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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十四五”时期，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以降

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

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

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 [1]。在新的发展阶段，工业领

域依然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柱，工业增加值

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31%，全国 29% 的就业人

口来自工业领域 [2]。工业领域蓬勃发展对于我国经济

社会健康稳定、民生福祉持续改善具有重要作用。然

而，工业领域也是能源消耗的主体，排放了大量的温

室气体和污染物。工业能源消费占全国能源消费总量

的 65% 以上 [3]，排放了全国 80% 以上的二氧化碳 [4]

和 75% 以上的二氧化硫、颗粒物等大气污染物 [5]。因

此，工业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是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和落实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必须要牵住的“牛

鼻子”。

工业园区是工业发展寻求高效、可持续发展模式

的产物，不仅是工业发展的空间载体，也是工业经济

的产业组织形式 [6]。工业园区具有企业聚集性强、产

业共生显著、产业链和供应链协同创新潜力巨大、基

础设施集约化程度高、行政管理体系相对独立等先

发优势 [7]。推进我国工业园区建设和发展既是顺应全

球工业发展的普遍规律，也是我国工业领域高质量

发展的必然趋势。与此同时，工业园区也是资源能源

集中消费的主要群体，存在一定的环境风险，是温室

气体、污染物、有毒有害物质集中排放的场所，已成

为工业污染防治和节能减排的主战场。在国家大力推

进“双碳”目标和加快绿色低碳发展的背景下，工业

园区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将成为“十四五”期间的重要

举措，为我国实现工业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有效

途径。

清洁生产审核作为推进清洁生产最有效的手段，

对于企业实现节能、降耗、减排、增效具有重大意

义 [8]。经过十几年的探索和实践，清洁生产审核已成

为促进我国工业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的有效工具 [9]。近

年来，以重点企业为主体开展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取

得了显著成效，参与企业数量大幅增加，清洁生产

技术支撑体系进一步完善，污染物排放强度明显降

低 [10]。然而，相比于我国数以千万计的企业基数，实

施清洁生产审核的企业占比仍然很低，对于我国工业

领域的绿色低碳发展促进作用仍十分有限。相比之

下，工业园区作为企业集聚的组织方式，在扩大清洁

生产审核范围、提高审核效果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在

企业入园政策的持续推动下，工业园区的数量和规模

逐渐增加，经济效益显著增强的同时也伴随着日益突

出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问题，对区域生态环境具

有巨大的影响 [11]。因此，推进工业园区清洁生产审核

是解决当前工业园区资源环境问题的关键步骤，对于

工业领域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尤为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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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工业园区发展历程及现状

1.1� 我国工业园区发展历程

工业园区的建设和发展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创

举之一，40 多年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 6 个阶段：

（1）试点创建阶段（1979—1983 年）。改革开放

初期，我国工业基础薄弱，生产力较为落后，通常

以“三来一补”的贸易方式承接出口加工业务。197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

市试办出口特区，并于 1980 年将出口特区改称为经

济特区。位于深圳南头半岛的蛇口工业区是这个阶段

的典型代表，是我国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工业园区。这

一时期的园区具有显著的行政化特征，尚未形成园区 
概念 [12]。

（2）初期探索阶段（1984—1991 年）。1984 年，

我国政府总结了深圳经济特区的经验，决定进一步开

放沿海 14 个港口城市，这些城市可以划定一个有明

确地域界限的区域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力引进我

国急需的先进技术，加强中外合作，增加出口创汇，

向内地传播新工艺、新技术和科学的管理经验 [13]。

1988 年，国务院开始批准建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标志着知识密集、技术密集的产业在我国破土而出。

（3）高速发展阶段（1992—2002 年）。1992 年初，

邓小平南方视察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进入

新阶段，工业园区建设也随之进入了高速发展期。国

家陆续开放了一大批沿长江、沿内陆边境城市和内陆

省会（自治区首府）城市，开发区和高新区加速实现

产业集聚和优化升级，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苏州工

业园区等先后成立。与此同时，保税区、出口加工区

等各类工业园区纷纷涌现，形成了工业园区蓬勃发展

的热潮 [14]。然而，“开发区热”也暴露出了一系列问

题。部分地区盲目开发园区，擅自批准设立名目繁多

的各类开发区，越权出台优惠政策，财政税收极大损

失，耕地大面积侵占，资源浪费现象普遍存在，亟须

清理整顿园区发展乱象 [15]。

（4）整顿调整阶段（2003—2006 年）。2003 年 7
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暂停审批各类开发区的

通知》（国办发明电〔2003〕30 号），宣告工业园区迈

入规范经营阶段。经过 3 年多清理整顿，全国各类开

发区数量从 6866 个核减至 1568 个，规划面积从 3.86
万平方公里压缩至 9949 平方公里 [16]。2006 年，多部

委联合发布了《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17]，核定

开发区四至范围，有效保障了开发区的规范管理和有

序发展。

（5）升级转型阶段（2007—2020 年）。在中国加

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和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的

背景下，我国工业发展迎来新高潮，宏观经济形势要

求工业园区必须迈向转型升级、科学发展的阶段。此

前，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影响下，我国已开始了生

态工业示范园区的试点探索，而 2007 年发布的《关

于开展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建设工作的通知》和

《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管理办法（试行）》则正式拉

开了我国工业园区升级转型的序幕。此后，循环经济

工业园、低碳工业园区、绿色园区、智慧园区等多样

化的园区创新发展理念方兴未艾，以试点示范带动工

业园区绿色低碳转型 [18]。

（6）“双碳”目标阶段（2021 年至今）。我国在

2020 年提出了“双碳”目标战略，对工业园区低碳发

展提出了新要求。2021 年 9 月 1 日，生态环境部印发

《关于推进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碳达峰碳中和相关

工作的通知》，要求示范园区强化“双碳”目标要求，

开展碳排放现状调查，编制《园区碳达峰碳中和实施

路径专项报告》[19]。在园区层面开展“双碳”工作将

有利于推动园区产业结构向低碳新业态发展，促进能

源结构的调整改善，充分利用园区中高新技术企业和

科研院所的研发能力推动低碳技术的产业化，提高园

区管理的科学性和精准性，为我国实现“双碳”目标

提供有力保障。

1.2� 我国工业园区发展现状

历经 40 余年的建设和发展，工业园区已成为推

动我国工业化快速发展的重要平台，持续推动国家经

济稳步增长 [20]。截至 2022 年 4 月，国家级和省级工

业园区共有 2773 家，其中国家级工业园区 663 家，

省级工业园区 2110 家（图 1）。近年来，我国各类园

区数量均持续增长，国家级工业园区占比显著提升，

表明国家对于园区的建设力度不断加大，园区质量也

在逐年提升。在区域分布方面，工业园区遍布全国各

地，东部地区是园区的集中区域，多数园区位于环渤

海、长三角、珠三角地区，河南、江苏、山东、河

北、浙江、广东的工业园区数量领先全国（图 2）。工

业园区的蓬勃发展既需要国家政策的有力推动，更需

要各级部门加强管理提升园区质量。在国家进入绿色

低碳发展的新阶段，工业园区的发展也面临着巨大的

挑战，普遍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工业园区底数不清。我国分别于 2018 年

发布了最新的《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明确了

国家级和省级工业园区的数量 [21]。然而，我国工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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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数量极其庞大，各地区的中小型工业园区不计其

数。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 2014 年，全国各类工业

园区约 22 000 个 [22]。近年来，随着新兴产业的崛起，

种类繁多的创意园、孵化园、实验园接踵而至，不断

扩充工业园区的覆盖范围。目前，官方尚未发布工业

园区统计数据，亟须摸清底数，加强监管，防止工业

园区无序扩张。

第二，工业园区边界混乱。虽然我国明确了国家

级和省级工业园区的核心区面积，但园区的实际开发

和管辖面积往往超过划定的核心区面积。在环境数据

统计工作中，时常存在采用实际管理边界还是批准边

界的问题，增加了统计工作难度，统计口径不一致降

低了数据质量和可比性。此外，部分工业园区还存在

“一区多园”现象，核心园区代管周边园区，从而增

加了公共基础设施和产业共生的建设及运行成本。

第三，工业园

区发展严重失衡。

我国工业园区数量

庞大，产业类别、

规模大小、发展阶

段以及所处地域各

不相同，绿色低碳

发展程度存在巨大

差异。东部地区的

工业园区发展基础

较好，建设资金相

对充足，绿色低碳

转型成效显著。相

比之下，中西部地

区的部分园区因为

基础较差、资金紧

张等原因导致发展

滞后。此外，部分

试点园区已开展物

联网、大数据、云

计算等精细化和智

慧化管理手段的创

新实践，但是很多

非试点工业园区在

污染物达标排放等

基本运行管理方面

仍存在问题，距离

试点园区的标准相

去甚远。

第四，试点园区的带动作用不明显。我国开展园

区试点项目多集中在一批经济技术条件好、管理能力

强的园区。截至 2019 年 7 月，只有 305 家工业园区

至少一次入选试点项目，试点园区数量较少，且大部

分为国家级和省级园区，对于其他中小型园区的示范

作用有限。与此同时，一部分园区“身兼数职”，如天

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目前已先后被评为“国家生态工业

示范园区”“国家循环化改造示范试点园区”“国家低

碳工业示范园区”和“绿色园区”，致使试点园区的质

量不断提升，而条件较差的园区没有搭上“试点项目”

顺风车，缺乏升级改造的动力，差距日益增加。

第五，工业园区管理能力仍需提升。近年来，部

分工业园区疏于管理，在资源浪费、环境污染方面显

现出了较为突出的问题。根据 2021 年中央环保督察

反馈，安徽省滁州市定远盐化工业园企业通过雨水管

图1� 2006—2022年国家级和省级工业园区变化趋势及类型占比

数据来源：中国开发区网，https://www.cadz.org.cn/index.php/develop/index.html

图2� 2022年各地区国家级和省级工业园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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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偷排污水、治污设施不正常运行现象普遍；河南省

开封市精细化工园区污水处理厂长期“吃药运行”，

在尾端大量投加 COD 去除剂，污泥未经危险废物鉴

定即经脱水处理用于绿化。这些案例反映出了我国工

业园区管理仍存在巨大的漏洞，对区域生态环境造成

了显著影响，亟须加强园区管理能力建设。

由此可见，虽然我国工业园区的建设和发展取得

了阶段性成果，但是绿色低碳发展之路仍困难重重。然

而，工业园区既是区域资源环境问题的制造者，同时也

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突破口 [23]。通过推进工业园区清洁生

产审核，运用科学的手段查找园区发展中的资源环境问

题，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而提出改进方案，可以提

高工业园区资源能源效率、减少污染物产生、降低温室

气体排放，进而提升工业园区的环境效益、社会效益、

经济效益，为工业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2� 推进工业园区清洁生产审核的进展

近年来，我国已逐步推行工业园区清洁生产审核

工作，在政策层面、研究层面和实践层面积累了宝贵

经验。

2.1� 政策层面

在政策引导方面，我国近十年来持续出台了推进

工业园区清洁生产审核的相关政策文件（表 1）。早

期的政策中并没有明确提出开展工业园区清洁生产

审核，主要侧重于提升园区企业和行业的清洁生产水

平。直到 2016 年，原环境保护部在《环境保护部推

进绿色制造工程工作方案》中提出“制定工业园区推

进清洁生产指导意见和《工业园区清洁生产审核指

南》《工业园区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开展工业园

区清洁生产审核试点”，工业园区清洁生产审核首次

作为部委重要工作内容出现在政策文件中，同时要求

制定配套的审核指南和指标体系等技术指导工具。此

外，文件还提到从园区规划、空间布局、环境准入、

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环境监管体系和环境风险管控等

方面开展园区清洁生产示范，标志着工业园区清洁生

产审核示范项目正式启动，为政策落地实施提供了平

台和指导性意见。此后，国务院、国家发展改革委、

表1� 近十年我国颁布的工业园区清洁生产审核相关政策

时间 部门 政策名称 相关内容

2012 年 工信部

关于印发《工业清洁生产

推行“十二五”规划》的

通知

“十二五”期间，工业领域清洁生产推进机制进一步健全，技术支撑能力显著提

高，清洁生产服务体系更加完善，重点行业、省级以上工业园区企业清洁生产水

平大幅提升，清洁生产对科学利用资源、节能减排的促进作用更加突出，为全面

建立清洁生产方式奠定坚实基础

2015 年 国务院 中国制造 2025

实施重点区域、流域、行业清洁生产水平提升计划，扎实推进大气、水、土壤污

染源头防治专项。制定绿色产品、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绿色企业标准体系，开

展绿色评价

2016 年 原环境保护部

关于印发《环境保护部推

进绿色制造工程工作方案》

及分工方案的通知

制定工业园区推进清洁生产指导意见和《工业园区清洁生产审核指南》《工业园区

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开展工业园区清洁生产审核试点

2017 年 工信部等五部门
关于加强长江经济带工业

绿色发展的指导意见

按照《清洁生产促进法》，引导和支持沿江工业企业依法开展清洁生产审核，鼓励

探索重点行业企业快速审核和工业园区、集聚区整体审核等新模式，全面提升沿

江重点行业和园区清洁生产水平

2018 年
工信部节能与综合

利用司

2018 年工业节能与综合利

用工作要点

进一步提升清洁生产审核工作。推动探索重点行业企业快速审核和工业园区、集

聚区整体审核等新模式，全面提升行业和园区清洁生产水平

2020 年
生态环境部、国家

发展改革委

关于深入推进重点行业清

洁生产审核工作的通知

积极探索行业、工业园区和企业集群整体审核模式，提升行业、工业园区和企业

集群整体清洁生产水平

2021 年 国务院 
关于印发 2030 年前碳达峰

行动方案的通知

推动园区企业循环式生产、产业循环式组合，组织企业实施清洁生产改造，促进

废物综合利用、能量梯级利用、水资源循环利用，推进工业余压余热、废气废液

废渣资源化利用，积极推广集中供气供热

2021 年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十部门

“十四五”全国清洁生产推

行方案

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开展行业、园区和产业集群整体审核试点。研究将碳排放指标

纳入清洁生产审核。选取 100 个园区或产业集群开展整体清洁生产审核创新试点，

探索建立具有引领示范作用的审核新模式，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先进经验和典

型案例

2021 年
国家发展改革委、

工信部

关于做好“十四五”园区

循环化改造工作有关事项

的通知

园区重点企业全面推行清洁生产，促进原材料和废弃物源头减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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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等部门陆续推出探索工业园区审核模式、提升

清洁生产水平的政策文件，将工业园区清洁生产审核

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2021 年出台的《“十四五”全国清洁生产推行方

案》对工业园区清洁生产审核工作提出更明确的要

求，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开展行业、园区和产业集群整

体审核试点，研究将碳排放指标纳入清洁生产审核，

并选取 100 个园区或产业集群开展整体清洁生产审核

创新试点。由此可见，工业园区清洁生产审核将成为

“十四五”期间在清洁生产方面重要推进工作之一，不

仅要形成完整成熟的审核体系和方法，还要在试点工

作中体现创新的审核模式并与“双碳”工作内容相结

合，在工业园区清洁生产审核中突显减污降碳协同治

理，为今后审核工作的进一步拓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2.2� 研究层面

在工业园区清洁生产审核研究方面，早期的研

究主要考虑园区中的企业清洁生产审核，通过提高

被审核企业的清洁生产水平带动园区生态化水平的提

高 [24]。虽然研究视角放在工业园区层面，并且拓展了

审核内容，将审核时从仅关注生产过程向产品的全生

命周期和服务拓展 [25]，但是审核主体依然是企业。近

年来，随着国家政策中不断提出工业园区清洁生产审

核模式创新，更多的研究突破了原有的审核思路，将

审核实施对象和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工业园区层

面 [26]。例如，魏峣等 [27] 将企业审核和园区审核相结合，

提出搭建生态链、完善设施、优化清洁生产方案等措

施促进园区清洁生产；刘铮等 [28] 提出环保新形势下工

业园区推进清洁生产框架思路，从环境元素出发提出

了宏观（园区整体）、中观（企业间）、微观（重点行

业和企业）三个角度的具体实施方案。在园区层面开

展清洁生产审核有利于发现企业之间的资源循环，稳

固和加强原产业链，由单个企业线性模式拓展为园区

整体闭环模式，使清洁生产审核发挥更大作用。

与此同时，学者们也在工业园区清洁审核方法上

不断创新。针对不同行业的污染特征和园区特点，有

研究分别对化工园区 [29] 和制革工业园区 [30] 清洁生产

审核的适用性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审核实施方法。针

对综合性园区，张芸等 [31] 提出了重点企业筛选方法，

孙晓阳 [32] 提出了园区内产业链分析模型，周璐 [33] 针

对园区内的生产型、研发型、服务型企业分别提出差

异化的审核方法。此外，在“双碳”目标背景下，学

者们开始关注工业园区的碳排放核算方法 [34]、低碳

发展路径 [35]、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模式等 [36]，研究将

碳排放指标纳入清洁生产审核。这些研究突破了常规

清洁生产审核方法的框架，提出了适用于园区的创新

审核方法，为工业园区开展清洁生产审核提供了技术

支持。

2.3� 实践层面

我国的工业园区清洁生产审核实践始于“十二五”

期 间。2013—2015 年， 河 北 省 [37]、 江 西 省 [38]、 浙

江省①、贵州省②先后开展了工业园区清洁生产的探

索，通过自愿申报的方式确定试点园区参与清洁生产

示范项目。这一时期的工业园区清洁生产审核主要为

企业个体清洁生产审核的叠加，并未形成系统的审核

方法。2016 年，原环境保护部正式提出开展工业园

区清洁生产审核试点，在重点区域选择典型工业园

区，开展园区清洁生产示范。自此，工业园区清洁生

产审核实践有了明确的政策指导。借此契机，四川省

积极开展工业园区清洁生产审核的试点工作，以新津

工业园区为案例推进清洁生产，为其他省份开展工业

园区清洁生产试点提供一定的借鉴 [39]。广州对以电镀

行业为主的工业园区推进整体清洁生产项目，并发布

了《广东省电镀工业园区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试

行）》[40]，进一步完善清洁生产审核评价体系。

随着《“十四五”全国清洁生产推行方案》的发

布，新一轮工业园区清洁生产审核实践工作在各地落

实。海南省 [41]、浙江省 [42]、山东省 [43] 等地陆续出台

指导建议推进工业园区清洁生产审核。其中，山东省

率先开展园区（产业集群）整体清洁生产审核创新试

点申报工作，最终选取 10 个园区（产业集群）作为

创新试点开展清洁生产审核工作，对于工业园区清洁

生产审核方法学的研究与实际运用具有重要意义。

3� 推进工业园区清洁生产审核的问题

工业园区清洁生产审核从政策、研究与实践层面

进行了相应的探索与推进，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

有大量的问题亟待研究和解决。

①  参见浙江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和浙江省原环境保护厅印发的《关于开展园区清洁生产示范试点的通知》（浙经信资源〔2014〕132 号）。
②  参见贵州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贵州省原环境保护厅、贵州省财政厅印发的《关于组织开展贵州省清洁生产试点示范园区创建工作

的通知》（黔经信资源〔2015〕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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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政策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

近年来，我国在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已出台了推

动工业园区清洁生产审核的系列政策文件，为推进工

业园区清洁生产审核提供政策保障。但目前的政策体

系仍存在不健全、不完善的问题。

现有政策措施主要是宏观上的引导文件，尚未出

台推进工业园区清洁生产审核的专门性政策，对于推

进园区审核工作的要求不具体，缺乏指导性的政策文

件与标准规范。目前，关于工业园区清洁生产审核的

政策建议多出现在推动全社会绿色低碳转型的文件

中，而对如何推进园区审核工作则没有具体内容和明

确要求。即使在《“十四五”全国清洁生产推行方案》

等专门政策文件中，关于园区审核的工作部署也仅提

出“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开展行业、园区和产业集群整

体审核试点”，而对于工业园区清洁生产审核的思路、

原则、目标、任务、标准、规范等则没有涉及，地方

政府在试点工作中不清楚做什么、怎么做、做到什么

程度，从而影响试点工作的效果。

3.2� 尚未形成成熟的审核方法学

工业园区清洁生产审核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当前主要集中在概念上的探索，缺乏对具体审核方法

和模式的研究，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审核理念需要突破。目前的工业园区清洁

生产审核理念仍未脱离企业层面审核的制约，相关研

究及实践多是企业清洁生产审核的叠加，在园区层面

的探索较少且未形成体系。虽然部分研究提出了“点

+ 面”“宏观、中观、微观”等复合型工业园区清洁生

产审核方法，但是方法的可操作性和效果仍有待进一

步评估，需要通过更多实践应用加以完善。

第二，审核方法需要创新。常规的企业清洁生产

审核模式具有相对固定的程序，要求按照 7 个阶段 35
个步骤实施清洁生产审核，整个审核过程大约需要长

达数月甚至 1 年的时间。工业园区的建设规模大，园

区内工业流程、产排污环节要比单一企业复杂得多，

常规审核方法周期过长，不利于园区层面配合和实

施，也不利于管理部门监督与管理。

第三，审核工具需要更新。常规的企业清洁生产

审核工具包括水平衡、能源平衡和物料守恒等，这些

工具能有效地发现问题所在，进而提出相应的解决方

案。然而，在开展实际工作时，这些审核工具通常无

法发挥作用。一方面，这些工具需要尽量完善的数据

支撑，企业层面往往无法满足，更不用提园区层面；

另一方面，运用这些审核工具往往需要投入巨大的

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从而增加了园区层面的实施难

度。因此，亟须开发适用于园区层面更具操作性、简

单易行的审核工具。

3.3� 缺乏有效的实践探索经验

自“十二五”时期起，我国很多地区开展工业园

区清洁生产审核实践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实践

方式和落实效果仍有待商榷。

首先，试点工作扶持政策不足。早期的工业园区

清洁生产审核试点实践工作主要以自愿申报形式，且

很少有政策扶持，园区的参与热情不高。

其次，试点工作力度不足。在《“十四五”全国

清洁生产推行方案》的清洁生产审核创新试点工程中，

提出“十四五”期间选 100 个园区或产业集群开展整

体清洁生产审核创新试点。然而，相比于我国 2700 多

家国家级和省级工业园区和数以万计的各类园区，试

点数量严重不足。此外，目前仅有山东省开展了审核

创新试点申报工作，其他地区尚未启动相关工作。

最后，试点实践经验没有及时总结凝练。近十年

来，河北省、江西省、浙江省、贵州省、四川省、广

东省等地先后开展了工业园区清洁生产审核试点实践

工作，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但相关工作没有及时

总结凝练成适用于园区层面的清洁生产审核方法学，

也未能形成成熟的推广模式，对非试点园区的借鉴作

用有限。

4� 推进工业园区清洁生产审核的建议

“十四五”时期，我国进入了以降碳为重点战略

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发展时期，工业园区

清洁生产审核作为推动工业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的有效

工具要充分发挥作用。为加快推进工业园区清洁生产

审核，亟须在政策支撑、方法学研究和试点示范等方

面予以加强。

4.1� 完善政策支撑体系

一是加强法律保障。适时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

清洁生产促进法》，考虑将促进工业园区清洁生产审

核相关工作纳入法律体系，为工业园区清洁生产审核

提供法律保障。加强工业园区清洁生产审核与相关法

律法规的衔接协调，强化相关主体权力和责任。

二是建立推进机制。生态环境部等相关部委负责

推进工业园区清洁生产审核工作的统筹部署和组织协

调，加强政策渗透和宣传引导，推动各地方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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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园区管委会落实主体责任。

三是强化政策保障。适时发布促进工业园区清洁

生产审核的政策文件，如工业园区清洁生产推进指导

意见、工业园区清洁生产审核管理办法、工业园区清

洁生产推进工作方案等，不断完善政策体系。

四是强化考核力度。将工业园区清洁生产审核工

作和相关指标纳入地方生态环境工作考核体系，将工

业园区清洁生产审核作为各部门推荐申报国家级、省

级生态工业园区和绿色园区的重要条件。

4.2� 加强方法学研究

一是开展审核方法研究。以企业清洁生产审核方

法学为基础，立足于园区层面，结合工业园区特点和

需求，综合运用清洁生产、生态工业、循环经济、运

筹学等理论和方法，从系统工程和全生命周期角度在

产业结构优化、生态产业链建设、资源能源高效循环

利用、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基础设施共建共享等重点

环节开展工业园区清洁生产审核方法学研究。加快编

制如《工业园区清洁生产审核指南》《工业园区污染

防治可行技术指南》《工业园区清洁生产审核评估验

收技术规范》等文件。

二是加强审核工具创新。研究应用先进的、具有

可操作性的园区清洁生产审核工具，如工业园区大气

污染防治层面的环境分析方法、卫星遥感、走航监测

等快速有效的诊断方法和技术。

三是加快标准体系建立。加快推进建立工业园区

清洁生产水平评价方法、工业园区清洁生产审核重点

企业选取方法、入园企业清洁生产标准体系等。

4.3� 强化试点示范作用

一是加大试点力度。在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扩大

试点覆盖范围，增加试点数量，选择重点区域典型工

业园区开展清洁生产审核创新试点，以点带面推动我

国工业园区清洁生产审核工作的开展。

二是强化政策扶持。鼓励地方政府设立专项资

金，扩大绿色信贷投放，将工业园区清洁生产审核

项目纳入生态环保金融支持项目储备库，将重大项目

招商引资要素资源向开展清洁生产审核的工业园区倾

斜，激发工业园区参与清洁生产审核的主动性与积极

性。鼓励地方建立工业园区清洁生产审核专家库，不

定期组织专家开展现场技术指导帮扶，支持工业园区

依托第三方服务机构扎实开展清洁生产审核。

三是加强经验总结。在试点实践工作中进一步完

善工业园区清洁生产审核的相关政策和制度，及时总

结经验凝练成果，强化试点成果推广，促进更多园区

加入清洁生产审核工作中，从而广泛实现园区健康发

展，不断提高园区清洁生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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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and Suggestions of Promoting Cleaner Production Audit in 
Industrial Parks

LIU Xiaoyu, ZHOU Changbo*, REN Hui, WANG Xingzhi, ZHONG Ling, LI Nana
(Research and Promotion Center for Green and Low-Carbon Development, Environmental Development Center, Ministry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China enters a stage of development in which carbon reduction is the key strategic 
direction and synergy of pollution reduction and carbon reduction is promoted. Promoting cleaner production audit in industrial parks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cleaner production level in industrial parks,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green and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in industrial fields. First, this study reviews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status and problems of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parks in China, and puts forward the necessity of carrying out cleaner production audit in industrial parks. Second, the progress of 
promoting cleaner production audit in industrial parks is depicted in detail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olicy, research and practice. Third,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promoting cleaner production audit in industrial parks are analyzed. Finally, it is suggested to promote cleaner 
production audit in industrial parks by improving policy support, strengthening method research and promoting practice pilots. This 
study will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and policy support for promoting cleaner production audit in industrial parks in China.
Keywords: industrial parks; cleaner production audit; green and low-carbon develop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