从而更为科学地进行相应能源的管理，提升资源的运用

效率。

分析当前学校各个部门对能源物质的需求状况，确定物质能

源需求标准，同时整理出需要监测的能耗设备清单并设置为二级

计量点；选择带有计量、传媒、存储和开关功能的计量设备，同

时在各个耗能单位的管线中设置计量点，使用智能计量设备检测

各耗能单位的耗能数据，通过一定的协议标准，如 RS485 通讯协

议与其它单位建立协议，直接采集能耗单位的数据，对耗能数据

进行智能化分析。

（三）建立能源管理的工作责任制度

基于能耗管理工作内容落实责任制度，有效执行能源需求计

划。能源管理工作内容主要有能耗计量设备的日常管理、维修护理、

能源调度、能耗统计、平衡收支、优化管理、有效预警等，各项

各级工作都责任到人，专人负责专项工作，及时预警、上报异常，

进而将能耗控制在目标范围内。要将能耗管理工作责任到人，需

要做好以下四项工作：其一，明确工作内容，每位管理人员都有

明确的工作内容和职责，工作内容和责任层层划分，二级单位、

三级单位都能有效执行能耗计划。其二，建立科学系统的工作体系，

包括例会制度、工作计划落实制度、文件审批制度等，制定科学

系统的制度，以制度规范工作内容，减少不必要的时间浪费。其三，

完善能源管理应急预案，提前做好预防工作，防止在能源管理过

程中出现系统瘫痪、数据丢失等问题，建立系统备份和紧急制电、

供水系统。最后，建设激励制度，对于能耗达标的部门、管理人

员提供一定的奖励，激励他们更加负责任地工作。

（四）建立能源绩效评价体系

打造一套科学有效的能源绩效评价体系能够进一步提高能源

管理效率。建设好能源绩效体后，职能部门管理人员的工作都能

得到有效评价，有效执行和落实能源绩效评价体系，推行能源绩

效评价体系，各项工作指标化管理。在评价的同时，将各个职能

部门的意见整理出来，层层反馈，逐步落实，优化管理。如果评

估数据较好，则代表当前的能耗管理工作比较成功。在能源指标

化体系导入后，能源管理和运营团队要经常性地进行沟通和过程

跟踪，同时针对指标化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实时优化调整。

五、结语

高校后勤管理部门是高校执行节能减排工作的主力军，通过

高效的能耗管理模式推动高校朝着低碳化方向发展。高校后勤服

务人员要树立减排节能意识，学校可组织后勤服务人员参加技术

培训，同时引进先进的管理模式和智能化监控系统，将节能减排

工作落到实处，实现高校的“低碳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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