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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和《云南省清洁生产促进

条例》，指导和推动云南省甘蔗制糖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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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

委员会制定发布了《云南省甘蔗制糖（含糖蜜酒精）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

（试行）》。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云南省甘蔗制糖行业技术水平不断

提高，部分指标已难以准确评价行业目前的水平。经修订，现发布《云南省甘蔗

制糖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以下简称“指标体系”）。

本指标体系用于评价云南省甘蔗制糖行业企业的清洁生产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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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内先进水平的“清洁生产先进企业”和代表省内一般水平的“清洁生产企业”。

本指标体系技术起草人：颜芳、孙孝龙、杨运生、邓水琴、李玲、吴春雷、

龙杰明

本指标体系由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负责解释。

本指标体系自 2020年 4月 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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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适用范围

本指标体系适用于云南省甘蔗制糖行业企业的清洁生产审核、清洁生产潜力

与机会的判断、清洁生产绩效评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指标体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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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最新有效版本（包

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3223 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3271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488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与管理通则

GB 21909 制糖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24789 用水单位水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 32044 糖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GB/T 317 白砂糖

GB/T 19001 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

GB/T 23331 能源管理体系 要求

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

GB/T 28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要求

GBZ 1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HJ 617 企业环境报告书编制导则

HJ 2303 制糖工业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

HJ/T 186 清洁生产标准 甘蔗制糖业

DB45/T1188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标准 甘蔗制糖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

系

DB53/T168 云南省地方标准 用水定额

《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编制通则》（试行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环境保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 2013年第 33号）

《清洁生产审核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环境保护部令第 38号）

《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 28号）

《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 31号）

《排污口规范化整治技术要求（试行）》（环监〔2019〕470号）

《蔗糖单位产品能耗限额及计算方法（试行）》（云工信节能〔2014〕866号）

http://www.baidu.com/link?url=gNeoRds3t-nxWM_jFlDzMe-0qbTKxq3DpvCErxlBvl80COGxGwnFDQTcxOJH930tIeNSHUVVNYo01LeYWXJzO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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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评价指标体系

3.1指标选取说明

本评价指标体系根据清洁生产的原则要求和指标的可度量性，进行指标选取。

根据评价指标的性质，分为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两种。

定量评价指标选取了有代表性的，能反映“节能、降耗、减污、增效”有关

清洁生产最终目标的指标。综合评价企业实施清洁生产的状况和企业清洁生产程

度。定性指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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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评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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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量指标分为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一级指标为普遍性、概括性的指标；二

级指标为反映甘蔗制糖行业企业清洁生产各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易于评价考核的

指标。

3.2指标基准值、极限值及其说明

在定量评价指标中，各二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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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逆向）指标高于（低于）基准值，则得权重分

值；评价极限值是相关部门或行业内该项指标的最低要求，正向（逆向）指标低

于（高于）等于极限值，则为“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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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或行业在

有关政策、规划等文件中对该项指标已有明确要求的就执行国家要求的数值；国

家或行业对该项指标尚无明确要求的，则选用云南省制糖行业近年来清洁生产所

实际达到的中上水平的指标值。因此，本评价指标体系的定量指标基准值代表了

云南省甘蔗制糖行业的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定性评价指标衡量是否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政策、法规的情况。

评价指标中带“▲”的指标为限定性指标；带“*”的指标为正向指标。

3.3 指标体系

云南省甘蔗制糖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的定量评价指标权重、基准值及

极限值见表 1，定性评价指标权重、基准值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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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云南省甘蔗制糖行业清洁生产定量评价指标

序号 一级指标
一级指

标权重
二级指标 单位

二级指

标权重
基准值 极限值

1
生产工艺及

装备指标
5 *日榨蔗能力 t/d 5 5000 3000

2

资源能源消

耗指标
25

▲吨糖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kgce/t 10 225 420

3 ▲吨糖耗新鲜水量 m3/t 10 0.25 4

4 *等折白砂糖产率 % 5 13 12.5

5

资源综合利

用指标
30

*更正总收回率 % 5 88 86

6 *水重复利用率 % 5 99 95

7 *滤泥综合利用率 % 5 100

8 *蔗渣综合利用率 % 5 100

9 *废糖蜜综合利用率 % 5 100

10 *锅炉灰渣综合利用率 % 5 100

11

污染物产生

指标
25

▲吨糖废水产生量 m3/t 4 7.5 10

12 吨糖 COD产生量 kg/t 3 0.35 1

13 吨糖氨氮产生量 kg/t 3 0.03 0.1

14 吨糖总氮产生量 kg/t 3 0.07 0.15

15 吨糖总磷产生量 kg/t 3 0.002 0.005

16 吨糖烟尘产生量 kg/t 3 0.27 0.4

17 吨糖 SO2产生量 kg/t 3 0.07 0.13

18 吨糖 NOX产生量 kg/t 3 2.15 2.68

19
产品特征指

标
15

*产品优一级品率 % 10 100 95

20 *产品合格率 % 5 100

注 1：带▲的指标为限定性指标；带*的指标为正向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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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云南省甘蔗制糖行业清洁生产定性评价指标

序号 指标
指标

权重
基准值

1
▲环境法律法规标准执

行情况
20

符合国家和云南有关法律、法规，污染物排放应达到国

家和云南排放标准、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

2 工艺方案及装备要求 10

采用先进高效的甘蔗破碎设备，提高甘蔗破碎度，降低

能耗；采用高效清净技术，降低清汁色值，减少糖分损

失；采用高效冷凝装置，降低耗水量；采用高效冷凝水、

冷却水循环装置，提高水重复利用率；锅炉升级改造，

提高热效率，降低能耗，并配备环保装置；通过控制系

统对设备参数进行实施采集，优化设备参数

3 自动化控制水平 5
压榨、澄清、蒸发、煮糖结晶、成品包装工段及锅炉采

用自动化控制

4 产业政策执行 5
生产规模符合国家或云南相关产业政策，不使用国家或

云南明令淘汰的落后工艺和装备（包括《高耗能淘汰落

后机电设备产品目录》中设备）

5 清洁生产审核制度执行 5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和《清洁生产

审核办法》要求开展审核

6
生产工艺过程用能、用水

管理
5

进出用能（用水）单位、进出主要次级用能（用水）单

位、主要用能（用水）设备的配备和管理均符合 GB
17167、GB 24789的要求，并建立严格的定量考核制度

7 生产车间卫生管理 5 满足 GBZ 1、GB 14881卫生要求

8 环保设施运行管理 5
建立环保设施运行管理台账，定期组织对环境保护设施

的使用、维护、保养情况进行专业性监督检查

9 排污口管理 5
排污口设置符合《排污口规范化整治技术要求（试行）》

相关要求

10 污染物排放监测 5
安装废水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并正常运行；安装大气污

染源自动监控系统并正常运行

11 环境应急 5
编制完善的环境应急预案，通过预案评估，并完成预案

备案，定期开展环境应急演练

12 环境信息公开 5
按照《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要求公开企业

环境信息

13 质量管理体系 5 通过认证并有效运行

14 环境管理体系 5 通过认证并有效运行

15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5 通过认证并有效运行

16 能源管理体系 5 通过认证并有效运行

注：带▲的指标为限定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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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评价方法

4.1 定量评价指标的分值计算

企业清洁生产定量评价指标的评价，以企业在考核周期或有关生产作业过程中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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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分

值。定量评价的指标从其数值情况来看，可分为两类情况：一类是该项指标的数值越

高（大）越符合清洁生产评价要求（表 1中带“*”指标），即正向指标；另一类是

该项的数值越低（小）越符合清洁生产评价要求，即逆向指标。因此，定量评价指标

的评价分值，根据其类别采用不同的计算公式。

对正向指标，按公式（4-1）计算：

jioi

jixi
i

SS
SSS




 （4-1）

对逆向指标，按公式（4-2）计算：

oiji

xiji
i

SS
SSS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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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i ——第 i项评价指标的评价基准值；

Sji ——第 i项评价指标的评价极限值。

本评价指标体系单项评价指数 Si取值在 0-1.0之间：当 Si≥1时取 1；当 0＜Si＜1

时取 Si；当 Si≤0时取 0。

定量评价指标的分值按公式（4-3）计算：





n

1i
ii1 KSP （4-3）

式中：

P1 ——定量评价指标的分值；

n ——参与评价的定量评价指标的项目总数；

Si ——第 i项评价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

Ki ——第 i项评价指标的权重分值。

4.2 定性评价指标的分值计算

定性评价指标的评价分值按公式（4-4）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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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1i
ii2 KSP （4-4）

式中：

P2 ——定性评价指标的评价分值；

n ——参与评价的定性评价指标的项目总数；

Si ——第 i项评价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

Ki ——第 i项评价指标的权重分值。

4.3 综合评价指数的计算

为了综合评价企业清洁生产总体水平，在进行定量和定性评价分值计算的基础

上，将这两类指标的评价得分按不同权重（以定量指标为主，以定性指标为辅）予以

综合，得出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

综合评价指数（P）：综合评价指数是描述和评价被评价企业在考核周期内清洁

生产总体水平的一项综合指标。企业之间清洁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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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评价指数按公式（4-5）计算：

21 PPP 0.30.7  （4-5）

式中：

P ——企业清洁生产的综合评价指数；

P1 ——定量评价指标评价分值；

P2 ——定性评价指标评价分值。

4.4 清洁生产水平的评定

对甘蔗制糖企业清洁生产水平的评定，是以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为依据的，根

据目前云南省甘蔗制糖行业的实际情况，本指标体系对达到一定综合评价指数的企

业，分别评定为清洁生产先进企业以及清洁生产企业。见表 3。

表 3 甘蔗制糖行业不同等级清洁生产企业综合评价指数

清洁生产水平等级 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

清洁生产先进企业 P ≥ 95

清洁生产企业 85 ≤ P ＜ 95

同时，按照现行环境保护政策法规以及产业政策要求，凡参评企业被地方环境主

管部门认定为主要污染物排放未“达标”（指污染物总量未达到控制指标或主要污染

物排放浓度超标）的；近三年内发生国家/地方相关部门认定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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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周期内发生死亡事故的；任一限定性指标评价分值为“0”的，不能被评定为“清

洁生产先进企业”或“清洁生产企业”。

5 指标计算与数据来源

5.1指标计算

5.1.1吨糖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吨糖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按公式（5-1）计算：

M
NZ z

z  （5-1）

式中：

ZZ ——吨糖单位产品综合能耗（kgce/t）；

ZN ——考核周期内能源消耗量总和（kgce）；

M ——考核周期内成品糖及在制品等折白砂糖产量（t）。

5.1.2吨糖耗新鲜水量

吨糖耗新鲜水量按公式（5-2）计算：

M
VV i

ui 
（5-2）

式中：

uiV ——吨糖耗新鲜水量（m3/t）；

iV ——考核周期内生产耗新鲜水量（m3）；

M ——考核周期内成品糖及在制品等折白砂糖产量（t）。

5.1.3更正总收回率

更正总收回率按公式（5-3）计算：

100
ir

s
 

 （5-3）

式中：

s ——更正总收回率（%）；

r ——考核周期内更正压榨抽出率（%）；

i ——考核周期内更正煮炼收回率（%）。

5.1.4等折白砂糖产率

等折白砂糖产率按公式（5-4）计算：

100
g

c M
M （5-4）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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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等折白砂糖产率（%）；

M ——考核周期内成品糖及在制品等折白砂糖产量（t）；

gM ——考核周期内榨蔗量（t）。

5.1.5水重复利用率

水重复利用率按公式（5-5）计算：

100
V
VR r （5-5）

式中：

R ——水重复利用率（%）；

rV ——考核周期内重复利用水量（m3）；

V ——考核周期内用水量（m3）。

5.1.6滤泥综合利用率

滤泥综合利用率按公式（5-6）计算：

100
nt

n
n Q

Q （5-6）

式中：

n ——滤泥综合利用率（%）；

nQ ——考核周期内滤泥综合利用量（t）；

ntQ ——考核周期内滤泥总产生量（t）。

5.1.7蔗渣综合利用率

蔗渣综合利用率按公式（5-7）计算：

100
zt

z
z Q

Q （5-7）

式中：

z ——蔗渣综合利用率（%）；

zQ ——考核周期内蔗渣综合利用量（t）；

ztQ ——考核周期内蔗渣总产生量（t）。

5.1.8废糖蜜综合利用率

废糖蜜综合利用率按公式（5-8）计算：

100
mt

m
m Q

Q （5-8）

式中：

m ——废糖蜜综合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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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Q ——考核周期内废糖蜜综合利用量（t）；

mtQ ——考核周期内废糖蜜总产生量（t）。

5.1.9锅炉灰渣综合利用率

锅炉灰渣综合利用率按公式（5-9）计算：

100
rt

r
r Q

Q （5-9）

式中：

r ——锅炉灰渣综合利用率（%）；

rQ ——考核周期内锅炉灰渣综合利用量（kg）；

rtQ ——考核周期内锅炉灰渣总产生量（kg）。

5.1.10吨糖废水产生量

吨糖废水产生量按公式（5-10）计算：

M
VV c

ci  （5-10）

式中：

ciV ——吨糖废水产生量（m3/t）；

cV ——考核周期内排放的废水量（m3）；

M ——考核周期内成品糖及在制品等折白砂糖产量（t）。

5.1.11吨糖 COD产生量

吨糖COD产生量按公式（5-11）计算：

M
MC COD

COD  （5-11）

式中：

CODC ——吨糖COD产生量（kg/t）；

CODM ——考核周期内的COD排放量（kg）；

M ——考核周期内成品糖及在制品等折白砂糖产量（t）。

5.1.12吨糖氨氮产生量

吨糖氨氮产生量按公式（5-12）计算：

M
M

C 氨氮
氨氮  （5-12）

式中：

氨氮C ——吨糖氨氮产生量（kg/t）；

氨氮M ——考核周期内的氨氮排放量（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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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考核周期内成品糖及在制品等折白砂糖产量（t）。

5.1.13吨糖总氮产生量

吨糖总氮产生量按公式（5-13）计算：

M
M

C 总氮
总氮  （5-13）

式中：

总氮C ——吨糖总氮产生量（kg/t）；

总氮M ——考核周期内的总氮排放量（kg）；

M ——考核周期内成品糖及在制品等折白砂糖产量（t）。

5.1.14吨糖总磷产生量

吨糖总磷产生量按公式（5-14）计算：

M
M

C 磷总
磷总  （5-14）

式中：

磷总C ——吨糖总磷产生量（kg/t）；

磷总M ——考核周期内的总磷排放量（kg）；

M ——考核周期内成品糖及在制品等折白砂糖产量（t）。

5.1.15吨糖烟尘产生量

吨糖烟尘产生量按公式（5-15）计算：

M
M

C 烟尘
烟尘  （5-15）

式中：

烟尘C ——吨糖烟尘产生量（kg/t）；

烟尘M ——考核周期内的锅炉颗粒物排放量（kg）；

M ——考核周期内成品糖及在制品等折白砂糖产量（t）。

5.1.16吨糖 SO2产生量

吨糖SO2产生量按公式（5-16）计算：

M
MC SO

SO
2

2  （5-16）

式中：

2SOC ——吨糖SO2产生量（kg/t）；

2SOM ——考核周期内的SO2排放量（kg）；

M ——考核周期内成品糖及在制品等折白砂糖产量（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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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7吨糖 NOX产生量

吨糖NOX产生量按公式（5-17）计算：

M
MC X

X
NO

NO  （5-17）

式中：

XNOC ——吨糖NOX产生量（kg/t）；

XNOM ——考核周期内的NOX排放量（kg）；

M ——考核周期内成品糖及在制品等折白砂糖产量（t）。

5.2 数据来源

5.2.1统计

指标计算数据主要来源是根据日常生产过程中各工段的生产记录和根据需要测

定的数据统计的年报或考核周期报表，数据应存档备查。

5.2.2监测

如果统计数据严重短缺，可采用合法监测机构提供的监测报告数据。各项指标的

采样和监测按照国家或行业标准监测方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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