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轻工联合会团体标准《日用陶瓷行业绿色工厂评价导则》

编制说明（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根据《中国制造 2025》、《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关于加快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的文件精神，按照《绿色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的要求，

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由中国轻工业陶瓷研究所等单位负责该标准的制定工

作。

2、标准制定的目的、意义

日用陶瓷绿色制造标准体系全面覆盖绿色制造相关的各个领域，系统考虑生

命周期、制造流程、产业链条，系统考虑产品、工厂、企业、供应链、园区，系

统考虑投入、产出等各个维度的资源能源消耗和环境排放。体系框架主要包括 7

个方面：0 综合基础、1 绿色产品、2 绿色工厂、3 绿色企业、4 绿色园区、5 绿

色供应链、6 绿色评价与服务；该标准属于第 2 点绿色工厂下的 2.1 绿色工厂规

划方面的标准。

我国是日用陶瓷生产大国，日用陶瓷工业是我国的传统优势产业，在我国

国民经济中居重要一席，日用陶瓷产量已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在国际上享

有极高的声誉。作为人们日常生活必备使用的器具，日用陶瓷生产过程以及产品

是否符合绿色环保的要求，将直接关系着消费者的健康和影响着生态环境。

受资源环境的影响，绿色制造成为解决国家资源和环境问题的重要手段。实施绿

色制造工程是实现日用陶瓷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任务，是日用陶瓷行业实现绿色

发展的有效途径，同时也是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必然选择，是实现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和绿色发展必由之路。

绿色工厂是制造业的生产单元，是绿色制造的实施主体，属于绿色制造体

系的核心支撑单元，侧重于生产过程的绿色化。《中国制造 2025》将“全面推动

绿色制造”作为九大战略重点和任务之一，明确提出要“建设绿色工厂，实现厂

房集约化、原料无害化、生产洁净化、废物资源化、能源低碳化”。

建立绿色工厂评价要求、评价方法、评价程序及评价报告，完善产品从设计、制

造、使用、回收到再制造的全生命周期绿色标准。制定绿色工厂评价导则，开展

评价分析工作，进而推动日用陶瓷产品工厂设计向绿色环保进一步升级，从源头

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资源消耗，减轻对人类健康、环境的安全风



险和危害，增加绿色产品有效供给。对日用陶瓷绿色工厂进行评价，有助于在日

用陶瓷行业内树立标杆，引导和规范工厂实施绿色制造。强化标准实施，建立企

业绿色制造标准自我声明制度，开展对标达标和领跑者活动，推进标准实施效果

评价。

3、简要工作过程

1）起草阶段：

2019 年 12 月成立了以中国轻工业陶瓷研究所为主的标准起草工作组，工

作小组讨论确定了标准修订原则、适用范围、修订项目等内容，并对本标准的编

制工作内容进行了分解，制定了实施计划和进度表，随后不断召开工作组会议，

并调集了潮州、德化、醴陵、景德镇、唐山、北流等国内主要产瓷区进行了调研，

查询资料，整合试验数据，进一步试验验证。于 2020 年 10月完成了征求意见稿。

2020 年 12 月《日用陶瓷行业绿色工厂评价导则》团体标准(草案)编写完成并召

开了工作会议，会上对《日用陶瓷行业绿色工厂评价导则》团体标准(草案)进行

了充分讨论，并进一步作了修改、补充和完善，并形成了征求意见稿。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本标准的编制符合产业发展的需要，本着先进性、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

作性的原则以及标准的目标、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一致性和规范性原则来

进行本标准地编制工作。

本标准起草过程中，主要按 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

标准的结构和编写》和 GB/T 1.2－2002《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2 部分：标准中规范

性技术要素内容的确定方法》进行编写。

2.1 标准的名称

《日用陶瓷行业绿色工厂评价导则》。

2.2 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课题组于 2017年成功申报了 3 项工信部工业节能与绿色标准化研究项目，即

开展 QB/T 2126-2019《日用陶瓷火焰隧道窑热工性能指标监测与计算方法》、QB/T

2129-2019《日用陶瓷工业间歇式窑炉热平衡、热效率测定与计算方法》、QB/T

1493-2019《日用陶瓷火焰隧道窑热平衡、热效率测定与计算方法》3 项行业标准

的修订工作，这 3项标准已经发布实施。

课题组于 2019 年成功申报了 4 项工信部工业节能与绿色标准化研究项目，

即开展 QB/T 2127《日用陶瓷彩烤辊道窑热工性能指标监测与计算方法》、QB/T



2128《日用陶瓷链式干燥器热工性能指标监测与计算方法》、QB/T 2130《日用陶

瓷彩烤辊道窑热平衡、热效率测定与计算方法》、QB/T 2131《日用陶瓷链式干燥

器热平衡、热效率测定与计算方法》4 项行业标准的修订工作，这 4 项标准正处

于征求意见阶段，预计今年底前上会审查，完成报批工作。

2.3 评价原则

对日用陶瓷行业绿色工厂的整个生产周期的资源属性、能源属性、环境属

性、品质属性进行评价，深入分析各个阶段对资源消耗、生态环境、人体健康等

因素的影响。

2.4 评价方法

根据评价要求，收集相关数据报告与绿色生产管理文件资料，对数据与资

料进行分析，基本要求、指标要求和生命周期评价要求全部符合评价要求的。

三、试验数据及分析

日用陶瓷行业绿色工厂评价应遵循本标准所规定的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指

标体系包括基本要求与评价指标要求两部分。

基本要求包括基础合规性与相关方要求和基础管理职责要求。评价指标要

求包括基础设施、管理体系、能源与资源投入、产品、环境排放、综合绩效等六

类一级指标。在一级指标下设若干个二级指标,在二段指标下设具体评价要求。

二级指标要求包括建筑、照明、设备设施及工艺、质量管理、职业健康安

全管理、环境管理、能源管理、社会责任、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管理、能源投入、

资源投入、采购、产品特性、生态设计、减碳、大气污染物、水体污染物、一般

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噪声、温室气体、用地集约化、生产自动化、生产洁

净化、废物资源化、能源低碳化。

二级指标下的具体评价要求分为必选要求与可选要求。必选要求为工厂应

达到的基础性要求，可选要求为工厂通过努力宣达到的提高性要求。

日用陶瓷行业绿色工厂评价过程应先对基本要求进行评价，当参评工厂满

足基本要求时，对必选要求和可选要求进行评价，基本要求不参与评分。绿色工

厂评价流程如下图所示。



四、标准中是否涉及专利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

五、产业化情况、推广应用论证和预期达到的经济效果等情况

日用陶瓷是中国的传统产业，产量、产值和出口额均居世界首位。日用陶瓷

生产中能源消耗较大、三废排放控制问题有待进一步提高，缺乏系统的标准来进

行规范。标准按照用地集约化、生产洁净化、废物资源化、能源低碳化原则，结

合行业特点，优化制造流程，应用绿色低碳技术建设改造厂房，集约利用厂区。

选用先进适用的清洁生产工艺技术和高效末端治理装备，减少生产过程中资源消

耗和环境影响，营造良好职业卫生环境，实行清污分流、废水循环利用、固体废

物资源化和无害化利用。采用先进节能技术与装备，建设厂区光伏电站、智能微

电网和能管中心，优化工厂用能结构。推行资源能源环境数字化、智能化管控系

统，实现资源能源及污染物动态监控和管理。制定绿色工厂评价导则，能有力地

促进企业进一步实施绿色战略、贯彻绿色文化、打造绿色品牌和履行环境社会责

任。标准实施之后，行业每年可节约标煤 50－60 万吨，水耗 30 万吨，经济效益

约 20多亿元。

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本标准未采用国际和国外标准。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未查到同类国际标准。

七、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与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不矛盾。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作为推荐性团体标准发布实施。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在发布后 6个月实施。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标准的水平评价

标准总体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