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进一步加强重点企业清洁生产审核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环境保护局（厅），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环境保护局：

　　

　　当前，全国污染减排任务十分艰巨。国务院颁布的《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对推行清洁生产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原国家环保

总局印发的《“十一五”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核查办法（试行）》和《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核查细则（试行）》，明确规定了通过清

洁生产核算化学需氧量（COD）、二氧化硫（SO2）总量减排量的办法。为进一步发挥清洁生产在污染减排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加强

重点企业的清洁生产审核工作，现通知如下：

　　

　　一、明确环保部门在重点企业清洁生产审核工作中的职责和作用

　　

　　清洁生产审核是实施清洁生产的前提和基础，督促重点企业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有效促进污染减排目标的实现，是环保部

门的职责和任务。各级环保部门要依照《清洁生产促进法》的规定，监督污染物排放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或者超过经有关

地方人民政府核定的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企业（通称“双超”企业），以及使用有毒、有害原料进行生产或者在生产中排放有

毒、有害物质的企业（通称“双有”企业，需重点审核的有毒有害物质名录见附件一及原国家环保总局环发〔2005〕151号文），实

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环境保护局（厅）要按照原国家环保总局《关于印发重点企业清洁生产审核程序的

规定的通知》（环发〔2005〕151号）要求公布重点企业名单，督促企业按期实施清洁生产审核，组织对重点企业清洁生产审核评

估、验收，促进污染减排目标的完成。各地公布的重点企业名单和数量，要充分满足当地主要污染物减排计划和指标的要求。地方环

保部门应将重点企业清洁生产审核工作纳入当地政府年度考核体系，积极推进重点企业清洁生产审核工作的开展。

　　

　　“十一五”期间，地方各级环保部门要围绕火电、钢铁、有色、电镀、造纸、建材、石化、化工、制药、食品、酿造、印染等重

污染行业和“三河三湖”等重点流域，加快推进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各地也可以根据污染减排工作的需要，将国家、省级环保部门

确定的污染减排重点污染源企业纳入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的范围。

　　

　　二、抓好重点企业清洁生产审核、评估和验收

　　

　　我部监督和管理全国重点企业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评估和验收工作，将逐步建立重点企业清洁生产审核公报制度。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环境保护局（厅）要按照《重点企业清洁生产审核评估、验收实施指南》（见附件

二）的要求，开展重点企业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评估与验收工作，并以此作为核算清洁生产形成的COD、SO2减排量各项参数的依

据。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环境保护局（厅）应于每年3月31日之前将本辖区内重点企业清洁生产审核、评估与

验收工作的情况报送我部。

　　

　　三、加强清洁生产审核与现有环境管理制度的结合

　　

　　各级环保部门要加强清洁生产审核与现有环境管理制度的结合。新、改、扩建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时要考虑清洁生产的相关要

求；限期治理企业应同时进行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并通过评估、验收；通过清洁生产审核评估、验收的企业，其清洁生产审核结果

应作为核准排污许可证载明的排污量的依据。未能按期完成减排任务的企业，要实行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确保完成减排任务。

　　

　　四、规范管理清洁生产审核咨询机构，提高审核质量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环境保护局（厅）要加强对清洁生产审核咨询机构及人员的管理。清洁生产审核咨

询机构应按照机构申请、专家评审、省级环保部门推荐、对外公示的程序确定。

　　

　　对清洁生产审核咨询机构进行定期评审，表彰优秀的清洁生产审核咨询机构。评审内容可包括咨询机构履行合同情况，在清洁生

产审核各阶段所起的作用，根据物料、水平衡和能量平衡发现企业清洁生产潜力，独立提出清洁生产方案的能力及清洁生产审核绩效

评估。发现咨询机构不按规定内容、程序进行清洁生产审核，弄虚作假，或者技术服务能力达不到要求的，在两年内不得开展企业清

洁生产审核咨询服务，并在当地主要媒体上公告。

　　

　　五、重点企业清洁生产审核的奖惩措施

　　

　　企业通过清洁生产审核评估，其清洁生产审核费用、实施清洁生产方案费用优先享受地方各级政府固定资产投资、技改资金、清

洁生产专项资金、污染减排专项资金和环保专项资金的支持。

　　

　　对公布应开展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的企业，拒不开展清洁生产审核、不申请评估、验收或评估、验收“不通过”的，视情况由省

级环保部门在地方主要媒体公开曝光，要求其重新进行清洁生产审核、评估和验收，并依法进行处罚。

　　

　　我部将组织对全国重点企业清洁生产审核工作的督导和抽查。对未按要求公布重点企业名单，不能及时组织实施重点企业清洁生

产审核及评估、验收工作，不能按时上报本辖区重点企业清洁生产工作总结以及下一年度重点企业清洁生产审核工作计划的地方环保

部门，将予以通报。

　　

　　附件：1.需重点审核的有毒有害物质名录（第二批） 

　　

　　　　  2.重点企业清洁生产审核评估、验收实施指南（试行）

　　二○○八年七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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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需重点审核的有毒有害物质名录（第二批）

序号 物 质 名 称 物  质  来  源

1 精（蒸）馏残渣 炼焦制造、基础化学原料制造—有机化工及其他非特定来源

2 感光材料废物 印刷、专用化学产品制造、电子元件制造

3 含金属羰基化合物
在金属羰基化合物生产以及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含有羰基化合物成

分的废物、精细化工产品生产—金属有机化合物的合成

4 有机磷化合物废物 有机化工行业

5 含醚废物
有机生产、配制过程中产生的醚类残液、反应残余物、废水处理

污泥及过滤渣

6 废矿物油
天然原油和天然气开采、精炼石油产品的制造、船舶及浮动装置

制造及其他非特定来源

7 废乳化液
从工业生产、金属切削、机械加工、设备清洗、皮革、纺织印

染、农药乳化等过程产生的混合物

8 废酸
无机化工、钢的精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废酸性洗液、金属表面处理

及热处理加工、电子元件制造

9 废碱 毛皮鞣制及制品加工、纸浆制造及其他非特定来源

10 废催化剂 石油炼制、化工生产、制药过程

11 石棉废物
石棉采选、水泥及石膏制品制造、耐火材料制品制造、船舶及浮

动装置制造

12 含有机卤化物废物 有机化工、无机化工

13 农药废物 杀虫、杀菌、除草、灭鼠和植物生物调节剂的生产

14 多溴二苯醚（PBDE） 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及其他非特定来源



多溴联苯（PBB）废物

　　

附件二：

重点企业清洁生产审核评估、验收实施指南

　　

（试  行）

一、总  则

　　第一条  为了指导重点企业有效开展清洁生产，规范清洁生产审核行为，确保取得清洁生产实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

促进法》、《清洁生产审核暂行办法》、《重点企业清洁生产审核程序的规定》制定本指南。

　　

　　第二条  本指南所称清洁生产审核评估是指按照一定程序对企业清洁生产审核过程的规范性，审核报告的真实性，以及清洁生产方

案的科学性、合理性、有效性等进行评估。

　　

　　本指南所称清洁生产审核验收是指企业通过清洁生产审核评估后，对清洁生产中/高费方案实施情况和效果进行验证，并做出结论

性意见。

　　

　　第三条  本指南适用于《清洁生产促进法》中规定的“污染物排放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或者超过经有关地方人民政府核

定的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企业；使用有毒、有害原料进行生产或者在生产中排放有毒、有害物质的企业”，也适用于国家和省

级环保部门根据污染减排工作需要确定的重点企业。

　　

　　第四条  环境保护部负责监督管理全国重点企业清洁生产审核评估与验收工作。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环保

部门组织专家或委托相关机构，开展辖区内重点企业清洁生产审核评估与验收工作。环境保护部组织有关技术支持单位和专家对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环保部门开展的辖区内重点企业清洁生产审核评估与验收工作进行指导、督查，对各省清洁

生产审核评估机构的评估、验收能力进行考核。

二、 重点企业清洁生产审核评估

　　第五条  申请清洁生产审核评估的企业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1．完成清洁生产审核过程，编制了《清洁生产审核报告》。 

　　

　　2．基本完成清洁生产无/低费方案。 

　　

　　3．技术装备符合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和行业政策要求。 

　　

　　4．清洁生产审核期间，未发生重大及特别重大污染事故。 

　　

　　第六条  申请清洁生产审核评估的企业需提交的材料： 

　　

　　1．企业申请清洁生产审核评估的报告。 

　　

　　2．《清洁生产审核报告》。 

　　

　　3．有相应资质的环境监测站出具的清洁生产审核后的环境监测报告。 

　　

　　4．协助企业开展清洁生产审核工作的咨询服务机构资质证明及参加审核人员的技术资质证明材料复印件。 

　　

　　第七条  申请评估企业向当地环保部门提出评估申请（企业需在上交清洁生产审核报告后一个月内提交评估申请）；当地环保部门

对申请企业的条件、提交的材料进行初审，初审合格后，将材料逐级上报。省级环保部门组织专家或委托相关机构对初审合格的企业

进行材料审查、现场评估，并形成书面意见，定期在当地主要媒体上公布通过清洁生产审核评估的企业名单。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1_72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