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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清洁生产审核技术通则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农业企业（或农业合作社）开展清洁生产审核的基本原则、基本要求、审核程序、技

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北京市种植业、畜禽养殖业和水产养殖业企业（或农业合作社）清洁生产审核工作的

开展。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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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85  农药安全使用标准 
GB 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 8321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 
GB/T 12452  企业水平衡测试通则 
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T 18407.1  无公害蔬菜产地环境要求 
GB 24789  用水单位水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NY/T 39  绿色食品肥料使用准则 
NY/T 391  绿色食品 产地环境质量 
NY/T 393  绿色食品 农药使用准则 
HJ 555  化肥使用环境安全技术导则 
DB11/T 1406  农业企业清洁生产审核报告编制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农业企业 agriculture corporation 

从事农、牧、渔业等生产经营活动，具有较高的商品率，实行自主经营、独立经济核算，具有法人

资格的经济组织。 

3.2  

农业清洁生产 agriculture cleaner production  

将整体预防的环境战略持续应用于农业种养殖过程、产品设计和服务中，以增加生态效率，要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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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和使用对环境友好的绿色农用品，改善农业生产技术，减降农业种养殖过程中农业生产投入品与产品

中污染物的数量和毒性，以期减少农业生产和服务过程对环境和人类的风险性。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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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清洁生产方案  cleaner production solution 

针对农业种养殖过程所查明的能耗高、物耗高、污染重的问题及原因，从农业生产投入品和能源、

工艺技术、设备、过程控制、产品、废物、管理及员工八个方面进行分析并提出具有实施目的、方法、

路径、结果、时限及资金等要求的预防、解决措施。  

3.5  

审核期  audit period 

开展一轮清洁生产审核活动从起始日期到结束日期的时间段。 

3.6  

审核考察期  review period of audit 

开展清洁生产审核活动当年回溯三个自然年的时间加上审核当年年初到审核启动前的时间。 

3.7  

审核基准期  benchmark period of audit 

开展清洁生产审核活动当年的上一个自然年度。 

4 基本原则 

4.1 合规性 

应遵守环境保护、资源与能源节约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要求，按照国家及本市相关管理部门的要求开

展清洁生产审核工作。 

4.2 真实性 

清洁生产审核工作对象、内容及其结果应以客观的信息和真实有效的数据为基础。 

4.3 全员性 

开展清洁生产审核的农业企业应做到从高层领导到基层员工全员参与。 

4.4 整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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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针对整个农业生产过程周期，包括产前、产中、产后各个阶段，并分别从农业生产投入品和能源、

工艺技术、设备、过程控制、产品、废物、管理和员工等八个方面开展清洁生产审核工作。 

4.5 预防性 

在清洁生产审核中应识别出潜在的物耗高、能耗高、污染重的环节，提出预防措施，从源头削减污

染。 

4.6 持续性 

为持续提高资源和能源利用效率、减少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企业应在完成本轮审核之后，继续开

展清洁生产活动。 

4.7 安全性 

开展清洁生产审核过程中在保证产品的质量安全的前提下完成审核工作。 

5 基本要求 

5.1 目的 

开展农业清洁生产审核的目的包括： 

a) 通过清洁生产审核，企业实现节能、降耗、减污、增效等目的； 

b) 建立与完善企业清洁生产管理制度； 

c) 建立与提高企业清洁生产能力； 

d) 促进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提升。 

5.2 审核路径 

5.2.1 调查并明确主要问题 

通过调查，明确农业企业生产过程中所存在的物耗高、能耗高、效率低、污染重、管理薄弱等主

要问题及其产生的部位、环节和性状，获得清晰明确的问题及其产生源等信息，为下一步原因分析奠

定基础。 

5.2.2 分析问题的产生原因 

根据调查结果，从农业生产投入品和能源、工艺技术、设备、过程控制、产品、废物、管理和员工

操作等方面追踪、排查，分析企业物耗高、能耗高、效率低、污染重等问题产生的原因。针对问题及其

产生源，进行系统全面的原因分析，形成问题产生原因清单，为下一步提出解决方案奠定基础。 

5.2.3 确定可行的清洁生产方案 

根据问题产生原因，寻找并确定可以避免问题发生或减轻企业问题强度的可行解决方案。针对每一

主要问题及其产生源，广泛寻找并提出对应的问题解决方案，并进一步从中确定可行的清洁生产方案。 

5.2.4 实施可行方案 

及时、有效地实施所有可行的清洁生产方案。 

6 审核程序 



DB11/T 1407—2017 

4 
 

清洁生产审核包括七个阶段，各阶段主要内容和产出见图 1。 

 

图 1  清洁生产审核程序框架图 

主要内容 产出 

1. 物质流分析结论或平衡关系的建立及表达； 
2. 问题产生原因； 
3. 清洁生产方案清单； 
4. 清洁生产方案实施。 

第三阶段：审核 
1. 审核重点资料收集； 
2. 实测输入输出物流； 
3. 进行物质流分析或建立平衡关系； 
4. 分析问题产生原因； 
5. 提出并实施清洁生产方案。 

1. 各类清洁生产方案的汇总； 
2. 推荐的供可行性分析的方案； 
3. 阶段总结。 

第四阶段：方案的产生和筛选 
1. 产生方案； 
2. 汇总方案； 
3. 筛选方案； 
4. 继续实施清洁生产方案； 
5. 清洁生产审核阶段性总结。 

第五阶段：可行性分析 
1. 调研并确定方案内容； 
2. 进行技术评估、环境评估和财务评估； 
3. 推荐可实施中高费方案。 

1. 中高费方案可行性分析结果汇总； 
2. 可行中高费清洁生产方案。 

1. 已实施清洁生产方案成果分析结论； 
2. 拟实施清洁生产方案实施计划与效果预测； 
3. 清洁生产审核对企业的影响分析； 
4. 清洁生产目标完成情况。 

第六阶段：方案的实施 
1. 组织方案实施； 
2. 统计并汇总已实施方案效益； 
3. 评价已实施的中高费方案成果； 
4. 分析总结清洁生产审核对企业的影响。 

第七阶段：持续清洁生产 
1. 完善清洁生产组织机构； 
2. 完善清洁生产管理制度； 
3. 制定持续清洁生产计划； 
4. 编制清洁生产审核报告。 

1. 持续清洁生产组织机构； 
2. 健全的清洁生产管理制度； 
3. 持续清洁生产计划； 
4. 清洁生产审核报告。 

第二阶段：预审核 
1. 现状调研和现场考察； 
2. 清洁生产现状水平分析与评估； 
3. 确定审核重点； 
4. 设置清洁生产目标； 
5. 提出清洁生产方案。 

1. 清洁生产现状水平评估分析结果； 
2. 审核重点； 
3. 清洁生产目标； 
4. 清洁生产方案清单； 
5. 明显易行的无低费方案实施。 

第一阶段：审核准备 
1. 取得领导支持； 
2. 组建审核组织机构； 
3. 制定审核工作计划； 
4. 开展宣传培训。 

1. 企业领导的支持与参与； 
2. 审核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 
3. 审核工作计划； 
4. 全员积极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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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技术要求 

7.1 审核准备 

7.1.1 组建审核组织机构 

组建审核组织机构的原则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a) 清洁生产审核机构应分为审核领导小组与审核工作小组；若企业规模不大，可将审核领导小组
与审核工作小组合并为审核小组； 

b) 审核领导小组的组长宜由企业负责人担任，组员由企业高层领导、各职能部门负责人组成，对
审核过程中各项工作进行决策、协调和监督； 

c) 审核工作小组的组长由主管生产的高层领导担任，组员由企业各职能部门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
组成，负责审核过程中各项工作的开展。 

7.1.2 制定审核工作计划 

明确各阶段的工作内容、起止时间、负责人（或负责部门）及参与人（或参与部门）等，确定审核

工作的时间节点，为按时限要求完成审核工作提供保障。 

7.1.3 开展宣传培训 

宣传培训工作应贯穿于整个审核过程中，在不同阶段、针对不同人员宜采取不同的宣传培训方式，

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普及清洁生产知识； 
b) 强化清洁生产意识； 
c) 培训清洁生产审核技能。 

7.2 预审核 

7.2.1 现状调研 

7.2.1.1 收集资料 

现状调研过程中所收集的资料应包括但不限于： 

a) 企业概况，包括企业发展史、规模、产值、利税、组织结构、人员状况、发展规划及所在地的
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状况以及企业地理位置及其合规性； 

b) 企业以往开展清洁生产审核情况，若不是第一轮审核应说明上一轮审核时间、审核重点的确定
和评估/验收情况、清洁生产目标实现情况、拟实施中高费方案完成情况及取得的绩效、持续
清洁生产情况； 

c) 企业生产状况，包括种养殖工艺流程、种养殖单元及辅助单元构成等。其中种植业企业基础信
息包括土地面积、土壤环境质量、农田灌溉水质量、土地利用状况、气候、作物种类、种植面

积、产品产量、废物种类及数量等；畜禽养殖业企业基础信息包括场区面积、畜禽种类和数量、

养殖周期、产品产量、废物种类、数量及废物的处理方式（采用粪便产沼气时，应考虑沼气产

生量和产生率，分析沼渣、沼液去向；采用还田方式时，应考虑消纳土地面积是否与养殖量匹

配等；分析还田区域土地质量是否达标等）等；水产养殖业企业基础信息包括场区面积、水产

种类和数量、养殖周期、产品产量、废物种类及数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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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企业设备设施状况，包括农业生产及辅助生产设备设施情况、农业生产投入品、水和能源计量
器具配置情况、各类设备设施运行与维护情况等； 

e) 企业农业生产投入品状况，包括农业生产投入品的品种与消耗情况、单位产品的农业生产投入
品消耗情况、农业生产投入品消耗波动情况（如受季节、市场需求影响）等。种植业主要包括

种子、有机肥、化肥、农药、农膜使用情况及与种植量的匹配性等；畜禽养殖业主要包括幼崽

或种禽进栏、饲料、药品的消耗情况等；水产养殖业主要包括种苗、饲料、药品的消耗情况等； 
f) 企业资源能源状况，包括资源能源管理组织机构与制度情况、水资源消耗量、消耗能源种类、
能源转化、传输与使用情况、各种能源消耗情况、单位产品资源与各种能源消耗、能源消耗波

动情况、现有节水节能技术措施、水耗定额与能耗限额情况等； 
g) 企业环保状况，包括环保管理组织机构与制度情况、环境影响评价与三同时制度执行情况、环
境风险管理与应急预案情况、农业生产中农业生产投入品（如土壤、水、饲料等）的合格情况、

生产过程中污染物产生节点与产生原因、数量和组成情况、废弃物资源综合利用情况、污染物

治理设备设施配备、运转与处理效果情况、污染物排放标准与总量控制指标、污染物排放监测

情况、固体废物的贮存与处理处置情况、违禁物质使用与产业政策符合情况。 

7.2.1.2 数据收集要求 

在现状调研中，对产品产量、农业生产投入品消耗量、资源能源消耗量、污染物排放浓度与总量、

固体废物处理处置量等至少应收集审核考察期内的数据，其它资料与数据至少应收集审核基准期内的数

据。 

7.2.1.3 数据分析方法 

审核工作中应对收集的各种数据进行分析，分析方法可选用但不限于对标法、类比法、回归分析法

等。必要时，应对缺少的数据和重要数据进行实测和核实。 

7.2.2 现场考察 

7.2.2.1 现场考察目的 

现场考察应针对企业重要的生产环节进行，包括产前、产中、产后的重点环节和部位。现场考察按

照企业生产流程顺序安排，其目的包括但不限于： 

a) 核对和补充现状调研收集到的有关资料和数据； 
b) 发现企业生产、管理或经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c) 提供清洁生产审核总体思路； 
d) 为确定审核重点、分析物耗高、能耗高、效率低、污染重的原因、提出清洁生产方案等提供支
撑。 

7.2.2.2 现场考察内容 

现场考察重点应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a) 物耗、水耗、能耗较大的部位； 
b) 污染物产生与排放量较多、毒性大、处理处置难的部位，其中种植业应关注秸秆、尾菜、废弃
包装物、蘑菇培养基等固体废物、农机等；畜禽养殖业应关注畜禽粪便、废水、废气、动物尸

体、废弃包装物等；水产养殖业应关注废水、动物尸体、底泥、废弃包装物等； 
c) 操作困难、易引起生产波动的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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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物料情况，其中种植业应关注种子、肥料、农药、农膜等；畜禽养殖业应关注幼仔（雏）、饲
料及添加剂、药品等；水产养殖业应关注鱼苗、饲料、药品等储存、输送、投入部位； 

e) 工艺技术落后、设备陈旧的部位； 
f) 设备维护情况及设备故障多发处； 
g) 生产效率低，构成企业生产“瓶颈”的环节； 
h) 对员工身体健康危害较大、公众反映强烈的环节。  

7.2.2.3 现场考察方法 

现场考察方法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a) 查阅：企业已发布的相关管理文件、生产报表、农业生产投入品购置与消耗表、能源消耗情况、
环保设备运行情况记录、污染物治理和达标排放情况、财务报表、事故记录与报告表、设备运

行维护记录、检修记录和利益相关方反映的情况等；  
b) 调查：抽样调查农业生产过程中重要的环境指标； 
c) 对照：分析核对有关参数和信息，包括对照 GB/T 18407.1或 NY/T 391核对农业生产产地环境
信息等； 

d) 检查：检查农业生产过程中各环节操作规范和标准的执行情况；检查农业生产中的排污情况和
环保设施运行情况；按照 GB 17167和 GB 24789的有关规定检查岗位操作规程的执行情况、
生产运行台账和计量器具配备、运行和校准情况等； 

e) 座谈：与企业管理人员、技术人员、操作工人座谈，了解动植物生长、生产的实际情况，识别
关键部位、关键问题，鼓励一线员工积极献策。  

7.2.3 清洁生产现状水平分析与评估 

清洁生产现状水平分析与评估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a) 国家及本市产业政策符合性分析，相关产业结构政策调整要求和高耗能落后机电设备（产品）
淘汰要求； 

b) 国家及本市行业准入政策对比分析，国家发布的行业准入文件及其它法律、法规和文件规定的
行业准入条件； 

c) 国家及本市农业行业、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对比分析，国家及本市政府下达的各项农业行业、
节能减排指标、水耗定额与能耗限额； 

d) 企业采用国家或本市政府推荐的清洁生产技术情况； 
e) 同行业指标对比分析； 
f) 企业考察期内指标最好水平对比。 

7.2.4 审核重点的确定 

7.2.4.1 审核重点产生环节与部位  

审核重点产生环节与部位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a) 污染物产生量或排放量较多、毒性较大、处理处置较难的环节； 
b) 农业生产投入品消费较高的环节； 
c) 能源消耗较高的环节； 
d) 跑冒滴漏逸散的环节； 
e) 工艺技术落后、设备陈旧的环节； 
f) 事故多发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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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设备维修较多的环节； 
h) 生产效率低，构成企业生产“瓶颈”的环节； 
i) 对工人身体健康危害较大、公众反映强烈的环节。 

7.2.4.2 审核重点确定的方法 

确定审核重点需视具体情况，可选用但不限于以下方法： 

a) 简单对比法：审核小组根据备选审核重点的生产管理指标、资源和能源消耗指标、污染物产生
与排放指标及清洁生产潜力等情况，通过对比、分析和讨论，确定审核重点。 

b) 权重总和计分排序法：审核小组宜根据资源和能源消耗、废物产生、环境影响、废物毒性、清
洁生产潜力等因素的重要程度设定权重，对各备选审核重点的每个因素进行打分，计算得到权

重总和值，按照其高低排序，确定审核重点。 

7.2.5 清洁生产目标的设置 

7.2.5.1 目标类型 

企业可根据自身情况，设置清洁生产近期、中期或远期目标。清洁生产目标设置可分为企业整体和

局部审核重点两类。 

7.2.5.2 目标设置原则 

清洁生产目标设置的原则应包括： 

a) 实事求是，符合企业实际情况，并具有一定前瞻性，经过努力可以实现； 
b) 定量化，具有可操作性并能产生激励作用； 
c) 可比较，具有减污、降耗或节能的绝对量和相对量指标，并可与审核基准期状况对照。 

7.2.5.3 目标设置的主要内容 

设置清洁生产目标应考虑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a) 环境保护法规和相关标准； 
b) 国家、行业和地方的产业发展政策及规划要求； 
c) 污染物总量控制及主要污染物减排要求； 
d) 国家或本市规定的能耗、水耗限额； 
e) 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或清洁生产标准； 
f) 国内外同行业类似规模、工艺技术、设备的企业先进水平； 
g) 审核重点生产工艺技术和设备现状可能达到的水平； 
h) 企业农业生产投入品、资源能源及污染源排放情况。 

7.3 审核 

7.3.1 审核重点资料收集 

审核重点资料收集应主要包括：审核重点概况、平面布置情况、组织机构情况、种养殖工序及流程、

各种养殖单元操作功能、污染物产排节点等。 

7.3.2 审核重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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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1 原则 

主要通过产前、产中和产后进行分析，必要时对物料、能量、水资源、污染物等数据进行实测。测

试方法应执行 GB/T 12452等相关标准。 

7.3.2.2 种植业重点分析内容 

种植业应综合考虑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a) 产前考虑品种的选取，种植方式和耕种制度； 
b) 产中考虑投入品、生产技术、管理和废物处理：投入品包括但不限于化肥、有机肥品种的选择
和使用量，病虫害防治，除草剂、农药品种的选择及使用量，农膜的使用情况和水资源的使用

情况以及农机的使用情况等；生产技术包括但不限于施肥技术、耕种技术、病虫害的防治技术、

设施的通风保温技术、灌溉方式、秸秆还田技术、雨水收集技术；管理方面包括但不限于管理

制度、规范、操作规程的建立及执行情况；废物处理包括但不限于废弃包装物、废弃农膜、秸

秆和尾菜的处理情况；对照 GB 4285、GB 5084、GB 8321、HJ 555等相关标准进行分析，绿
色食品还应满足 NY/T 39、NY/T 393等要求； 

c) 产后主要考虑秸秆、尾菜、废弃农膜和废弃农产品的处理处置和资源化利用情况，必要时进行
定量分析； 

d) 针对审核重点建立物料流向图，分析亩均用水量、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亩均化肥施用量、
亩均有机肥施用量、肥料利用率、亩均农药用量，低毒、低残留农药用量，农药利用率、绿色

防控技术利用、废物产生率、秸秆综合利用率、农膜回收率、清洁能源利用率等指标。 

7.3.2.3 畜禽养殖业重点分析内容 

畜禽养殖业应综合考虑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a) 产前考虑养殖场的选址是否合理、场房的通风情况以及品种的选取等； 
b) 产中考虑投入品、管理技术和废物处理：投入品包括但不限于饲料及饲料添加剂的选取和使用
量、冲洗水和饮用水、兽药、农机的使用情况、能源利用情况等；管理技术包括但不限于粪便

的处理及回用技术、废水的处理及回用技术、雨污分流技术；废物处理包括但不限于排放气体

的处理情况、粪便、废水的处理等； 
c) 产后考虑畜禽粪便、畜禽尸体、废弃包装物的处理处置情况，必要时对粪便产生、处置的利用
情况进行跟踪实测，做进一步分析； 

d) 针对审核重点建立物料流向图，分析料肉比，废水产生、处理、再利用率，畜禽粪便资源化利
用率，雨污分流、清洁能源利用率等指标。 

7.3.2.4 水产养殖业重点分析内容 

水产养殖业应综合考虑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a) 产前考虑淡水养殖场的选址是否合理、品种的选取等； 
b) 产中考虑投入品、管理技术和废物处理：投入品包括但不限于饲料的选取和使用量、药品的使
用情况、农机的使用情况、能源利用情况等；管理技术包括但不限于生物育种、病害防治等技

术；废物处理包括但不限于废水的处理、病亡水产品的处理等； 
c) 产后考虑废弃包装物以及池塘底泥的处理问题； 
d) 针对审核重点建立物料流向图，分析饵料系数，养殖水循环利用率，废物产生、处理、再利用
率，清洁能源利用率等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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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 物耗高、能耗高、效率低和污染重的原因分析 

7.3.3.1 原因分析的原则 

原因分析的原则应包括： 

a) 原因分析结果与产生的清洁生产备选方案之间具有较强的逻辑关联性； 
b) 对发现的问题应按照农业生产投入品和能源、工艺技术、设备、过程控制、产品、废物、管理
和员工八个方面进行整体排查、系统追踪、深入分析，明确问题的形成根源。 

7.3.3.2 原因分析的内容 

原因分析应从农业生产投入品和能源、工艺技术、设备、过程控制、产品、废物、管理和员工八个

方面进行。具体内容示例参见附录 A。 

7.4 清洁生产方案的产生和筛选 

7.4.1 清洁生产方案的产生 

清洁生产方案产生途径主要包括但不限于： 
a) 限期整改或治理方案； 
b) 超能耗限额构成高耗能的治理方案； 
c) 超水耗限额构成高水耗的治理方案； 
d) 根据获得的相关平衡关系、量化分析和问题形成原因的分析结果，提出解决措施； 
e) 组织专家进行技术咨询； 
f) 全员参与提出的合理化建议； 
g) 参照国内外同行业在农业生产投入品与能源、工艺技术、设备、过程控制、产品、废物、管理
和员工操作等方面可以借鉴的实践结果； 

h) 本市推行的农业清洁生产相关的政策和技术。 

7.4.2 清洁生产方案的筛选 

利用简易筛选法对已产生的所有清洁生产备选方案进行评估，筛选出可行的无低费方案、初步可

行的中高费备选方案和不可行方案。主要步骤如下： 

a) 从技术可行性、环境效果、经济效果、实施的难易程度、对生产和产品的影响等方面考虑，结
合实际情况，确定筛选因素； 

b) 确定每个方案与各筛选因素之间的关系； 
c) 综合评价，得出结论。 

从初步可行的中高费方案中筛选、确定进入可行性分析的中高费方案时，采用权重总和计分排序法

或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权重总和计分排序法是根据环境效果、经济效果、技术可行性、可实施性的重要

程度设定权重，对各方案的每个因素进行打分，得出每个因素的加权得分值，然后将这些加权得分值进

行加和，以求出每一方案的权重总和值，再比较各方案的权重总和值来做出选择。 

7.4.3 初步可行中高费方案研制的原则 

初步可行中高费方案研制的原则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a) 系统性：考察每个单元操作在新的生产流程中所处的层次、地位和作用，以及与其它单元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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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确定新方案对生产过程的影响，综合考虑节能、降耗、减污、增效及改进管理等效果； 
b) 闭合性：尽量使工艺流程对生产过程中的载体实现闭路循环； 
c) 无害性：采用无害或少害工艺，不污染空气、水体和土壤，不危害操作工人和附近居民的健康，
提高产品的环保性，削减有毒有害物质的使用与产生； 

d) 合理性：优化产品的设计和生产流程，降低物耗、能耗和水耗，减少劳动量和劳动强度。 

7.5 可行性分析 

7.5.1 中高费方案可行性分析内容 

中高费方案可行性分析内容如下： 

a) 方案解决问题分析； 
b) 方案采用的技术及其原理、工艺流程、方案投资构成（包括设备清单）及费用估算； 
c) 方案实施前后的技术、环境、财务指标分析等。 

7.5.2 技术评估 

技术评估应包括但不限于： 

a) 方案设计中采用的工艺路线、技术设备在经济合理条件下的先进性、适用性； 
b) 与国家相关政策的符合性； 
c) 技术引进或设备进口应符合国情，引进技术后有消化吸收能力； 
d) 技术成熟性，国内外是否有成功实施案例； 
e) 设备安全可靠性，对运行稳定性的影响； 
f) 操作复杂性，员工掌握的困难程度； 
g) 农业生产投入品、资源和能源利用效率的变化。 

7.5.3 环境评估 

环境评估应包括但不限于： 

a) 资源能源消耗量的变化； 
b) 种养殖中废物产生或排放量的变化； 
c) 污染物组分的毒性及其降解情况； 
d) 污染物的二次污染； 
e) 废物的循环利用和再生回收； 
f) 对环境风险的影响； 
g) 对操作环境和员工健康的影响。 

7.5.4 财务评估 

财务评估应包括但不限于： 

a) 净现值、投资回收期、内部收益率等财务指标的计算； 
b) 利用财务指标判断方案的经济可行性； 
c) 企业为了符合有关环境管理的强制要求所形成的环境效果显著、技术可行、但经济效益不明显
或不产生经济效益的方案，当经过充分的技术评估和环境评估论证均可行但财务评估结果不可

行时，此类方案可按环境治理工程方案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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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方案的实施 

方案的实施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组织实施可行的清洁生产方案； 
b) 统计清洁生产方案实施率； 
c) 制定拟实施方案实施计划，拟实施中高费方案宜使用甘特图制定实施计划，明确项目各阶段时
间节点、负责部门或负责人； 

d) 汇总已实施无低费方案及中高费方案的成果； 
e) 分析清洁生产目标完成情况。对未能完成的目标进行分析解释，并提出完成目标的进一步措施； 
f) 对比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或清洁生产标准，说明企业清洁生产水平变化情况。 

7.7 持续清洁生产 

持续清洁生产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建立持续清洁生产组织机构； 
b) 完善清洁生产管理制度； 
c) 制定持续清洁生产计划； 
d) 落实拟实施方案，提出持续清洁生产方案； 
e) 持续开展清洁生产宣传培训。 

8 审核报告的编写 

企业清洁生产审核报告的具体内容与编写要求见 DB11/T 1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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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种植企业物耗高、能耗高、效率低、污染重的原因分析内容示例 

A.1 农业生产投入品和能源  

有关农业生产投入品和资源能源方面的原因，如： 

a) 作物种子发芽率低，与当地生产环境不适应； 
b) 肥效或药效不够，含有毒有害物质； 
c) 种子、肥料、农药的储存、发放、运输过程中的变质与流失； 
d) 灌溉水质不达标； 
e) 选用的农膜不达标； 
f) 资源、能源超定额消耗； 
g) 高品位能源的低效使用； 
h) 在有条件的部位未利用清洁能源或二次能源。 

A.2 工艺技术 

有关工艺技术方面的原因，如： 

a) 工艺技术相对落后，作物产收率较低； 
b) 采用了高污染工艺； 
c) 场地、设备布置不合理，无效传输线路过长； 
d) 作物生长及转化周期过长； 
e) 连续种植生产能力差； 
f) 种植生产稳定性差。 

A.3 设备 

有关生产设备方面的原因，如： 

a) 设备陈旧、漏损； 
b) 农业机械化程度低； 
c) 设备自动化控制水平低； 
d) 设备之间配置不合理； 
e) 设备缺乏有效维护和保养； 
f) 设备的功能不能满足工艺要求； 
g) 现有设备不符合国家和本市相关产业政策。 

A.4 过程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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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生产过程控制方面的原因，如： 

a) 未严格执行植物防疫检疫措施； 
b) 肥料投入量或配比不合理，未采用测土配方施肥； 
c) 种子、肥料、农药及农用物资的成分和用量缺乏监控； 
d) 种植生产工艺参数（温度、灌溉、施肥等）未能得到有效控制； 
e) 水资源未得到有效利用； 
f) 能源传输不合理； 
g) 肥料、农药品种选择与施用量等工艺参数调整不及时； 
h) 施用高毒、高残留农药，未开展综合生物防治； 
i) 农药施用中靶率低； 
j) 能源计量器具配备不足； 
k) 计量检测、分析、监测器具不齐全或计量精度达不到要求。 

A.5 产品 

有关产品方面的原因，如： 

a) 农产品合格率低于国内外先进水平； 
b) 农产品储存过程中的霉变、发芽、鼠害等损失； 
c) 不利于环境的产品规格和包装。 

A.6 废物 

有关废物方面的原因，如： 

a) 秸秆等作物不可食部分未能资源化综合利用； 
b) 农膜等农用物资物理化学性状不利于后续的处理和处置； 
c) 单位农产品废物产生量与国内或国外同行业先进水平存在较大差距。 

A.7 管理 

有关生产管理方面的原因，如： 

a) 农业生产记录（包括原料、产品和废物）不完整； 
b) 未制定清洁生产相关管理制度，如能源管理体系与计量管理体系等； 
c) 有利于清洁生产的管理条例、岗位操作规程等未能得到有效执行； 
d) 缺乏有效的奖惩办法，难以调动员工参与企业清洁生产的积极性。 

A.8 员工 

有关员工方面的原因，如： 

a) 员工清洁生产意识不足； 
b) 员工的农业种植知识和技能不能满足当前生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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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员工生产积极性不高，不能主动学习并提升生产技能； 
d) 员工缺乏创造性，无法为企业改进生产提出合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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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畜禽养殖企业物耗高、能耗高、效率低、污染重的原因分析内容示例 

B.1 农业生产投入品和能源  

有关农业生产投入品和资源能源方面的原因，如： 

a) 饲料（含添加剂，下同）、药品不纯，营养或药效不够； 
b) 饲料、药品的储存、发放、运输过程中的流失； 
c) 供给水质不达标； 
d) 资源、能源超定额消耗； 
e) 高品位能源的低效使用； 
f) 在有条件的部位未利用清洁能源或二次能源。 

B.2 工艺技术 

有关工艺技术方面的原因，如： 

a) 养殖技术相对落后； 
b) 采用高污染工艺； 
c) 场地、设备布置不合理，无效传输线路过长； 
d) 畜禽养殖生产稳定性差； 
e) 畜禽粪便处理工艺与养殖规模不匹配。 

B.3 设备 

有关生产设备方面的原因，如： 

a) 设备陈旧、漏损； 
b) 设备自动化控制水平低； 
c) 设备之间配置不合理； 
d) 设备缺乏有效维护和保养； 
e) 设备的功能不能满足工艺要求； 
f) 现有设备不符合国家和本市相关产业政策。 

B.4 过程控制 

有关生产过程控制方面的原因，如： 

a) 饲料投入量或配方不合理； 
b) 饲料、药品等成分和用量缺乏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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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养殖生产工艺参数（温度、湿度、消毒等）未能得到有效控制； 
d) 饲料、药品的品种选择与使用等工艺参数调整不及时； 
e) 能源传输不合理； 
f) 能源计量器具配备不足； 
g) 计量检测、分析、监测器具不齐全或计量精度达不到要求。 

B.5 产品 

有关产品方面的原因，如： 

a) 畜禽产品储存、运输过程中的变质与死亡损失； 
b) 畜禽产品合格率低于国内外先进水平； 
c) 不利于环境的产品暂存及运输方式。 

B.6 废物 

有关废物方面的原因，如： 

a) 畜禽粪便等废物未能资源化综合利用； 
b) 废物物理化学性状不利于后续的处理和处置； 
c) 单位畜禽产品废物产生量与国内或国外同行业先进水平存在较大差距； 
d) 畜禽尸体未按照相关要求无害化处理； 
e) 沼气工程后续污染物未有效处理； 
f) 养殖废水未得到有效处理。 

B.7 管理 

有关生产管理方面的原因，如： 

a) 生产记录（包括原料、产品和废物）不完整； 
b) 未制定清洁生产相关管理制度，如能源管理体系与计量管理体系等； 
c) 有利于清洁生产的管理条例、岗位操作规程等未能得到有效执行； 
d) 缺乏有效的奖惩办法，难以调动员工参与企业清洁生产的积极性。 

B.8 员工 

有关员工方面的原因，如： 

a) 员工清洁生产意识不足； 
b) 员工的养殖知识和技能不能满足当前生产需求； 
c) 员工生产积极性不高，不能主动学习并提升生产技能； 
d) 员工缺乏创造性，无法为企业改进生产提出合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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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水产养殖企业物耗高、能耗高、效率低、污染重的原因分析内容示例 

C.1 农业生产投入品和能源  

有关农业生产投入品和资源能源方面的原因，如： 

a) 饲料（含添加剂，下同）营养不够或药品药效不够； 
b) 饲料、药品的储存、发放、运输过程中的变质与流失； 
c) 供给水质不达标； 
d) 资源、能源超定额消耗； 
e) 高品位能源的低效使用； 
f) 在有条件的部位未利用清洁能源或二次能源。 

C.2 工艺技术 

有关工艺技术方面的原因，如： 

a) 工艺技术相对落后； 
b) 采用高污染工艺； 
c) 场地、设备布置不合理，无效传输线路过长； 
d) 水产养殖生产稳定性差； 
e) 养殖周期过长。 

C.3 设备 

有关生产设备方面的原因，如： 

a) 设备陈旧、漏损； 
b) 设备自动化控制水平低； 
c) 设备之间配置不合理； 
d) 设备缺乏有效维护和保养； 
e) 设备的功能不能满足工艺要求； 
f) 现有设备不符合国家和本市相关产业政策。 

C.4 过程控制 

有关生产过程控制方面的原因，如： 

a) 未严格执行水生生物防疫检疫措施； 
b) 饲料投入量或配方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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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饲料、药品等成分和用量缺乏监控； 
d) 养殖生产工艺参数（水温、室温、消毒等）未能得到有效控制； 
e) 饲料、药品的品种选择与使用等工艺参数调整不及时； 
f) 能源传输不合理； 
g) 能源计量器具配备不足； 
h) 计量检测、分析、监测器具不齐全或计量精度达不到要求。 

C.5 产品 

有关产品方面的原因，如： 

a) 水产品储存、运输过程中的变质与死亡损失； 
b) 水产品合格率低于国内外先进水平； 
c) 不利于环境的产品运输方式。 

C.6 废物 

有关废物方面的原因，如： 

a) 养殖废水等未能资源化利用或有效处理； 
b) 废物物理化学性状不利于后续的处理和处置； 
c) 单位水产品废物产生量与国内或国外同行业先进水平存在较大差距； 
d) 水产品尸体未按照相关要求处理。 

C.7 管理 

有关生产管理方面的原因，如： 

a) 生产记录（包括原料、产品和废物）不完整； 
b) 未制定清洁生产相关管理制度，如能源管理体系与计量管理体系等； 
c) 有利于清洁生产的管理条例、岗位操作规程等未能得到有效执行； 
d) 缺乏有效的奖惩办法，难以调动员工参与企业清洁生产的积极性。 

C.8 员工 

有关员工方面的原因，如： 

a) 员工清洁生产意识不足； 
b) 员工的养殖知识和技能不能满足当前生产需求； 
c) 员工生产积极性不高，不能主动学习并提升生产技能； 
d) 员工缺乏创造性，无法为企业改进生产提出合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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