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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标准化分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综合技术经济研究院、中国新时代认证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巧平、李倩倩、高道清、殷涛、王靖瑶、匡文琪、老轶佳、黄翔、姚江、张

紫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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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行业企业节能与绿色评价要求 总装制造企业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船舶总装制造企业节能与绿色评价的核心要求、评价方法和要素分值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船舶总装制造企业的节能与绿色评价工作，其他企业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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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13234 用能单位节能量计算方法

GB 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T 18916.40 取水定额 第40部分：船舶制造

GB/T 23331 能源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T 24004 环境管理体系 通用实施指南

GB/T 36218 船舶生产企业主要耗能设备管理要求

GB/T 37332 节水型企业 船舶行业

GB/T 37535 船舶生产企业钢材利用评价与控制要求

GB/T 37790 船舶行业能源管理体系实施指南

GB 37822 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

GB/T 38067 船舶制造企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要求

CB/T 4522 船舶行业绿色工厂评价导则

HJ 1250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治理

HJ 1259 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和管理台账制定技术导则

T/CANSI 69 船舶及海洋工程装备造修企业碳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节能与绿色 energy saving and green
在船舶行业企业生产过程中，通过提升管理水平、优化生产过程、采用先进技术工艺和设备等措施，

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和减少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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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核心要求

4.1 管理要求

4.1.1 责任制和目标

4.1.1.1 企业应制定节能与绿色责任制和目标管理制度，主要内容包括管理职责、责任范围与事项、

目标指标的制定和分解、责任书签订、培训、检查和考核、评估、调整等。

4.1.1.2 企业应制定文件化的年度节能与绿色目标和指标。企业长远和近期规划中应有节能与绿色目

标和指标，规划目标和指标应当具体。

4.1.1.3 企业应将年度节能与绿色目标和指标结合具体部门和岗位的节能与绿色工作实际情况，分解

为企业领导层、所属基层单位或部门/车间、作业区/工段、班组的年度节能与绿色目标和指标。

4.1.1.4 企业应签订企业领导层、所属基层单位或部门/车间、作业区/工段、班组、从业人员的各级

节能与绿色责任书。

4.1.1.5 企业主要负责人应全面负责节能与绿色工作，并履行下列主要责任和义务：

a) 建立、健全本单位节能与绿色责任制；

b) 组织制定并实施企业节能与绿色目标、指标；

c) 组织制定本单位节能与绿色管理规章制度；

d) 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的节能与绿色教育和培训计划，提高全体员工节能与绿色的意识；

e) 保证本单位必要的节能与绿色投入，并有效实施；

f) 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的环保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简称应急预案）；

g) 及时、如实报告环保事故（事件）。

4.1.2 组织机构和人员

4.1.2.1 组织机构

4.1.2.1.1 企业应制定节能与绿色管理机构管理制度，主要内容包括：管理职责、组织机构、管理事

项、人员资质和配备等。

4.1.2.1.2 企业应建立节能与绿色行政机构，成立节能与绿色工作领导小组，并以文件的形式发布，

其职责如下：

a) 贯彻落实国家及地方关于节能工作的各项方针和政策；

b) 确定企业及所属基层单位或部门/车间的节能与绿色职责、目标和指标；

c) 审定企业节能与绿色管理工作要求和计划；

d) 审查与节能与绿色相关的规章制度、报告；

e) 进行节能与绿色绩效评定；

f) 协调、解决节能与绿色管理方面的问题；

g) 其他与节能与绿色管理工作相关的事项。

4.1.2.1.3 企业节能与绿色工作领导小组应定期召开会议。

4.1.2.1.4 企业应按照有关规定，以文件的形式设置负责节能与绿色管理工作的主管部门并明确职责。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T/CANSI 120—2024

3

4.1.2.2 人员

4.1.2.2.1 企业应指定分管节能与绿色工作的行政领导，并明确其职责。

4.1.2.2.2 企业应配备专/兼职节能与绿色管理人员，并明确其职责。

4.1.2.2.3 企业配备专/兼职节能与绿色管理人员应具有节能与绿色相关专业背景。

4.1.2.2.4 企业所属基层生产单位或生产部门/车间应根据从业人员数量（含相关方人员）和生产经营

情况，配备专职或兼职节能与绿色管理人员。

4.1.2.2.5 企业及所属基层单位或部门/车间应在组织机构图中明确节能与绿色管理责任机构，并以文

件形式发布专兼职节能与绿色管理人员名录。

4.1.2.2.6 计划、经营、财务、设计、生产、物资部门等相关职能部门应参与节能与绿色工作，且职

责清晰，相关工作应形成记录。

4.1.3 文件管理

4.1.3.1 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

4.1.3.1.1 企业应识别和获取适用的节能与绿色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主要内容包括：管理职责、适

用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的范围、清单、文本、评估、发放和回收等。

4.1.3.1.2 企业所属基层单位或部门/车间应根据职责范围及时识别和获取本部门适用、有效的法律法

规、标准规范文本，跟踪、掌握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制修订情况，并形成清单。

4.1.3.1.3 企业应每年发布适用的节能与绿色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清单。

4.1.3.1.4 企业应编制适用的节能与绿色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汇编或形成文本电子数据库，并发放。

4.1.3.2 规章制度

4.1.3.2.1 企业及所属基层单位或部门/车间应将适用的节能与绿色法律法规、标准规范要求及时转化

为相关的管理制度、管理规定。

4.1.3.2.2 节能与绿色管理规章制度内容宜涵盖以下方面：

a) 节能环保责任制；

b)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制度；

c) 节能环保设备设施运行及维护管理；

d) 节能环保档案管理；

e) 危险化学品及危险废物管理；

f) 污水处理站运行管理；

g) 作业场所节能环保管理；

h) 环境风险防范及应急管理；

i)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报告；

j) 环境监测管理要求；

k) 宣传教育培训管理要求；

l) 相关方节能环保管理要求；

m) 节能环保考核奖惩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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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能源定/限额管理要求；

o) 能源使用要求；

p) 能源设备管理要求；

q) 能源计量监测管理要求；

r) 能源统计分析管理要求；

s) 节能相关技改技措管理要求。

4.1.3.3 发放

4.1.3.3.1 企业应根据工作需要，将有效的节能与绿色管理制度、管理规定等发放到相关岗位，并形

成记录。

4.1.3.3.2 企业应确保各岗位所使用的节能与绿色有关的管理制度、管理规定等均为最新有效版本。

4.1.3.4 评估

4.1.3.4.1 企业应对节能与绿色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管理制度、管理规定等文件的适宜性、有效性

和执行情况进行评估：

a) 法律法规、标准规范每年至少评估一次；

b) 管理制度、管理规定每年至少评估一次。

4.1.3.4.2 评估应形成报告，对节能与绿色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管理制度、管理规定等各项文件作

出继续有效、修订或废止的结论。

4.1.3.5 修订

企业应根据评估报告、应用情况等，制定相关节能与绿色管理制度、管理规定等规章制度的制修订

计划，并组织开展制修订工作。

4.1.4 教育培训

4.1.4.1 培训要求

4.1.4.1.1 企业应按照有关规定，制定节能与绿色教育培训管理制度。主要内容包括：管理职责、培

训分类、培训程序、培训组织和实施、效果评价、培训档案管理等。

4.1.4.1.2 企业应确定节能与绿色培训主管部门，根据管理规定及岗位需要，定期识别节能与绿色教

育培训需求，组织相关的培训资源，制定各类人员节能与绿色教育培训计划。

4.1.4.1.3 企业主要负责人按上级单位要求参加相关节能与绿色培训，有培训记录。

4.1.4.1.4 企业相关部门负责人及员工每年参加本单位组织的节能与绿色法律、法规、政策等宣传教

育培训活动（国家和地方政府规定的宣传日），有培训记录。

4.1.4.1.5 重要岗位人员（节能与绿色管理人员、治污设施操作人员、辐射场所作业人员、电工、锅

炉房运维人员等）应定期参加业务培训和新法规、新标准、新政策的学习，有培训记录。

4.1.4.2 效果评估和档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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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2.1 企业节能与绿色相关基层单位或部门/车间应定期对培训效果进行评估，形成评估记录，根

据评估结论改进培训教材或培训方式。

4.1.4.2.2 企业节能与绿色教育培训主管部门、相关基层单位或部门/车间应建立节能与绿色教育培训

档案和从业人员个人节能与绿色教育培训档案。

4.1.5 信息统计与管理

4.1.5.1 排污申报登记

4.1.5.1.1 企业应按期进行排污申报登记工作，足额缴纳排污费，建立相关管理档案。

4.1.5.1.2 建设项目的排污申报登记，应在项目的污染防治设施竣工并经验收合格后按规定时间办理。

4.1.5.1.3 凡持有排污许可证的企业应按时上报总量控制月报表。

4.1.5.2 信息沟通及上报

企业与上级主管部门及政府相关管理部门沟通渠道应畅通，应能及时获取节能与绿色有关信息、政

策等。

4.2 制造过程要求

4.2.1 节能管理

4.2.1.1 一般要求

4.2.1.1.1 企业应按照 GB/T 23331、GB/T 37790 的要求建立、实施并保持能源管理体系。

4.2.1.1.2 企业应依据上级单位要求，定期开展能源审计。

4.2.1.1.3 企业应开展节能诊断，挖掘企业节能潜力，开展企业节能改造。

4.2.1.1.4 企业应采取如下节能措施：

a) 加工批次、工艺流程兼顾节能；

b) 采用高效产品；

c) 配备节能装置。

4.2.1.2 能源及耗能工质管理

4.2.1.2.1 企业应按照 GB/T 38067 的要求建立健全能源及耗能工质计量网络。

4.2.1.2.2 企业应按照 GB/T 38067 的要求配备和管理能源计量器具。

4.2.1.2.3 按照 GB/T 38067 的要求建立能源计量器具档案，档案中的信息应与计量网路一一对应。

4.2.1.2.4 企业应制定明确的计量器具校验计划、数据采集计划，并在计划实施过程中留有记录。

4.2.1.3 节能监测、能效数据统计与预判标准

4.2.1.3.1 按照 GB/T 38067、GB/T 36218 的要求识别和管理企业的主要用能设备，主要用能设备近三

年平衡测试和监测的数量占实际数量的比例应为 60%及以上。

4.2.1.3.2 按照 GB/T 13234 的要求开展企业的节能量计算，形成企业节能量计算报告。

4.2.1.3.3 对各独立区域的主要用能及耗能工质系统，每三年开展一次平衡测试和监测，主要用能及

耗能工质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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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电；

b) 水；

c) 燃煤；

d) 燃油；

e) 压缩空气；

f) 乙炔；

g) 氧气；

h) 其他。

4.2.1.3.4 定期开展单位、部门经济（收入、增加值、产值等）综合能耗数据统计分析：

a) 针对数据变化应每年有应对措施；

b) 有效果报告。

4.2.2 绿色管理

4.2.2.1 一般要求

4.2.2.1.1 企业应根据 GB/T 24004 的要求，建立、实施并保持环境管理体系。

4.2.2.1.2 企业取水定额应符合 GB/T 18916.40 的要求，鼓励企业按 GB/T 37332 的要求创建节水型企

业。

4.2.2.1.3 企业钢材利用应符合 GB/T 37535 的要求。

4.2.2.1.4 企业应对收集的废弃产品及固体废物进行充分利用，提高资源回收利用率。

4.2.2.1.5 企业宜按 CB/T 4522 的要求创建绿色工厂。

4.2.2.2 污染源管理

4.2.2.2.1 建立污染源台账，至少包括污染源编号、污染源清单、污染源分布图、污染物种类、污染

物产生及排放量等。

4.2.2.2.2 定期对污染源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应有相应的检查和整改记录。

4.2.2.3 污染源监测

4.2.2.3.1 建立污染源监测管理档案，至少包括监测点位、监测计划、监测报告等。

4.2.2.3.2 委托或自行对废水、废气、噪声、辐射等污染源进行定期监测，包括污染物排放口监测、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监测、防治污染设施运行效果监测、建设项目“三同时”验收监测、排污许可证执

行情况监测、污染事故应急监测等。

4.2.2.3.3 废水、废气、噪声、辐射等污染源的监测项目齐全，具体监测项目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4.2.2.3.4 对于委托监测单位开展的污染源监测，委托的监测单位应有相应资质，出具的报告有 CMA

认证标志；对于自行开展的污染源监测，自行监测的仪器设备应满足自行监测要求，并定期进行计量检

定。

4.2.2.4 污染治理设备设施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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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4.1 废水、废气、噪声、固体废物、辐射等污染物排放应有相应的污染治理设备设施，建立齐

全的污染治理设备设施台账。

4.2.2.4.2 污染治理设备设施有效运行，运行记录清晰、完整。

4.2.2.4.3 有污染治理设备设施维护保养计划：

a) 定期对污染治理设备设施进行维护保养；

b) 维护保养记录清晰、完整。

4.2.2.5 污染物达标排放管理

4.2.2.5.1 废水、废气、噪声、辐射等污染物排放达到相应的排放标准和要求。

4.2.2.5.2 危险废物处置率达到 100%。

4.2.2.5.3 生活垃圾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处置率达到 100%。

4.2.2.5.4 凡持有排污许可证的，应按要求排放污染物。

4.2.2.6 危险废物管理

4.2.2.6.1 企业应按照 GB 18597、HJ 1250 的要求建立健全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内部转运的规章制

度和操作规程。

4.2.2.6.2 企业应建立健全危险废物环境污染防治责任制度：

a) 明确负责人，且责任清晰；

b) 负责人熟悉危险废物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制度、标准和规范。

4.2.2.6.3 企业应制定危险废物管理计划，且应报区县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内容有重大改变的，

应当及时申报。危险废物管理计划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 危险废物的产生环节、种类、危害特性、产生量；

b) 减少危险废物产生量和危害性措施；

c) 危险废物贮存、利用、处置措施等。

4.2.2.6.4 企业应按照 HJ 1259 的要求保留危险废物产生、收集、转运、贮存、处置、出入库交接台

账或记录表，如实记录危险废物产生、收集、转运、贮存、处置、出入库交接情况。

4.2.2.6.5 企业转移危险废物应符合以下要求：

a) 严格执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制度；

b) 转移危险废物前，向环保部门报批危险废物转移计划，并获得批准；

c) 转移危险废物前，按照国家有关要求如实填写转移联单中产生单位栏目，并加盖公章；

d) 转移联单保存齐全。

4.2.2.6.6 企业应针对危险废物的产生、收集、贮存、转运、利用、处置，制定意外事故防范措施和

应急预案，并向所在区县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4.2.2.6.7 针对危险废物的危险特性，企业应为危险废物收集和转运人员配备必要的个人防护装备，

如：手套、防护镜、防护服、防毒面具、口罩等。

4.2.2.6.8 危险废物收集和转运过程应有安全防护和污染防治措施，包括：防爆、防火、防中毒、防

感染、防泄漏、防飞扬、防雨等措施。

4.2.2.6.9 危险废物内部转运应综合考虑厂区的实际情况确定转运路线，尽量避开办公区和生活区。

内部转运结束后，应对转运路线进行清理和检查，确保无危险废物遗失在转运路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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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6.10 定期对贮存危险废物的包装容器进行检查，有相应检查记录。发现破损，应及时采取措施

清理更换，有相应清理和更换记录。

4.2.2.6.11 收集过危险废物的容器、设备、设施、场所及其他物品转作它用时，应消除污染，确保其

使用安全。

4.2.3 碳排放管理

4.2.3.1 企业应制定长期和短期的碳排放目标，并将其纳入企业的整体战略规划中。

4.2.3.2 企业宜按照 T/CANSI 69 的要求开展碳排放核算，了解企业碳排放情况，挖掘企业碳排放潜

力。

4.2.3.3 企业宜建立实时监测系统，跟踪碳排放数据，并定期向相关利益相关者公开报告。

4.2.4 作业现场管理

4.2.4.1 总体要求

4.2.4.1.1 作业现场环境整洁安全。

4.2.4.1.2 作业现场无国家和地方明令淘汰的落后设备。

4.2.4.1.3 企业应定期对各作业现场进行检查，应确保检查记录齐全。对于发现的问题应及时整改，

并做好相关整改记录。

4.2.4.2 机加工作业

4.2.4.2.1 机加设备排放粉尘（颗粒物）、油雾应配备：

a) 油雾净化设施；

b) 除尘装置。

4.2.4.2.2 油雾净化设施和除尘装置状态良好，去除率达到设计规定水平。

4.2.4.2.3 机加设备及辅助设施采取减振降噪措施。

4.2.4.2.4 在机加设备和其他必要地方设置集油装置。

4.2.4.2.5 作业过程不应存在向环境中滴漏和遗洒乳化液、切削液、冷却液、润滑油的现象。

4.2.4.2.6 尽可能回收利用乳化液、切削液、冷却液。

4.2.4.2.7 转移废乳化液、废切削液、废冷却液、废润滑油过程中不应遗洒。

4.2.4.2.8 废乳化液、废切削液、废冷却液、废润滑油等使用专用容器盛装,且标识符合要求。

4.2.4.2.9 不应将作业过程中产生的工业固体废物随意丢弃，或与生活垃圾混合存放。

4.2.4.2.10 机加工产生的废弃金属屑应统一按规定回收利用。

4.2.4.3 焊接作业

4.2.4.3.1 焊接废气应配备净化设施，处理达标后排放。

4.2.4.3.2 焊接废气净化设施运行状态良好，去除率应达到设计规定水平。

4.2.4.3.3 焊接作业场所产生的废清洗液、废焊料（渣）应作为危险废物处置。

4.2.4.3.4 焊接废气净化设施产生的废吸附过滤材料应作为危险废物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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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4 涂装作业

4.2.4.4.1 涂装废气有组织排放应配备处理设施，无直排现象；涂装废气无组织排放宜配备处理设施。

4.2.4.4.2 涂装废气处理设施状态良好，去除率应达到设计规定水平。

4.2.4.4.3 活性炭、吸附棉等及时更换、清理，不存在无效状态。

4.2.4.4.4 下列固体废物应作为危险废物处置：

a) 废涂料；

b) 废包装容器；

c) 废活性炭；

d) 废吸附棉。

4.2.4.5 喷砂作业

4.2.4.5.1 粉尘（颗粒物）排放配备处理设施，且粉尘（颗粒物）达标排放。

4.2.4.5.2 粉尘（颗粒物）处理设施状态良好，去除率达到设计规定水平，不擅自拆除、闲置等。

4.2.4.5.3 定期清理粉尘（颗粒物）处理设施收集装置。

4.2.4.6 外场平台作业

4.2.4.6.1 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应满足 GB 37822 等相关国家及地方标准的要求；

4.2.4.6.2 污水处理设施应状态良好，不应擅自拆除、闲置等。

4.3 环境风险防范及应急响应

4.3.1 风险应急救援组织

4.3.1.1 企业应按照有关规定，制定风险应急救援管理制度。主要内容包括：机构和职责、应急预案

制定要求、应急演练、应急资源管理和使用、事故救援实施等。

4.3.1.2 企业应按照有关规定建立应急管理机构或制定专人负责应急管理工作。

4.3.1.3 企业、基层单位和部门/车间应建立与生产经营特点相适应的专兼职应急救援队伍或指定专兼

职应急救援人员。

4.3.1.4 企业应定期组织专兼职应急救援队伍或人员进行训练，并形成记录。

4.3.2 应急预案

4.3.2.1 企业应按照有关规定的要求，制定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应急预案的内容应包括：

a) 总则；

b) 组织指挥体系；

c) 预警；

d) 应急响应；

e) 后期工作；

f) 应急保障；

g) 其他。

应急预案要素齐全，职责分明，程序合理，与现场处置方案和社会应急救援体系相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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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2 企业制定风险防范措施及应急预案的场所、生产线、活动应包括：

a) 污水处理站；

b) 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

c) 危险化学品库；

d) 废水、废气处理设施；

e) 辐射作业场所；

f) 涂装作业场所；

g) 其他。

4.3.2.3 企业制定的应急预案应要点突出，重点说明：

a) 可能的突发风险事故情景下需要采取的处置措施；

b) 向可能受影响的居民和单位通报的内容与方式；

c) 向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报告的内容与方式；

d) 与政府预案的衔接方式。

4.3.2.4 企业的突发环境应急预案包括综合应急预案、专项应急预案和现场处置预案。

4.3.2.5 企业应当在突发应急预案草案编制完成后，组织评估小组对本单位编制的应急预案进行评估。

4.3.2.6 企业应当至少每三年对应急预案修订一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企业应当及时进行修订：

a) 本单位生产工艺和技术发生变化的；

b) 相关单位和人员发生变化或者应急组织指挥体系或职责调整的；

c) 周围环境或者环境敏感点发生变化的；

d) 应急预案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等发生变化的；

e) 主管部门或者企业事业单位认为应当适时修订的其他情形。

4.3.3 应急设施、装备、物资

4.3.3.1 企业应根据可能发生的事故种类特点，按照有关规定设置应急设施，配备应急装备，储备应

急物资，建立管理台账。

4.3.3.2 企业应指定人员保管现场应急用品、设备设施和防护用品。

4.3.3.3 企业应对应急设施、装备、物资定期进行检查、维护、保养，确保其完好、可靠，并形成记

录。

4.3.4 应急培训

4.3.4.1 企业应将应急培训纳入单位工作计划。

4.3.4.2 企业每年应开展应急预案培训，使有关人员了解相关应急知识和应急预案内容，熟悉应急职

责、应急程序和现场处置方案，建立培训档案，如实记录培训时间、内容、参加人员等信息。

4.3.5 应急演练

4.3.5.1 企业应定期进行应急演练，并积极配合和参与有关部门开展的应急演练。

4.3.5.2 应急预案演练结束后，企业应对应急预案演练结果进行评估，撰写演练评估报告，分析存在

问题，对应急预案提出修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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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3 企业应保留应急演练相关记录，保证企业相关人员均参与应急演练。

4.3.6 应急处置

4.3.6.1 发生应急事件后，企业应立即启动相关应急预案，立即采取关闭、停产、封堵、围挡、喷淋、

转移等措施，控制事态进一步扩散。

4.3.6.2 企业应及时将应急事件情况通报给可能受到危害的单位和居民。

4.3.6.3 企业应按规定报告风险事故，并做到不迟报、不漏报、不谎报、不瞒报。

4.3.6.4 企业应对发生的应急事故及时登记，并有总结材料。

4.4 社会监督

4.4.1 企业不应有违法违规行为或受到行政处罚的记录。

4.4.2 企业不应有因节能与绿色失信行为遭新闻媒体曝光的情况。

4.4.3 企业不应有对相关方的投诉未及时答复的情况。

4.5 自查、整改及改进

4.5.1 企业应建立健全节能与绿色自查、整改及预防制度。

4.5.2 对自查出的问题和隐患，应立即整改并举一反三。不能立即整改的，应制定整改方案，并做到

整改措施、责任、资金、时限、预案“五到位”。

4.5.3 对于重复发生的问题，应分析问题产生根源，并采取纠正和预防措施。

4.5.4 根据上一轮节能与绿色评价结果，制定节能与绿色规章制度、应急预案、作业现场管理等修订

方案并实施，持续改进，不断提高节能环保绩效。

5 评价方法和要素分值

5.1 评价方法

5.1.1 评价要素分为一级要素、二级要素、三级要素和四级要素，见表 1。

5.1.2 企业开展节能与绿色评价时，应按四级要素进行逐项打分，符合要求得该要素的满分，否则不

得分。

5.2 要素分值

5.2.1 评价要素总分 1000 分。

5.2.2 评价要素分值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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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评价要素分值

一级要素
一级要素

分值
二级要素

二级要素
分值

三级要素
三级要素
分值

四级要素
四级要素
分值

4.1 管
理要求

120

4.1.1 责
任制和目标

50

4.1.1.1 10 — 10
4.1.1.2 10 — 10
4.1.1.3 10 — 10
4.1.1.4 10 — 10
4.1.1.5 10 — 10

4.1.2 组
织机构和人

员
20

4.1.2.1 8

4.1.2.1.1 2
4.1.2.1.2 2
4.1.2.1.3 2
4.1.2.1.4 2

4.1.2.2 12

4.1.2.2.1 2
4.1.2.2.2 2
4.1.2.2.3 2
4.1.2.2.4 2
4.1.2.2.5 2
4.1.2.2.6 2

4.1.3 文件
管理

24

4.1.3.1 8

4.1.3.1.1 2
4.1.3.1.2 2
4.1.3.1.3 2
4.1.3.1.4 2

4.1.3.2 4
4.1.3.2.1 2
4.1.3.2.2 2

4.1.3.3 4
4.1.3.3.1 2
4.1.3.3.2 2

4.1.3.4 4
4.1.3.4.1 2
4.1.3.4.2 2

4.1.3.5 4 — 4

4.1.4 教育
培训

14
4.1.4.1 10

4.1.4.1.1 2
4.1.4.1.2 2
4.1.4.1.3 2
4.1.4.1.4 2
4.1.4.1.5 2

4.1.4.2 4
4.1.4.2.1 2
4.1.4.2.2 2

4.1.5 信息
统计与管理

12
4.1.5.1 9

4.1.5.1.1 3
4.1.5.1.2 3
4.1.5.1.3 3

4.1.5.2 3 — 3

4.2 制
造过程要

求
700

4.2.1 节能
管理

120

4.2.1.1 40

4.2.1.1.1 10
4.2.1.1.2 10
4.2.1.1.3 10
4.2.1.1.4 10

4.2.1.2 40

4.2.1.2.1 10
4.2.1.2.2 10
4.2.1.2.3 10
4.2.1.2.4 10

4.2.1.3 40

4.2.1.3.1 10
4.2.1.3.2 10
4.2.1.3.3 10
4.2.1.3.4 10

4.2.2 绿色
管理

290

4.2.2.1 50

4.2.2.1.1 10
4.2.2.1.2 10
4.2.2.1.3 10
4.2.2.1.4 10
4.2.2.1.5 10

4.2.2.2 20
4.2.2.2.1 10
4.2.2.2.2 10

4.2.2.3 40 4.2.2.3.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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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评价要素分值（续）

一级要素
一级要素

分值
二级要素

二级要素
分值

三级要素
三级要素
分值

四级要素
四级要素
分值

4.2 制
造过程要

求

4.2.2 绿色
管理

4.2.2.3.2 10
4.2.2.3.3 10
4.2.2.3.4 10

4.2.2.4 30
4.2.2.4.1 10
4.2.2.4.2 10
4.2.2.4.3 10

4.2.2.5 40

4.2.2.5.1 10
4.2.2.5.2 10
4.2.2.5.3 10
4.2.2.5.4 10

4.2.2.6 110

4.2.2.5.1 10
4.2.2.6.2 10
4.2.2.6.3 10
4.2.2.6.4 10
4.2.2.6.5 10
4.2.2.6.6 10
4.2.2.6.7 10
4.2.2.6.8 10
4.2.2.6.9 10
4.2.2.6.10 10
4.2.2.6.11 10

4.2.3 碳排
放管理

30
4.2.3.1 10 — 10
4.2.3.2 10 — 10
4.2.3.3 10 — 10

4.2.4 作业
现场管理

260

4.2.4.1 30
4.2.4.1.1 10
4.2.4.1.2 10
4.2.4.1.3 10

4.2.4.2 100

4.2.4.2.1 10
4.2.4.2.2 10
4.2.4.2.3 10
4.2.4.2.4 10
4.2.4.2.5 10
4.2.4.2.6 10
4.2.4.2.7 10
4.2.4.2.8 10
4.2.4.2.9 10
4.2.4.2.10 10

4.2.4.3 40

4.2.4.3.1 10
4.2.4.3.2 10
4.2.4.3.3 10
4.2.4.3.4 10

4.2.4.4 40

4.2.4.4.1 10
4.2.4.4.2 10
4.2.4.4.3 10
4.2.4.4.4 10

4.2.4.5 30
4.2.4.5.1 10
4.2.4.5.2 10
4.2.4.5.3 10

4.2.4.6 20
4.2.4.6.1 10
4.2.4.6.2 10

4.3 环
境风险防
范及应急
响应

110

4.3.1 风
险应急救援

组织
20

4.3.1.1 5 — 5
4.3.1.2 5 — 5
4.3.1.3 5 — 5
4.3.1.4 5 — 5

4.3.2 应
急预案

30

4.3.2.1 5 — 5
4.3.2.2 5 — 5
4.3.2.3 5 — 5
4.3.2.4 5 — 5
4.3.2.5 5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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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评价要素分值（续）

一级要素
一级要素

分值
二级要素

二级要素
分值

三级要素
三级要素
分值

四级要素
四级要素
分值

4.3 环
境风险防
范及应急
响应

4.3.2.6 5 — 5
4.3.3 应
急设施、装
备、物资

15
4.3.3.1 5 — 5
4.3.3.2 5 — 5
4.3.3.3 5 — 5

4.3.4 应
急培训

10
4.3.4.1 5 — 5
4.3.4.2 5 — 5

4.3.5 应
急演练

10
4.3.5.1 5 — 5
4.3.5.2 5 — 5
4.3.5.3 5 — 5

4.3.6 应
急处置

20

4.3.6.1 5 — 5
4.3.6.2 5 — 5
4.3.6.3 5 — 5
4.3.6.4 5 — 5

4.4 社
会监督

30
4.4.1 10 — 10 — 10
4.4.2 10 — 10 — 10
4.4.3 10 — 10 — 10

4.5 自
查、整改
及改进

40

4.5.1 10 — 10 — 10
4.5.2 10 — 10 — 10
4.5.3 10 — 10 — 10
4.5.4 10 — 10 — 1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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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2　规章制度
	4.1.3.2.1　企业及所属基层单位或部门/车间应将适用的节能与绿色法律法规、标准规范要求及时转化为相关的管理制度、管
	4.1.3.2.2　节能与绿色管理规章制度内容宜涵盖以下方面： 

	4.1.3.3　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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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4　教育培训
	4.1.4.1　培训要求
	4.1.4.1.1　企业应按照有关规定，制定节能与绿色教育培训管理制度。主要内容包括：管理职责、培训分类、培训程序、培训
	4.1.4.1.2　企业应确定节能与绿色培训主管部门，根据管理规定及岗位需要，定期识别节能与绿色教育培训需求，组织相关的
	4.1.4.1.3　企业主要负责人按上级单位要求参加相关节能与绿色培训，有培训记录。
	4.1.4.1.4　企业相关部门负责人及员工每年参加本单位组织的节能与绿色法律、法规、政策等宣传教育培训活动（国家和地方
	4.1.4.1.5　重要岗位人员（节能与绿色管理人员、治污设施操作人员、辐射场所作业人员、电工、锅炉房运维人员等）应定期

	4.1.4.2　效果评估和档案管理
	4.1.4.2.1　企业节能与绿色相关基层单位或部门/车间应定期对培训效果进行评估，形成评估记录，根据评估结论改进培训教
	4.1.4.2.2　企业节能与绿色教育培训主管部门、相关基层单位或部门/车间应建立节能与绿色教育培训档案和从业人员个人节


	4.1.5　信息统计与管理
	4.1.5.1　排污申报登记
	4.1.5.1.1　企业应按期进行排污申报登记工作，足额缴纳排污费，建立相关管理档案。
	4.1.5.1.2　建设项目的排污申报登记，应在项目的污染防治设施竣工并经验收合格后按规定时间办理。
	4.1.5.1.3　凡持有排污许可证的企业应按时上报总量控制月报表。

	4.1.5.2　信息沟通及上报


	4.2　制造过程要求
	4.2.1　节能管理
	4.2.1.1　一般要求
	4.2.1.1.1　企业应按照GB/T 23331、GB/T 37790的要求建立、实施并保持能源管理体系。
	4.2.1.1.2　企业应依据上级单位要求，定期开展能源审计。
	4.2.1.1.3　企业应开展节能诊断，挖掘企业节能潜力，开展企业节能改造。
	4.2.1.1.4　企业应采取如下节能措施：

	4.2.1.2　能源及耗能工质管理
	4.2.1.2.1　企业应按照GB/T 38067的要求建立健全能源及耗能工质计量网络。
	4.2.1.2.2　企业应按照GB/T 38067的要求配备和管理能源计量器具。
	4.2.1.2.3　按照GB/T 38067的要求建立能源计量器具档案，档案中的信息应与计量网路一一对应。
	4.2.1.2.4　企业应制定明确的计量器具校验计划、数据采集计划，并在计划实施过程中留有记录。

	4.2.1.3　节能监测、能效数据统计与预判标准
	4.2.1.3.1　按照GB/T 38067、GB/T 36218的要求识别和管理企业的主要用能设备，主要用能设备近三年
	4.2.1.3.2　按照GB/T 13234的要求开展企业的节能量计算，形成企业节能量计算报告。
	4.2.1.3.3　对各独立区域的主要用能及耗能工质系统，每三年开展一次平衡测试和监测，主要用能及耗能工质包括：
	4.2.1.3.4　定期开展单位、部门经济（收入、增加值、产值等）综合能耗数据统计分析：


	4.2.2　绿色管理
	4.2.2.1　一般要求
	4.2.2.1.1　企业应根据GB/T 24004的要求，建立、实施并保持环境管理体系。
	4.2.2.1.2　企业取水定额应符合GB/T 18916.40的要求，鼓励企业按GB/T 37332的要求创建节水型企
	4.2.2.1.3　企业钢材利用应符合GB/T 37535的要求。
	4.2.2.1.4　企业应对收集的废弃产品及固体废物进行充分利用，提高资源回收利用率。
	4.2.2.1.5　企业宜按CB/T 4522的要求创建绿色工厂。

	4.2.2.2　污染源管理
	4.2.2.2.1　建立污染源台账，至少包括污染源编号、污染源清单、污染源分布图、污染物种类、污染物产生及排放量等。 
	4.2.2.2.2　定期对污染源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应有相应的检查和整改记录。 

	4.2.2.3　污染源监测
	4.2.2.3.1　建立污染源监测管理档案，至少包括监测点位、监测计划、监测报告等。 
	4.2.2.3.2　委托或自行对废水、废气、噪声、辐射等污染源进行定期监测，包括污染物排放口监测、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监测
	4.2.2.3.3　废水、废气、噪声、辐射等污染源的监测项目齐全，具体监测项目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4.2.2.3.4　对于委托监测单位开展的污染源监测，委托的监测单位应有相应资质，出具的报告有CMA认证标志；对于自行开

	4.2.2.4　污染治理设备设施管理
	4.2.2.4.1　废水、废气、噪声、固体废物、辐射等污染物排放应有相应的污染治理设备设施，建立齐全的污染治理设备设施台
	4.2.2.4.2　污染治理设备设施有效运行，运行记录清晰、完整。
	4.2.2.4.3　有污染治理设备设施维护保养计划：

	4.2.2.5　污染物达标排放管理
	4.2.2.5.1　废水、废气、噪声、辐射等污染物排放达到相应的排放标准和要求。 
	4.2.2.5.2　危险废物处置率达到100%。 
	4.2.2.5.3　生活垃圾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处置率达到100%。 
	4.2.2.5.4　凡持有排污许可证的，应按要求排放污染物。

	4.2.2.6　危险废物管理
	4.2.2.6.1　企业应按照GB 18597、HJ 1250的要求建立健全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内部转运的规章制度和操作
	4.2.2.6.2　企业应建立健全危险废物环境污染防治责任制度：
	4.2.2.6.3　企业应制定危险废物管理计划，且应报区县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内容有重大改变的，应当及时申报。危险废物
	4.2.2.6.4　企业应按照HJ 1259的要求保留危险废物产生、收集、转运、贮存、处置、出入库交接台账或记录表，如实
	4.2.2.6.5　企业转移危险废物应符合以下要求：
	4.2.2.6.6　企业应针对危险废物的产生、收集、贮存、转运、利用、处置，制定意外事故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并向所在区县
	4.2.2.6.7　针对危险废物的危险特性，企业应为危险废物收集和转运人员配备必要的个人防护装备，如：手套、防护镜、防护
	4.2.2.6.8　危险废物收集和转运过程应有安全防护和污染防治措施，包括：防爆、防火、防中毒、防感染、防泄漏、防飞扬、
	4.2.2.6.9　危险废物内部转运应综合考虑厂区的实际情况确定转运路线，尽量避开办公区和生活区。内部转运结束后，应对转
	4.2.2.6.10　定期对贮存危险废物的包装容器进行检查，有相应检查记录。发现破损，应及时采取措施清理更换，有相应清理和
	4.2.2.6.11　收集过危险废物的容器、设备、设施、场所及其他物品转作它用时，应消除污染，确保其使用安全。


	4.2.3　碳排放管理
	4.2.3.1　企业应制定长期和短期的碳排放目标，并将其纳入企业的整体战略规划中。
	4.2.3.2　企业宜按照T/CANSI  69的要求开展碳排放核算，了解企业碳排放情况，挖掘企业碳排放潜力。
	4.2.3.3　企业宜建立实时监测系统，跟踪碳排放数据，并定期向相关利益相关者公开报告。

	4.2.4　作业现场管理
	4.2.4.1　总体要求
	4.2.4.1.1　作业现场环境整洁安全。 
	4.2.4.1.2　作业现场无国家和地方明令淘汰的落后设备。
	4.2.4.1.3　企业应定期对各作业现场进行检查，应确保检查记录齐全。对于发现的问题应及时整改，并做好相关整改记录。

	4.2.4.2　机加工作业
	4.2.4.2.1　机加设备排放粉尘（颗粒物）、油雾应配备：
	4.2.4.2.2　油雾净化设施和除尘装置状态良好，去除率达到设计规定水平。 
	4.2.4.2.3　机加设备及辅助设施采取减振降噪措施。
	4.2.4.2.4　在机加设备和其他必要地方设置集油装置。
	4.2.4.2.5　作业过程不应存在向环境中滴漏和遗洒乳化液、切削液、冷却液、润滑油的现象。 
	4.2.4.2.6　尽可能回收利用乳化液、切削液、冷却液。 
	4.2.4.2.7　转移废乳化液、废切削液、废冷却液、废润滑油过程中不应遗洒。 
	4.2.4.2.8　废乳化液、废切削液、废冷却液、废润滑油等使用专用容器盛装,且标识符合要求。 
	4.2.4.2.9　不应将作业过程中产生的工业固体废物随意丢弃，或与生活垃圾混合存放。 
	4.2.4.2.10　机加工产生的废弃金属屑应统一按规定回收利用。

	4.2.4.3　焊接作业
	4.2.4.3.1　焊接废气应配备净化设施，处理达标后排放。 
	4.2.4.3.2　焊接废气净化设施运行状态良好，去除率应达到设计规定水平。 
	4.2.4.3.3　焊接作业场所产生的废清洗液、废焊料（渣）应作为危险废物处置。 
	4.2.4.3.4　焊接废气净化设施产生的废吸附过滤材料应作为危险废物处置。

	4.2.4.4　涂装作业
	4.2.4.4.1　涂装废气有组织排放应配备处理设施，无直排现象；涂装废气无组织排放宜配备处理设施。
	4.2.4.4.2　涂装废气处理设施状态良好，去除率应达到设计规定水平。 
	4.2.4.4.3　活性炭、吸附棉等及时更换、清理，不存在无效状态。 
	4.2.4.4.4　下列固体废物应作为危险废物处置：

	a)废涂料；
	b)废包装容器；
	c)废活性炭；
	d)废吸附棉。 
	4.2.4.5　喷砂作业
	4.2.4.5.1　粉尘（颗粒物）排放配备处理设施，且粉尘（颗粒物）达标排放。 
	4.2.4.5.2　粉尘（颗粒物）处理设施状态良好，去除率达到设计规定水平，不擅自拆除、闲置等。 
	4.2.4.5.3　定期清理粉尘（颗粒物）处理设施收集装置。

	4.2.4.6　外场平台作业
	4.2.4.6.1　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应满足GB 37822等相关国家及地方标准的要求；
	4.2.4.6.2　污水处理设施应状态良好，不应擅自拆除、闲置等。



	4.3　环境风险防范及应急响应
	4.3.1　风险应急救援组织
	4.3.1.1　企业应按照有关规定，制定风险应急救援管理制度。主要内容包括：机构和职责、应急预案制定要求、应急演练、
	4.3.1.2　企业应按照有关规定建立应急管理机构或制定专人负责应急管理工作。
	4.3.1.3　企业、基层单位和部门/车间应建立与生产经营特点相适应的专兼职应急救援队伍或指定专兼职应急救援人员。
	4.3.1.4　企业应定期组织专兼职应急救援队伍或人员进行训练，并形成记录。

	4.3.2　应急预案
	4.3.2.1　企业应按照有关规定的要求，制定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应急预案的内容应包括：
	4.3.2.2　企业制定风险防范措施及应急预案的场所、生产线、活动应包括：
	4.3.2.3　企业制定的应急预案应要点突出，重点说明：
	4.3.2.4　企业的突发环境应急预案包括综合应急预案、专项应急预案和现场处置预案。
	4.3.2.5　企业应当在突发应急预案草案编制完成后，组织评估小组对本单位编制的应急预案进行评估。
	4.3.2.6　企业应当至少每三年对应急预案修订一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企业应当及时进行修订：

	4.3.3　应急设施、装备、物资
	4.3.3.1　企业应根据可能发生的事故种类特点，按照有关规定设置应急设施，配备应急装备，储备应急物资，建立管理台账
	4.3.3.2　企业应指定人员保管现场应急用品、设备设施和防护用品。
	4.3.3.3　企业应对应急设施、装备、物资定期进行检查、维护、保养，确保其完好、可靠，并形成记录。

	4.3.4　应急培训
	4.3.4.1　企业应将应急培训纳入单位工作计划。
	4.3.4.2　企业每年应开展应急预案培训，使有关人员了解相关应急知识和应急预案内容，熟悉应急职责、应急程序和现场处

	4.3.5　应急演练
	4.3.5.1　企业应定期进行应急演练，并积极配合和参与有关部门开展的应急演练。
	4.3.5.2　应急预案演练结束后，企业应对应急预案演练结果进行评估，撰写演练评估报告，分析存在问题，对应急预案提出
	4.3.5.3　企业应保留应急演练相关记录，保证企业相关人员均参与应急演练。

	4.3.6　应急处置
	4.3.6.1　发生应急事件后，企业应立即启动相关应急预案，立即采取关闭、停产、封堵、围挡、喷淋、转移等措施，控制事
	4.3.6.2　企业应及时将应急事件情况通报给可能受到危害的单位和居民。
	4.3.6.3　企业应按规定报告风险事故，并做到不迟报、不漏报、不谎报、不瞒报。
	4.3.6.4　企业应对发生的应急事故及时登记，并有总结材料。


	4.4　社会监督
	4.4.1　企业不应有违法违规行为或受到行政处罚的记录。
	4.4.2　企业不应有因节能与绿色失信行为遭新闻媒体曝光的情况。
	4.4.3　企业不应有对相关方的投诉未及时答复的情况。

	4.5　自查、整改及改进
	4.5.1　企业应建立健全节能与绿色自查、整改及预防制度。 
	4.5.2　对自查出的问题和隐患，应立即整改并举一反三。不能立即整改的，应制定整改方案，并做到整改措施、责任、资
	4.5.3　对于重复发生的问题，应分析问题产生根源，并采取纠正和预防措施。
	4.5.4　根据上一轮节能与绿色评价结果，制定节能与绿色规章制度、应急预案、作业现场管理等修订方案并实施，持续改


	5　评价方法和要素分值
	5.1　评价方法
	5.1.1　评价要素分为一级要素、二级要素、三级要素和四级要素，见表1。
	5.1.2　企业开展节能与绿色评价时，应按四级要素进行逐项打分，符合要求得该要素的满分，否则不得分。

	5.2　要素分值
	5.2.1　评价要素总分1000分。
	5.2.2　评价要素分值见表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