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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上海市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技术审查要点 

 

为进一步提高清洁生产审核质量，规范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

及报告编制要求，统一审核评估验收专家评审行为。现根据《清

洁生产审核办法》等规定，提出以下技术审查要点： 

一、加强预审核过程中八个方面的深入分析   

注重现状调研和现场考察，加强八个方面的问题分析和清洁

生产潜力分析等，对于双有企业需对有毒有害物质进行深入分析，

如物质的理化性质、使用和管理情况等。 

二、加强环境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其他要求的合规性分析   

特别要针对企业的环境问题进行专业分析，例如：涉 VOCs

企业，涉重金属企业等，需要对相关情况进行描述。 

三、加强对标分析   

对有国家清洁生产指标体系的企业，规范对标过程，增加对

标数据的计算过程和定性指标的解释；对没有国家清洁生产指标

体系或标准的企业，需根据指标体系的框架自行制定企业清洁生

产评价指标，进行水平分析，并对分析的过程进行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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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强审核重点确定的合理性和准确性   

备选审核重点确定过程需要进行说明，并与预审核过程发现

的问题和清洁生产潜力的评价具有相关性，审核重点需体现清洁

生产的理念，描述应规范，不宜直接以末端治理设施作为审核重

点。 

五、完善清洁生产目标的设置   

应结合预审核分析的问题和对标分析的结果等制定包括全

厂和本轮清洁生产审核重点的清洁生产目标，设置应具有针对性。 

六、加强审核阶段物料平衡的准确性和分析能力 

明确物料平衡数据的来源，对物料平衡的数据进行物质流

（含废物流）的深入分析，对关注的元素或物质应进行单独的实

测和平衡追踪分析；通过八个方面分析辨明物料流失和资源浪费、

污染产生等原因，结合污染因子平衡结果分析物质流失的原因和

提出潜在的方案。 

七、加强中／高费方案针对性   

应与清洁生产目标一致，能解决企业清洁生产审核的关键问

题，在审核阶段结束后列明基于审核阶段提出的无/低费方案和

中/高费方案，不宜以末端治理方案作为审核重点的唯一输出方

案，应体现源头减排和过程控制在清洁生产审核的作用。 

八、完善审核绩效的评价   

对有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的行业，应按照行业清洁生产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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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指标要求评估绩效；无国家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的行业，应

对生产工艺与装备、资源能源利用、产品、污染物产生、废物回

收利用、环境管理等指标进行清洁生产审核前后的测算、对比，

评估绩效；清洁生产定量化的目标需有对实现结果的数据计算过

程和达成情况的说明。 

方案实施后实际绩效的统计应有可靠充足的依据，需明确数

据来源，绩效的计算科学规范，方案绩效应根据《强制性清洁生

产审核绩效计算方法》（见附件）的要求进行核算。 

 

附件：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绩效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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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绩效计算方法 

 

1 绩效计算原则 

1.1 实际清洁生产审核绩效计算原则 

在提出验收申请前，企业全部清洁生产无/低费方案、中/高费方案必须已实施并

正常运行三个月，因此应选择方案至少正常运行三个月时间段为实际清洁生产绩效统

计周期。通过同比的方式，计算方案实施后与审核前（企业开展本轮清洁生产审核活

动当年的上一自然年度，非连续生产企业可取上一年度同一生产周期）对比产生的清

洁生产绩效。 

计算依据和数据来源应以企业实际台账或统计资料为依据，可参考但不限于以下

文件： 

（1） 污染源在线监测报告； 

（2） 方案正常运行至少三个月期间由环境监测机构出具的清洁生产中/高费方

案实施后的环境监测报告，竣工环保验收监测报告或在线监测数据（多次监测取平均

值）； 

（3） 与污染物排放相关的监测数据（自动监测数据、手动监测数据、第三方监

测数据） 

（4） 排污许可证； 

（5） 排污许可证季度执行报告/年度执行报告； 

（6） 环评及批复文件； 

（7） 计量表具统计数据； 

（8） 原辅料领用记录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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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原辅料采购台账； 

（10） 原辅料库存台账； 

（11） 环保设施处理台账； 

（12） 危险废物处置联单、台账； 

（13） 一般工业固废产生台账； 

（14） 主/副产品产量台账； 

（15） 生产班线上实际测算的物料输入输出数据等。 

绩效计算过程数据来源应以企业实际材料为依据，采用与企业排污许可证一致的

数据来源，不建议按照经验值估算或理论推算。计算过程应列明数据来源，数据真实

可靠，计算过程详实准确，相关的记录台账等资料需会议现场提供进行查验，绩效计

算所依据材料的准确性、可靠性及适宜性由专家现场评判。 

1.2 清洁生产审核绩效相关数据选取原则 

1.1 章节中所列的清洁生产审核绩效采用的数据选取口径可参照下表进行选择，

原则上数据选取的优先序列为：优先序 1＞优先序 2＞优先序 3。 

表 1 清洁生产审核绩效采用数据优先次序表 

绩效采用数据内容 
数据选取口径 

优先序 1 优先序 2 优先序 3 

废水污染物监测数据 自动监测数据 第三方监测数据 1 监督性监测数据 

废水排放量 自动监测流量计数据 用水量*折算系数 2  

废气污染物监测数据 自动监测数据 第三方监测数据 1 监督性监测数据 

原辅料消耗数据 
原辅料采购数据扣除库

存台账数据 

原辅料领用台账 

数据 

原辅料采购台账

数据 

主副产品数据 企业生产系统台账数据
企业生产人工台账

数据 
统计局月报数据 

生产班线上实际测算 项目专项测试报告数据 企业生产系统台账 企业生产人工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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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采用数据内容 
数据选取口径 

优先序 1 优先序 2 优先序 3 

的物料输入输出数据 数据 账数据 

危险废物产生数据 危险废物入库台账数据 / / 

危险废物处置数据 危险废物处置联单数据 / / 

工业固废产生量 工业固废产生台账数据 / / 

原辅料理化性质 成分监测报告 MSDS / 

注 1：应选择已在市生态环境部门备案的环境监测社会化服务机构； 

注 2：如无其他材料证明，排水折算系数为 0.9； 

注 3：如数据选择不在上述范围内，企业应注明数据获取途径、频次及计量方式。 

1.3 年度清洁生产审核绩效计算原则 

年度清洁生产审核绩效应在实际清洁生产审核绩效计算结果的基础上，按照统计

时间段内的绩效占全年的比例折算到年度绩效；也可采用按清洁生产审核基准期为计

算口径折算到年效益，避免因下年度市场或客观其他原因带来的企业生产的巨大变化

而引起的绩效大幅波动。年度清洁生产审核绩效计算过程应阐明绩效的计算过程、计

算依据、数据来源及统计时间段等。相关的记录台账等资料应作为报告的附件，准确

性、可靠性及适宜性由专家现场评判。 

2 清洁生产审核绩效计算方法 

2.1 污染物减排计算 

污染物减排量计算方法主要参照排污许可证排放量核算方法。排污许可证中要求

应采用自动监测的污染物，应采用符合监测规范的有效自动监测数据核算实际排放量。

对于未要求采用自动监测的污染物项目，可采用自动监测数据或手工监测数据核算污

染物实际排放量。监测数据均应符合国家环境监测相关标准要求。 



7 

2.1.1 废水污染物 

废水污染物分为第一类污染物和第二类污染物，第一类污染物为总汞、总汞、烷

基汞、总镉、总铬、六价铬、总砷、总铅、总镍、放射性水污染物等；第二类污染物

为溶解性总固体、悬浮物、五日生化需氧量、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总氮、总磷

等。 

一、 废水污染物排放量计算 

（1） 采用自动监测数据计算 

废水总排放口具有连续自动监测数据的污染物实际排放量采用公式（1）计算。 

ܹ ൌ ∑ ሺܥ ൈ ܳሻ ൈ
ௗ
ୀଵ 10ି（1） 

式中：ܹ —核算时段内废水总排放口污染物的实际排放量，t； 

n—核算时段内有效监测数据数量，量纲一； 

—第ܥ i 次监测废水中某种污染物日均排放浓度，mg/L； 

ܳ—第 i 次监测日废水排放量，m3/d； 

d —核算时段天数，d。 

（2） 采用手工监测数据计算 

废水总排放口具有手工监测数据的污染物实际排放量采用公式（2）计算。 

ܹ ൌ
∑ ሺൈொሻ

సభ


ൈ ݀ ൈ 10ି（2） 

式中：ܹ—核算时段内某种污染物排放量，t； 

—第ܥ i 次监测废水中某种污染物日均排放浓度，mg/L； 

ܳ—第 i 次监测日废水排放量，m3/d； 

d—核算时段天数，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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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污单位应将手工监测时段内生产负荷与核算时段内平均生产负荷进行对比，并

给出对比结果。 

二、 废水污染物减排量计算 

水污染物减排量：∆ܹ ൌ ܹ前 െܹ后（3） 

2.1.2 废气污染物 

废气污染物包括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非甲烷总烃等。 

一、 废气污染物排放量计算 

（1） 采用自动监测数据计算 

有组织废气主要排放口具有连续自动监测数据的污染物，采用公式（4）计算实

际排放量。 

，有组织废气ܩ ൌ ∑ ሺܥ ൈ ܳሻ

ୀଵ ൈ 10ିଽ（4） 

式中：ܩ，有组织废气—核算时段内废气有组织主要排放口第 j 项污染物的实际排放

量，t； 

 —第ܥ j 项污染物第 i 小时标准状态下干烟气量的平均排放浓度，mg/m³； 

ܳ —第 j 项污染物第 i 小时标准状态下的干烟气量，m³/h； 

h—核算时段内污染物排放时间，h。 

对于因自动监控设施发生故障以及其他情况导致数据缺失的按照 HJ75 进行补遗。

排污单位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在线数据缺失、数据异常等不是排污单位责任的，可按照

排污单位提供的手工监测数据等核算实际排放量，或者按照上一个季度申报期间的稳

定运行期间自动监测数据的小时浓度均值和季度平均烟气量或流量，核算数据缺失时

段的实际排放量。 

（2） 采用手工监测数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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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组织废气主要排放口具有有效手工监测数据，采用公式（5）计算实际排放量。 

,有组织废气ܩ ൌ
∑ ሺൈொሻ

సభ


ൈ ݄ ൈ 10ିଽ   （5） 

式中：ܩ,有组织废气—核算时段内废气有组织主要排放口第 j 项污染物的实际排放

量，t； 

n—核算时段内有效监测数据数量，量纲一； 

—第ܥ j 项污染物第 i 小时标准状态下干烟气量的平均排放浓度，mg/m³； 

ܳ—第 j 项污染物第 i 小时标准状态下的干烟气量，m3/h； 

h—核算时段内污染物排放时间，h。 

（3） 采用物料衡算法计算 

物料衡算法适用于挥发性有机物（VOCs）排放量计算，根据原辅料 VOCs 产生

量、回收溶剂量、污染控制设施去除的 VOCs、VOCs 无组织排放、VOCs 有组织排放

等进行物料衡算。公式如下： 

∑原辅料ܸܱݏܥ产生量 ൌ ∑溶剂回收量 ∑污染控制设备去除ܸܱݏܥ 

	 	 	 	 	 	 	 	 	 	 	 	 	 	 	 	 	 	 	 	 	 	 	 	 	 	 	 	 	 	 	 	 	 	 	 	 	 	 	 ∑ VOCs无组织排放

 有组织排放（6）ݏ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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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VOCs 物料衡算法 

其中公式（6）中的原辅材料挥发性有机组分含量可参考 MSDS、实测报告等获

取；无组织排放主要为储罐、装载、开停工等无组织排放源项，需要收集原辅料、工

艺、产品等相关参数，采用既有公式模型计算。具体计算过程参考《上海市环境保护

局关于印发石化等 5 个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量计算方法(试行)的通知(沪环保防

〔2016〕 36 号)》中五个行业计算方法分别适用于石化行业、涂料油墨制造业、印刷

业、汽车制造业(涂装)、船舶工业(涂装)排放量计算；未在行业计算方法适用范围内的

固定污染源，按《上海市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量通用计算方法（试行）》计算

VOCs 排放量。 

二、 废气污染物减排量计算 

废气污染物减排量：∆ܩ ൌ 前ܩ െ  后      （7）ܩ

2.2 危险废物/固体废物减排核算 

一、 危险废物/固体废物产生量计算 

（1）以台账数据计算 

危险废物减排量计算应采用危险废物产生台账及危废处置联单为主要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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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废物减排量计算应采用固体废物产生及处置台账数据为主要数据来源。 

单位产品/产值危险废物审核前产生量： 

s前=S前/P前     （8） 

式中： 

s前——审核前单位产品（产值）危险废物/固体废物产生量，单位为kg/单位产品（产

值）； 

S前——审核前企业危险废物/固体废物产生量，单位为kg； 

P 前——审核前企业合格产品的产量/产值，单位为 kg（万元）。 

单位产品/产值危险废物审核后产生量： 

s后=S后/P后（9） 

式中： 

s后——审核后单位产品（产值）危险废物/固体废物产生量，单位为kg/单位产品（产

值）； 

S后——审核后企业危险废物/固体废物产生量，单位为kg； 

P 后——审核后企业合格产品的产量/产值，单位为 kg（万元）。 

（2）物料衡算法 

如企业未建立危险废物/固体废物台账制度，可采用物料衡算法计算确定危险废物

/固体废物产生量。物料衡算法是指按照物质质量守衡的原理，定量分析生产过程中物

料变化情况的一种方法，即投入物料量总和等于产出产品、副产品、危险废物/固体废

物、废气污染物、废水污染物、损失物料等所有输出物质的总和。 

∑输入 ൌ∑输出 ൌ ∑产品 ∑副产物 ∑危险废物（固体废物）  ∑废水污染物

 ∑废气污染物∑损失（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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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物料衡算法得出审核前及审核后的危险废物/固体废物产生量 S 前和 S 后 

二、 危险废物/固体废物减排量计算 

危险废物/固体废物产生总量减少：△S= S 前– S 后（11） 

单位产品（产值）危险废物/固体废物减少：△s= s 前--s 后（12） 

2.3 原辅料减少使用计算 

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应重点关注原辅料中的重金属和有毒有害物质的使用，清洁

生产审核方案绩效计算首先要确定统计周期。 

 当原辅料节约的绩效是通过中高费方案实现的，宜选择中高费方案实施后产生绩

效起为统计周期。并选择对应的审核基准期原辅料统计周期（宜采取同比周期）。 

 当原辅料节约的绩效是通过中高费方案及无低费方案实现的，宜选择所有相关方

案实施后产生绩效起为统计周期。并选择对应的审核基准期原辅料统计周期（宜

采取同比周期）。 

 当原辅料节约的绩效是通过无低费方案实现的，宜选择本轮无低费方案实施后产

生绩效起为统计周期。并选择对应的审核基准期原辅料统计周期（宜采取同比周

期）。 

审核前单位产品/产值某种物质利用效率 

q前 ൌ P前/M前（13） 

式中： 

q 前——审核前某种原辅料的利用效率，单位为千克/单位产品（产值）； 

M 前——审核前某种原辅料消耗总量，单位为千克； 

P 前——审核前的合格产品产量（或产值，单位为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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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后单位产品（或产值）某种物质利用效率 

q后 ൌ P后/M后（14） 

式中： 

q 后——审核后某种原辅料的利用效率，单位为千克/单位产品（产值）； 

M 后——审核后某种原辅料消耗总量，单位为千克； 

P 后——审核后合格产品的产量/产值，单位为 kg（万元）。 

原辅料总量减少：  

∆M ൌ M前 െM后（15） 

单位产品/产值原辅料减少： 

∆q ൌ q前 െ q后  （16） 

2.4 清洁生产审核绩效的归一化和其他绩效的核算 

清洁生产审核绩效受许多相关变量的影响，这些变量可能与市场需求、销售量和

利润率等商业条件有关。一旦确定了可能对清洁生产审核绩效产生重大影响的相关变

量，如天气、产量、工期等，应对变量进行归一化，以便进行相同条件下的清洁生产

审核绩效核算。 

如采用归一化进行清洁生产审核绩效测算时，应对归一化的方法学进行描述，并

阐明归一化过程中所选取的数据来源。 

能资源类的绩效核算采用相关的标准核算为准，清洁生产审核其他方面绩效的核

算，由专家现场通过讨论、资料核实和实地踏勘等方法来确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