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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了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指导和推动制革企业依法实

施清洁生产，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和避免污染物的产生，保护和改善环境，制定

制革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试行）（以下简称“指标体系”）。 

本指标体系用于评价制革企业的清洁生产水平，作为创建清洁生产先进企业的

主要依据，并为企业推行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指导。 

本指标体系依据综合评价所得分值将企业清洁生产等级划分为两级，即代表国

内先进水平的“清洁生产先进企业”和代表国内一般水平的“清洁生产企业”。随着

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本指标体系每 3－5 年修订一次。 

本指标体系由中国皮革和制鞋工业研究院起草。 

本指标体系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解释。 

本指标体系自发布之日起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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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制革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适用范围 

本评价指标体系适用于牛皮、羊皮、猪皮制革生产的制革企业。 

2 制革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结构 

根据清洁生产的原则要求和指标的可度量性，本评价指标体系分为定量评价和

定性要求两大部分。 

定量评价指标选取了有代表性的、能反映“节能”、“降耗”、“减污”和“增效”

等有关清洁生产最终目标的指标，建立评价模式。通过对各项指标的实际达到值、

评价基准值和指标的权重值进行计算和评分，综合考评企业实施清洁生产的状况和

企业清洁生产程度。 

定性评价指标主要根据国家有关推行清洁生产的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政策、资

源环境保护政策规定以及行业发展规划选取，用于定性考核企业对有关政策法规的

符合性及其清洁生产工作实施情况。 

本指标体系分为一级评价指标和二级评价指标两个层次。一级评价指标是具有

普适性、概括性的指标，共有八项，它们是资源与能源消耗指标、产品特征指标、

污染物指标、资源综合利用指标、生产技术特征指标、环境法律法规标准、环境管

理体系建立及清洁生产审核、生产过程环境管理。二级评价指标是一级评价指标之

下，代表制革行业清洁生产特点的、具体的、可操作的、可验证的若干指标。 

制革行业清洁生产定量和定性评价指标体系框架分别见图 1 和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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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制革行业清洁生产定量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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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制革行业清洁生产定性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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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制革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的评价基准值及权重值 

在定量评价指标体系中，各指标的评价基准值是衡量该项指标是否符合清洁生

产基本要求的评价基准。本评价指标体系确定各定量评价指标的评价基准值的依据

是：凡国家或行业有关政策、规划等文件中对该项指标已有明确要求值的就选用国

家要求的数值；凡国家或行业对该项指标尚无明确要求值的，则选用国内规模以上

企业近年来清洁生产所实际达到的中上等以上水平的指标值。本定量评价指标体系

的评价基准值代表了制革行业清洁生产的平均先进水平。 

在定性评价指标体系中，衡量该项指标是否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政策、法规的情

况，按照“是”、“否”或完成程度两种选择来评定。选择“是”即得到相应的分值，

选择“否”则不得分。 

清洁生产评价指标的权重值反映了该指标在整个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中所占

的比重。它原则上是根据该项指标对制革企业清洁生产实际效益和清洁生产水平的

影响程度大小及其实施的难易程度来确定的。 

以牛皮为原料的制革企业定量评价指标项目、权重及基准值见表 1。 

以猪皮为原料的制革企业定量评价指标项目、权重及基准值见表 2。 

以羊皮为原料的制革企业定量评价指标项目、权重及基准值见表 3。 

制革企业定性评价指标项目及指标分值见表 4。 

清洁生产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而不断地更新

完善，达到更高、更先进的水平，因此清洁生产评价指标及指标的基准值，也应视

制革行业技术发展的进步进行不定期的调整，其周期一般为 3 到 5 年，最长不应超

过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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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以牛皮为原料的制革企业定量评价指标项目、权重及基准值 

一级指标 权重值 二级指标 单位 权重值 评价基准值

综合能耗 kgce/m2成品革 15 2.1 

耗电量 kWh/ m2成品革 7 1.63 

耗煤量 kgce/ m2成品革 5 1.1 

新鲜水消耗量 m3/ m2成品革 10 0.40 

得革率（粒面革） m2成品革/m2原料皮 5 0.9 

资源与能源消

耗指标 
45 

得革率（非粒面革） m2成品革/m2原料皮 3 0.6 

产品特征指标
 

6 产品质量合格率 % 6 99 

废水量 m3/ m2成品革 8 0.36 

废水中氨氮 g /m2成品革 5 70 

废水中 COD g /m2成品革 6 1100 

废水 pH 值  1 6～9 

废水中S2- g /m2成品革 3 30 

废水中 SS g /m2成品革 2 300 

废水中的Cr3+ g /m2成品革 6 1.8 

污染物指标 35 

皮类固体废弃物总量 kg /m2成品革 4 0.7 

水循环利用率 % 8 50 

无铬皮废弃物利用率 % 2 99 

含铬皮废弃物利用率 % 2 70 

资源综合利用

指标 
14 

污泥利用率 % 2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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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以猪皮为原料的制革企业定量评价指标项目、权重及基准值 

一级指标 权重值 二级指标 单位 权重值 评价基准值

综合能耗 kgce/m2成品革 15 1.04 

耗电量 kWh/ m2成品革 7 0.86 

耗煤量 kgce/ m2成品革 5 0.56 

新鲜水消耗量 m3/ m2成品革 10 0.20 

得革率（粒面革） m2成品革/m2原料皮 5 0.95 

资源与能源消

耗指标 
45 

得革率（非粒面革） m2成品革/m2原料皮 3 0.6 

产品特征指标
 

6 产品质量合格率 % 6 99 

废水量 m3/ m2成品革 8 0.18 

废水中氨氮 g /m2成品革 5 65 

废水中 COD g /m2成品革 6 400 

废水 pH 值  1 6～9 

废水中S2- g /m2成品革 3 4 

废水中 SS g /m2成品革 2 64 

废水中的Cr3+ g /m2成品革 6 1.5 

污染物指标 35 

皮类固体废弃物总量 kg /m2成品革 4 1.1 

水循环利用率 % 8 65 

无铬皮废弃物利用率 % 2 99 

含铬皮废弃物利用率 % 2 70 

资源综合利用

指标 
14 

污泥利用率 % 2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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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以羊皮为原料的制革企业定量评价指标项目、权重及基准值 

一级指标 权重值 二级指标 单位 权重值 评价基准值

综合能耗 kgce/m2成品革 16 1.8 

耗电量 kWh/ m2成品革 8 1.1 

耗煤量 kgce/ m2成品革 5 0.9 

新鲜水消耗量 m3/ m2成品革 11 0.3 

资源与能源 

消耗指标 
45 

得革率（粒面革） m2成品革/m2原料皮 5 0.9 

产品特征指标
 

6 产品合格率 % 6 99 

废水量 m3/ m2成品革 8 0.27 

废水中氨氮 g /m2成品革 5 60 

废水中 COD g /m2成品革 6 400 

废水 pH 值  1 6～9 

废水中S2- g /m2成品革 3 2 

废水中 SS g /m2成品革 2 100 

废水中的Cr3+ g /m2成品革 6 0.6 

污染物指标 35 

皮类固体废弃物总量 kg /m2成品革 4 0.8 

水循环利用率 % 8 60 

无铬皮废弃物利用率 % 2 99 

含铬皮废弃物利用率 % 2 70 

资源综合利用

指标 
14 

污泥利用率 % 2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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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制革行业定性评价指标项目及指标分值 
一级 
指标 

指标 
分值 

二级 
指标 

指标

分值
备注 

原料皮保藏 5 

使用鲜皮生产（冷冻保存）的企业给 5 分；使用低盐

保藏的并且循环使用盐以及使用无毒和可生物降解

的防腐剂的企业给 2 分；否则给 0 分。 

脱毛 10 

采用低硫和无硫酶脱毛等保毛脱毛法和小液比脱

毛、废脱毛液循环技术的企业给 10 分；采用低硫和

酶等保毛脱毛法，但不采用废脱毛液循环技术的企业

给 6 分；采用传统高硫毁毛脱毛的企业 0 分。 

脱灰、软化 6 

采用CO2脱灰的企业给 6 分；采用有机酸等非铵盐试

剂脱灰的企业给 4 分；采用低量铵盐脱灰的给 2 分；

否则给 0 分。 

浸酸 6 

采用无盐浸酸及浸酸液循环利用技术的企业给 6 分；

采用无盐浸酸，但不采用浸酸液循环利用技术的企业

给 4 分；采用低盐浸酸的企业给 2 分；否则给 0 分。

鞣制 12 

采用高吸收高结合铬鞣技术，并完全实现废铬液循环

利用的企业给 12 分；采用高吸收高结合铬鞣技术的

企业给 9 分；采用循环利用废铬液和回收铬技术的企

业给 6 分；采用无铬鞣方法的企业视实际情况给予

9～12 分；采用传统铬鞣技术，鞣制废液中铬含量大

于 3.5g/L 的企业给 0 分。 

复鞣 5 

采用无铬复鞣并且采用高吸收高亲和力无毒低含氮

量低含盐量的复鞣剂的企业给 5 分；采用低铬复鞣的

企业给 2 分；否则给 0 分。 

生产技术

特征指标 
60 

染色 5 

采用高吸收无毒染料、配方低盐无氨水的企业给 5

分；采用国际上禁用的有毒偶氮染料（可产生 24 种

致癌芳香胺）的企业给 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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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 
一级 
指标 

指标 
分值 

二级 
指标 

指标 
分值 

备注 

加脂 5 

采用高物性高吸收高结合可降解的加脂剂的企业给 5

分；采用高吸收加脂剂的企业给 2 分；使用可产生可

吸收有机卤的加脂剂的企业 0 分。 

生产技术

特征指标
 60 

涂饰 6 

完全采用水溶性涂饰材料，不使用甲醛，并采用大体

积低压力、非气流喷枪的企业给予 6 分；水溶性涂饰

材料占 80%以上的，不使用甲醛，并采用大体积低压

力、非气流喷枪的企业给予 4 分；水溶性涂饰材料比

例低于 80%的，或者使用甲醛的企业 0 分。 

污染物排放法律

法规执行情况 
10 

符合国家和地方相关环境法律法规，污染物排放达到

国家和地方排放标准、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管理要

求的企业给 10 分；否则 0 分。 
环境法律

法规标准 
15 

建设项目环保“三

同时”执行情况 
5 

完成建设项目环保“三同时”的企业给 5 分；否则 0

分。 

环境管理体系建

立情况 
10 

建立环境管理体系并且通过 ISO14001 认证的企业给

10 分；建立环境管理体系但是没有通过 ISO14001 认

证的企业给 4 分；否则 0 分。 

环境管理

体系建立

及清洁生

产审核 

15 

清洁生产审核情

况 
5 

按照制革企业清洁生产审核指南的要求进行了审核的

企业给 5 分；否则 0 分。 

原材料环保要求 4 

有原材料质检制度和消耗定额管理制度，对原材料有

环保要求并有完整记录的企业给 4 分；有质检、定额

管理制度，无完备的记录的企业给 1 分；否则给 0 分。

考核能耗、水耗、

产品合格率 
4 

对能耗、水耗、产品合格率有考核并有完善记录的企

业 4 分；有能耗、水耗、产品合格率考核但记录不完

善的给 1 分；否则给 0 分。 

生产过程

环境管理 
10 

标识设置情况 2 

工作区域、物品堆放区域、危险品等设置有明显标识

的企业给 2 分；虽有设置但不全面的给 1 分；否则给

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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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制革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计算办法 

4.1 定量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计算 

企业清洁生产定量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以企业在考核年度（一般以一个生产

年度为一个考核周期，并与生产年度同步）各项二级指标实际达到的数值为基础进

行计算，综合得出该企业定量评价指标的考核总分值。定量评价的二级指标从其数

值情况来看，可分为两类情况：一类是指该指标的数值越低越符合清洁生产的要求

（如新鲜水消耗量、能源消耗量、污染物排放量等指标），即逆向指标；另一类是该

指标的数值越高越符合清洁生产的要求（如水循环利用率、废弃物综合利用率、产

品合格率等指标），即正向指标。因此。对于二级指标的考核评分，根据其类别的不

同采用不同的计算模式。 

4.1.1 定量评价二级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计算 

对于指标数值越高越符合清洁生产要求的指标，即正向指标，其计算公式为：

Si=Sxi/Soi； 

对于指标数值越低越符合清洁生产要求的指标，即逆向指标，其计算公式为：

Si=Soi/Sxi 。 

式中：Si —第i项评价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 

Sxi—第i项评价指标的实际值（考核年度实际达到值）； 

Soi—第i项评价指标的评价基准值。 

本评价指标体系各项二级评价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的正常值一般在 0～1.0。但

如果对于正向指标，其实际值远大于评价基准值；对于逆向指标，其实际值远小于

评价基准值时，计算得出的Si值就会较大，计算结果就会偏离实际，对其它评价指标

的单项评价指数的作用产生较大的干扰。为了消除这种不合理的影响，对此进行修

正处理。修正的方法是：当Si〉1.0 时，取该Si值为 1.0。 

4.1.2 定量评价考核总分值的计算 

定量评价考核总分值的计算公式为： 

∑
=

•=
n

i
ii KSP

1
1 )(  

式中：P1—定量评价考核总分值； 

      n—参与定量评价考核的二级指标项目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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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第i项评价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 

Ki—第i项评价指标的权重值。 

若某项一级指标中实际参与定量评价考核的二级指标项目数少于该一级指标所

含全部二级指标项目数（由于该企业没有与某二级指标相关的生产设施所造成的缺

项）时，在计算中应将这类一级指标所属各二级指标的权重值均予以相应修正，修

正后各相应二级指标的权重值以Ki＇表示： 

Ki＇= Ki·Aj  

式中：Aj—第j项一级指标中，各二级指标权重值的修正系数。Aj=A1/A2。A1为第j

项一级指标的权重值；A2为实际参与考核的属于该一级指标的各二项

指标权重值之和。 

如果由于企业未统计该项指标值而造成缺项，则该项考核分值为零。 

4.2 定性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计算 

对定性指标的考核不仅考核“有”和“无”，还要考核是否正常运行及其效果。

定性化评价指标的考核总分值的计算公式为： 

∑
=

=
''

1
2

n

i
iFP  

式中：P2—定性化评价二级指标考核总分值； 

      Fi—定性化评价指标体系中的第i项二级指标的得分值； 

      n—参与考核的定性化评价二级指标的项目总数。 

4.3 综合评价指数的考核评分计算 

为了综合考核制革企业清洁生产的总体水平，在对该企业进行定量和定性评价

考核评分的基础上，将这两类指标的考核得分按照不同的权重（以定量评价指标为

主，以定性评价指标为辅）予以综合，得出该企业的清洁生产综合评价值。 

4.3.1 综合评价指数（P） 

综合评价指数是描述和评价被考核企业在考核年度内清洁生产总体水平的一项

综合指标。综合评价指数之差可以反映企业之间清洁生产水平的总体差距。综合评

价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P = 0.7 P1 + 0.3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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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P—企业清洁生产的综合评价指数。其值一般在 100 左右。 

       P1—定量评价指标中各二级评价指标考核总分值 

       P2—定性评价指标中各二级评价指标考核总分值 

4.3.2 相对综合评价指数（P＇） 

相对综合评价指数是企业考核年度的综合评价指数与企业所选定的对比年度的

综合评价指数的比值。它反映企业清洁生产的阶段改进程度。相对综合评价指数的

计算公式为： 

P＇= Pb / Pa

式中：P＇—企业清洁生产相对综合评价指数； 

      Pa—企业所选定的对比年度的综合评价指数； 

      Pb—企业考核年度的综合评价指数。 

4.4 制革行业清洁生产企业的评定 

对于制革行业，企业的清洁生产评价通过其评价指数 P 即可全面反映，企业清

洁生产评价指数值 P 介于 0 至 100 之间。 

本评价指标体系将制革行业企业清洁生产水平划分为两级，即国内清洁生产先

进水平和国内清洁生产一般水平。对达到一定综合评价指数值的企业，分别评定为

清洁生产先进企业或清洁生产企业。 

根据目前我国制革行业的实际情况，不同等级的清洁生产企业的综合评价指数

列于表 5。 

表 5   制革行业不同等级的清洁生产企业综合评价指数 

清洁生产企业等级 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 

清洁生产先进企业 P≥90 

清洁生产企业 80≤P＜90 

按现行环境保护政策法规以及产业政策要求，企业被地方环保主管部门认定为

主要污染物排放未“达标”（指总量未达到控制指标或主要污染物排放超标），生产

淘汰类产品或仍继续采用要求淘汰的设备、工艺进行生产的，则该企业不能被评定

为“清洁生产先进企业”或“清洁生产企业”。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低于 80 分的

企业，应类比本行业清洁生产先进企业，积极推行清洁生产，加大技术改造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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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全面管理，提高清洁生产水平。 

5 指标解释 

（1）得革率 

）原料皮面积（

）成品革面积（
原料皮）＝成品革得革率（ 2

2
22

m
mm/m  

（2）污染物产生指标 

包括水污染物产生指标和皮类固体废弃物产生指标。水污染物指标是污水处理

装置入口的污水量和污染物种类、单排量或浓度。皮类固体废弃物产生指标是指制

革加工全过程产生的皮类固体废弃物的总和，主要包括含铬皮废弃物、无铬皮废弃

物，不含污水处理产生的污泥。 

）成品革年产量（

）（企业水污染物年产生量
成品革）＝水污染物产生指标（ 2

2

m
gm/g  

企业水污染物年产生量=水污染物浓度（污水处理装置入口浓度）×废水产生量 

水污染物浓度是考核期内该污染物浓度的测量均值。 

）成品革年产量（

）生量（企业皮类固体废弃物年
成品革）＝标（皮类固体废弃物产生指 2

2

m
kgm/kg

    （3）综合能耗 

在本指标体系中是指制革生产过程消耗的各种能源转换为标准煤之和与考核期

的成品革产量之比。其公式为： 

）成品革年产量（

）企业年耗能总和（
成品革）＝综合能耗（ 2

2

m
kgcem/kgce  

（4）新鲜水消耗量 

生产单位面积的成品革所消耗的生产用新鲜水量。其公式为： 

）成品革年产量（

）企业年新鲜水用量（
成品革）＝新鲜水消耗量（ 2

3
23

m
mm/m  

（5）水循环利用率 

100%
m

mm
3

33

×
）企业年总用水量（

）（）－企业年新鲜水用量企业年总用水量（
水循环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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