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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咨询子项目“半导体照明系统应用效果评价实施验证” 

任务大纲 

编号：SSLED-T2017019 

 

一、 项目背景 

中国“促进半导体照明市场转化，推广节能环保新光源项目”（正式简称“中国半导

体照明促进项目”）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全球环境基金在绿色

照明领域开展的国际合作项目。本项目旨在通过提升半导体照明产品的市场转化能力，促

进优质高效半导体照明产品在中国的广泛应用，实现节电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根据项目设计要求，拟利用本项目赠款资助，招聘一家在节能领域，尤其是照明工程

和节能领域经验丰富的专业机构，就半导体照明系统和工程应用效果评价实施验证方案进

行研究。 

二、 本项工作的目标 

系统梳理我国目前对半导体照明产品、系统和工程各种标准和技术规范，参与半导体

照明系统评价技术标准研究，编制《照明系统效果及能效评价管理办法》，搭建照明工程

评价网络平台，选取典型的道路照明项目，对评价标准、评价网络平台和实施方案进行试

点示范。 

三、 本项工作的任务和职责 

（一）研究分析照明系统应用效果的评价方法建立评价网络平台 

1.根据半导体照明系统相关标准，整理相关对照明系统的产品性能、照明效果（照度、

亮度、均匀度等）、照明效果维持等级、照明能效等级等指标、测试方法和评价要求； 

2.研究分析相关标准和技术规范，针对照明工程现场应用考虑其测试方法、评价指标，

提出科学、合理、全面的对照明系统进行测试和评价流程； 

3.在前期方法研究的基础上，充分利用网络信息工具和云计算技术，运用“互联网+”

思维，结合现场测量方法和网络数据平台，建设照明系统效果及能效网络平台。 

（二）根据现有标准，建立评价模式，编写《照明系统效果及能效评价管理办法》 

制定一套照明工程效果评价模式和评价管理文件。 

1.评价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照明系统所用产品的评价；二是工程照明效果的评价；

三是项目能效等级的评价； 

2.在评价的技术指标上，要遵循我国现有标准对照明产品和照明效果的要求，评价结

果对照明系统分出一级、二级和三级的评判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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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评价模式的可操作性上，要充分体现市场运作模式，使得照明工程的项目所有方、

第三方检测机构、产品厂商能积极参与到评价流程中。评价结果可为政府监管部门提供政

策参考，为社会公众进行公开和数据分享。 

（三）展开评价模式和方法的试点示范 

1.基于研究和制定的评价流程和方法，在3～5个示范城市,选取4～5个典型的道路或隧

道照明工作作为试点项目，展开评价模式的试点； 

2.开展评价模式的试点、示范，验证评价方法在实际评价流程中的运用情况，验证网

络评价平台的适用性； 

3.根据试点项目中采集的项目参数和能效数据，测算节能减排量，评价项目能效等级，

并输出项目试点报告。 

四、 项目预算、周期和产出 

（一）合同预算：不高于10万美元 

（二）合同周期18个月 

（三）预计产出包括 

1.项目启动报告； 

2.照明系统效果及能效评价管理办法； 

3.开展试点示范及编写验证报告。 

五、 承担本项工作的咨询服务机构应具备的资质条件 

（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机构，具有良好的信誉； 

（二）对国内外半导体照明产业发展有深刻理解和把握； 

（三）有丰富的承担政府研究项目的经验和成功案例，能够衔接企业、行业、政府，

并提供跨部门、跨领域服务支撑； 

（四）团队中有良好的中、英文读写能力的专业人员； 

（五）具有承担节能及照明领域节能推广项目的实施经验，并与国际节能相关研究机

构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与照明行业的生产、检测等相关方有长期合作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