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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清洁生产协同审核导则

1 范围

本文件界定了区域开展清洁生产协同审核的基本原则，规定了审核方法、审核程序、审核技术要求、

审核报告编制。

本文件适用于区域工业领域开展清洁生产协同审核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清洁生产审核 cleaner production au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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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降

低能耗、物耗、废物产生以及减少有毒有害物料的使用、产生和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方案，进而选定并

实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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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

3.2

区域清洁生产协同审核 collaborative audit of regional cleaner production

在特定行政区域边界范围内，以相同方法学，按照统一要求共同开展若干同行业企业清洁生产审核

工作。

3.3

审核分析期 review period of audit

开展审核工作的当年回溯三个自然年（含当年）的政策、资料、数据分析周期。

4 审核基本原则

4.1 协同性

区域各实施主体针对区域内共同关注的共性、关键问题，按照统一要求共同推进审核工作。

4.2 真实性

审核中如实反映相关区域内某行业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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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针对性

围绕区域内某行业关键共性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审核工作。

注：行业关键性共性问题，如不符合产业政策、能耗高、碳排放量大/碳排放强度大、物耗高、污染重等。

5 审核方法

5.1 发现问题

从产业政策、产业链、原辅材料使用、资源能源利用、碳排放、工艺技术、设备、过程控制、污染

物产生和排放、区域协同减排等多方面，通过资料收集、现状分析、现场调查、横向对比分析、员工座

谈、专家指导等方式，采用清单分析、指标分析、加权比较、物料衡算等方法，查找和发现区域行业、

企业关键性共性问题及其产生的环节和现状，获得清晰明确的主要问题及其产生源等详细信息。

5.2 分析问题

从产业政策等多方面，分析区域行业现状，包括政策符合性、是否减量或者替代有毒有害物质，能

源利用效率，资源消耗水平，碳排放水平等，进行追踪、排查和诊断，分析区域行业、企业关键性共性

问题产生的原因。

5.3 解决问题

从产业政策等多方面，通过技术、环境和经济等可行性分析，确定可行的清洁生产方案。

6 审核程序

审核程序包括四个阶段：审核准备，审核与发现问题，方案产生和确定，成果汇总。各阶段主要工

作内容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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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区域清洁生产协同审核程序框架图

7 审核技术要求

7.1 审核准备

审核准备

审核程序 工作内容

 组建审核小组

 制定审核工作计划

 工作部署及培训

审核与发现问题

 区域政策法规现状分析

 区域企业生产工艺和装备水平现状分析

 区域企业原辅料消耗情况现状分析

 区域企业资源能源使用现状分析

 区域企业环境保护情况现状分析

 区域关键性指标确定

方案产生和确定

成果汇总

 汇总问题清单

 汇总方案清单

 区域清洁生产水平提升建议

 方案产生

 方案可行性分析

 方案效益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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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 组建审核小组

7.1.1.1 组建清洁生产审核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应由区域清洁生产主管部门负责人员、行业部门负责

人等组成。

7.1.1.2 组建清洁生产审核工作小组，工作小组应由区域清洁生产主管部门工作人员、行业具体负责

清洁生产审核工作人员、第三方机构负责人等组成。

7.1.1.3 组建清洁生产审核专家组，专家组成员由清洁生产方法学、行业、资源能源、生态环境保护

等相关领域专业人员组成。

7.1.2 制定审核工作计划

7.1.2.1 明确审核的审核分析期。

7.1.2.2 制定审核工作计划，明确审核各阶段工作内容、起止时间、负责人（或负责部门）、统筹人

员（或统筹部门）及参与人员（或参与部门）等。

7.1.3 工作部署及培训

7.1.3.1 根据工作计划，部署相关工作要求。

7.1.3.2 开展培训，对象应包括但不限于区域清洁生产主管部门相关人员、行业工作人员、第三方机

构相关人员，取得领导支持和参与。

7.1.3.3 开展清洁生产专业技术培训，培训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清洁生产政策法规、审核程序及方法、

审核环节的实施要点等。

7.2 审核与发现问题

7.2.1 区域政策法规现状分析

梳理汇总区域执行的相关法规、标准、行业技术政策等，对比分析区域内政策标准差异。

a) 产业政策应包括但不限于《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行业准入要求和区域各地方产业结

构发展要求等。

b) 产业规划应包括但不限于产业的发展定位、发展目标和方向，以及产业在空间上的分布和配置

等。

c) 相关标准包括但不限于清洁生产标准、能源资源限额标准、绿色制造、污染防治技术政策、污

染物排放标准等相关标准。

7.2.2 区域企业生产工艺和装备水平现状分析

7.2.2.1 通过国家、地方发布的先进技术方法目录、先进案例、先进设备装置目录等技术清单比对，

汇总区域整体技术工艺水平和各不同辖区内差异特征，形成技术工艺应用现状评价，梳理技术工艺相关

问题清单。

7.2.2.2 现状调查应包括区域行业发展现状、企业数量和分布、企业规模和先进程度、行业内的供应

链条关系、生产设备装备配置情况等，并对标分析提升潜力。

7.2.3 区域企业原辅料消耗情况现状分析

7.2.3.1 通过收集区域内审核对象企业主要原辅料特别是有毒有害原辅料种类、原料性状、消耗量等，

对标分析提升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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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2 原辅料使用情况分析包括原辅料种类、有毒有害原辅料替代潜力、单位产品/产值原料消耗量

等。

7.2.4 区域企业资源能源使用情况现状分析

对比分析区域内资源、能源使用情况，进行区域资源、能源使用情况评价，对标分析提升潜力。

a) 审核对象企业资源使用情况分析包括水资源取用、节水技术应用情况、单位产品/产值或单位

占地面积耗水量、排水量等。

b) 审核对象企业能源使用情况分析包括可再生能源使用情况、节能技术应用情况、单位产品/产

值综合能耗、单位产品/产值碳排放等。

7.2.5 区域企业环境保护情况现状分析

对比分析区域内审核对象企业废水、废气的产生、收集、处理和工业固体废物（包含危险废物）的

产生、贮存、处理处置情况等，进行污染物产生、排放和治理水平评价，对标分析提升潜力。

a) 区域内审核对象企业污染物产生分析应包括区域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分析、常规污染物和行业

特征污染物的产生情况分析、不同区域污染物产生差异分析、差异化的原因分析等。

b) 区域内审核对象企业污染物处理处置情况分析应包括污染物处理工艺差异分析、污染物治理效

率情况分析等。

c) 审核对象企业污染物排放情况分析应包括污染物排放水平对比、污染物达标排放分析等。

7.2.6 区域关键性指标确定

根据行业特点确定能够反映区域行业整体发展水平、清洁生产程度的关键性指标，如单位产品/产

值水耗、单位产品/产值综合能耗、单位产品/产值碳排放、单位产品/产值污染物排放等。

7.3 方案产生和确定

7.3.1 方案产生

根据区域整体情况调研以及现状分析和评价，针对行业关键共性问题和审核对象企业其他问题，采

取专家咨询、行业交流、技术调研、先进技术目录比对等方式，对发现的问题进行研讨分析，初步提出

解决问题的清洁生产方案。

7.3.2 方案可行性分析

7.3.2.1 对审核中提出的重点方案，应结合各审核对象企业实际情况，分企业逐项对方案进行技术、

环境、经济可行性分析，根据可行性分析结果，确定可行的方案。

7.3.2.2 针对行业关键性共性问题的清洁生产方案，还应分析该方案在行业内的可推广性，并分析对

行业整体清洁生产水平提升情况。

7.3.3 方案效益测算

7.3.3.1 针对审核提出的问题及方案，分别从产业政策、对区域关键性指标水平提升情况等多个方面

进行效益分析，并提出关键性指标的提升建议。

方案效益包括环境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社会效益可包括资源优化、产业创新、政策法规完

善等方面。

7.4 成果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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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1 汇总问题清单

对清洁生产审核发现的问题进行汇总、分析，明确问题产生环节、问题带来的影响和解决方案方向，

从产业政策等多方面，进行归类梳理。

7.4.2 汇总方案清单

对照问题清单，汇总本轮审核对象企业清洁生产方案。针对关键共性问题，筛选区域行业高质量发

展借鉴意义较大、可推广应用的方案，形成本轮清洁生产审核方案清单。方案清单包括方案名称、方案

内容或技术原理、适用范围、投资、效益、投资回收期等。

7.4.3 汇总方案绩效

汇总本轮审核对象已实施及拟实施清洁生产方案绩效。

7.4.4 区域清洁生产水平提升建议

结合问题清单和方案清单，从产业政策等多方面提出区域清洁生产水平提升建议。

8 审核报告编制

区域协同审核开展过程中行业清洁生产审核报告框架见附录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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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区域清洁生产协同审核报告框架

前言

第 1 章 区域协同审核背景

1.1 区域行业概况

1.2 区域产业政策和现状

第 2 章 区域清洁生产水平分析

2.1 区域政策法规现状分析

2.2 区域生产工艺和装备水平现状分析

2.3 区域主要原辅料消耗情况现状分析

2.4 区域水资源消耗现状分析

2.5 区域能源和碳排放现状分析

2.5.1 能源消耗情况分析

2.5.2 碳排放情况分析

2.6 区域环境保护现状清洁生产水平分析

2.6.1 废水及水污染物情况及分析

2.6.2 废气及大气污染物情况及分析

2.6.3 固体废物产生及处理处置情况及分析

第 3 章 清洁生产典型问题及方案

3.1 生产技术工艺典型问题及方案

3.2 设备设施典型问题及方案

3.3 主要原辅料使用典型问题及方案

3.4 水资源消耗典型问题及方案

3.5 能源消耗典型问题及方案

3.6 碳排放典型问题及方案

3.7 水污染物处理及排放典型问题及方案

3.8 大气污染物处理及排放典型问题及方案

3.9 固体废物处理处置典型问题及方案

3.10 其他典型问题及方案

第 4 章 成果汇总

4.1 汇总问题清单

4.2 汇总方案清单

4.3 汇总方案绩效

4.4 区域清洁生产水平提升建议

第 5 章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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