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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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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代替 GB/T 36132—2018《绿色工厂评价通则》。与 GB/T 36132—2018相比，除编辑性改动

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更改了范围（见第 1章，2018年版的第 1章）；

b) 更改了“绿色工厂”“绿色产品”的定义（见 3.1、3.2，2018年版的 3.1、3.2）；
c）删除了“相关方”的术语和定义（见 2018年版的 3.3）
d）删除了“总则”（见 2018年版的 4.1）；
e）更改了评价指标体系结构和内容（见 4，2018年版的第 4至 10章）；

f）更改了基本要求（见 4.2，2018年版的第 4章）；

g）更改了“评价方法”的要求（见第 5章，2018年版的第 11章)；
h）更改了“绿色工厂评价标准的技术架构”（见附录 A，2018年版的附录 C）；
i）更改了“绿色工厂主要定量指标的计算方法”（见附录 B，2018年版的附录 A）；
j）更改了“绿色工厂评价指标表示例”（见附录 C，2018年版的附录 B）。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环境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207）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略。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略。

本文件所替代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18年首次发布为GB/T 36132-2018，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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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工厂评价通则

1 范围

本文件确立了绿色工厂评价指标体系，规定了绿色工厂评价指标要求，描述了绿色工厂评价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属于制造业且具有实际生产过程的工厂，并用于指导工业行业或地方绿色工厂评价标

准或具体要求的制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注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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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

GB/T 2589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T 18820 工业用水定额编制通则

GB/T 19001 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

GB/T 20862 产品可回收利用率计算方法导则

GB/T 23331 能源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T 24067 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 量化要求和指南

GB/T 24789 用水单位水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T 29116 工业企业原材料消耗计算通则

GB/T 32150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GB/T 32151（所有部分）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GB/T 45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GB/T 2589、GB/T 18820、GB/T 24067、GB/T 29116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绿色工厂 green factory
实现了能源低碳化、资源高效化、生产洁净化、产品绿色化、用地集约化的工厂。

3.2

绿色产品 green product
在全生命周期过程中，符合环境保护要求，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无害或危害小，资源能源消耗少、

碳排放低、品质高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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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GB/T 33761-2024，定义3.1]

4 评价指标体系和要求

4.1 评价指标体系

绿色工厂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基本要求和评价指标要求：

——基本要求包括应满足的法律法规、管理职责、管理体系、绿色采购、生产工艺技术和设备、环

境排放等方面；

——评价指标包括能源低碳化、资源高效化、生产洁净化、产品绿色化、用地集约化五类一级指标，

每类一级指标下设若干二级指标，其中，二级指标根据其自身定量或定性属性以及与绿色化绩

效水平的正负相关性，分为正向定量、正向定性、逆向定量、逆向定性四类。

4.2 基本要求

工厂应满足的基本要求包括但不限于:

a) 依法设立，近三年未发生安全、质量、环保等违法违规行为；

b) 明确绿色工厂管理相关工作职责、权限以及最高管理者的领导作用；

c) 提出绿色低碳发展中长期规划及年度目标、指标和实施方案。可行时，指标应明确且可量化，

包含适用绿色工厂评价指标要求；

d) 按照 GB/T 19001、GB/T 45001、GB/T 24001、GB/T 23331或相关行业适用标准，或以上相关

国际标准要求，建立、实施并保持质量管理体系、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和能

源管理体系；

注：行业适用的相关管理体系标准包括但不限于IATF 16949、ISO 13485等。

e) 开展绿色采购，建立供应商选择、风险分级、审核监督、绩效评价与应急管理机制，优先采购

节能、节水、节材等有利于环境保护的产品和服务；

f) 不使用或生产列入《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淘汰类的落后生产工艺技术、装备及产品，近三

年新增投入使用的主要用能产品设备应达到适用国家强制性能效标准 2级水平；

g) 适用时，达到国家强制性能源消耗限额标准 2级以及工业用水定额通用值要求；

h) 依据 GB 17167、GB/T 24789等要求配备、使用和管理能源、水以及其他资源的计量器具和装

置。能源及资源使用的类型不同时，进行分类计量；

i) 污染物排放水平达到国家和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污染物排放总量符合国家和地方污染物

排放总量控制指标；

j) 采用 GB/T 32150、GB/T 32151（所有部分）或适用标准规范对其温室气体排放进行核算和报

告；

k) 编制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或绿色低碳发展年度报告，披露绿色低碳发展相关信息。

注 1：报告编制依据包括但不限于《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基本准则》、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编制指南等。

注 2：报告的发布形式包括但不限于独立报告、整合至相关年度报告中的专篇等。

注 3：披露的途径包括但不限于官方网站、证券交易所公告平台、社交媒体等。

4.3 评价指标要求

4.3.1 能源低碳化指标

应从有利于减少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等方面提出指标及要求，因行业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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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可根据具体情况选取包括但不限于能源消耗强度、碳排放强度、可再生能源利用率等指标。

4.3.2 资源高效化指标

应从有利于减少资源消耗、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方面提出指标及要求，因行业

性质不同，可根据具体情况选取包括但不限于原材料消耗强度、原材料利用率、再生材料使用率、取水

强度、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等指标。

4.3.3 生产洁净化指标

应从有利于引导采用节能、节水、节材、减污、降碳的先进适用工艺技术和设备，促进技术改造和

升级，源头减少污染物产生和有毒有害物质替代等方面提出指标及要求，因行业性质不同，可根据具体

情况选取包括但不限于生产工艺和设备、绿色低碳改造升级、主要污染物产生或排放强度等指标。

4.3.4 产品绿色化指标

应从有利于引导开展绿色设计、开发绿色产品、促进产品碳足迹管理、绿色产值提升等方面提出指

标及要求，因行业性质不同，可根据具体情况选取包括但不限于绿色设计、产品碳足迹、产品可回收利

用率等指标。

4.3.5 用地集约化指标

应从有利于提升工业用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方面提出指标及要求，因行业性质不同，可根据具体情

况选取包括但不限于土地产出率、建筑密度、容积率等指标。

5 评价方法

5.1 评价要求

5.1.1 开展绿色工厂评价，宜根据各行业或地方的不同特点制定具体评价方案。其内容应包含评价的

具体指标及其引领值、基准值、指标权重、取值规则等。依据本文件制定的绿色工厂评价标准应依据附

录 A规定的技术架构编写。

5.1.2 评价中涉及到的主要定量指标应参考附录 B计算，其中，有相关适用国家强制性能源消耗限额、

工业用水定额以及 GB/T 20862、GB/T 29116等依据标准的，应依据相关标准规定的方法计算。

5.1.3 评价指标的引领值，为工厂宜达到的标杆水平，以覆盖本行业前 5%的先进水平为取值原则，

并具有一定的技术前瞻性。评价指标的基准值，为工厂应达到的基本水平，宜针对定量指标结合行业情

况设置，并以行业平均水平为取值原则。评价指标表示例参见附录 C。

5.1.4 评价指标的权重应根据其对工厂绿色绩效影响的重要性和敏感度确定，宜采用专家咨询法或层

次分析法分别对各级指标进行赋权。

5.1.5 应采用百分制法对各指标进行评价赋分。指标的具体评分应根据工厂指标实际值与引领值的对

标情况计算分值。其中，达到或优于引领值时，取满分；低于基准值时，取零分；介于引领值和基准值

之间时，宜采用线性比例法、极差法等方法计算分值。综合评价得分为各一级评价指标的累计分值。

5.1.6 实施评价的组织应依据评价要求对评价证据进行分析，当工厂符合所有基本要求（见 4.2）且综

合评价得分达到评价组织方所指定的要求时判定为绿色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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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评价方式

5.2.1 绿色工厂评价可由第一方、第二方或第三方组织实施。

注：针对被评价组织，第一方为组织自身，第二方为组织的相关方，第三方为与组织没有直接关系的其他组织。

5.2.2 实施评价的组织应查看报告文件、统计报表、原始记录等，宜从调查统计数据中获取评价指标

所需的基础数据；无法获取的，应采用实地调查、抽样调查等方式收集评价证据，确保证据的完整性、

准确性和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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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绿色工厂评价标准的技术架构

A.1 标题

行业、地方或团体依据本文件制定的绿色工厂评价标准应规范标题名称，统一命名为《绿色工厂评

价 XX（行业名称）》。其中，行业名称宜参考GB/T 4754确定。

示例1：绿色工厂评价 钢铁行业

示例2：绿色工厂评价 微型计算机制造业

A.2 文件结构

行业、地方或团体依据本文件制定的绿色工厂评价标准的文件结构应为：

a）范围

b）规范性引用文件

c）术语和定义

d） 评价指标体系和要求

1）基本要求

2）评价指标要求

XX绿色工厂评价指标应符合表A.1的要求。根据具体行业特点，可增加三级指标要求。

表 A.1 XX 绿色工厂评价指标要求

一级指标

（权重）
序号 二级指标 指标类型 单位 引领值 基准值 权重分值 取值规则

能源低碳化

（XX%）

资源高效化

（XX%）

生产洁净化

（XX%）

产品绿色化

（XX%）

用地集约化

（XX%）

e)评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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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绿色工厂主要定量指标的计算方法

B.1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按式（B.1）计算。

i

i
ui

Q
EE  ……………………………（B.1）

式中：

Eui——第 i种产品的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单位为吨标准煤每产品单位（tce/产品单位）；

Ei——评价年工厂第 i种产品的综合能耗（不含用作原料的能源），单位为吨标准煤（tce）；
Qi——评价年工厂第 i种产品的合格产品产量，单位为产品单位。

对同时生产多种产品的情况，应按每种产品实际消耗的能源分别计算，在无法分别对每种产品进行

计量、计算时，可折算成标准产品统一计算，或按产量与能耗量的比例分摊计算。

B.2 单位产值综合能耗

单位产值综合能耗按式（B.2）计算。

i

i
gi G

EE  ……………………………（B.2）

式中：

Egi——第 i种产品的单位产值综合能耗，单位为吨标准煤每万元（tce/万元）；

Ei——评价年工厂第 i种产品的综合能耗（不含用作原料的能源），单位为吨标准煤（tce）；
Gi——评价年工厂第 i种产品的产值，单位为万元。

B.3 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量

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量按式（B.3）计算。

i

i
ui Q

CC  ……………………………（B.3）

式中：

Cui——第i种产品的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每产品单位（tCO2 e/产品单

位）；

Ci——评价年工厂第i种产品的二氧化碳当量排放量，应依据GB/T 32150、GB/T 32151（所有部分）

或适用标准规范计算，且核算边界原则上与单位产品综合能耗的边界保持一致，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

（tCO2 e）；
Qi——评价年工厂第 i种产品的合格产品产量，单位为产品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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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 单位产值二氧化碳排放量

单位产值二氧化碳排放量按式（B.4）计算。

G
CC i

gi  ……………………………（B.4）

式中：

Cgi——第i种产品的单位产值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每万元（tCO2 e/万元）；

Ci——评价年工厂第i种产品的二氧化碳当量排放量，应依据GB/T 32150、GB/T 32151（所有部分）

或适用标准规范计算，且核算边界原则上与单位产品综合能耗的边界保持一致，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

（tCO2 e）；
Gi——评价年工厂第 i种产品的产值，单位为万元。

B.5 可再生能源利用率

指工厂可再生能源消耗量与综合能耗的比值，按式（B.5）计算。

%100
E
Rr ……………………………………（B.5）

式中：

r——可再生能源利用率；

R——评价年工厂可再生能源消耗量，单位为吨标准煤（tce）；
E——评价年工厂主要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和附属生产系统的综合能耗（不含用作原料的能

源），单位为吨标准煤（tce）。
注：可再生能源指能够在较短时间内通过自然过程不断补充和再生的能源，包括水能、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

地热能、海洋能等。可再生能源消耗量包括工厂可再生能源利用设施自产自用的能源量及通过市场化交易购入

使用的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量（依据市场化交易合同、交易结算凭证或中国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遵循不

重复计算原则）。

B.6 单位产品主要原材料消耗量

单位产品主要原材料消耗量按式（B.6）计算。

i

i
ui

Q
MM  …………………………………（B.6）

式中：

Mui——第 i种产品的单位产品某种主要原材料消耗量，单位为原材料单位每产品单位；

Mi——评价年工厂生产第 i种产品的某种主要原材料消耗量，单位为原材料单位；

Qi——评价年工厂第 i种产品的合格产品产量，单位为产品单位。

B.7 单位产值主要原材料消耗量

单位产值主要原材料消耗量按式（B.7）计算。

i

i

G
MM gi  …………………………………（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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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Mgi——第 i种产品的单位产值某种主要原材料消耗量，单位为原材料单位每万元；

Mi——评价年工厂第 i种产品的某种主要原材料消耗量, 单位为原材料单位；

Gi——评价年工厂第 i种产品的产值，单位为万元。

B.8 单位产品取水量

单位产品取水量按式（B.8）计算。

i

i
ui Q

VV  ………………………………（B.8）

式中：

Vui——第 i种产品的单位产品取水量，单位为立方米每产品单位（m3/产品单位）；

Vi——评价年工厂第 i种产品的取水量，范围包括主要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和附属生产系统，

不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造、消防、外供等，单位为立方米（m3）；

Qi——评价年工厂第 i种产品的合格产品产量，单位为产品单位。

B.9 单位产值取水量

单位产值取水量按式（B.9）计算。

i

i
gi G

VV  ………………………………（B.9）

式中：

Vgi——第 i种产品的单位产值取水量，单位为立方米每万元（m3/万元）；

Vi——评价年工厂第 i种产品的取水量，范围包括主要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和附属生产系统，

不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造、消防、外供等，单位为立方米（m3）；

Gi——评价年工厂第 i种产品的产值，单位为万元。

B.10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按式（B.10）计算。

%100



r

r

VV
VR …………………………（B.10）

式中：

R——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Vr——评价年工厂使用的重复利用水量（包括循环利用的水量、直接和经处理后回收再利用的水量

总和），单位为立方米（m3）；

V——评价年工厂的取水量，单位为立方米（m3）。

B.11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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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按式（B.11）计算。

%100



w

r
r

ZZ
ZK ………………………………（B.11）

式中：

Kr——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Zr——评价年工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不含外购），单位为吨（t）；
Z——评价年工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单位为吨（t）；
Zw——评价年工厂综合利用往年贮存量，单位为吨（t）。
注：以上指标统计范围，可参考《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信息发布指南》给出说明。

B.12 单位产品废水产生量

单位产品废水产生量按式（B.12）计算。

i

i
ui Q

W
W  ……………………………………（B.12）

式中：

Wui——第 i种产品的单位产品废水产生量，单位为吨每单位产品（t/产品单位）；

Wi——评价年工厂第 i种产品的生产废水产生量，单位为吨（t）；
Qi——评价年工厂第 i种产品的合格产品产量，单位为产品单位。

B.13 单位产值废水产生量

单位产值废水产生量按式（B.13）计算。

i

i
gi G

W
W  ……………………………………（B.13）

式中：

Wgi——第 i种产品的单位产值废水产生量，单位为吨每万元（t/万元）；

Wi——评价年工厂第 i种产品的生产废水产生量，单位为吨（t）；
Gi——评价年工厂第i种产品的产值，单位为万元。

B.14 单位产品废水排放量

单位产品废水排放量按式（B.14）计算。

i

i
ui Q

w
w  ……………………………………（B.14）

式中：

wui——第 i种产品的单位产品废水排放量，单位为吨每单位产品（t/产品单位）；

wi——评价年工厂第 i种产品的生产废水排放量，单位为吨（t）；
Qi——评价年工厂第 i种产品的合格产品产量，单位为产品单位。

B.15 单位产值废水排放量



GB/T 36132—

10

单位产值废水排放量按式（B.15）计算。

i

i
gi G

w
w  ……………………………………（B.15）

式中：

wgi——第 i种产品的单位产值废水排放量，单位为吨每万元（t/万元）；

wi——评价年工厂第 i种产品的生产废水排放量，单位为吨（t）；
Gi——评价年工厂第 i种产品的产值，单位为万元。

B.16 单位产品废气产生量

单位产品废气产生量按式（B.16）计算。

i

i
ui Q

P
P  ……………………………………（B.16）

式中：

Pui——第 i种产品的单位产品废气产生量，单位为立方米每产品单位（m3/产品单位）；

Pi——评价年工厂第 i种产品的废气产生量，单位为立方米（m3）；

Qi——评价年工厂第i种产品的合格产品产量，单位为产品单位。

B.17 单位产值废气产生量

单位产值废气产生量按式（B.17）计算。

i

i
gi G

P
P  ……………………………………（B.17）

式中：

Pgi——第 i种产品的单位产值废气产生量，单位为立方米每万元（m3/万元）；

Pi——评价年工厂第 i种产品的废气产生量，单位为立方米（m3）；

Gi——评价年工厂第 i种产品的产值，单位为万元。

B.18 单位产品废气排放量

单位产品废气排放量按式（B.18）计算。

i

i
ui Q

p
p  ……………………………………（B.18）

式中：

pui——第 i种产品单位产品废气排放量，单位为立方米每产品单位（m3/产品单位）；

pi——评价年工厂第 i种产品的废气排放量，单位为立方米（m3）；

Qi——评价年工厂第 i种产品的合格产品产量，单位为产品单位。

B.19 单位产值废气排放量

单位产值废气排放量按式（B.19）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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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
gi G

p
p  ……………………………………（B.19）

式中：

pgi——第 i种产品的单位产值废气排放量，单位为立方米每万元（m3/万元）；

pi——评价年工厂第 i种产品的废气排放量，单位为立方米（m3）；

Gi——评价年工厂第 i种产品的产值，单位为万元。

B.20 单位产品主要污染物产生量

单位产品主要污染物产生量按式（B.20）计算。

i

i
ui Q

S
S  …… ………………………（B.20）

式中：

Sui——第 i种产品的单位产品某种污染物产生量，单位为污染物单位每产品单位；

Si——评价年工厂第 i种产品的某种主要污染物产生量，单位为污染物单位；

Qi——评价年工厂第 i种产品的合格产品产量，单位为产品单位。

B.21 单位产值主要污染物产生量

单位产值主要污染物产生量按式（B.21）计算。

G
S

S i
gi  …… ………………………（B.21）

式中：

Sgi——第 i种产品的单位产值某种主要污染物产生量，单位为污染物单位每万元；

Si——评价年工厂第 i种产品的某种主要污染物产生量，单位为污染物单位；

Gi——评价年工厂第i种产品的产值，单位为万元。

B.22 单位产品主要污染物排放量

单位产品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按式（B.22）计算。

i

i
ui Q

s
s  …… ………………………（B.22）

式中：

sui——第 i种产品的单位产品某种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单位为污染物单位每产品单位；

Si——评价年工厂第 i种产品的某种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单位为污染物单位；

Qi——评价年工厂第 i种产品的合格产品产量，单位为产品单位。

B.23 单位产值主要污染物排放量

单位产值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按式（B.23）计算。

i

i
gi G

s
s  …… ………………………（B.23）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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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gi——第 i种产品的单位产值某种污染物排放量，单位为污染物单位每万元；

si——评价年工厂第 i种产品的某种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单位为污染物单位；

Gi——评价年工厂第i种产品的产值，单位为万元。

B.24 单位用地面积产能

单位用地面积产能按式（B.24）计算。

用地A
Nn  …………………………………………（B.24）

式中：

n ——单位用地面积产能，单位为产品单位每平方米（产品单位/m2）；

N ——工厂总产能，单位为产品单位；

A 用地——工厂总用地面积，按照土地权属、界址确定，单位为平方米（m2）。

工厂总产能以年代表产品可产出量的当量求和计算，其中，代表产品为可产出量与工时定额乘积最

大的产品，其他产品可换算为代表产品。换算系数 ki由下式求得。

0

i
i t

tk  …………………………………………………（B.25）

式中：

ki—— 第 i种产品的换算系数；

ti—— 第 i种产品的时间定额；

t0——代表产品的时间定额。

B.25 单位用地面积产值

单位用地面积产值按式（B.26）计算。

用地A
Gg  …………………………………………（B.26）

式中：

g ——单位用地面积产值，单位为万元每平方米（万元/m2）；

G ——评价年工厂的总产值，单位为万元；

A用地——工厂总用地面积，按照土地权属、界址确定，单位为平方米（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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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绿色工厂评价指标表示例

表C.1给出了绿色工厂评价指标表示例。

表 C.1 绿色工厂评价指标表示例

一级指标

（权重）

序

号
二级指标

指标

类型
单位 引领值 基准值

权重

分值
取值规则

能源

低碳化

（30%）

1
能源消耗

强度

逆向

定量

tce/产品

单位或

tce/万元

行业先进

水平或适

用国家强

制性能源

消耗限额 1
级水平

行业平均

水平或适

用国家强

制性能源

消耗限额2
级水平

8

计算并根据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或单位产值综合能耗与本行业

先进水平或适用国家强制性能

源消耗限额 1 级水平对标情况

赋分

2 碳排放强

度

逆向

定量

tCO2 e/产
品单位或

tCO2 e/万
元

行业先进

水平

行业平均

水平
8

计算并根据单位产品二氧化碳

排放量或单位产值二氧化碳排

放量与本行业先进水平对标情

况赋分

3 可再生能

源利用率

正向

定量
% 行业先进

水平

行业平均

水平
8 计算并根据与本行业先进水平

对标情况赋分

4

能碳管理

系统平台

功能符合

度

正向

定性
/ 实现 12项

业务功能
/ 6

建成运行并根据系统平台对于

能耗查询、能源消费量和强度计

算、能源消费分析与用能策略推

荐、能效对标、能流分析、能效

平衡与优化、用能与碳排放预算

管理、碳排放、碳足迹核算、供

应链碳管理、碳核查支撑、碳资

产管理等 12项业务功能的符合

比例赋分

资源

高效化

（30%）

5
原材料消

耗强度

逆向

定量

t/产品单

位或 t/万
元

行业先进

水平

行业平均

水平
8

计算并根据单位产品主要原材

料消耗量或单位产值主要原材

料消耗量与本行业先进水平对

标情况赋分

6 取水强度
逆向

定量

m3/产品

单位或

m3/万元

行业先进

水平或适

用工业用

水定额先

进值水平

行业平均

水平或适

用工业用

水定额通

用值值水

平

8

计算并根据单位产品取水量或

单位产值取水量与本行业先进

水平或适用工业用水定额先进

值对标情况赋分

7
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

率

正向

定量
% 行业先进

水平

行业平均

水平
8 计算并根据与本行业先进水平

对标情况赋分

8

一般工业

固体废物

综合利用

率

正向

定量
% 行业先进

水平

行业平均

水平
6 计算并根据与本行业先进水平

对标情况赋分



GB/T 36132—

14

表 C.1 绿色工厂评价指标表示例（续）

一级

指标

（权重）

序

号
二级指标

指标

类型
单位 引领值 基准值

权重

分值
取值规则

生产

洁净化

（16%）

9 生产工艺

和设备

正向

定性
/

采用节能、

节水、节材、

减污、降碳

的先进适用

技术和设备

/ 6

提供已采用国家鼓励的节能、节

水、资源综合利用、低碳、环保

等先进工艺技术和设备的相关

证明，依据与国家相关行政主管

部门发布的推荐目录、行业规范

条件等符合情况赋分

10
绿色低碳

改造升级

正向

定性
/

绿色低碳改

造升级成效

显著

/ 4

提供近三年实施绿色低碳改造

升级投入和成效相关证明，根据

其在推动工厂能源低碳化、资源

高效化、生产洁净化相关评价指

标提升的成效赋分

11
主要污染

物产生或

排放强度

逆向

定量

m3/产品单

位或 m3/
万元或污

染物单位/
产品单位

或污染物

单位/万元

行业先进水

平

行业平均

水平
6

计算并根据单位产品或产值废

水、废气及主要污染物产生量或

排放量与本行业先进水平对标

情况赋分

产品

绿色化

（16%）

12 绿色设计
正向

定性
/ 开展产品绿

色设计
/ 8

提供依据 GB/T 24256要求形成

的产品绿色设计及验证报告，证

明工厂围绕产品原材料选用、生

产制造、包装运输、使用维护、

废弃处置等阶段，对涉及的环境

因素进行识别，并将环境因素引

入产品设计和开发，以减少能源

资源消耗和不利环境影响，经试

验验证取得了良好的环境绩效，

并根据绩效提升情况赋分

13 产品碳足

迹

正向

定性
/ 开展产品碳

足迹量化
/ 8

依据 GB/T 24067等适用的标准

或规范开展主要产品碳足迹量

化并提供报告，产品类别应依据

GB/T 4754并结合具体产品分类

归类，并根据已开展情况赋分

用地

集约化

（8%）

14
土地产出

率

正向

定量

产品单位

/m2或万元
/m2

行业先进水

平

行业平均

水平
8

计算并根据单位用地面积产能

或单位用地面积产值与本行业

或地方先进水平对标情况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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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1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B.11）
	B.12　单位产品废水产生量
	      ……………………………………（B.12）
	B.13　单位产值废水产生量
	      ……………………………………（B.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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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8　单位产品废气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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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9　单位产值废气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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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20　单位产品主要污染物产生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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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24　单位用地面积产能
	…………………………………………（B.24）
	式中：
	n   ——单位用地面积产能，单位为产品单位每平方米（产品单位/m2）；
	N   ——工厂总产能，单位为产品单位；
	A用地——工厂总用地面积，按照土地权属、界址确定，单位为平方米（m2）。
	式中： 
	ki —— 第i种产品的换算系数； 
	ti —— 第i种产品的时间定额； 
	t0 ——代表产品的时间定额。
	B.25　单位用地面积产值
	单位用地面积产值按式（B.26）计算。
	…………………………………………（B.26）
	式中：
	g   ——单位用地面积产值，单位为万元每平方米（万元/m2）；
	G   ——评价年工厂的总产值，单位为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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