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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标准由云南绿色环境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云南绿色环境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云南新世纪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昆明理工大学。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朱勋翡、杨伟颖、晏司、钟敏、董志芬、赵保良、钱玮、李彬、李正涛、刘莉萍、

栗菲菲、王春香、周越、陈慧、朱坤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中未尽事宜，按照国家相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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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园区清洁生产审核指南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产业园区清洁生产审核的术语和定义、审核目标与定位、基本原则、审核流

程和审核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指导工业园区、产业集聚区等工业集中区域开展整体清洁生产审核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标准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

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 

GB/T 2589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要求及使用指南 

HJ 274      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标准 

GB/T 33567  工业园区循环经济评价规范 

GB/T 39178  工业园区循环产业链优化导则 

GB/T 36575  产业园区水的分类使用及循环利用原则和要求 

《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编制通则》（试行稿）（国家发展改革委、环境保护部、工业和

信息化部 2013 年第 33 号公告） 

《清洁生产审核评估与验收指南》（环办科技〔2018〕5 号） 

《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 

《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2012）》（试行） 

已发布的行业清洁生产标准规范（见附录 A）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产业园区 industrial park 

指经各级人民政府批准设立，具有统一管理机构及产业集群特征的特定规划区域。主要

目的是引导产业集中布局、聚集发展，优化配置各种生产要素，并配套建设公共基础设施。 

[来源：《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产业园区》（HJ131—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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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清洁生产 cleaner production 

是指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与设备、改善管理、综

合利用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或避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

中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以减轻或消除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 

3.3 

清洁生产指标体系 assessment indicator system of cleaner production 

由相互联系、相对独立、互相补充的系列清洁生产评价指标所组成的，用于衡量清洁生产

状态的指标集合。 

[来源：《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编制通则》（试行稿）] 

3.4 

清洁生产审核 cleaner production audit 

指按照一定程序，对生产和服务过程进行调查和诊断，找出能耗高、物耗高、污染重的原

因，提出减少有毒有害物料的使用、产生，降低能耗、物耗以及废物产生的方案，进而选定技

术经济及环境可行的清洁生产方案的过程。 

[来源：《清洁生产审核办法》] 

4 审核目标与定位 

4.1 审核定位 

构建清洁生产审核与持续改进构建产业园区清洁发展机制，推动产业园区绿色低碳发展。 

4.2 审核目标 

以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为核心、以保护和改善区域生态环境质量为导向，协同推进清洁生

产审核组织形式、方法体系、标准规范、管理机制创新，打通企业、产业链（产业集群）、园

区清洁生产审核之间的联系，开展产业园区整体性、科学性、高效性、持续性清洁生产审核与

改进，实现产业园区绿色低碳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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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基本原则 

5.1 整体性 

以企业清洁生产审核为基础、产业链（产业集群）清洁生产审核为重点、产业园区清洁生

产审核为主体的系统性审核思路，明确不同层次清洁生产审核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5.2 科学性 

科学制定指标体系、传统清洁生产审核方法的改进与应用、清洁生产技术、最佳污染防治

技术等。 

5.3 持续性 

建立园区持续清洁生产制度，基于产业园区发展目标及资源环境制约因素，从准入控制

及企业生产、产业链运行、园区发展等方面开展持续性清洁生产审核，持续提升园区清洁生产

水平审核及持续改进。 

5.4 高效性 

以排污许可数据为基础，能源、水利、统计等部门数据为补充，通过信息化手段，实现清

洁生产快速审核。 

6 审核流程 

审核工作流程图如图 1。



 4 

审核准备

清洁生产水平分析

审核分级清单及指标体
系构建

园区清洁生产审核

清洁生产改进方案确定

清洁生产改进方案实施
及效果评估

持续性清洁生产

持
续
改
进

培训动员成立审核机构 任务分工

区域资源、能源、环
境现状分析

园区基础设施、环境
监管体系分析

企业整体清洁生产水
平分析

确定园区清洁生产审核分级清单 构建园区清洁生产审核指标体系

园区清洁生产审核

产业集群、产业链清洁生产改进方
案

企业清洁生产改进方案

建立园区清洁生产管理机制

产业集群、产业链清洁
生产审核

方案实施及效果评估

资料收集及资料准备

建立园区清洁生产审核长效机制

重点企业清洁生产审核 一般企业清洁生产审核

产业链、产业集群整体
清洁生产水平分析

园区清洁生产改进方案

图 1  产业园区清洁生产审核工作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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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7 审核内容 

7.1 审核准备 

7.1.1 成立审核机构 

产业园区应成立由产业园区生态环境部门牵头，发展和改革、工业和信息化等部门参与

的清洁生产审核小组。根据各部门职责分工，明确审核小组成员及职责。审核小组负责制定产

业园区清洁生产审核制度与政策，建立清洁生产审核机制，制定并落实产业园区清洁生产审

核实施方案和工作计划。 

7.1.2 任务分工 

根据审核小组各成员部门职责及审核工作要求，明确审核小组各成员、技术机构及企业

在审核工作过程中任务与职责。 

7.1.3 培训动员 

根据审核计划安排，开展园区、部门、企业三级培训，培训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清洁生产基

本概念、流程、工作计划、工作内容及工作方法等。 

7.1.4 资料收集及资料准备 

收集资料应包括部门资料和企业资料两大类。部门资料以园区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规划、

机制体制及经济产值、资源能源消耗及污染物排放、环境监测数据等资料为主；企业资料以机

制体制建设情况、环保手续台账、生产运营台账及污染物排放台账等资料为主。 

资料收集清单可参考附录 B。 

7.2 清洁生产水平分析 

7.2.1 区域资源、能源、环境现状分析 

根据区域环境空气、地表水、地下水及土壤等长期监测数据及环境质量现状情况，分析各

环境要素质量变化趋势以及导致该变化趋势的原因，研判园区发展存在的主要环境制约因素。 

根据园区资源、能源消耗、经济发展等相关数据，分析园区资源、能源利用水平，结合区

域资源能源禀赋研判园区发展存在的主要资源、能源制约因素。 

7.2.2 园区基础设施、环境监管体系分析 

基于 7.1.4 中收集的园区相关基础资料，从供热、供气、供水、污水处理及再生水利用、

固废处置及回收利用等方面分析园区基础设施建设、运营及规划情况，分析基础设施落实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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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建设情况；根据园区现行环境监管体系建设及执行情况，分析园区环境监管体系与清洁生

产审核管理体制存在的主要差距。 

确立清洁生产审核管理体制，分析研判环境监管体系的建设及运行状况的差距。 

7.2.3 产业集群、产业链整体清洁生产水平分析 

基于园区产业现状及产业规划，针对园区主导产业、典型行业从产业链完善、固废综合利

用、资源能源利用、污染物排放、行业环境管理等方面进行分析。 

产业链清洁生产水平分析，重点是产业关联度以及物质、能源、废物的再利用和再循环情

况，将产业链分为流程型和集散型两类，分析物耗、能耗、水耗以及主要污染物产排强度随产

业链扩增的变化趋势，基于资源环境制约、基础设施建设短板等构成的约束框架下分析变化

情况，明确产业链发展与资源环境、基础设施制约的适配性，指出产业链扩增主要环境问题及

资源环境制约因素；产业集群清洁生产水平分析，重点是产业集群内不同企业间工艺技术、关

键设施设备以及物耗、能耗、水耗、污染物产排强度等差异及原因分析，提出主要环境问题及

资源环境因素。 

7.2.4 企业整体清洁生产水平分析 

对园区内纳入排污许可管理的企业进行水平分析，明确综合运用企业排污许可执行报告

数据、环境统计数据、能耗监控数据、水耗监控数据、自行监测数据等常态化统计数据，从工

艺水平、设施设备、资源能源利用、污染物排放、碳排放及清洁生产管理等方面对企业清洁生

产水平进行指标对标判定，识别企业清洁生产突出短板，明确企业清洁生产审核重点内容。 

7.3 审核分级清单及指标体系构建 

7.3.1 确定园区清洁生产审核分级清单 

基于园区清洁生产水平分析结论，对纳入排污许可管理的企业按资源能源、污染物排放、

碳排放等基础指标进行分级划分，以涉主要资源能源消耗量或主要因子排放量位于 80 百分位

的范围取并集，确定为重点审核企业名单，其余企业为一般审核企业。 

7.3.2 构建园区清洁生产审核指标体系 

依据《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编制通则（试行稿）》《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标准》、已

发布的行业清洁生产标准规范（见附录 A）等文件，基于园区清洁生产水平主要制约因素进行

权重优化，重点从生产工艺及设备、资源能源消耗、资源综合利用、污染物排放、绿色低碳、

环境质量、清洁生产管理等方面综合构建园区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园区清洁生产评价指

标体系构建可参考附录 C。 

7.4 清洁生产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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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1 一般企业生产审核 

可参考附录 C1，根据所收集的相关资料，对照行业清洁生产指标对审核方向及审核要素

进行测算和分析，评价清洁生产水平。清洁生产水平达不到Ⅱ级或以上的，要求企业针对影响

清洁生产水平的关键要素进行深入审核，找准原因，提出整改方案并实施整改。 

7.4.2 重点企业生产审核 

可参考附录 C1，根据所收集的相关资料，对照行业清洁生产指标对审核方向及各审核要

素进行测算和分析，评价清洁生产水平；针对影响企业清洁生产水平的关键要素进行现场核

查，分析影响清洁生产水平主要因素及改进潜力。 

7.4.3 产业集群、产业链清洁生产审核 

可参考附录 C2，重点以水资源梯级利用、热能回收利用、固废综合利用、产业链完善等

层面对主导产业、典型行业进行整体审核。 

产业链审核分别针对流程型产业链和离散型产业链，围绕产业链清洁生产水平分析提出

的资源环境制约因素及问题，重点从水资源梯级利用、热能回收利用、固体废物综合利用、能

耗物耗与产业链相关性、基础设施共建共享等方面进行审核，识别产业链关键控制节点和关

键要素，结合企业清洁生产审核，明确产业链清洁生产水平及改进潜力；产业集群审核紧扣产

业集群清洁生产水平分析提出的资源环境制约因素及问题，重点从工艺技术、设施设备、能耗

物耗、污染物产排差异性以及设施共建共享等方面进行审核，划定产业集群清洁生产水平基

线，结合处于基线水平之上的企业制定产业集群清洁生产技术清单，分析处于清洁生产水平

位于基线下的企业改进潜力。 

7.4.4 园区清洁生产审核 

园区清洁生产审核，围绕附录 C2 明确的各方面，充分运用产业集群、产业链审核成果，

基于园区污染排放与区域生态环境质量之间的响应关系，进行园区整体审核，明确园区清洁

生产水平及改进潜力，编制产业园区清洁生产准入清单。 

7.5 园区清洁生产改进方案确定 

综合运用不同层级审核成果，从园区、产业集群及产业链、企业三个层面提出具备经济可

行性和技术可行性的清洁生产改进方案，并形成任务清单。 

7.5.1 园区清洁生产改进方案 

园区清洁生产审核机构应负责提出园区清洁生产改进方案。重点内容应包含：基础设施

共建共享、废水综合利用、固废综合利用、园区监管机制、产业准入等方面提出园区清洁生产

改进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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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2 产业集群、产业链清洁生产改进方案 

产业链清洁生产改进方案由园区清洁生产审核机构负责提出，重点依据物耗能耗与产业

链相关性等结论，从补链、延链、强链等以及基础设施共建共享等方面提出改进方案；产业集

群整改方案由处于基线下的企业提出，重点针对行业短板及源头防控等方面提出改进方案。 

7.5.3 企业清洁生产改进方案 

企业根据清洁生产审核发现的短板及问题提出以企业生产设备和工艺、污染治理设施建

设更新及管理制度体系完善等为核心的节能、节水、减污、降碳等方面的清洁生产改进方案。 

7.6 园区清洁生产改进方案实施与效果评估 

根据确定的清洁生产改进方案，由相应主体根据确定的改进方案进行实施，并从经济效

益、环境效益等方面开展方案实施的效果评估。评估效果纳入园区年度清洁生产整体报告中，

并将治理方案及效果评估作为经验方案用于支撑园区持续期清洁生产审核工作。 

7.7 园区清洁生产长效审核 

7.7.1 建立园区清洁生产管理机制 

根据园区清洁生产审核工作基础，建立基于清洁生产准入清单的园区管理机制，包括清

洁生产准入、企业清洁生产激励机制、企业清洁生产监管机制以及清洁生产现场核查与生态

环境部门现场监督检查相结合等机制，引导企业实施清洁生产持续改进工作。清洁生产准入、

企业清洁生产激励机制、企业清洁生产监管机制以及清洁生产现场核查与生态环境部门现场

监督检查相结合等机制，引导企业实施清洁生产持续改进工作。 

7.7.2 建立园区清洁生产审核长效机制 

园区管理机构应依据构建的指标体系及园区基础资料收集体系，建议以排污许可证执行

报告为主体、能耗水耗监控数据为补充的清洁生产基础数据体系支撑产业园区年度清洁生产

审核，并按年度发布清洁生产审核报告。 

园区管理机构应结合园区清洁生产水平现状，至少每年对园区清洁生产审核指标及其数

据进行动态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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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已发布的行业清洁生产标准规范 

序号 行业名称 类别 标准规范名称 规范数量 

1 农林渔牧业 行业标准 淡水养殖行业 1 

2 采矿业 

行业标准 煤炭采选业、镍选矿业、铁矿采选业 3 

行业指标

体系 

煤炭采选业、铅锌采选行业、石油和天然气开

采行业、煤炭行业 
4 

3 食品制造业 行业标准 

淀粉工业、甘蔗制糖业、乳制品制造业（纯牛

乳及全脂乳粉）、食用植物油工业（豆油和豆

粕）、味精工业、酒精制造业 

6 

4 

酒、饮料和

精制茶制造

业 

行业标准 白酒制造业、啤酒制造业、葡萄酒制造业 3 

5 烟草制品业 行业标准 烟草加工业 1 

6 纺织业 

行业标准 纺织业（棉印染） 1 

行业指标

体系 
染洗业、印染行业 2 

7 
皮革及其制

品制造业 

行业标准 
制革工业（牛轻革）、制革工业（羊革）、制

革工业（猪轻革）、合成革工业 
4 

行业指标

体系 
合成革行业、制革行业 2 

8 木材加工业 行业标准 人造板行业（中密度纤维板） 1 

9 家具制造业 
行业指标

体系 
木家具制造业 1 

10 
造纸和纸制

品业 

行业标准 

造纸工业（废纸制浆）、造纸工业（硫酸盐化

学木浆生产工艺）、造纸工业（漂白化学烧碱

法麦草浆生产工艺）、造纸工业（漂白碱法蔗

渣生产工艺） 

4 

行业指标

体系 
印刷业、制浆造纸行业 2 

11 
印刷和记录

媒介复制业 

行业指标

体系 
包装行业 1 

12 

石油、煤炭

及其他燃料

加工业 

行业标准 炼焦行业、石油炼制业（沥青）、石油炼制业 3 

13 

化学原料和

化学制品制

造业 

行业标准 

纯碱行业、氮肥制造业、电石行业、基本化学

原料制造业（环氧乙烷、乙二醇）、氯碱工业

（聚氯乙烯）、氯碱工业（烧碱）、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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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行业名称 类别 标准规范名称 规范数量 

行业指标

体系 

硫酸、黄磷工业、精对苯二甲酸（PTA）行业、

磷肥行业、硫酸锌行业、烧碱、聚氯乙烯行

业、有机磷农药行业、1,4-丁二醇行业、活性

染料行业、涂料制造业、环氧树脂行业、有机

硅行业 

13 

14 
化学纤维制

造业 

行业标准 化纤行业（氨纶）、化纤行业（涤纶） 2 

行业指标

体系 

合成纤维制造业（氨纶）、合成纤维制造业

（聚酯涤纶）、合成纤维制造业（维纶）、合

成纤维制造业（再生涤纶）、再生纤维素纤维

制造业（粘胶法） 

5 

15 医药制造业 
行业指标

体系 
化学原料药、生物药品制造业（血液制品） 2 

16 
橡胶和塑料

制品业 

行业指标

体系 
再生橡胶行业、轮胎行业 2 

17 
非金属矿物

制品业 

行业标准 水泥工业、平板玻璃行业 2 

行业指标

体系 
平板玻璃行业、水泥行业、陶瓷行业 3 

18 

黑色金属冶

炼和压延加

工业 

行业标准 

钢铁行业（高炉炼铁）、钢铁行业（炼钢）、

钢铁行业（烧结）、钢铁行业（铁合金）、钢

铁行业（中厚板轧钢）、钢铁行业 

6 

行业指标

体系 

钢铁行业、钢铁行业（烧结、球团）、钢铁行

业（炼钢）、钢铁行业（钢压延加工）、钢铁

行业（铁合金）、钢铁行业（高炉炼铁） 

6 

19 

有色金属冶

炼和压延加

工业 

行业标准 
粗铅冶炼业、电解铝业、铅电解业、铜电解

液、铜冶炼业、氧化铝业、电解锰行业 
7 

行业指标

体系 

锗行业、黄金行业、铝行业、镍钴行业、锑行

业、锌冶炼行业、再生铅行业、再生铜行业、

电解锰行业、稀土行业 

10 

20 汽车制造业 行业标准 汽车制造业（涂装） 1 

21 
电气机械和

器材制造业 

行业标准 铅酸蓄电池工业 1 

行业指标

体系 
光伏电池行业、电池行业 2 

22 

计算机、通

信和其他电

子设备制造

业 

行业标准 彩色显像（示）管生产、印制电路板制造业 2 

行业指标

体系 
电子器件（半导体芯片）制造业 1 

23 服务业 

行业标准 宾馆饭店业行业 1 

行业指标

体系 
住宿餐饮 1 

24 
废弃资源综

合利用业 
行业标准 废铅酸蓄电池回收业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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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行业名称 类别 标准规范名称 规范数量 

25 

电力、热

力、燃气及

水生产和供

应业 

行业指标

体系 

火电行业、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行业、电力

（燃煤发电企业）行业 
3 

26 其他 

行业标准 电镀行业 1 

行业指标

体系 
机械行业、涂装行业、电镀行业、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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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附录） 

园区清洁生产审核现状调研及资料收集主要内容 

调研要素 主要调研内容 主要收集资料内容 

一、企业层面 

企业基本信息 

所属行业、项目占

地、产值、产品规模

等 

企业占地面积、审核基准年生产统计报表（含产

品产量、产品价格、产值等信息）、相关手续执

行情况、相关制度体系建设情况 

资源能源消耗及

能源再生利用情

况 

燃料类型、名称、消

耗量 

企业审核基准年资源、能源消耗统计报表、企业

能源评估报告、碳核查报告、清洁生产评估报告、

燃料质量检测报告，水的再生及重复利用情况、

固废产生、综合利用及处置台账。 

污染物排放情况 
污染物类别及治理

设施情况 

企业污染物产生情况、治理设施、排放情况、达

标排放情况及总量执行情况。 

生产工艺和设备 
工艺和设备水平调

查 

核实企业实际生产工艺和主要生产设备，是否存

在淘汰、落后工艺、设备。 

工业生产过程 
污染物达标情况、

原辅料消耗量等 

企业基准年原辅料消耗量及含碳量，产出物料量

及含碳量、生产工艺物料衡算图、环评文件、排

污许可执行年报、在线监测及自行监测报告等 

净调入电力、热力 
电力、蒸汽、热水使

用量、外供量 

近 5 年电力、热力购进量、外供量、企业自备电

厂建设资料及生产资料等 

二、园区层面 

园区现状 
产业发展情况、基

础设施建设情况 

园区总体规划、产业发展规划、规划环评、区域

评估报告、近 5 年统计年鉴，污水处理厂、再生

水厂、供气站等相关基础设施建设运营资料等。 

资源能源利用 
燃料类型、名称、消

耗量 

近 5 年分行业能源平衡表、分行业终端能源消费

量、含能源生产和加工转换情况、能源消费总量

及各品种占比情况、节能自查报告和工作总结等 

生态环境 
环境现状及主要制

约因素 

区域近 5 年水环境、大气环境、声环境、土壤环

境等长期监测数据，园区及区域生态环境保护规

划及污染防治相关规划等。 

管理制度 
机制体制建设及运

行情况 

园区生态环境、环境风险应急、清洁生产管理机

制的建设运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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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参考性附录） 

企业清洁生产审核内容及园区评价指标体系 
C1  企业层面清洁生产审核内容 

序号 审核方向 审核要素 单位 

1 

生产工艺及设备 

专用设备 —— 

2 通用设备 —— 

3 计量设备 —— 

4 

能源消耗 

单位用地面积工业增加值 亿元/平方公里 

5 单位工业增加值综合能耗 吨标准煤/万元 

6 单位产品能耗 吨标准煤/吨产品 

7 清洁能源占比 % 

8 可再生能源使用占比 % 

9 水资源消耗 单位工业增加值新鲜水耗水量 立方米/万元 

10 原/辅料消耗 单位产品主要原/辅料消耗 吨/吨 

11 

资源综合利用 

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处置）率 % 

12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 

13 再生水（中水）回用率 % 

14 余热资源回收利用率 % 

15 

污染物排放 

固定污染源稳定达标排放情况 % 

16 总量指标执行率 % 

17 单位工业增加值废水排放量 吨/万元 

18* 单位工业增加值固废产生量 吨/万元 

19* 单位工业增加值重点污染物排放量 吨/万元 

20 重点污染物弹性系数 — 

21 

绿色低碳 

绿色低碳企业相关认定 —— 

22 单位工业增加值碳排放量削减率 % 

23 单位工业增加值二氧化碳排放量 吨/万元 

24 
环境风险 

环境风险预防体系 —— 

25 风险隐患排查 —— 

26 

清洁生产管理 

企业合规性 —— 

27 清洁生产管理机制建设 —— 

28 能源管理机制 —— 

29 危化品管理机制 —— 

注：①有行业标准或评价指标体系的可参考已发布行业标准或评价指标体系 

②绿色低碳相关认定包括但不限于绿色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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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园区清洁生产审核指标体系 

序号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单位 指标值 

1 

绿色产

业 

循环经济产业链关联度 % ≥85 

2 
高新技术企业工业增加值占园区工业

增加值比例 
% ≥30 

3 
绿色产业工业增加值占园区工业增加

值比例 
% ≥30 

4 

基础设

施 

集中供水设施 —— 具备 

5 污水集中处理设施 —— 具备 

6 集中供热设施 —— 具备 

7 固废集中暂存设施 —— 具备 

8 

能源消

耗 

清洁能源使用比例 a % ≥75 

9 单位工业增加值综合能耗强度 
吨标准煤/万

元 
≤0.5 

10 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 % ≥15 

11 绿色电力使用占比 % ≥60 

12 

资源消

耗 

单位用地面积工业增加值 
亿元/平方公

里 
≥15 

14 新鲜水耗弹性系数 —— 

当园区工业增加值审核年

均增长率>0，≤0.55 

当园区工业增加值审核年

均增长率<0，≥0.55 

15 单位工业增加值新鲜水耗水量 立方米/万元 ≤6.6 

16 

资源综

合利用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 ≥80 

17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 ≥90 

18 再生水（中水）回用率 % ≥30 

19 余热资源回收利用率 a % ≥60 

20 

污染物

排放 

园区总量执行率* % 100 

21 固定污染源稳定达标率* % 100 

22 单位工业增加值废水产生量 吨/万元 ≤5 

23 单位工业增加值固废产生量 吨/万元 ≤5 

24 重点污染物弹性系数 — 

当园区工业增加值审核年

均增长率>0，≤0.3 

当园区工业增加值审核年

均增长率<0，≥0.3 

25 单位工业增加值碳排放量削减率 %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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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绿色低

碳 

绿色低碳相关园区认定 a —— 成功认定 

27 绿色低碳企业相关认定 a —— 成功认定 

28 开展碳核查 a —— 具有完善的碳核查机制 

29 

环境质

量 

环境空气优良率 % ≥95 

31 
地表水断面达标或具有限期达标规划

且执行 
% 100 

33 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 % 100 

34 

清 洁 生

产管理 

入园企业合规率* % 100 

35 园区合规率* % 100 

36 清洁生产管理机制完善度 —— 
具有完善的信息化、培

训、管理 

37 强审企业清洁生产审核率 % 100 

38 清洁生产认知率 % ≥90 

39 应急能力建设 —— 具有完善的环境应急体系 

注：①“*”为限定性指标“a”指标为鼓励性指标，其余为基础指标； 

②绿色低碳相关园区认定包括但不限于绿色低碳示范园区、净零碳示范园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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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园区清洁生产审核评价方法 

D.1 数据来源 

数据采集应以园区排污许可执行报告及其他相关统计上报数据为准，无统计数据时，宜采用第三

方监测、现场调研和平衡测算等途径进行获取。 

D.2 数据统计范围  

数据统计范围以园区内纳入排污许可管理企业、园区基础设施等资料为主，具体名单以当地统计

部门统计内容为准。 

D.3 评价方法 

（1）基础性指标（含限定性指标） 

通过加权平均、逐层收敛可得到评价对象在不同级别 gk的得分 Ygk，如公式（D.1）所示。 

                   D1 

式中：Ygk—为综合评价指数； 

      wi—为第 i 个二级指标权重，默认每个指标权重均相等（权重总和为 1） 

      m—为二级基础指标个数； 

      ik—为第 i 个二级指标实际值； 

      gk—为第 i 个二级指标标杆值；（若 gk为正向指标，则为
ik

gk
；若 gk为逆向指标，则为

gk

ik
） 

注：无量纲的相关指标若满足指标要求则为 1，若不满足则为 0。 

（2）鼓励性指标 

鼓励性指标为表 C2 中“a”指标，每项指标最高为 1 分，绿色工厂认定国家级 1 家为 0.2 分、省级

为 0.1 分；园区相关认定每项得 0.5 分，最高得 2 分，鼓励性指标最高得 5 分。 

D.4 等级条件 

根据园区综合得分情况，将园区清洁生产水平分为Ⅰ、Ⅱ、Ⅲ级，具体如下： 

表 D4-1 园区清洁生产水平分级表 

等级 Ⅰ级 Ⅱ级 Ⅲ级 

综合评价指数 ≥90 80≤Ygk＜90 60≤Ygk＜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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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指标解释、计算方法及数据来源 

E1 单位工业增加值综合能耗 

指标来源：《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标准》 

指标解释：指园区内工业企业产生的单位工业增加值所消耗的综合能耗量。 

计算公式： 

单位工业增加值综合能耗（吨标煤/ 万元） =
园区工业综合能耗总量（吨标煤）

园区工业增加值总量（万元）
 

E2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指标来源：《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编制通则》（试行稿） 

指标解释：指园区内企业生产单位产品所消耗的能耗量。 

计算公式：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吨标准煤/吨产品） =
企业综合能耗总量（吨标煤）

企业产品总量（吨）
 

E3 清洁能源占比 

指标来源：《绿色园区评价要求》 

指标解释：指清洁能源使用量与园区终端能源消费总量之比，能源使用量均按标煤计。其中，清洁能源

包括用作燃烧的天然气、焦炉煤气、其他煤气、炼厂干气、液化石油气等清洁燃气、电和低硫轻柴油等

清洁燃油（不包括机动车用燃油）。 

计算公式： 

清洁能源比例（%） =
工业企业清洁能源（吨标煤）

工业企业综合能耗总量（吨标煤）
× 100% 

E4 可再生能源占比 

指标来源：《绿色园区评价要求》 

指标解释：指园区内工业企业的可再生能源使用量与综合能耗总量的比值。可再生能源包括太阳能、水

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氢能、波浪能等非化石能源。 

计算公式： 

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 =
工业企业可再生能源（吨标煤）

工业企业综合能耗总量（吨标煤）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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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 单位工业增加值新鲜水耗水量 

指标来源：《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标准》 

指标解释：指园区内工业企业产生单位工业增加值所消耗的新鲜水资源量。 

计算公式： 

单位工业增加值新鲜水耗（立方米/万元） =
园区工业用新鲜水耗总量（立方米）

园区工业增加值总量（万元）
 

E6 单位产品主要原/辅料消耗 

指标来源：《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编制通则》（试行稿） 

指标解释：指园区内企业生产单位产品所消耗的主要原/辅量。 

计算公式： 

单位产品主要原/辅料消耗（吨原(辅)料/吨产品） =
企业主要原料（辅料）消耗量（吨）

企业产品总量（吨）
 

E7 工业固体废物（含危险废物）处置利用率 

指标来源：《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标准》 

指标解释：指园区范围内各工业企业安全处置、综合利用及安全贮存的工业固体废物量（含危险废物）

之和与当年工业固体废物总产生量的比值。 

计算公式： 

工业固体废物(含危险废物)处置利用率(%)

=
园区当年工业固体废物处置利用量(含危险废物)（吨）

园区当年工业固体废物总产生量(吨) + 综合利用往年贮存量（吨）
× 100% 

E8 余热资源回收利用率 

指标来源：《绿色园区评价要求》 

指标解释：已回收利用的余热占园区余热资源的比重。它是反映企业余热资源回收利用程度的重要指

标。余热回收利用是回收生产工艺过程中排出的具有高于环境温度的气 

态（如高温烟气）、液态（如冷却水）、固态（如各种高温钢材）物质所载有的热能，并加以利用的

过程。园区余热资源量按照 GB/T 1028 计算。 

计算公式： 

余热资源回收利用率（%） =
回收利用的余热资源量（kJ）

园区总余热资源量（kJ）
× 100% 

E9 单位工业增加值废水排放量 

指标来源：《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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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解释：指园区工业企业产生单位工业增加值排放的工业废水量，不包括企业梯级利用的废水和园区

内居民排放的生活污水。 

计算公式： 

单位工业增加值废水排放量（吨/万元） =
园区废水排放总量（吨）

园区工业增加值总量（万元）
 

E10 单位工业增加值固废产生量 

指标来源：《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标准》 

指标解释：指园区内工业企业产生单位工业增加值所产生的工业固体废物量。 

计算公式： 

单位工业增加值固废产生量（吨/万元） =
园区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吨）

园区工业增加值总量（万元）
 

    式中，工业固体废物区内产生量指园区内企业产生的工业固体废物量，不包括园区外运送至园区

内的工业固体废物量。 

E11 单位工业增加值重点污染物排放量 

指标解释：指园区内工业企业产生单位工业增加值所排放的重点污染物的量.重点污染物包括实施总量

控制的污染物以及区域生态环境介质中超标的污染物。 

计算公式： 

单位工业增加值重点污染物排放量（吨/万元） =
园区重点污染物排放量(吨)

园区工业增加值总量(万元)
 

E12 重点污染物弹性系数 

指标来源：《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标准》 

指标解释：指园区内工业企业排放的各类主要污染物排放弹性系数的算术平均值。 

计算公式： 

某种污染物排放弹性系数 =
某种污染物排放量审核期年均增长率（%）

园区工业增加值审核期年均增长率（%）
 

主要污染物排放弹性系数 = (∑某种污染物排放弹性系数

n

1

)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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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污染物排放量审核期年均增长率（%）

= [(
评估验收年某种污染物排放量（吨）

审核基准年某种污染物排放量（吨）
)

1

验收年−基准年

− 1] × 100% 

式中，主要污染物指从审核基准年到验收年，国家政策明确要求实施总量减排和控制的污染物，包括

COD、氨氮、NOX、挥发性有机物。某种主要污染物排放弹性系数，指园区内工业企业排放的某一种

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审核期年均增长率与工业增加值审核期年均增长率的比值。 

E13 单位工业增加值碳排放量 

指标来源：《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标准》 

指标解释：指园区内工业企业产生单位工业增加值所排放的二氧化碳的量。碳排放边界为企业地理边界，

覆盖范围包括直接排放源和间接排放源。 

计算公式： 

单位工业增加值碳排放量（吨/万元） =
园区(企业)碳排放量(吨)

园区（企业）工业增加值总量(万元)
 

E14 单位工业增加值碳排放量削减率 

指标解释：指园区内工业企业产生单位工业增加值所排放的二氧化碳量的审核期年均削减率。此处二氧

化碳排放量主要包括园区内化石能源燃烧、生物质能源燃烧排放的二氧化碳量，以及电力调入调出间接

排放二氧化碳量。 

计算公式： 

单位工业增加值二氧化碳排放量年均削减率（%）

= [1 − (
评估验收年单位工业增加值二氧化碳排放量（吨/万元）

审核基准年单位工业增加值二氧化碳排放量（吨/万元）
)

1

验收年−基准年

]

× 100% 

园区工业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吨）=化石能源燃烧排放二氧化碳量（吨）+生物质能源燃烧排放二氧

化碳量（吨）+电力调入调出二氧化碳间接排放量（吨） 

E15 绿色低碳相关认定 

指标解释：指企业开展绿色工厂等相关认定。 

E16 环境风险预防体系 

指标解释：指园区内企业具有完备的突发环境事件预防体系，包括具有有效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

案、拥有充足的应急物资、具有应急监测及处置制度。 

E17 风险隐患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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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解释：指工业企业为主动防范和化解环境风险，实施环境风险分级管控和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治理

相结合的双重预防工作制度和规范。 

E18 企业合规性 

指标解释：指企业不属于限制类、淘汰类产能，且依法办理了环境影响评价、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等相

关手续，且三年内未发生环境违法、重大环境事故等。 

E19 循环经济产业链关联度 

指标来源：《焦化工业园区整体清洁生产审核技术规范》  

指标解释：指园区内不同的企业，以产品（副产品）或废物交换、能源梯级利用、水资源梯级利用等

为基础形成的产业链所产生的工业总产值占园区总工业总产值的比例。 

计算公式： 

循环经济产业链关联度(%) =
产业链企业总产值之和(万元)

园区工业总产值(万元)
× 100% 

E20 高新技术企业工业总产值占园区工业总产值比 

指标来源：《绿色园区评价要求》 

指标解释：指园区内高新技术企业的工业总产值之和与园区工业总产值的比值。 

计算公式： 

高新技术企业工业总产值占园区工业总产值比例(%) =
高新技术企业的工业总产值之和（万元）

工业园区的工业总产值（万元） 
 

式中，高新技术企业是指依据《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认定的工业范畴的高新技术企业。 

E21 绿色产业工业增加值占园区工业增加值比例 

指标来源：《绿色园区评价要求》 

指标解释：指园区内绿色产业企业的工业增加值之和与园区总工业增加值的比值。 

计算公式： 

绿色产业企业工业增加值占园区工业增加值比例(%) =
绿色产业企业的工业增加值之和（万元）

工业园区的工业总工业增加值（万元） 
 

式中，绿色产业是依据国家统计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2012）》（试行）中关于节能环保产业和

新能源产业的具体分类统计得到。 

E22 单位工业用地增加值 

指标来源：《绿色园区评价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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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解释：指园区内工业企业的单位工业用地面积产生的工业增加值。其计算公式如下： 

单位工业用地面积工业增加值(亿元/平方公里) =
园区工业增加值（亿元）

园区工业用地面积（平方公里）
 

式中，工业用地面积指园区内工业企业按照土地利用规划作为工业用地并已投入生产的 

土地面积，包括工矿企业的生产车间、库房及其附属设施等的用地，以及专用的铁路、码头和道路等设

施的用地，不包括露天矿用地。 

E23 新鲜水耗弹性系数 

指标来源：《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标准》 

指标解释：指园区内工业企业的工业用新鲜水量审核期年均增长率与工业增加值审核期年均增长率的

比值。 

计算公式：  

新鲜水耗弹性系数 =
园区工业用新鲜水耗量审核期年均增长率（%）

园区工业增加值审核期年均增长率（%）
 

 

园区工业用新鲜水耗量建审核年均增长率（%）

= [(
评估验收年工业用新鲜水耗值总量（立方米）

审核基准年工业用新鲜水耗总量（立方米）
)

1

验收年−基准年

− 1] × 100% 

式中，工业用新鲜水量指园区内工业企业的用水单元或系统取自任何水源被该企业第一次用于生产和

生活的水量总和，不包括生活用水单独计量且生活污水单独排放（不与工业废水混合）的部分。考核工

业用水量时需说明统计期内园区考核工业用水计量率（%）和供水管网漏损率（%）两个指标。 

E24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指标来源：《绿色园区评价要求》 

指标解释：指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占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包括综合利用往年贮存量）的百分率，

不含园区外运入的工业固体废物。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指报告期内企业通过回收、加工、循环、交

换等方式，从固体废物中提取或者使其转化为可以利用的资源、能源和其他原材料的固体废物量（包括

当年利用往年的工业固体废物贮存量），如用作农业肥料、生产建筑材料、筑路等。综合利用量由原产

生固体废物的单位统计。 

计算公式：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量（t）/（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综

合利用往年贮存量(t)）×100% 

E25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指标来源：《绿色园区评价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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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解释：指园区内工业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工业重复用水量与工业用水总量的比值。 

计算公式：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
园区工业重复用水量（立方米）

园区工业用水总量（立方米）
× 100% 

E26 再生水（中水）回用率 

指标来源：《绿色园区评价要求》 

指标解释：指园区内再生水（中水）的回用量与污水处理厂排放总量的比值。 

计算公式： 

再生水(中水)回用率(%) =
园区再生水(中水)回用量（吨）

园区污水处理厂排放总量（吨）
× 100% 

E27 固定污染源达标率 

指标解释：指园区内固定污染源的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的情况。 

《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标准》：重点污染源是指环境统计中“重点调查工业企业”，按“环境统计报表

制度说明”的解释界定。污染物排放稳定达标是指主要污染物及特征污染物稳定达到排放标准。 

E28 园区总量执行率 

指标解释：指园区重点污染源（定义同上）持证排污、按证排污，污染物排放量（或排污权）不超过其

排污许可证载明的污染物许可排放限值。 

E29 环境空气优良率 

指标解释：指一年之中 API 指数≤100的天数在全年天数中的比率。 

E30 地表水断面达标或具有限期达标规划且执行 

指标解释：指可能受园区排水影响地表水常规监测断面稳定满足水环境功能区划水质目标要求或流域

制定了限期达标规划且执行。 

E31 清洁生产认知率  

指标解释：园区内企业管理人员、管委会管理人员、园区内居民等对清洁生产有基本概念的企业与园区

企业总数的比值。 

E32 园区合规率 

指标解释：指园区具有正式成立批文，具有有效的总体规划、规划环评、跟踪评价、突发环境事件应急

预案及监测制度等相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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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33 集中供水设施 

指标解释：园区配备有集中供水的设施，规模、管网等均能匹配园区需求。 

E34 污水集中处理设施 

指标来源：《绿色园区评价要求》 

指标解释：园区内所有工业废水经预处理达到集中处理要求后进入安装有自动在线监控装置的污水集

中处理设施（园区内或园区外）。 

E35 集中供热设施 

指标解释：指集中热源，所产生的蒸汽、热水，通过管网供给园区生产、采暖和生活所需的热量。 

E36 固废集中暂存设施 

指标解释：指园区内用于收集暂存园区内固废的设施。 

E37 绿色电力使用占比 

指标解释：指园区内企业使用电力中绿色电力的占比。绿色电力包括风电（含分散式风电和海上风电）、

太阳能发电（含分布式光伏发电和光热发电）、常规水电、生物质发电、地热能发电、海洋能发电等。 

计算公式： 

绿色电力使用占比(%) =
园区绿色电力使用量（kWh）

园区电力使用总量（kWh）
× 100% 

 

E38 绿色低碳园区相关认定 

指标解释：指园区开展绿色低碳示范园区、零碳园区等相关创建工作，并通过认定。 

E39 开展碳核查 

指标解释：指园区具备完善的碳排放核查机制，并在审核年开展了碳排放核查工作。 

E40 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 

指标解释：指园区中安全利用建设用地占总建设用地面积的比值。 

计算公式： 

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 =
安全利用建设用地面积（hm2）

园区建设用地总面积（hm2）
× 100% 

E41 入园企业合规率 

指标解释：指所有入园企业中，环保手续（主要指环评、排污许可、环保验收等）齐全的企业占园区所

有企业的比例。 

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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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园企业合规率(%) =
合规企业数量（家）

园区企业总数（家）
× 100% 

 

E42 清洁生产管理机制完善度 

指标解释：指清洁生产组织、审核机制、验收机制及持续性清洁生产机制等配备情况。 

E43 强审企业清洁生产审核率 

指标解释：指园区内企业纳入强制清洁生产审核的企业完成清洁生产审核企业数量占纳入强审企业总

数的比值。 

计算公式：强审企业清洁生产审核率(%) =
完成清洁生产强审企业数量（家）

园区纳入强审企业总数（家）
× 100% 

E44 应急能力建设 

指标解释：指园区内具有完备的突发环境事件预防体系，包括具有有效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拥有

充足的应急物资、具有应急监测及处置制度。 

E45 专用设备 

指标解释：是指专门针对某一种或一类对象，实现一项或几项功能的设备。 

E46 通用设备 

指标解释：按国家规定的产品标准、批量生产的进入设备系列的设备。是设备性能和工艺特点、结构基

本相同，各工业部门都需用的带有通用性质的设备。 

E47 计量设备 

指标解释：指用于测量、检测、校准和控制物理量的设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