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依靠“生产技术的自行开发”与 
“全公司整体统筹、彻底推广”实现能耗减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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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务董事  土屋  总二郎 

1. 公司概况 

 
 
2. 环境保护举措的思路与节能活动的特点和举措内容 

【环境保护举措的思路】 
本公司将“珍爱大自然、与社会共存”作为企业经营理念中，致力于

开展包括节能降耗在内的环保工作，并于 2005 年制定与公布了旨在实现
“可持续性汽车社会”目标的路线图“电装愿景 2015”。 
 
【电装愿景 2015环保方针】 

1. 生态管理：以全球视角，举电装集团的全知和全力，强化环境经营； 
2. 生态工厂：削减全球性环境负荷（防止地球变暖、有效利用资源等）； 
3. 生态产品：开发重视环保的新技术，新产品(如二氧化碳热泵热水器

等)； 
4. 生态保护：扩大对外合作、交流及传播信息。 

【工厂、办公室实施节能举措的思路】 
防止地球变暖最重要的是削减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因此本公司制定了 2010 年度为止的二氧化碳减排目标

并推进着节能活动。为实现目标，我们将“节能技术开发，彻底实施改善，投入高效率设备，活用自然能源等”

作为重要举措内容，按部门制定节能计划并实施推进。 
 

◆节能愿景的目标 
（2010年二氧化碳排放） 

 
 

【节能活动的特点】 
◆ 自己公司开发、设计、制造生产设备，推进与产品开发相结合的生产设备节能技术开发； 
◆ 在节能开发、改善、管理上推广“全公司整体统筹、彻底推广活动”。 

 

• 二氧化碳排放量：与1990年相比削减10%（电装） 
• 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与1990年相比削减40%（电装） 
• 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与2000年度相比削减20%（电装集团整体） 

主要产品：汽车零部件 空调相关产品 
汽车冷气设备，汽车暖风设备，汽车空调，

压缩机，各种空调传感器等。 
 

车体相关产品 
组合仪表，雨刮器电机， 
无线遥控车门锁，IC，扬声器等。 
 
 

动力传动系统相关产品 
发动机管理系统（EMS）， 
柴油机控制系统，启动电机，交流发电机，

散热器等。 
 

驾驶安全相关产品 
防抱死系统（ABS），驱动力控制系统，巡

航控制系统，安全气囊传感系统等。 

 
成立时间 1949年12月16日 
 

资本金 1,874亿日元 

销售额 集团  3兆1,427亿日元 
 单独  1兆9,398亿日元 

经常收益 集团     △353亿日元 
 单独     △651亿日元 

员工人数 集团       119,919人 
 单独        36,768人 

合并决算公司数量 187家 
(日本68，北中南美38，欧洲33，亚洲澳洲48) 

权益法适用公司数量 32家 
(日本13, 北中南美5, 欧洲3, 亚洲澳洲9,其他地区2) 

（截至2010年3月3日） 

生态管理 生态产品 

生态友好 生态工厂 

 

电装 

2009 年度 节能大奖 经济产业大臣奖 



【节能举措内容】 
 

活动内容 
先进性 
独创性 

通用性 
影响性 

连续性 
持续性 

活动概要 

①节能技术开发 ○   力求大幅削减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提出并推进长期开发的项目。 

②CS3 (Compact, Slim, Simple, Speed) ○   开发可彻底消除生产设备上能源浪费的生产技术。 开发 

③能源供应 JIT (Just in Time) ○   开展削减待机能耗等非运转性能源消耗活动。 

④PEF活动  ○  将共通改善项目汇总成总检查表来开展“彻底改善”活动。 

⑤彻底推广热电联供  ○  利用二氧化碳排量较低的燃气热电三联产系统提高自发电比例

（37%），全公司共引进 13个机组。 

⑥利用自有技术开发自然能源 ○   利用自有产品（交流发电机）建设低水头水力、小型风力发电站

（建设 8个机组）。 

⑦冬季节能强化活动   ○ 利用大幅减产的时机，集中推进削减固定能源消耗的活动。 

⑧CDM计划（通过自有技术获得二氧化

碳排放权） 
○   将自行开发的压缩空气节能技术推向国外、获取联合国的认可。 

⑨国内外关联公司节能支援活动  ○  对国内外的本集团企业进行 PEF诊断（115项）活动，提出二氧

化碳降低 10%的改善方案。 

改善 
着手点 

⑩环保积分（电装环保积分制度）   ○ 通过员工自发参与型评分制度实施节能宣传教育。 

⑪直接收取能源费用（受益方负担制）   ○ 通过使用者负担能源费的制度，提高节能意识。 

⑫节能实力与积极性评价的可视化   ○ 在公司内推行节能评价制度，搞活各部门节能活动。 管理 

⑬将二氧化碳减排纳入经营指标中   ○ 把二氧化碳削减目标达成情况纳入公司主要经营指标进行评价。 

 
 
 
3. 节能管理体制 

本公司于 1992年 12月设立了环境管理的最高决策部门“环境委员会”，每年举行 2次由公司的管理干部、
国外地区总负责人、集团内企业的环境管理负责人出席的会议，对实施节能方针的制定、节能活动进度情况检

查、研讨问题或解决对策进行讨论。 
自 2008年开始，防止地球变暖成为公司的优先实施课题，由此成立了由担任 CGO（降低生产环境负载（节

能、节约资源、工厂环境、物流））的常务董事亲自管辖的部门“二氧化碳特别项目室”，并由该部门总体负责

公司及集团的二氧化碳减排管理、统一管理全公司节能预算和确定投资项目，以及对生产工艺、设备的节能技

术开发工作实施指导。 

在具体工作推进中，从强化和巩固我公司的节能活动特征的观点出发，对“二氧化碳特别项目”采用了 3
分会制。具体分划如下： 

① 能源分会（持续）：对能源使用量最多的生产活动，推进实施彻底的改善。 
② 能源技术分会（加强）：以生产技术部门为中心，推进节能生产设备的自主研发。 
③ 涉外分会（新设）：向公司内外推广我公司节能技术、机制以及促进热电联产的节能性。 

 
 

图 1：环境委员会和二氧化碳特别项目室 图 2：能源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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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实施节能活动的背景与需求 

自 1997 年京都议定书签订以后，电装为应对日益加剧的全球变暖，在 2000 年的环境方针“电装愿景 
2005”中制定了 2010年的二氧化碳削减目标并展开了节能活动。 

2005年，电装又制定了“电装愿景 2015”。为使节能活动成果可视化而追加了“排放强度目标”，并且

为实现全集团节能活动的一体化推进，又追加了“集团排放强度目标”来拓展了活动实施的范围。 
2007 年，为进一步强化节能减排，争取在京都议定书承诺期限（2008~2012 年）内达成削减目标，启动

了“二氧化碳特别项目”，来推进节能技术的研究、开发以及强化公司对内和对外的合作。 
 

【单独目标】                             【集团目标】 
二氧化碳排放强度= 
二氧化碳排放量/生产金额（实际） 

 
 

2008年，社会经济形势发生剧变，汽车业也开始大幅减产，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相比以往也大幅下降，但排

放强度水平却保持持平，目标实现前景堪优，公司认为必须进一步加强节能推进。 
现在，为使公司体制向应变力强、精悍的方向转变，坚持推进“环保行动”和实现今后的发展，公司制定

了“环境 3 年规划”，以彻底提升环境效率，进一步改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为目标，结合以往活动，制定并实

施长期和短期的措施：强化冬季节能（短期）和开展能源供给 JIT活动（长期）。 
 
 
5. 主要活动内容 

①节能技术开发 

2000 年制定“电装愿景 2005”规划时，对生产增量是按每年 12%的速度预测来确定 2010 年的二氧化碳
削减目标的，并考虑到仅靠延续以往的活动内容，完成削减任务难度较大，故设想“今后的新引进设备必须节

能 30%以上”。 
我公司一直从事生产设备的自行开发，设计与制造，为实现 2010 年二氧化碳削减目标，专门成立“节能

加工研究会（由节能技术分会从 08年开始）”来负责节能技术的开发，规划了长期性的削减二氧化碳的开发项

目并推进实施。 
 

 
 

目标：与90年相比降至90以下 
（90年度=100） 

二
氧
化
碳
排
放
量 

二
氧
化
碳
排
放
强
度
指
数 

二
氧
化
碳
排
放
强
度
指
数 

目标：与90年相比降至60以下 
（90年度=100） 

目标：与00年相比降至80以下 
（00年度=100） 

公布目标 

走势：实际生产 + 12%/Y 
（04-06年平均） 

公布目标 

公布目标 

持平 

《二氧化碳排放量：与90年相比降至90以下》 《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与90年相比降至60以下》 《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与00年相比降至80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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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延续以往技术的方式难以完成目标 2010年生产设备构成情况预测 



节能开发举措（推进技术开发） 

 
 

从 2000年到 2005年，共实施了 23个项目的技术开发并推进了实用化。进行推广后的成果：通过开发小

型溶化炉等实现了减排二氧化碳 18000吨。 
2006年以后，为了加强二氧化碳削减，到 2010年前又规划了 31个开发项目，截至 2007年度，通过开发

项目的推广共实现了二氧化碳减排 18000吨。 
 
②CS3（Compact, Slim, Simple, Speed）活动 

开发可彻底消除生产设备上能源浪费的生产技术。 
 

 
 

◆开发事例 
开发压铸的小型熔化炉：能源消耗 1/2，大小为 1/3，热效率达到 44%，达到行业最高水平。 

 
热效率从 21%提高到 44%（2.1倍） 

 

 

现有生产系统 
■大型通用机中心  ■特种加工的（C/T差）集合体  ■单个/分批处理产生库存 

坯料 

尺寸大小浪费 搬运浪费 动作浪费 库存浪费 

溶化 压铸 坯料 热处理 切削（通用 M/C） 清洗耳恭听 处理 

成品 

目标：彻底消除生产系统中所有的浪费 

 

目标状态 

CS立方 

小型 ：设备、系统尺寸紧凑，与加工零部件尺寸相匹配； 
 

简单 ：设备构造简单，且满足高质量加工的要求； 
 

消除浪费 ：产生高附加价值的，无浪费的纯加工； 
 

高速 ：仅快速生产需要数量的产品。  

实 现 节  能 

 

搬运浪费 
回收废热预

热进气 
最佳炉内

温度控制 

 

与压铸设备联动的 
自动开关出液盖 

保持熔融金

属最小液量 
提高漏热部位 
等的隔热性 

过量空气系数优化 

 

溶化量自动反馈控制 

 

压铸设备 

 

在保证高质量熔融金属的同时，实现行业最高水平的能源利用效率 
申请了 6项相关专利 

自主开发制造 
节能生产设备 

截至 05年 28个项目 

●加工技术开发 
（生技开发部） 

●材料开发（材技部） 
●工序开发（生技部） 
●设备开发制造 

（工机部） 

在各领域由开发团队

开展长期的技术开发 
从 15个技术领域中 
提取节能项目 

在事业部中展开 

技术领域 实用化项目例 

除去 开发小型设备 

 
树脂成形 

低磨擦液压油 

油缸隔热 

清洗 常温清洗技术 

绝缘 
粘接 

缩短硬化时间 

热处理 
真空渗碳炉的间

歇运行 

 
压铸 

小型 DC设备 

小型熔化炉 

 

铸造 
其他 

切削 

检查、试验 

压铸 

钎焊 
冲压 
冷锻 

磨削 
清洗

热处理

半导体 
焊接 

粘接、绝缘 
脱脂、焙烧 
电镀、涂装 

锡焊 

各加工技术的 
能源使用比率 等，共计 23项。



③能源供应 JIT（Just in Time  准时生产方式）活动（长期课题:正在实施试点） 
目前，我公司将“在必要的时候提供必要的所需物品”的 JIT 思想运用于工厂的能源管理与使用中，开展

“能源 JIT”活动，致力于建设产应变力强的工厂。 
在以往的节能活动中，主要是以消除生产中的浪费为目标，而“能源 JIT”则是追求排除所有无助于生产活

动的能源消耗。“能源 JIT”主要由“供应 JIT”（与生产量联动的最优化能源供应）和“生产 JIT”（固定能

源变动化）两方面构成，目的是能从能源供应到生产全过程全盘兼顾的实施改善与开发。 

 
 
<生产 JIT> 
在生产环节，通过清理并汇总出每台生产设备的空转、预热、保热等运行情况后再消除其中的能源浪费，

最终还将引进设备在不工作时的自动断电装置等使固定能源消耗转为可变动化的措施，从而实现“JIT”。比如： 
• 基于时间程序进行设备的预热，冷却； 
• 对生产线、设备、机组及仪器设置空转停机、断电； 
• 推进无蒸汽化、单独分散设置空气压缩机、无压缩空气化等。 

 
<供应 JIT> 
采取让能源供应部门获取生产信息，进而对能源供应设备进行运行控制的方式，实现与生产量联动来提供

最优化能源供应的“供应 JIT”。例如： 
通过提前掌握生产信息“所需能源、时间、用量、位置”来作为供能作业指示，进而采取空转停机系统来

消除动力设备的待机电力消耗，或对多台动力设备以最适当的运行组合的方式来实施最佳运行匹配；通过对能

源供应的开关控制活动，来切断对不工作区域的能源供应，从而消除泄漏、能源囤积等导致的能源供应损失。 
一直以来，能源供应都被当作理所当然的基础设施，而在“供应 JIT”中却将其定位为与零部件一样，实行

按需准备，进而采取措施来彻底的消除浪费。 
 

 
 

 

11时~12时， 
C、E线不运转  

供能指示 
 

最佳运转计划 

供能设备(空气压缩机、锅炉等) 
 

大型 中 小 

生产线 

11时~12时停止大型空气压缩机， 
切断对C、E线的供能 

（消除待机能耗、泄漏） 

时 

需
用
量 

生产计划 

【供应 JIT的概要】 
配合生产计划将能源供应方法详细切换（从供应到生产全盘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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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 JIT构想 - 实现构建应变力强的节能生产体制 - 

有效加工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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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热 
待机 

搬运 机械

损失 润湿 
散热 工序

损失 工法

损失 

必要量 



④彻底实施改善：PEF（Perfect Energy Factory）活动 
公司的 20个制造部都在实施各自的节能改善，但有许多改善事例是各部门可共享的。因此，通过构建在全

公司推广共享事例的机制，将涵盖全公司的“彻底推广活动”作为“强化二氧化碳减排措施”进行了推广。 

◆全公司推广节能的工序、设备 

• 使用压缩空气的工序：气缸等的驱动力，清洗后的除水、切削加工时的除屑等用的吹气等； 
• 各种电机、风扇：液压泵电机，真空泵，清洗泵，集尘器，排气扇等； 
• 加热装置：热处理，溶解炉，干燥炉，成型机等； 
• 设施、设备：空调，照明，空压机，锅炉等。 

◆全公司推广的机制 

首先检查可否推广到各部门使用设备，然后针对所有生产设备依据“实现节能改善情况可视化”的“PEF
检查总表”进行检查。并且在编制检查表时，分设了“电”和“压缩空气”两类，推进了对压缩空气的节能强

化工作。 
PEF检查总表 

例：压缩空气的节能检查总表 

 
◆PEF推广事例 
取得巨大成效的 PEF推广事例之一就是“鼓风机代替压缩空气”。该改善活动是利用低压空气（0.05Mpa）

来代替在零部件加工的除水等工序使用的压缩空气（0.5Mpa），在获得了同等冲击力的同时，通过将压缩空气

转为低压空气，实现了节能 80%的效果。本项目作为 2004 年度日本全国节能优秀事例获得了“日本经济产业
大臣奖”，并满足 2006年节能法的判断标准。 

鼓风机代替压缩空气 

 
◆PEF推广实绩 

<年度> <实施改善件数> <二氧化碳削减效果> <投资回收(平均)>  
04年度 764件 27115吨 1.1 ← 全公司推广 
05年度 826件 37506吨 1.4  
06年度 964件 32886吨 1.9 ← 各部门自主开展活动  
07年度 1341件位 36793吨 1.8  
08年度 1333件 31290吨 1.5 ← 强化活动 

<思路> 
现状 

（工厂压缩空气） 
低压化后 

（供气鼓风机） 

用增加风量弥补压力下降，确保相同的

冲击力 

<实验> 
空气压力变化时的风量

和冲击力 
压力表 流量表 

减压阀 
喷嘴 

重量计 

冲
击
力 

改善项目 
工厂压缩空气 

风量 
将风量提高到 5.7㎥可达到相同
冲击力 

设置鼓风机 
<实机验证> 

加大喷嘴出气口直径 

加大输气管尺寸 

清洗冲水 吹气 

能源成本情况 
工厂压缩空：     1840千日元/年 

鼓风机送风(6.5kw)：  390千日元/年 
降低成本：     1450千日元/年 

 

确立方法 
实证效果 
节能 80% 

冲气质量：现场反映除水情况与 
改善前相同并有提高 

鼓风机 

 

例：总检查实施结果（电机 1部） 
• 改善完成：19696件 
• 改善实施中：3701件 
• 可改善数：7723件 

改善项目 

 

全工厂、所有生产线（约1000条）实施总检查 
全员参与挖掘改善内容 

各
设
备 



⑤推广使用热电联供系统 
我公司中由于仪器制造、精密加工的部门较多，常年需要空调的工序以及如清洗等需要用热水清洗的工序

也较多，各工厂常年都在使用蒸汽。 
从 1990年代初期开始，我公司将高效率热电联供系统的引进作为重点的节能措施进行了实施，并且从 1991

年引进 1号机（4000kW燃气轮机热电联供系统）开始就选择了“二氧化碳排放量少的能源”城市燃气（13A）
作为燃料。 
自 2005年以后，为加强二氧化碳减排工作，作为 NEDO能源合理化支援补助项目获得投资补助后，于 2005

年在西尾制作所引进 20MW，2007 年在大安制作所引进了 15MW，目前在全公司的推广工作已经结束，共引

进了 13个机组。 

• 引进实绩：13个机组，94000kW(2008年度发电量为 512000MWh，占公司整体用电量的 37%)； 
• 二氧化碳削减效果（2008年度实绩）：减排二氧化碳 153000吨。 

 

推广热电联供的实绩 

 

 
 
⑥利用自有技术开发自然能源 
在我公司“节能愿景”规划中，引进自然能源作为二氧化碳削减对策的一环加强了推进。并且在具体引进

时还充分利用我公司的特长，如：使用公司出产的交流发电机，建设利用工厂的处理废水排放时的落差发电的

低水头电站，以及使用净化后的工厂排气来发电的小型风力发电站等。并从 03 年到 08 年间，通过接待 60 批
参观人员等方式对地区节能启发也作出了贡献。 

 
■ 新能源与电装的最新独创技术的融合 
新能源设备概要 

引进年份 
种类 制作所 规模 

宣传点 

02年 低水头电站 西尾 4kW 
低水头电站 幸田 4kW×2 

工厂排水（未利用能源）+ 
自有产品（SC交流发电机） 

04年 
小型风力发电站 善明 4kW×2 自有产品（SC交流发电机） 

05年 小型风力发电站 安城 2kW 工厂排气+利用自然风+自有产品 
小型风力发电站 丰桥 0.54kW 发生灾害时的电池充电站 
小型风力发电站 大安 0.5kW 环保模范（生物厕所电源） 06年 
小型风力发电站 阿久比 34kW 风车、发电控制等全部为 

08年 小型风力发电站 池田 0.54kW 发生灾害时的电池充电站（提高起动性） 
 

 
 

 

电装最新技术对地球

环境的贡献 

幸田低水头电站 善明小型风力发电站 

 

自发电比率：

37% 

二氧化碳减排贡献度 
自发电比率 自发电量 

总用电量（外购电+自发电量） 

自发电比例 

目前导入 13个机组 
合计 94,000kW 

 

热电联产的

二氧化碳 
削减 21% 

生产 

二
氧
化
碳
排
放
量 



⑦冬季节能强化活动（紧急措施） 
2008年下半年，随着汽车产业的大幅衰退，单位二氧化碳指标开始出现下降，从 2009年 1到 3月以全公

司统一活动的方式开展了强化制造部门体质的“冬季节能强化大作战”，在节能方面彻底的抓住机会，作为紧

急措施实施了“能源停供日”等 6 个重点项目，并采取由 CGO 和各制造部的部长来确认每月进度等方式落实
活动的执行，并取得了巨大的效果。 
 

“节能”冬季强化大作战活动的实施项目及实绩 
序号 项目 内容 目标 效果 

① 能源停供日 通过休息日停止供应来削减固定能源消耗 10 百万日元/天 10.6 百万日元/天 
（2,3月平均） 

② 消除漏气作战 利用流量计实现压缩空气的零泄漏 90 百万日元/年 （90 百万日元/年） 
（所有工厂推广后） 

③ PEF彻底诊断 通过 115项 PEF诊断来彻底推进节能 以诊断为准 107 百万日元/年 

④ 生产用空调的节能优化控制 根据外部温湿度进行节能控制 25 百万日元/年 44.0 百万日元/年 
（实施对象：30处） 

⑤ 蒸汽供应压力减压 降低蒸汽供气压力来减少锅炉燃料消耗 40 百万日元/Y 
1次供应不能减压 

（研究对 2次供应减压的项
目：加热机组等） 

⑥ 办公室、实验区域 节能启蒙和改善（平时、夜间、休息日） 以诊断为准 8.8 百万日元/年 

 
总体效果 

 
 
 
 
⑧CDM计划（通过自有技术获得国外二氧化碳排放权） 
作为基于京都议定书的跨国防止地球变暖的对策，电装利用自有的节能技术和经验，致力于推进 CDM。在

马来西亚的生产厂（DNMY）实施的 CDM项目（二氧化碳削减量：170吨/年），在取得了日本和马来西亚政府

的认可后，又于 2007年 11月又获得了联合国 CDM理事会的认可。这不只在日本的汽车制造行业，在需求方

特定技术计划（节能技术与经验转移）中也属本首次。另外在墨西哥的生产厂（DNMX）实施的 CDM项目（二

氧化碳削减量：850吨/年）也通过相同的审批程序，取得了联合国 CDM理事会的认可。 
以上的活动都是以压缩空气的节能技术为中心开展的。为了将可申请专利水平的技术和在日本积累的经验

移植到国外，我们还采取了向当地派遣指导人员并就地实施两周以上的培训等包括培养节能人才在内的独创性

活动。 
 

⑨对关联公司的节能支援活动 
通对关联公司提供 PEF诊断的方式进行节能支援。在两个工厂对其生产设备及空调等设施设备的使用方式

进行诊断后，提出了节能 10%的提案（26 项），提案的一部分还获得了 08 年度“NEDO合理化支援项目”的
投资补助，作为改善对策推进实施。 

 

⑩环保积分（电装环保积分制度） 
本项是电装于 2006 年开始执行的自有环境意识宣

传教育制度。包括环保生活日常确认、环保日记、环境

宣传活动、志愿者、绿色通勤等内容，是一种员工自发

参与型制度，目前参与人数约 8000人。 
 

 

①能源停供：110百万日元（1-3月） 
②～⑥项合计：248百万日元/Y 

  

在在““为为了了我我们们自自己己””理理念念下下   
员员工工个个人人采采取取行行动动  

  

作作为为有有利利于于环环境境与与地地区区社社会会  
““友友好好””工工具具  

  

环环保保产产品品   
生生产产者者、、   
销销售售者者   

  

地地区区环环保保   
活活动动团团体体   

确认 

赋予分数 

确认 

环保商品 

环保行动 

积分 

使用 

环保商品 

想要这个环保产品； 
想对那个团体捐赠。 

 

做了这些事 员员工工（（家家属属））  公公司司   地地区区社社会会   

 

 

对象=员工及其家属 

电装自有的环境意识宣传教育制度（2006年 12月创立） 

「DECO评分」电装环保积分制度 



⑪能源费直接收费系统 

本系统是以部门为单位计测公司内的 2 次能源，作为部门长的经费与每月的负担经费管理直接相联系。本

系统在 1991年以电和城市燃气为收费对象而引进，在 1997年又加入了压缩空气和排水。与系统引进前相比改
善前的活动变得踊跃起来，特别是压缩空气的改善件数倍僧，排放强度降低了 50%。 
 

 
 
⑫节能实力与积极性评价的可视化；⑬将二氧化碳减排纳入经营指标中 
为使事业部内各制造部（20个部）的节能活动活跃开展，公司还设立了奖励制度（1993年）。评价项目中

除了二氧化碳减排目标完成情况（排放量、排放强度）以外，还包括参加节能发表、对集团或配套公司实施节

能支援等对公司内外的贡献在内的活动内容进行广泛的评价，然后根据评价的结果向经济产业省申报能源管理

优良工厂，从而增强部门领导的节能意识；节能事例本身也同样提高了员工的节能意识；而且二氧化碳的目标

完成情况也与销售额、利润、质量等项目一样，被列为公司经营指标，成为公司重要的课题。 
 
 
6. CGO（二氧化碳特别项目领导及生产环境小委员会委员长）的参与 
◆ 08年，由 CGO亲自提出为实现二氧化碳的强化措施“设置二氧化碳特别项目室”，并自任领导强化推进节
能活动。 

◆ 通过经营会议、制造部长联络会等主要会议，亲自领导二氧化碳目标达成度和课题的推进。 

【公司内部】 
• 每季度 1次： 将公司及事业部的目标完成情况（二氧化碳排放量、

排放强度）提交经营会议讨论； 

• 每年 2次： 在生产环境规划会上，作为 CGO指挥制定方针、目
标、规划立项、落实目标达成度及解决相关课题； 

• 每月 1次： 召开制造部长会议并确认各制造部的二氧化碳目标
达成情况。 

 
【整个集团】 

• 每年 2次： 作为国内集团环境会议委员长领导指挥制定整个集
团的二氧化碳减排的长期和年度方针、目标、规划立

项、落实目标达成度及解决相关课题； 
 

◆ 对公司的节能投资预算进行综合管理（投资对象、优先度等）。 

◆ 作为生产设备研发部门的负责人通过积极参与节能型设备的开发， 
提倡推进全电气化生产线等不断提升节能开发水平。 

 

通过由使用者负担能源费用来提高节能意识的举措 
节能活动与制造部门的经费削减相联系→搞活各部门的节能活动 

 

能源 
供应公司 

 
设施部门 

 
制造部 

供能网 

电装 

由假想能源部门（设施部门）来促进成本管理与改善活动的 

•高效率运行 •努力降低用量 

◆对象能源：电、城市燃气、压缩空气、排水 
◆设定能源费率 

•全公司统一费率(对使用场所的公平性) 
•与能源供应相关的所有费用 

以总体费用来评价经济性网络 

折旧费 

人工费 

经费 

能源费 

◆计量与收费 

A制造部 

B制造部 

C制造部 

D制造部 

E制造部 

 

分部计量、 
每月收费 

+ 
二氧化碳实绩报告 

（排放量、削减量、排放
强度） 

每月 2日处理 所有 12个事业所、20个制造部 

网络 

计量数据 

 

A

制
作
所 

 

B

制
作
所 

CGS、电气设置 

劳务费 

检查、修理等维护费 

电费、燃料费、水费 

在 CSR报告中记述 
全球性二氧化碳减排工作 



◆ 节能宣传教育战略 
指示并指导实施对公司内外进行节能宣传教育战略的立项，力求通过节能的努力来激励“员工”，并获得“社

会”的认可； 

◆ 以身作则实施环保，积极参加与地区共同开展的“电装绿色计划”等活动； 

 
 
7. 效果 

◆ 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与 1990年相比削减了 52%（图 1） 

2000年以后，为实现 2010年二氧化碳减排目标，通过彻底落实节能技术的开发和改善、引进热电联供等

高效率设备等节能强化措施的推进，在 08年取得的实绩如下： 
• 二氧化碳排放强度：降低 52%（2010年目标：与 1990年相比降低 40%）； 
• 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 4%（2010年目标：与 1990年相比降低 10%）。 

特别是 2000 年以后，通过推广彻底活动（PEF）、开发节能技术等加强二氧化碳减排措施，在生产增量 2
倍以上的情况下，二氧化碳排放量仍保持稳定，排放强度也得到大幅的改善。 
 
◆ 搞活了员工的节能活动（节能改善实施件数大幅增加，由每年 800件增加到 2500件）（图 2） 

自 2000年节能规划实施以来，通过 PEF活动彻底落实公司共享项目以及各部门自行踊跃开展的新改善提
案等活动，节能改善件数与 2000年之前相比出现大幅的增长。 
 

 
 
 
◆ 节能优秀事例等获得的外部评价 
各部门的改善以及工厂、员工个人的节能活动还获得了公司外部的高度评价，2000年到 2008年度 9年间

共荣获了包括日本经济产业大臣奖在内的 51次嘉奖，具体如下： 

 

2008年 6月 4日，土屋专务董事（照片中央）

参加电装公司开展的“森 in额田”活动 

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二氧化碳排放量/生产金额（实际） 

目标：与90年相比降至60以下 

二
氧
化
碳
排
放
强
度
指
数 

换算成原油

相当于 47KL 

节
能
改
善
件
数 

实施 2005年愿景以后，改善件数大幅增加 
 

▼实施环保愿景 

改善扩大 

约 800件 

图1. 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推移(1990年~2008年度) 图 2. 节能改善件数推移 

• 经济产业大臣奖 ：4次 
• 资源能源厅长官奖 ：12次 
• 节能中心会长奖、优良奖 ：12次 
• 经济产业局长奖 ：23次 

2000年~2008年 9年间 
共获奖 51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