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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印染行业绿色工厂评价要求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棉印染行业绿色工厂评价的指标体系及具体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棉及其混纺机织物印染精加工工厂，作为该类印染工厂创建和评价绿色

工厂的主要依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

适用于本标准。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

准。 

GB/T 2589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 4287  纺织染整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T 12497  三相异步电动机经济运行 

GB/T 13466  交流电气传动风机（泵类、空气压缩机）系统经济运行通则 

GB 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 17167  企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导则 

GB 18401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 

GB 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 18885  生态纺织品技术要求 

GB/T 18916.4  取水定额 第 4 部分：纺织染整产品 

GB/T 19001  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 

GB/T 23331  能源环境体系 要求 

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 24789  用水单位水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T 26923  节水型企业 纺织染整行业 

GB/T 28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要求 

GB/T 32151.12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 12 部分：纺织服装企业 

GB/T 36132  绿色工厂评价通则 

GB/T 39198  一般固体废物分类与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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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34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 50187  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 

GB 50425  纺织工业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标准 

GB50426  印染工厂设计规范 

GB 50565  纺织工程设计防火规范 

GB/T 50878  绿色工业建筑评价标准 

GB 51245  工业建筑节能设计统一标准 

FZ/T 01002  印染企业综合能耗计算办法及基本定额 

FZ/T 01104  机织印染产品取水计算办法及单耗基本定额 

FZ/T 07004  纺织行业绿色工厂评价导则 

印染行业规范条件（2017 版） 

3  术语和定义 

GB/T 36132、FZ/T 07004 所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棉印染精加工工厂 cotton dyeing and finishing factory 

对棉及其混纺织物进行退煮漂、丝光、染色或印花、后整理等加工的工厂，对应于《国

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中 1713棉印染精加工行业。 

4总则 

4.1评价原则 
4.1.1 一致性原则 

棉印染行业绿色工厂评价总体结构与 GB/T 36132和 FZ/T 07004提出的相关评价指标

体系和通则要求保持一致，包含基本要求、基础设施、管理体系、能源与资源投入、产品、

环境排放和绩效等 7 类一级指标。 

4.1.2 定量与定性结合原则 

棉印染行业绿色工厂评价指标采取定性和定量相结合、过程与绩效相结合的方式，形

成完整的综合性评价指标体系。 

定量评价指标选取二级指标中有代表性的、能反映“节能”“降耗”“减污”和“增

效”等有关绿色制造的指标。定性评价指标主要根据国家推行绿色生产的相关产业发展和

http://www.baidu.com/link?url=613ELfsRa2adjDVfyxhW5L8U3sBvHbcaIMsGJDrWwO3vFQHWYAAohT5z8IdYoHH8&wd=&eqid=912ebb68000a8ef20000000261162f72
http://www.baidu.com/link?url=EhSXrOQ6B1zZwxhjalwdjiEk_JTPirBw5WVYR7Ju2Sr9XRDtnFDIl1CYtSHv7WRX&wd=&eqid=8424a6b50016424e00000002611631c3
http://www.baidu.com/link?url=xT9ycrRwthvxTrurs_fSpq5JHxEs0in7O9-cWNXh0U7ERMa3qZNzdVIvs0aiOGlo29266AUzReg_MfKknIR1nq&wd=&eqid=9e3b3d7a0029475f0000000261163105
http://www.baidu.com/link?url=xT9ycrRwthvxTrurs_fSpq5JHxEs0in7O9-cWNXh0U7ERMa3qZNzdVIvs0aiOGlo29266AUzReg_MfKknIR1nq&wd=&eqid=9e3b3d7a0029475f0000000261163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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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进步政策、资源环境保护政策以及印染行业发展规划选取。 

4.2 评价方法 

棉印染行业绿色工厂评价采用多指标评分加权综合法，综合评分总分为 100分。评价

要求中必选指标应全部满足，可选指标应对照附录 B 中对应条款的评价要求，视符合程度

在零和最高分值之间取值。当某项评价要求不适用时，应将该项评价要求的分值平均分配

给同一级指标下其他评价要求。 

4.3 权重系数和指标分数 

棉印染行业绿色工厂评价各一级指标权重系数为： 

a）基本要求，采取一票否决制，应全部满足； 

b）基础设施，20%； 

c）管理体系，15%； 

d）能源与资源投入，15%； 

e）产品，10%； 

f）环境排放，10%； 

g）绩效，30%。 

各二级指标及对应的具体评价要求和分数见附录 B。 

5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指标分一票否决项和打分项两大类。一票否决项包括工厂立项、安全、环保、质

量等方面合规性要求以及管理者职责；打分项包括基础设施、管理体系、能源与资源投入、

产品、环境排放和绩效等 6 类。评价指标分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一级指标为 4.1.1中所

述的 7类，一级指标下设置若干个二级指标，针对二级指标提出具体评价要求。 

具体评价要求分必选要求和可选要求，必选要求为工厂应达到的基础性要求，可选要

求为工厂努力后可以达到的提高性要求，可选要求应具有先进性。 

棉印染行业绿色工厂评价指标具体要求见附录 B，其中量化指标数据见表 1。棉印染

行业绿色工厂评价量化指标，按照附录 A提供的方法进行计算和评估，各项指标应满足棉

印染行业规定要求，数据统计和计算应基于完整年度数据。 

表 1  棉印染行业绿色工厂评价量化指标表 

名称 基础值 先进值 

http://www.baidu.com/link?url=Wjy7U268VCQNbH9E6q7aV_sNJckkpq6iLtN3JCu_gWS2DqtYI8HX_AwVTvpXt2HKxzj-tpCHSGYb0UPPYpDsDGrQRAnHWZev7-3kkc6MPaO&wd=&eqid=ef398527000766ed0000000260ff9c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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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基础值 先进值 

工厂容积率 1.0 1.5 

建筑密度 40% 50% 

单位用地面积产值 300 万元/亩 400 万元/亩 

单位产品 SO2产生量 

染色布：1.50kg/hm 

印花布（染料）：1.00kg/hm 

印花布（涂料）：0.80kg/hm 

染色布：1.35kg/hm 

印花布（染料）：0.90kg/hm 

印花布（涂料）：0.70kg/hm 

单位产品新鲜水取水量 

染色布：1.50m
3
/hm 

印花布（染料）：1.60m
3
/hm 

印花布（涂料）：0.80m
3
/hm 

染色布：1.30m
3
/hm 

印花布（染料）：1.40m
3
/hm 

印花布（涂料）：0.70m
3
/hm 

单位产品废水产生量 

染色布：1.30m
3
/hm 

印花布（染料）：1.40m
3
/hm 

印花布（涂料）：0.68m
3
/hm 

染色布：1.10m
3
/hm 

印花布（染料）：1.20m
3
/hm 

印花布（涂料）：0.60m
3
/hm 

单位产品 CODcr 产生量 

染色布：4.00kg/hm 

印花布（染料）：3.60kg/hm 

印花布（涂料）：3.00kg/hm 

染色布：3.50kg/hm 

印花布（染料）：3.20kg/hm 

印花布（涂料）：2.80kg/hm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50% 65% 

水重复利用率 
染色：45% 

印花：50% 

染色：55% 

印花：60%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染色布：28kgce/hm 

印花布（染料）：30kgce/hm 

印花布（涂料）：26kgce/hm 

染色布：26kgce/hm 

印花布（染料）：28kgce/hm 

印花布（涂料）：24kgce/hm 

单位产品碳排放量 

染色布：120kgCO2e/hm 

印花布（染料）：140kgCO2e/hm 

印花布（涂料）：110kgCO2e/hm 

染色布：110kgCO2e/hm 

印花布（染料）：130kgCO2e/hm 

印花布（涂料）：100kgCO2e/hm 

注：机织物标准品为布幅宽度 152cm、布重 10-14kg/100m 的染色合格产品，当产品不同时，可参照 FZ/T 

01104-2010 进行换算。 

6评价程序和评价报告 

6.1 评价程序 

棉印染行业绿色工厂评价包括工厂自评价和第三方评价。工厂进行自评价并编写自评

价报告；第三方对工厂自评价开展预评价，确定评价方案及指标体系，根据评价指标体系

开展评价并编写第三方评价报告，给出评价结果；第三方评价合格的工厂可按流程申报绿

色工厂，主管部门审核申报材料。 

6.2 评价报告 

6.2.1 工厂自评价报告 

工厂自评价报告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工厂名称、地址、所属行业、法定代表人、简介等基本信息，企业生产经营基本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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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b）工厂在绿色发展方面开展的重点工作及取得的成绩，下一步拟开展的重点工作等；  

c）工厂的建筑、生产环境、产能规模、工艺路线、主要耗能设备、计量设备、照明配

置情况，以及相关标准执行情况； 

d）工厂各项管理体系建设情况； 

e）工厂能源投入、资源投入、绿色采购、清洁生产等方面的现状，目前正实施的节约

能源资源、碳减排、清洁生产项目，以及员工职业健康状况； 

f）工厂绿色生产、绿色产品、绿色供应链、化学品管控等情况，如水效、能效、有害

物质限制使用等，以及相关标准的落实情况； 

g）工厂排污许可管理与自行监测，包括主要污染物处理设施配置及运行情况，大气污

染物、水污染物、固体废物、噪声、碳排放及管理等现状，及相关标准的执行情况； 

h）工厂突发环境、安全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应急预案、应急处理措施和应急管理制

度等情况； 

i）其他支持证明材料。 

6.2.2 第三方评价报告 

第三方评价报告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评价目的、范围及准则； 

b）评价过程，包括组织安排、资料评审情况、现场评价情况、评价报告编写及内部技

术复核情况； 

c）对申报工厂的基础设施、管理体系、能源与资源投入、产品、环境排放、绩效等方

面进行描述，并对工厂自评报告中的相关内容进行核实； 

d）核实数据真实性、计算范围及计算方法，检查相关计量设备和有关标准的执行等情

况； 

e）对工厂自评所出现的问题情况进行描述； 

f）对申报工厂是否符合绿色工厂要求进行评价，说明各评价指标值及是否符合评价要

求情况，描述主要创建做法及工作亮点等； 

g）对持续创建绿色工厂的下一步工作提出建议； 

h）评价支持材料； 

i）第三方机构资质符合性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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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评价及等级划分 

对棉印染工厂按照基本要求、基础设施、管理体系、能源资源投入、产品、环境排放

和绩效（1＋6模式）进行综合评价，在所有必选项满足条件的情况下，绿色工厂评价指标

分的计分标准满分为 100分，得分在 85分以上（含 85分）的工厂可推荐申报绿色工厂。 

评价指标水平分三个等级： 

评价指标分值在 85分以上，为一级，可推荐申报绿色工厂； 

评价指标分值在 75～85分，为二级，处于绿色工厂创建期，建议期限 1年； 

评价指标分值在 60～75分，为三级，处于绿色工厂培育期，建议期限 1～2年。 

不同等级综合评价情况见表 2。 

表 2 不同等级综合评价表 

水平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综合评价分值 ≥85 ≥75 ≥60 

所处阶段 申报期 创建期 培育期 

棉印染工厂在培育期和创建期阶段，每年应完成一次绿色工厂评价，通过绿色工厂评

价明确需要改进提升的方向，待进一步完善后达到申报绿色工厂的要求。 

 

 



 

 7 

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棉印染行业绿色工厂绩效指标的计算方法 

A.1  容积率 

容积率为工厂总建筑物面积（正负 0标高以上的建筑面积）、构筑物面积与厂区用地

面积的比值，按式（A.1）计算。 

用地

总构筑物总建筑物

A

AA
R

+
=  ··············（A.1） 

式中： 

R——工厂容积率，无量纲； 

总建筑物A  ——工厂总建筑物建筑面积，建筑物层高超过 8米的，该层建筑面积加倍计算，

单位为平方米（m
2
）； 

总构筑物A ——工厂总构筑物建筑面积，可计算面积的构筑物种类参照 GB/T 50353，单位

为平方米（m
2
）； 

用地A  ——工厂用地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
2
）。 

A.2  建筑密度 

建筑密度为工厂用地范围内各种建筑物、构筑物占（用）地面积总和（包括露天生产

装置或设备、露天堆场及操作场地的用地面积）与厂区用地面积的比率，按式（A.2）计算。  

%100
+

=
用地

总构筑物总建筑物

A

aa
r  ··············（A.2） 

式中：  

r——工厂建筑密度，无量纲； 

总建筑物a ——工厂总建筑物占（用）地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
2
）；  

总构筑物a ——工厂总构筑物占（用）地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
2
）；  

用地A ——工厂用地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
2
）。  

A.3  单位用地面积产值 

单位用地面积产值为统计期内工厂产值（可比价）与厂区用地面积的比率，按式（A.3）

计算。 

用地A

N
n =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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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单位用地面积产值，单位为万元/公顷（万元/hm
2
）； 

——工厂总产值，单位为万元； 

用地A ——工厂用地面积，单位为公顷（hm
2
）。 

A.4  单位产品 CODcr产生量 

单位产品 CODcr产生量按照式（A.4）计算。 

Q

C
c

i
i =  ················（A.4） 

式中： 

ic ——单位产品 CODcr产生量，单位为千克每百米（kg/hm）； 

iC ——统计期内 CODcr产生量，单位为千克（kg）； 

Q——统计期内合格产品产量，单位为百米（hm）。 

A.5  单位产品 SO2产生量 

单位产品 2SO 产生量按照式（A.5）计算。 

Q

G
g

i
i =  ·················（A.5） 

式中： 

——单位产品 2SO 产生量，单位为千克每百米（kg/hm）； 

——统计期内 2SO 产生量，单位为千克（kg）； 

Q——统计期内合格产品产量，单位为百米（hm）。 

A.6  单位产品废水产生量 

单位产品废水产生量按照式（A.6）计算。 

Q

W
w =  ·················（A.6） 

式中： 

w——单位产品废水产生量，单位为立方米每百米（m
3
/hm）； 

W ——统计期内废水产生量，单位为立方米（m
3
）； 

Q——统计期内合格产品产量，单位为百米（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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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  单位产品新鲜水取水量 

单位产品新鲜水取水量按照式（A.7）计算。 

Q

M
m

i
i =  ·················（A.7） 

式中： 

im ——单位产品新鲜水取水量，单位为立方米每百米（m
3
/hm）； 

 iM ——统计期内新鲜水取水量，单位为立方米（m
3
）； 

Q——统计期内合格产品产量，单位为百米（hm）。 

A.8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处置率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处置率按照式（A.8）计算。 

%100=
Z

Z
K

r
r  ·················（A.8） 

式中： 

 rK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处置率，无量纲； 

 rZ ——统计期内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处置量，单位为吨（t）； 

Z ——统计期内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单位为吨（t）。 

A.9  水重复利用率 

水重复利用率按照式（A.9）计算。 

100%
+

=
xr

r

VV

V
R  ·················（A.9） 

式中： 

 R ——水重复利用率，无量纲； 

 rV ——统计期内重复利用水量，单位为立方米（m
3
）； 

 xV ——统计期内新鲜水取水量，单位为立方米（m
3
）。 

A.10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按照式（A.10）计算。 

Q

E
e = ·················（A.10）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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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百米（kgce/hm）； 

E ——统计期内综合能耗，单位为千克标准煤（kgce）； 

Q——统计期内合格产品产量，单位为百米（hm）。 

注：各类能源折标系数及综合能耗计算参照 GB/T 2589 

A.11  单位产品碳排放量 

单位产品碳排放量按照式（A.11）计算。 

Q

C
c =  ·················（A.11） 

式中： 

c——单位产品碳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每百米（kgCO2e/hm）； 

C ——统计期内，工厂边界内碳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kgCO2e）； 

Q——统计期内合格产品产量，单位为百米（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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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棉印染行业绿色工厂评价指标表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价要求 
要求

类型 
分值 

权

重 

0 基本要求 

合规性与相

关方要求 

棉印染工厂应依法设立，在建设和实际生产过程中遵守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和标准；近三

年（含成立不足三年）无较大安全、环保、质量等事故；若对利益相关方的环境要求做出承

诺，应同时满足有关承诺的要求。 

必选 —— 

一

票

否

决 

工厂依法办理排污许可证，依法排污，按排污许可管理要求公开相关环境信息。 

工厂依法办理环境影响评价审批、验收等相关手续，所有产能符合国家、地方的相关政策要

求。 

生产装备、技术工艺、环保设施和产品等应符合国家、地方的现行产业政策要求。 

废水、废气排放应符合国家、地方的相关排放标准（GB4287、GB16297），固废和危废处

置符合相关存储、处置要求（GB 18597）。 

管理职责 

最高管理者在绿色工厂方面的领导作用和承诺，满足 GB/T 36132 中 4.3.1 a）的要求。 

必选 —— 

一

票

否

决 

最高管理者在工厂内部分配并沟通与绿色工厂相关角色的职责和权限，满足 GB/T 36132 中

4.3.1 b）的要求。 

设立绿色工厂管理机构，负责有关绿色工厂的制度建设、实施、考核及奖励工作，建立目标

责任制。 

制定开展绿色工厂的中长期规划及年度目标、指标和实施方案，指标应明确且可量化。  

传播绿色制造的概念和知识，定期为员工提供绿色制造相关知识的教育、培训，并对教育和

培训的结果进行考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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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价要求 
要求

类型 
分值 

权

重 

1 
基础设施 

（20 分） 

建筑 

工厂建筑应满足国家或地方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的要求，建筑材料、建筑结构、采光照明、

绿化、再生资源及能源利用等方面应考虑节材、节能、节水、节地、无害化及可再生能源利

用。 

必选 

0.5 

3 

建筑设计应符合 GB 50187、GB 50425、GB 51245 和 GB50426 的要求，建筑物防火和防爆

设计应符合 GB 50016、GB 50565 的有关规定。 
0.5 

工厂应遵守环境保护法、安全生产法、职业病防治法和消防法等规定。新建、改扩建的工厂，

执行“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三同时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固定资

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制度”及国家、地方相关产业政策和要求。 
0.5 

应建有坯布仓库、成品仓库、化学品仓库、危险品仓库、危废仓库等。 0.5 

工厂应合理利用自然通风、自然采光，并充分考虑工厂绿化。 
可选 

0.5 

在满足消防、安全要求的前提下，优先采用联合厂房、多层结构建筑。 0.5 

照明 

工厂各区域或场所的照明应尽量利用自然光，人工照明应符合 GB50034 规定。 

必选 

1 

2 
优先选用发光效率高、能耗低、寿命长的国家鼓励照明灯具，当采用人工照明光源时，设置

可调节的照明控制系统，有条件时采用智能照明系统。 
0.5 

公共场所的照明应采取分区、分组与定时自动调光等措施。 0.5 

专用设备 

应采用国家鼓励和推荐的先进工艺和设备，不采用国家明确规定的淘汰类生产工艺和设备。 

必选 

1 

5 

优化工艺流程，选用流程短、占地少的印染设备，同时注重设备间的组合利用，提高设备适

应性，一定程度上满足柔性生产的要求。 
1 

选用节能高效、绿色环保、自动化程度高的印染设备和相关配件。 1 

设备密封性好、无跑冒滴漏现象，有节能、节水措施。 1 

建立完善的设备保养、维修、更新和报废制度，各类记录完整并由专人负责。 0.5 

针对使用年限较长的设备，应根据地方节能政策要求及时更换高效节能电机，按计划进行设

备技改。 
可选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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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设备 

应采用效率高、能耗低的节能环保型通用设备，优先采用国家鼓励和推荐的先进设备。通用

设备的实际运行效率应符合设备经济运行的要求，避免长期低负荷运行。 必选 
1.5 

3 建立完善的设备保养、维修、更新和报废制度，各类记录完整并由专人负责。 1 

设备电机的经济运行管理应符合 GB/T 12497的规定，风机、泵类和空气压缩机的经济运行

管理应符合 GB/T 13466的规定。 
可选 0.5 

计量设备 

应依据 GB17167、GB 24789的要求配备、使用和管理能源、水以及其他资源的计量器具和装

置。不同类型的能源、资源应进行分类计量。 必选 
1 

2 
计量仪器应按照相关标准要求进行定期校准。建立计量管理制度和计量设备管理台账。 0.5 

水、电、汽等计量数据应实现自动采集，实现能耗、水耗的自动监控。 可选 0.5 

污染物处理

设备设施 

应配备废水、废气的处理设施（允许废水不经预处理直接排入集中污水处理厂的除外），污

染物处理设备的处理能力应与工厂的污染物产生量相匹配，确保水污染物、大气污染物排放

达到相关排放标准要求。 

必选 

1 

5 

噪声较大或临近厂界的工艺环节，应采取相应的降噪措施，确保厂界噪声符合 GB 12348 标

准要求。 
0.5 

固废应有固定的存储地方，危废须有规范的危废仓库，并按相关规定进行存储、转移和处置。 1 

建有污染物处理设备设施的维护、运行等管理制度。配备应对环境、安全突发事故的应急设

施。 
1 

定形机废气处理配备热能回收装置，丝光工艺配备淡碱回收装置。 1 

配备印染废水中水回用设施，含六价铬的制网废水应在车间达标处理后排入废水调节池。 可选 0.5 

2 
管 理 体 系

（15 分） 

质量管理 

体系 

应建立、实施并保持质量管理体系，体系须满足 GB/T 19001 的要求。 
必选 

1 

3 质量管理体系须通过第三方机构认证。 1 

建有质量检测检验室，配备与产品相符的检测设备。 可选 1 

环境管理 

体系 

应建立、实施并保持环境管理体系，体系须满足 GB/T 24001 的要求。 
必选 

1 
4 

环境管理体系须通过第三方机构认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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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施规范化化学品管理，染料助剂干湿分离、分类存放，不与禁忌物混存，保险粉、双氧水、

液碱、液碱等危险化学品须严格按《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要求存放和使用。 
0.5 

实施雨污分流、清污分流，设有初期雨水收集池。废水排放、冷凝水回用、中水回用、工业

水等管道用不同颜色标识。 
0.5 

按排污许可管理要求，严格执行环境质量自行监测和环境信息公开制度。 0.5 

加强污染物治理设施和危废贮存场所等环境风险管理，开展环境安全风险辨识和隐患排查治

理，提升环境安全管理水平。 
可选 0.5 

能源管理 

体系 

应建立、实施并保持能源管理体系，体系须满足 GB/T23331 的要求。 
必选 

1 

3 能源管理体系须通过第三方机构认证。 1 

建立能源计量和统计制度，实施能源三级计量管理。 可选 1 

职业健康安

全管理体系 

工厂应建立、实施并保持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体系满足 GB/T 28001 的要求。 

必选 

1 

4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须通过第三方认证。 1 

从事化学品存储、使用的工种，作业人员应配备面罩、护目镜、手套等个人劳保用品。 1 

染化料称料间、染色车间等场所，配备洗眼器、淋洗器等急救用品和设备。 0.5 

开展职业健康安全风险辨识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提升职业健康安全管理水平。 可选 0.5 

社会责任 
推进工厂社会责任建设，发布社会责任报告，说明社会责任履行情况。 

可选 
0.5 

1 
积极参与社会慈善和公益活动。 0.5 

 3 
能源资源投

入（15 分） 

能源投入 

减少不可再生能源使用，提高清洁能源的使用比例。 

必选 

2 

6 

选用节能设备与工艺，采用热能回用措施，对蒸汽、热水管道和高温设备进行保温，提高能

源使用效率。 
2 

中压蒸汽应采取能源梯级利用，定形机应进行废气余热回收。 1 

建立能源管理系统，主要用能设备实行能耗在线监测系统；近三年开展了能源平衡测试。 可选 1 

资源投入 

按照资源减量化、再利用的原则，通过水重复利用、中水回用等方法，提高水资源利用率。 

必选 

2 

6 实行多级用水，冷却水循环利用、冷凝水回用，废水清污分流、分质处理、分质回用，取水

定额应达到行业同类产品先进水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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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丝光淡碱回用、蜡染松香回收、印花剩浆回用、液氨循环使用等资源综合利用措施，提

高资源综合利用水平。 
1 

通过工艺技术的优化改进，减少常规化学品的使用量。 可选 1 

采购 

树立绿色采购理念，按照节能节水、绿色高效、生态环保的要求采购原材料、染化料和印染

装备。 
必选 1.5 

3 

建立绿色供应链管理及绩效评价体系，包括产品开发、采购、生产、销售等多个环节。 可选 1.5 

4 
产品 

（10 分） 

生态设计 

工厂应遵循生态绿色的产品开发思路，选用生态环保型染料助剂、易降解浆料上浆坯布、节

能高效的印染加工设备等生产要素。 
必选 

2 

6 棉及其混纺面料产品质量应符合 GB 18401等国家或行业相关标准要求；特定产品应符合 GB 

31701、GB/T 18885等与产品相适应的标准要求。 
2 

产品进行 Oeko-Tex Standard100、GOTS、GRS、OCS、Bluesign等一种或多种认证。 可选 2 

有害物质 

使用 

严禁使用禁用染料、助剂等有毒有害物质的化学品，减少限用化学品的使用，满足对产品中

有害物质限值的要求。 
必选 

3 

4 
建立化学品管理制度，加强对危险化学品的管控，防止在存储、使用过程中对人体、环境的

危害。 
1 

5 
环 境 排 放

（10 分） 

大气污染物 

严格按照排污许可证管理规定，依法排污。排放浓度应符合国家和地方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要求，排放总量不超出核定排放量。 
必选 

1 

2 配备大气污染物治理设施，定形、涂层等设备应配备废气收集和处理装置，剪毛、磨毛等设

备应配备除尘设施。 
0.5 

废气排放口安装大气污染物自动监测装置，实现在线监测与预警。 可选 0.5 

水污染物 

严格按照排污许可证管理规定，依法排污。排放浓度应符合国家和地方印染废水排放标准要

求，排放总量不超出核定排放量。 
必选 

1.5 

3 
废水排放口安装在线自动监测设备，主要水污染物指标的流量、浓度等信息与环境监管部门

实时联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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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备废水深度处理及中水回用设施。 可选 0.5 

固体废物 

固体废物应按固废管理要求严格实施分类管理。工厂自行处理的固废，应遵循无害化、减量

化和资源化的原则进行处理；工厂无法自行处理的，应将固体废物转交给具备资质和相应处

理能力的处理厂进行处理。 
必选 

1 

2 
应设置专用的固体废物暂存场所，暂存场所应有防渗漏、防雨淋、防扬撒等措施，以防对环

境产生二次污染。 
0.5 

严格危险废物管理，有完整收集、存储、运输等台账，符合 GB 18597的相关要求。 0.5 

噪声 
工厂厂界环境噪声排放应符合相关国家及地方标准要求。 

必选 
0.5 

1 
定期开展噪声自行监测，并保存原始监测记录。 0.5 

温室气体 

对工厂温室气体排放进行核算和报告。 必选 1 

2 建立温室气体排放管理制度。 
可选 

0.5 

制定并实施温室气体排放管理和减排方案。 0.5 

6 
绩效（ 30

分） 

用地集约化 

工厂容积率不低于表 1 基础值 必选 0.5 

4 

工厂容积率不低于表 1 先进值 可选 0.5 

建筑密度不低于表 1 基础值 必选 0.5 

建筑密度不低于表 1 先进值 可选 0.5 

单位用地面积产值不低于表 1 基础值 必选 1 

单位用地面积产值不低于表 1 先进值 可选 1 

生产洁净化 

单位产品 SO2产生量不高于表 1 基础值 必选 1 

11 

单位产品 SO2产生量不高于表 1 先进值 可选 1 

单位产品新鲜水取水量不高于表 1 基础值 必选 2 

单位产品新鲜水取水量不高于表 1 先进值 可选 2 

单位产品废水产生量不高于表 1 基础值 必选 1 

单位产品废水产生量不高于表 1 先进值 可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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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产品 CODcr 产生量不高于表 1 基础值 必选 1.5 

单位产品 CODcr 产生量不高于表 1 先进值 可选 1.5 

废物资源化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处置率不低于表 1 基础值 必选 1.5 

7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处置率不低于表 1 先进值 可选 1.5 

水重复利用率不低于表 1 基础值 必选 2 

水重复利用率不低于表 1 先进值 可选 2 

能源低碳化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不高于表 1 基础值 必选 2 

8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不高于表 1 先进值 可选 2 

单位产品碳排放量不高于表 1 基础值 必选 2 

单位产品碳排放量不高于表 1 先进值 可选 2 

注：绿色工厂必须满足各项必选要求，可选要求按照受评工厂满足程度在 0 分到满分中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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