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市工业清洁生产审核汇报编制技术规范

（试行）

1  适用范围

重庆市工业清洁生产审核汇报编制技术规范（以下简称技术规范）要

求了工业清洁生产审核汇报编制通用术语和定义、编制要求、编制内容和

方法和结构和格式要求。

本技术规范适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工业清洁生产审核汇报编制和

评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技术规范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条款。通常不注日期引用文件，其

有效版本适适用于本标准。

HJ469－ 清洁生产审核指南 制订技术导则

《清洁生产审核暂行措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环境保护

总局令 第16号）

《企业清洁生产审计手册》（国家环境保护局编）

《相关印发关键企业清洁生产审核程序要求通知》（环发]151号）

《相关深入加强关键企业清洁生产审核工作通知》（环发[]60号）

《重庆市环境保护局相关深入规范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工作通知》

（渝环发[]38 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适用于本技术规范。



3.1  清洁生产

指不停采取改善设计、使用清洁能源和原料、采取优异工艺技术和设

备、改善管理、综合利用等方法，从源头削减污染，提升资源利用效率，

降低或避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中污染物产生和排放，以减轻或消

除对人类健康和环境危害。

3.2  清洁生产审核

指根据一定程序，对生产和服务过程进行调查和诊疗，找出能耗高、

物耗高、污染重原因，提出降低有毒有害物料使用和产生，降低能耗物耗

和废物产生方案，进而选定技术、经济及环境可行清洁生产方案过程。

3.3  审核工作表

指企业开展清洁生产审核过程中应给出关键信息表。

3.4  关键企业

3.4.1  “双超”类型企业

指污染物排放超出国家和地方要求排放标准或超出经相关地方人民

政府核定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企业。

3.4.2  “双有”类型企业

指使用有毒、有害原料进行生产或在生产中排放有毒、有害物质企业。

3.4.3  其它类型企业

指国家和省级环境保护部门依据污染减排工作需要确定关键企业。

3.5  有毒有害物质

指被列入《危险货物品名表》（GB12268



）、《危险化学品名目》、《国家危险废物名目》和《剧毒化学品目

录》中剧毒、强腐蚀性、强刺激性、放射性（不包含核电设施和军工核设

施）、致癌、致畸等物质，和《相关印发关键企业清洁生产审核程序要求

通知》（环发[]151 号）附件 2《需关键审核有毒有害物质名目》、《相

关深入加强关键企业清洁生产审核工作通知》（环发[]60 号）附件 1《需

关键审核有毒有害物质名目（第二批）》中物质。

4  总体要求

清洁生产审核汇报应全方面、真实地反应企业清洁生产审核工作。汇

报内容必需实事求是，客观真切，简练正确，合乎逻辑，论点明确，依据

充足，图表清楚，可信度高。

5  清洁生产审核汇报

5.1  结构和格式

5.1.1  结构

清洁生产审核汇报由前置部分和主体部分组成。

前置部分包含封面、扉页、资格证书、责任表、企业意见、序言和目

次页。

主体部分包含正文和附录。

扉页、资格证书、责任表、企业意见、序言、目次页和正文、附录均

由另页右页开始。

5.1.1.1  封面

封面（和封脊、封底）颜色采取果绿色、湖蓝色、黄色、白色中一个。

封面上部分打印标题，下部分打印清洁生产审核汇报编写单位和日期，



见附录 A。



5.1.1.2  扉页

扉页内容同封面，在清洁生产审核汇报编写单位处加盖公章。

5.1.1.3  资格证书

重庆市清洁生产审核资质证书（彩色，原件缩印 1/2）。

5.1.1.4  责任者表

责任表内容为清洁生产审核汇报编写单位责任人、项目责任人、技术

责任人和汇报审定人及其行政职务、技术职务和署名，汇报编写人、所编

汇报章节和国家清洁生产审核师证书号和署名。责任表见附录 B。

5.1.1.5  企业意见

清洁生产审核汇报由咨询机构编制，企业对汇报质量做出评价意见，

关键内容为汇报是否全方面反应了企业清洁生产审核工作，污染物产生、

治理、排放情况和清洁生产方案实施和审核结果是否属实，是否同意上报

等，加盖单位公章并打印意见出具日期。

清洁生产审核汇报由企业自行编制，企业关键责任人对汇报质量做出

评价意见（内容同上），并签署姓名及日期。

5.1.1.6  序言

简述企业清洁生产审核任务起源，清洁生产审核方法、过程、起止时

间，清洁生产审核结果，和向提供帮助教授、部门和单位致谢等。

5.1.1.7  目次页

目录根据正文内容次序编目，写明章条款阿拉伯数字分级编号、标题

和页码。

附录写明附录编号、标题和页数。



目录一级（章）编号左起顶格（即不退两格）打印，在编号以后空一

格写标题，标题字体用四号宋粗体；二级（条）、三级（款）编号分别空

一格、空两格打印，在编号以后空一格写标题，标题字体用小四号宋体。

附录字体用小四号宋体。

5.1.1.8  正文

⑴纸张和页面

①纸张  采取 A4（210 mm×297 mm）标准白纸。

  ②页面  双面印制。

纸四面留足空白边缘，每一面左侧(订口)留边 25 mm，上方(天头)、

下方(地脚)和右侧(切口)分别留边 20 mm。

单页页眉打印汇报章名（居中），双页页眉打印汇报名（居中）。页脚

外侧打印页码。页眉、页脚分别留边 15 mm。

页眉章名、汇报名字体用小五号宋体（或仿宋–GB2312）。

⑵编写格式和文字格式

①编写格式  正文是汇报主体，按章编写，采取阿拉伯数字分级编号。

每章设四个层次，即依次为“章”、“条”、“款”、“项”，采取阿拉伯数字

分级编号。“章”写成 1、2、……，“条”写成 1.2、1.3、……，“款”写成

1.1.1、1.1.2、……，“项”写成 1.1.1.1、1.1.1.2、……。

编号一律左起顶格打印，在编号以后空一格写标题或具体内容。具体

内容前不加编号时，其每段第一行均左起空两格打印，自第二行起，以下

各行均顶格打印。

当条文内容采取分行并列叙述时，其编号依次用⑴、⑵、……表示，



⑴、⑵、……均应左起空两格打印，其后空一格写条文。以下层次可

依次用①、②、……和 A、B、……和 a、b、……表示。

每一章必需另页起。

②文字格式  一级（章）标题字体用三号宋粗体（或仿宋–GB2312

加粗，下同），二级（条）标题字体用四号宋粗体，三级（款）标题和四

级（项）标题字体用小四号宋粗体，编号条文用小四号宋体（或仿宋

–GB2312）。

文字字体用小四号宋体（或仿宋–GB2312），1.5 倍行距。

文本和图表中数据用 Times New Roman 字体。

⑶图表编排和文字格式

正文中插图放在相关文字后面，图号按章节前后次序依次编号，第一

章图 1，用“图 1—1”，第一章图 2，用“图 1—2”表示，……，依次类推。

图号后空一格打印图名。图名注在图下方（居中）。字体用五号宋粗

体。

正文中插表放在相关文字后面，表号按章节前后次序依次编号，第一

章表 1，用“表 1—1”，第一章表 2，用“表 1—2”表示，……，依次类推。

表号后空一格打印名。表名注在表上方（居中）。表头标题字体用五

号宋粗体，表格中类别及项目内容（表中第一行）字体用五号宋粗体，表

格内数据和文字字体用五号宋体。

假如一个表长度超出两页以上时，在第一页以后每页表头上反复表编

号和表名，在表未完各页中写“（续）表 1—1”，在最终一页上写“



（续完）表 1—1”。在第一页以后每页上均应反复写出该表每栏标题。

在图、表后紧接文字，须空一行。

5.1.1.8  附录

附录依序用大写正体 A，B，C，……编序号，如：附录 A。

每一附录均另页起。

5.2  正文内容

正文内容包含概述、审核准备、预审核、审核、方案产生和筛选、实

施方案确实定、方案实施、连续清洁生产和结论。

5.2.1  概述

关键内容为企业基础信息，开展清洁生产审核必需性，清洁生产审核

汇报编制依据和实施环境标准。

5.2.1.1  企业基础信息 

⑴企业基础信息  自上而下写明企业名称、地址、法人代表、所属行

业、注册类型、规模、隶属关系、建厂时间、投产时间、邮政编码、联络

人、电话号码等。

插入企业所在地地理位置图（彩色）。

⑵企业简史  叙述企业建立和发展史、产能改变史，企业管理模式、

组织机构、职员人数及技术人员结构，占地面积、建(构)筑物面积、绿化

面积，固定资产总值（原值和现值）等。

插入企业平面部署图、企业组织机构图。

⑶发展计划  叙述企业近期和远期发展计划。

5.3.1.2  开展清洁生产审核必需性



叙述企业现在存在关键资源和环境问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重和

有毒有害物质使用和排放等方面），并结合企业控制污染和环境保护目标，

明确开展清洁生产审核必需性。

3.2.1.3  编制依据

列出清洁生产审核汇报包含国家和重庆市相关环境法律法规、环境标

准，相关文件和相关清洁生产技术资料、生产工艺技术文件及资料等。

引使用方法律法规、标准和文件应写全称和出版或发文单位、出版或

发文时间（年月日）、文件编号。

5.2.1.4  实施标准

叙述企业自然环境情况（关键内容为地理、交通、水文、气象、地质、

地形和生态环境等基础情况）和重庆市地表水、大气、噪声功效区（或类

别）划分要求，明确（可列表）企业实施地表水、大气、噪声环境质量标

准及类别和废水污染物、废气污染物、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及类别。

5.3.2  审核准备

关键内容为企业开启清洁生产审核工作情况，即企业领导者支持和参

与，建立审核领导小组和审核工作小组，制订清洁生产审核工作计划等。

5.3.2.1  领导决议  

叙述企业领导做出相关开展清洁生产审核决定情况，和相关通知、文

件等。

5.2.2.2  建立审核机构

叙述企业组建清洁生产审核领导小组、清洁生产审核工作小组情况。

列出清洁生产审核领导小组组员表、清洁生产审核工作小组组员表。



表关键内容为组员姓名、行政职务、技术职称、来自部门、分工和职

责等。

5.2.2.3  制订工作计划 

叙述企业制订清洁生产审核工作计划情况。

列出清洁生产审核工作计划表。表内容为审核过程各阶段工作内容、

时间进度、参与部门、责任人和产出等。

5.2.2.4  开展宣传、培训和克服障碍

⑴叙述企业开展清洁生产审核动员、宣传和培训情况，包含活动形式、

内容、次数和时间等。

插入宣贯工作图件资料。

⑵叙述企业开展清洁生产审核工作中碰到障碍和处理措施。

列出清洁生产审核所遇障碍和处理措施表。表内容为障碍类型（思想

观念障碍、组织障碍、技术障碍、经济障碍和政策法规障碍等）、具体表

现、处理措施或提议对策等。

5.2.2.5  其它准备情况 

叙述企业筹集资金、物质准备和生产设备检修等情况。

5.2.3  预审核

关键内容是对企业污染现实状况和产排污情况进行定性、定量分析，

说明存在关键问题及清洁生产潜力和机会，确定审核关键，设置清洁生产

目标。

5.2.3.1  企业生产概况

⑴详述企业生产现实状况，包含关键产品、产能及其生产线设计生产

能力和实际生产能力，设备运行情况等，并明确企业有没有国家明令淘汰



落后产品。



列出企业近三年（以清洁生产审核汇报提交年度前十二个月作为基准

年，下同）关键产品、产量、产值及利税表。

⑵详述企业关键原辅材料（包含全部有毒有害物质，下同）消耗情况，

燃料消耗及其起源和储运情况，水耗及其起源情况。

列出企业近三年关键原辅材料、能源、水（新鲜水、反复利用水）总

用量及单耗、水反复利用率表。

列出各生产单元近三年资源消耗情况表。

⑶详述企业整体生产工艺（关键工艺和副工艺）过程，包含生产工艺、

反应原理（方程）、工艺步骤、关键技术指标、设备条件等，并明确企业

有没有国家明令淘汰落后工艺。

工艺步骤用框图表示，并标示关键原辅材料、能源、水和中间产品、

产品、副产品及废弃物流入、流出及去向。

⑷列出企业关键生产设备情况表(关键内容为生产单元名称、生产设

备名称和型号、产地、数量、投产时间、使用年限、运行时间等)，并明

确企业有没有国家明令淘汰落后设备。

⑸列出企业生产单元功效说明表，(关键内容为生产单元名称、功效

说明)。

5.2.3.2  企业环境保护情况 

⑴企业环境保护管理情况  

①详述企业环境保护机构设置、人员情况和环境保护管理制度制订和

实施情况。

②详述企业污染源（包含废水、废气、噪声和固体废物等）情况。



插入企业污染物排放（产生）点位分布示意图。

③详述企业实施环评和“三同时”制度、限期治理制度、达标排放制

度、总量控制制度、排污许可证制度、排污申报制度和排污收费制度等情

况。

④详述企业污染危害及事故情况，预防环境污染突发事故应急预案。

⑵污染物产生、治理和排放情况

①废水产生、治理和排放情况

a、详述废水种类、产生过程及所含污染物情况。

b、详述废水治理方法和防控方法，排放口个数、编号、位置、排放

特点及去向。

插入废水治理步骤图。

列出废水处理设施情况表（关键内容为设施名称、型号、设计处理能

力和实际处理能力、投产时间、运行时间、投资和运行费用等）。

列出废水处理效果表（关键内容为设施名称、污染物名称、处理前浓

度、处理后浓度和污染物去除率等）。

c、依据基准年监测结果，结合排放标准和总量控制、排污许可相关

要求指标，对废水排放情况进行评价。

列出企业近三年废水监测结果表（见附录 C）和企业近三年废水及其

关键污染物排放量表（见附录 D）。

d、详述企业废水反复利用情况。

②废气产生、治理和排放情况

a、详述废气种类（包含无组织排放）、产生过程及所含污染物情况。



b、详述废气治理方法和防控方法，排放口个数、编号、位置、烟囱

（排气筒）高度和废气无组织排放点个数、位置。

插入废气处理步骤图。

列出废气处理设施情况表（关键内容为设施名称、型号、设计处理能

力和实际处理能力、投产时间、运行时间、投资和运行费用等）。

列出废气处理效果表（关键内容为设施名称、污染物名称、处理前浓

度、处理后浓度和污染物去除率等）。

c、依据基准年监测结果，结合排放标准和总量控制、排污许可相关

要求指标，对废气排放情况（包含无组织排放）进行评价。

列出企业近三年废气监测结果表（见附录 E、附录 F）和企业近三年

废气及其关键污染物排放量表（见附录 D）。

③噪声产生、治理和排放情况

a、噪声源及治理情况分析。

详述企业噪声源分布和治理情况。

列出企业噪声源治理情况表（关键内容为噪声源名称、型号、数量、

治理方法和治理设备或设施和效果等）。

b、依据基准年监测结果，结合排放标准、排污许可相关要求指标，

对厂界环境噪声情况进行评价。

列出企业近三年厂界环境噪声监测结果表（见附录 G）。

④固体废物产生和处理情况

详述多种固体废物产生过程和综合利用、处理。

列出企业近三年多种固体废物产生量和处理情况表。



⑤其它

部分行业应依据生产特点，增加相关特征污染源或生态环境情况分析，

如；水泥行业部分企业应分析放射源种类、数量、达标情况和管理措施等，

采掘业企业应分析生态环境情况和采掘造成影响等。

5.2.3.3  确定审核关键

⑴企业清洁生产水平评定

根据行业清洁生产标准指标体系，从生产工艺和装备要求、资源利用

指标、产品指标、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治理前）、废物回收指标和环境

管理要求六个方面和企业现实状况进行对比分析（可列表），叙述企业清

洁生产现实状况水平，分析清洁生产机会和潜力。列出指标体系对比情况

表。

暂无行业清洁生产标准，能够和行业准入条件、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

标体系和产业政策等对主导工艺步骤资源消耗及环境影响进行分析。暂无

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能够结合行业准入条件、产业政策，和同行

业三家以上优异企业原材料消耗、能耗、水耗、污染物排放等指标进行对

比分析。

⑵选择备选审核关键

叙述企业现在存在关键问题，从中选择若干生产单元、操作单元、步

骤(部位)或资源、污染物作为备选审核关键情况。

⑵确定审核关键

规模较大、工艺复杂、生产单元多企业，在多个备选审核关键中，采

取权重总和计分排序法或简单比较法确定审核关键。列出审核关键



权重总和计分排序表（见附录 H）或审核关键简单比较表。

审核关键权重总和计分排序法通常考虑原因及其权重值 W 范围为：

废物量 10，环境代价 8～9，废物毒性 7～8，清洁生产替力 4～6，车间主

动性 1～3，发展前景 1～3。

审核关键简单比较法关键从废物产生量、废物毒性、资源能源消耗量

等方面进行综合比较，影响面大可作为审核关键。

规模较小、工艺简单、产品单一企业，可直接选择污染重、资源消耗

大、有显著清洁生产机会步骤和部位、环境及公众压力大步骤或问题作为

审核关键，或将整体作为审核关键。

5.2.3.4  设置清洁生产目标

根据国家和重庆市相关要求，结合清洁生产标准（或行业清洁生产评

价指标体系、或同行业优异企业指标），提出节能、降耗、减排污染物承

诺，即设置清洁生产目标。列出清洁生产目标表。

清洁生产目标按近期（完成清洁生产审核汇报时为止，不超出十二个

月）、中期（不超出三年）和远期（不超出五年）分别设置。指标能够采

取资源总量、污染物削减量和单位产品资源消耗量和单位产品污染物产生

量等。指标应以绝对量和相对量表示。

“双有”类型企业能够设置原材料、废物减量化和无害化指标。“双

超”类型企业必需明确污染物排放浓度和总量达标时限。其它类型企业必

需明确污染物减排达标时限。

存在国家明令淘汰落后产品、工艺和设备，必需明确淘汰落后产品、

工艺和设备时限。



5.2.3.5  提出和实施清洁生产方案

叙述提出和实施清洁生产方案情况。

列出提出和实施无/低费方案表。

5.2.4  审核

关键内容是建立审核关键物料平衡，找出物料流失步骤和废弃物产生

原因，明确物料储运、生产运行、管理、废弃物排放等方面存在问题和和

中国外优异水平差距。

5.2.4.1  审核关键概况

⑴详述审核关键生产现实状况，包含关键产品（或半成品）及产能等。

列出审核关键近三年关键产品（或半成品）、产量、产值表。

⑵详述审核关键关键原辅材料消耗、燃料消耗及水耗情况。

列出审核关键近三年关键原辅材料、能源、水总用量及单耗表。

⑶详述审核关键生产工艺步骤，给出工艺步骤图，并标示工艺过程进

入和排出系统物料、能源、水和废物流情况。

审核关键包含较多单元操作时，应给出各单元操作工艺步骤图。

⑷详述审核关键工艺设备步骤，给出工艺设备步骤图，并标明关键设

备输入、输出物流。

列出操作单元功效说明表（内容为操作单元名称和功效）。

5.2.4.2  输入输出物流平衡

以在生产周期内且生产正常情况下进行实测输入、输出物流数据为依

据，列出审核关键物料、能源、水和污染物衡算分析表。

在缺乏必需监测设备条件下，应正确掌握关键原辅材料



输入和关键产品输出，对于产品生产相对稳定企业，能够采取经核实

月报表取其平均值方法。其它无法实测数据，在符合生产实际情况条件下，

可借助理论计算或历史资料推算取得。

给出审核关键物料步骤图和物料平衡图。依据行业特点和清洁生产目

标相关指标，给出审核关键或全厂（企业）能源平衡图、水平衡图、污染

因子平衡图。

物料步骤图以操作单元为基础单位，各单元操作用方框图表示，输入

画在左边，关键产品、副产品和中间产品按步骤标示，其它输出画在右边。

物料平衡图以审核关键整体为单位，输入画在左边，关键产品、副产

品和中间产品画在右边，气体排放物标在上边，循环和回用物标在左下角，

其它输出画在下边。

5.2.4.3  评定平衡结果

分析评定物料平衡、能源平衡、水平衡和污染因子平衡偏差（输入总

量和输出总量偏差应小于 5％，珍贵原料、有毒成份等平衡偏差应更小或

满足行业要求），并对审核关键生产过程做出评价（关键内容为实际资源

利用率，物料流失部位及废弃物产生步骤和部位，流失物料和废弃物种类、

数量和所占百分比和对生产、环境影响部位等）。

5.2.4.4  物耗、能耗和污染物产排现实状况原因分析

针对每一个物料、能量流失和污染物产排现实状况，从原辅材料和能

源、生产工艺、设备、过程控制、产品、废弃物、管理制度、职员技能等

八个方面进行分析，给出物料、能量流失和污染物或废弃物产生原因。

列出废弃物产生原因分析表(见附录 I)。



5.2.4.5  提出和实施清洁生产方案

简述本阶段提出和实施清洁生产方案情况。

列出本阶段提出和实施无/低费方案表。

5.2.5  方案产生和筛选

关键内容是依据审核阶段结果，制订审核关键清洁生产方案；对全部

清洁生产方案进行分类汇总，筛选中/高费方案。

5.2.5.1  征集方案

叙述清洁生产方案产生标准、方法和方案征集结果。

5.2.5.2  方案汇总

根据无/低费方案、中/高费方案分别列出全部已实施和未实施清洁生

产方案汇总表。

根据原辅材料和能源替换、技术工艺改造、设备维护和更新、过程优

化控制、产品更换或改善、废弃物回收利用和循环使用、加强管理、职员

素质提升及主动性激励等八个方面对全部进行分类汇总，列出清洁生产方

案分类汇总表（见附录 J）。

5.2.5.3  方案筛选

采取简易初步筛选法或权重总和计分排序筛选法对已产生全部清洁

生产方案进行筛选，区分出可行无/低费方案、初步可行中/高费方案和不

可行方案。

初步筛选法和权重总和计分排序筛选法关键从技术可行性、环境可行

性、经济可行性和可实施性 4



个方面考虑方案可行性。技术可行性是指技术优异、成熟、有范例，

能取得技术支持，运行维护轻易。环境可行性是指降低废物数量和浓度，

降低废物有毒有害性（如毒性、腐蚀性、可燃性等），减轻对工人安全和

健康危害和对环境影响，达成排放标准等。经济可行性是指降低投资，降

低生产成本，降低运行维护费用，降低环境责任费用（如排污费、罚款、

赔偿费等），物料和废物可循环利用或回用，产由质量提升等。可实施性

是指以生产影响小，施工轻易，周期短等。

权重总和计分排序筛选法通常考虑原因权重值 W 范围为：技术可行

性 6～8，环境可行性 8～10，经济可行性 7～10，可实施性 4～6。

列出方案简易初步筛选表（见附录 K）或方案权重总和计分排序表

（见附录 L）、方案筛选结果汇总表（见附录 M）。

5.2.5.4  方案研制

对初步可行中/高费方案进行工程化分析，对其可行性进行初步评价。

⑴研制方案内容  研制方案内容关键为方案工艺步骤详图、关键设备

清单、费用和效益估算和编写方案说明（关键说明技术原理、关键设备、

技术经济指标、可能环境影响等）。

列出中/高费方案说明表（见附录 N）。

⑵方案初步评价  对方案系统性、综合性、闭合性、无害性和合理性

等进行初步评价，针对方案存在问题给以改善或完善。

5.2.6  实施方案确实定

关键内容是对筛选出来中/高费方案进行分析和评定，选择最好、可

实施清洁生产方案。



5.2.6.1  市场调查和分析

叙述产品供需估计、价格估计、竞争力估计和市场风险分析。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

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

https://d.book118.com/876040045032010203

https://d.book118.com/8760400450320102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