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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办公室文件

豫工信办节〔2025〕14号

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办公室

关于做好 2025年度绿色制造名单推荐及
前九批复核工作的通知

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各县（市）工业和信息化主

管部门：

为扎实做好 2025年度国家级、省级绿色制造名单的申报推荐

和前九批绿色制造名单复核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推荐申报 2025年度绿色制造名单

（一）申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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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国家级和省级绿色制造体系名单的申报推荐工作一体进

行，包括 2025年度省级绿色制造名单，即省级绿色工厂、绿色工

业园区、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和绿色设计产品；2025年度国家级

绿色制造名单，即国家级绿色工厂、绿色工业园区、绿色供应链

管理企业。企业或园区根据自身创建情况进行申报，可同时申报

国家级和省级绿色制造名单。

申报的绿色工厂、绿色工业园区、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绿

色设计产品应当符合《绿色工厂梯度培育及管理暂行办法》（工

信部节〔2024〕13号）、《河南省绿色制造体系梯度培育及管理

暂行办法》（豫工信节〔2024〕164号）规定的有关条件。

制造业领域的资源综合利用企业可申报省级绿色工厂、绿色

供应链管理企业。循环再生工业园区可申报省级绿色工业园区。

（二）评价报告

1.纳入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发布《国家层面绿色工厂评价标准清

单（2024年度）》的行业，按照标准要求进行评价；不在清单范

围内的行业，按照《绿色工厂评价通则》（GB/T36132-2018）进

行评价，编写评价报告（附件 2）。

2.绿色工业园区参照《绿色工业园区评价要求》进行评价，编

写评价报告（附件 3）。

3.纳入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发布《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评价指标

体系（2023年 7月更新）》的电子电器、机械、汽车行业，按照

指标要求进行评价；其他行业按照《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评价要

求》进行评价，编写评价报告（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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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绿色设计产品应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绿色设计产品

标准清单（2022年 9月更新）》，根据标准具体要求，编写评价

报告（附件 5）。《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台车式燃气热处

理炉》（T/HNEE002-2023）和《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挤

包绝缘电力电缆》（T/EAMA17-2023）两项团体标准，上述产品

按该标准评价。

5.绿色制造体系评价标准如有调整的，请按照最新调整的评价

标准，编制评价报告。

（三）具体要求

1.企业、园区可采取自评价或委托具备评价能力的第三方机构

开展评价，申报材料统一采用工业和信息化部《绿色工厂梯度培

育及管理暂行办法》提供的报告模板。

2.各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按照“优中选优、宁缺毋滥”原

则，有序组织本辖区企业（园区）开展申报工作，在充分征求当

地生态环境、应急管理、市场监管等部门意见后（只分别征求相

关企业近 3年来发生的环境污染、安全生产、质量等重大及以上

事故信息及意见），确定拟推荐的绿色制造名单。

（四）评价机构

1.第三方评价机构要坚持客户至上、服务至上、质量至上思想，

坚决守住为企业负责的责任底线，严禁不登门服务搞评价、严禁

走马观花搞评价、严禁弄虚作假搞评价、严禁相互抄袭搞评价、

严禁不切实际搞评价、严禁借用资质搞评价、严禁相互转包搞评

价、严禁能力不足搞评价、严禁托请找人搞评价、严禁胡乱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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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评价等“十个严禁”，一经发现查实，将列入黑名单，我厅不予

采信其所出具的评价结果。

2.采取自评价的企业和园区或接受委托的第三方评价机构要

按照《绿色制造第三方评价工作要求》开展工作，对评价报告内

容和结果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并通过工业节能与绿色发展管

理平台（https://green.miit.gov.cn，以下简称管理平台）提交。同一

法人的评价机构开展的国家级绿色制造评价项目（包括绿色工厂、

绿色工业园区、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总计不得超过 15项。

二、复核前九批绿色制造名单

请各省辖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组织已列入绿色制造名单

的单位（共九批）登录管理平台填报 2025年度动态管理表，并对

动态管理表中明确的各项关键指标进行审核，于 2025年 3月 31

日前通过管理平台提交至我厅；对于绿色制造水平关键指标不符

合绿色制造评价要求的，组织进行现场评估、提出动态调整意见，

并在推荐名单时将动态管理意见报送我厅（节能与综合利用处）。

三、工作要求

（一）拟申报省级绿色制造名单的企业、园区、产品，应为

市级绿色制造名单或市级培育名单；拟申报国家级绿色制造体系

名单，应属于省级绿色制造名单。

（二）县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要将拟推荐企业（园区、

产品）名单报市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审核，并严格按照市级

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出具的书面审核同意的推荐名单，通过管

理平台提交申报资料。市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的推荐文件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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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所属县区的拟推荐申报名单。

（三）市、县两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负责推荐的申报企

业（园区、产品）名单，应于 2025年 6月 10日前将推荐文件（含

附件 1推荐汇总表）、申报材料纸质版（一式一份）、电子版（盖

章 PDF、Word格式，U盘储存）一并报送至我厅（节能与综合利

用处），并通过管理平台上传申报材料。

联系人：王占昍

电 话：0371-65509953

邮 箱：hngxtjn@163.com

附件：1.___市（县）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推荐汇总表

2.绿色工厂第三方评价报告

3.绿色工业园区第三方评价报告

4.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第三方评价报告

5.绿色设计产品自评价报告

2025年 2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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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___市（县）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推荐汇总表
绿色工厂推荐名单

序号 工厂名称 评价机构名称
行业（含行业代

码与行业名称）

所属层面（填

写是或否）
参照标准名称

市级 省级

1

2

...

绿色工业园区推荐名单

序号 园区名称 评价机构名称 园区类型
所属层面（填写是或否）

市级 省级

1

2

⋯⋯

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推荐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评价机构名称
行业（含行业代

码与行业名称）

所属层面（填

写是或否）
参照标准名称

市级 省级

1

2

...

绿色设计产品推荐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 产品型号

行业（含行业

代码与行业

名称）

参照标准名称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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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绿色工厂第三方评价报告

工 厂 名 称：

第三方评价机构名称：

工业和信息化部制

20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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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表

一、工厂基本信息

工厂名称

工厂地址

所属行业
（按统计局四位代码填

写，可多填）
主要产品

单位性质 内资（□国有□集体□民营）□中外合资□港澳台□外商独资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申报工作

联系部门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二、第三方机构信息

第三方机构名称

第三方机构地址

机构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电话

机构联系人 联系人电话

报告编制负责人 负责人电话

三、绿色工厂评价结果

基本要求 □符合 □不符合 指标得分

受评价方主要

亮点
（请在 100字以内概述受评价方主要亮点）

本机构承诺，已按规范完整的评价程序对受评价方进行了全面的评价，受评价方提

交的材料真实有效，本评价报告客观公正，结论证据充分，真实、准确的反映了评价过

程的发现，严谨的出具结论。本机构已充分了解评价报告的严肃性，评价过程若存在弄

虚作假或故意隐瞒受评价方问题，本机构愿承担所有责任。

法人代表签字：

（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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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工厂评价报告（格式）

一、概述

主要介绍绿色工厂评价的目的、范围及准则，受评价方的基

本情况（基本信息、发展现状、工艺产品、生产经营状况以及在

绿色发展方面开展的重点工作及取得的成绩）等。

二、评价过程和方法

主要介绍评价组织安排、文件评审情况、现场评价情况、评

价报告编写及内部技术复核情况。

三、评价内容

第三方机构应按以下内容对工厂进行评价：

1.对工厂是否存在《绿色工厂梯度培育及管理暂行办法》中所
列否决条件的评价情况；

2.对工厂是否符合评价标准中基本要求的评价情况；
3.对工厂基础设施、管理体系、能源与资源投入、产品、环境

排放、绩效等方面内容的评价情况；

4.工厂在“零碳”工厂创建方面开展的工作情况（加分项）。
四、评价结论

对工厂是否符合绿色工厂要求进行总体评价，给出评价得分，

描述主要创建做法、工作亮点和仍存在的问题等。

五、建议

对工厂持续创建绿色工厂的下一步工作提出建议。

六、参考文件

列出报告编写过程中所使用的相关参考文件（与附表 1.1.1
及附表 1.1.2 的证明材料索引一栏对应）。

七、第三方机构资质符合性证明材料

列出第三方机构满足条件的资质符合性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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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1.1
绿色工厂基本要求第三方评价表

（20 年）

基本要求 是否符合 证明材料索引

基础合规性与

相关方要求

绿色工厂应依法设立，在建设和生产过程中应遵守有关法律、法规、

政策和标准。

近三年（含成立不足三年）无较大及以上安全、环保、质量等事故。

对利益相关方的环境要求做出承诺的，应同时满足有关承诺的要求。

基础管理职责

—— 最高管理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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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管理者确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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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满足 GB/T 36132 中 4.3. 1 b)的要求。

基础管理职责

——工厂

应设有绿色工厂管理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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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有开展绿色工厂的中长期规划及年度目标、指标和实施方案。可行

时，指标应明确且可量化。

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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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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1.2
绿色工厂评价指标评价表

（20 年）

序号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具体评价要求

符合性说明及证明材

料索引
要求类型 分值 权重 得分

1
基础

设施
建筑

工厂的建筑应满足国家或地方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的要求。

必选

8

20%

新建、改建和扩建建筑时，应遵守国家“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节能评估审查制度”、“三同时制度”、“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

制指标”等产业政策和有关要求。

6

厂房内部装饰装修材料中醛、苯、氨、氡等有害物质应符合

国家和地方法律、标准要求。
3

危险品仓库、有毒有害操作间、废弃物处理间等产生污染物

的房间应独立设置。
3

建筑材料：（1）选用蕴能低、高性能、高耐久性和本地建

材，减少建材在全生命周期中的能源消耗；（2）室内装饰

装修材料满足国家标准 GB 18580～18588和《建筑材料放射

性核素限量》GB 6566的要求。

可选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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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具体评价要求

符合性说明及证明材

料索引
要求类型 分值 权重 得分

建筑结构：采用钢结构、砌体结构和木结构等资源消耗和环

境影响小的建筑结构体系。
4

绿化及场地：（1）场地内设置可遮荫避雨的步行连廊。（2）

厂区绿化适宜，优先种植乡土植物，采用少维护、耐候性强

的植物，减少日常维护的费用。（3）室外透水地面面积占

室外总面积的比例不小于 30%。

4

再生资源及能源利用：（1）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占建筑总能

耗的比例大于 10%；（2）采用节水器具和设备，节水率不

低于 10%。

4

适用时，工厂的厂房采用多层建筑。 4

照明

人工照明应符合 GB 50034规定。
必选

7

不同场所的照明应进行分级设计。 3

工厂厂区及各房间或场所的照明尽量利用自然光。

可选

4

工艺适用时，节能灯等节能型照明设备的使用占比不低于

50%。
4

公共场所的照明采取分区、分组与定时自动调光等措施。 4



— 13—

序号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具体评价要求

符合性说明及证明材

料索引
要求类型 分值 权重 得分

设备

设施

工厂使用的专用设备应符合产业准入要求，降低能源与资源

消耗，减少污染物排放。

必选

5

适用时，工厂使用的通用设备应达到相关标准中能效限定值

的强制性要求。已明令禁止生产、使用的和能耗高、效率低

的设备应限期淘汰更新。

5

工厂使用的通用设备或其系统的实际运行效率或主要运行

参数应符合该设备经济运行的要求。
5

工厂应依据 GB 17167、GB24789等要求配备、使用和管理

能源、水以及其他资源的计量器具和装置。
5

能源及资源使用的类型不同时，应进行分类计量。工厂若具

有以下设备，需满足分类计量的要求：（1）照明系统；（2）

冷水机组、相关用能设备的能耗计量和控制；（3）室内用

水、室外用水；（4）空气处理设备的流量和压力计量；（5）

锅炉；（6）冷却塔。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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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具体评价要求

符合性说明及证明材

料索引
要求类型 分值 权重 得分

必要时，工厂应投入适宜的污染物处理设备，以确保其污染

物排放达到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要求。污染物处理设备的处

理能力应与工厂生产排放相适应，设备应满足通用设备的节

能方面的要求。

5

工厂使用的通用用能设备采用了节能型产品或效率高、能耗

低、水耗低、物耗低的产品。
可选 8

2
管理

体系

一般

要求

工厂建立、实施并保持满足 GB/T 19001的要求的质量管理

体系。
必选 10

15%

通过质量管理体系第三方认证。 可选 8

工厂建立、实施并保持满足 GB/T 28001要求的职业健康安

全管理体系。
必选 10

通过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第三方认证。 可选 8

环境

管理

体系

工厂建立、实施并保持满足 GB/T 24001要求的环境管理体

系。
必选 20

通过环境管理体系第三方认证。 可选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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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具体评价要求

符合性说明及证明材

料索引
要求类型 分值 权重 得分

能源

管理

体系

工厂建立、实施并保持满足 GB/T 23331要求的能源管理体

系。
必选 20

通过能源管理体系第三方认证。 可选 10

社会

责任

每年发布社会责任报告，说明履行利益相关方责任的情况，

特别是环境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报告公开可获得。
可选 4

3

能源

资源

投入

能源

投入

工厂应优化用能结构，在保证安全、质量的前提下减少不可

再生能源投入。
必选 10

15%

建有能源管理中心。

可选

8

建有厂区光伏电站、智能微电网。 5

使用了低碳清洁的新能源。 3

使用可再生能源代替不可再生能源。 3

充分利用余热余压。 3

资源

投入

工厂应按照 GB/T 7119的要求对其开展节水评价工作，且满

足 GB/T 18916（所有部分）中对应本行业的取水定额要求。
必选

10

工厂应减少材料、尤其是有害物质的使用，评估有害物质及

化学品减量使用或替代的可行性。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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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具体评价要求

符合性说明及证明材

料索引
要求类型 分值 权重 得分

工厂应按照 GB/T 29115的要求对其原材料使用量的减少进

行评价。
10

使用回收料、可回收材料替代原生材料、不可回收材料。
可选

5

替代或减少全球增温潜势较高温室气体的使用。 4

采购

工厂应制定并实施包括环保要求的选择、评价和重新评价供

方的准则。
必选

10

工厂应确定并实施检验或其他必要的活动，以确保采购的产

品满足规定的采购要求。
10

工厂向供方提供的采购信息包含有害物质使用、可回收材料

使用、能效等环保要求。 可选
4

满足绿色供应链评价要求。 5

4 产品
生态

设计

工厂在产品设计中引入生态设计的理念。 必选 30

10%
按照 GB/T 24256对生产的产品进行生态设计。

可选

6

按照 GB/T 32161对生产的产品进行生态设计产品评价，满

足绿色产品（生态设计产品）评价要求。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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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具体评价要求

符合性说明及证明材

料索引
要求类型 分值 权重 得分

有害

物质

使用

工厂生产的产品（包括原料和辅料）应减少有害物质的使用，

避免有害物质的泄露，满足国家对产品中有害物质限制使用

的要求。

必选 15

实现有害物质替代。 可选 4

节能

工厂生产的产品若为用能产品或在使用过程中对最终产品/

构造的能耗有影响的产品，适用时，应满足相关标准的限定

值要求。未制定标准的，产品能效应不低于行业平均值。

必选（适

用时）
15

达到相关标准中的节能评价值/先进值要求，未制定标准的，

产品能效达到行业前 20%的水平，前 5%为满分。

可选（适

用时）
6

减碳

采用适用的标准或规范对产品进行碳足迹核算或核查。

可选

6

利用核算或核查结果对其产品的碳足迹进行改善。核算或核

查结果对外公布。
3

适用时，产品满足相关低碳产品要求。 3

可回

收利

用率

按照 GB/T 20862的要求计算其产品的可回收利用率。

可选

4

利用计算结果对产品的可回收利用率进行改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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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具体评价要求

符合性说明及证明材

料索引
要求类型 分值 权重 得分

5
环境

排放

大气

污染

物

工厂的大气污染物排放应符合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地

方标准要求，并满足区域内排放总量控制要求。
必选 15

10%

工厂的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满足标准中更高等级的要求。 可选 10

水体

污染

物

工厂的水体污染物排放应符合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地

方标准要求，或在满足要求的前提下委托具备相应能力和资

质的处理厂进行处理，并满足区域内排放总量控制要求。

必选 15

工厂的主要水体污染物排放满足标准中更高等级的要求。 可选 10

固体

废弃

物

工厂产生的固体废弃物的处理应符合 GB 18599及相关标准

的要求。工厂无法自行处理的，应将固体废弃物转交给具备

相应能力和资质的处理厂进行处理。

必选 10

噪声
工厂的厂界环境噪声排放应符合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

地方标准要求。
必选 10

温室

气体

工厂应采用 GB/T 32150或适用的标准或规范对其厂界范围

内的温室气体排放进行核算和报告。
必选 10

获得温室气体排放量第三方核查声明。 可选 10

核查结果对外公布。 可选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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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具体评价要求

符合性说明及证明材

料索引
要求类型 分值 权重 得分

可行时，利用核算或核查结果对其温室气体的排放进行改

善。
可选 6

6 绩效

用地

集约

化

按照 GB/T 36132附录 A计算工厂容积率，指标应不低于《工

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的要求。
必选 3

30%

按照 GB/T 36132附录 A计算工厂容积率，指标达到《工业

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要求的 1.2倍及以上，2倍及以上

为满分。

可选 2

按照 GB/T 36132附录 A计算工厂建筑密度，建筑密度不低

于 30%。
必选 3

按照 GB/T 36132附录 A计算工厂建筑密度，建筑密度达到

40%。
可选 2

工厂的单位用地面积产能应不低于行业平均水平；或：工厂

的单位用地面积产值不低于地方发布的单位用地面积产值

的要求；未发布单位用地面积产值的地区，单位用地面积产

值应超过本年度所在省市的单位用地面积产值。

必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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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具体评价要求

符合性说明及证明材

料索引
要求类型 分值 权重 得分

工厂的单位用地面积产能指标优于行业前 20%，前 5%为满

分；或：单位用地面积产值达到地方发布的单位用地面积产

值的要求的 1.2倍及以上，2倍为满分；未发布单位用地面

积产值的地区，单位用地面积产值应达到本年度所在省市的

单位用地面积产值 1.2倍及以上，2倍为满分。

可选 2

原料

无害

化

按照 GB/T 36132附录 A识别、统计和计算工厂的绿色物料

使用情况。
必选 6

按照 GB/T 36132附录 A计算工厂主要物料的绿色物料使用

率达 30%及以上。
可选 4

生产

洁净

化

按照 GB/T 36132附录 A计算单位产品主要污染物产生量

（包括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指标

应不高于行业平均水平。（装备、电子、电器等离散制造业

可采用单位产值或单位工业增加值指标。）

必选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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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具体评价要求

符合性说明及证明材

料索引
要求类型 分值 权重 得分

按照 GB/T 36132附录 A计算单位产品主要污染物产生量

（包括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指标

优于行业前 20%水平。（装备、电子、电器等离散制造业可

采用单位产值或单位工业增加值指标。）前 5%为满分。

可选 4

按照 GB/T 36132附录 A计算单位产品废气产生量，指标应

不高于行业平均水平。（装备、电子、电器等离散制造业可

采用单位产值或单位工业增加值指标。）

必选 6

按照 GB/T 36132附录 A计算单位产品废气产生量，指标优

于行业前 20%水平。（装备、电子、电器等离散制造业可采

用单位产值或单位工业增加值指标。）前 5%为满分。

可选 4

按照 GB/T 36132附录 A计算单位产品废水产生量，指标应

不高于行业平均水平。（装备、电子、电器等离散制造业可

采用单位产值或单位工业增加值指标。）

必选 6

按照 GB/T 36132附录 A计算单位产品废水产生量，指标优

于行业前 20%水平。（装备、电子、电器等离散制造业可采

用单位产值或单位工业增加值指标。）前 5%为满分。

可选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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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具体评价要求

符合性说明及证明材

料索引
要求类型 分值 权重 得分

废物

资源

化

按照 GB/T 36132附录 A计算单位产品主要原材料消耗量，

指标应不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必选 6

按照 GB/T 36132附录 A计算单位产品主要原材料消耗量，

指标优于行业前 20%水平，前 5%为满分。
可选 4

按照 GB/T 36132附录 A计算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指

标应大于 65%（根据行业特点，该指标可在±20%之间选取）。
必选 6

按照 GB/T 36132附录 A计算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指

标达到 73%（根据行业特点，该指标可在±20%之间选取），

90%为满分。

可选 4

按照 GB/T 36132附录 A计算废水处理回用率，指标高于行

业平均值。
必选 6

按照 GB/T 36132附录 A计算废水处理回用率，指标优于行

业前 20%水平，前 5%为满分。
可选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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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具体评价要求

符合性说明及证明材

料索引
要求类型 分值 权重 得分

能源

低碳

化

按照 GB/T 36132附录 A计算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指标应符
合相关国家、行业标准中的限额要求。未制定相关标准的，

应达到行业平均水平。（装备、电子、电器等离散制造业可

采用单位产值或单位工业增加值指标。）

必选 6

按照 GB/T 36132附录 A计算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指标达到
相关国家、行业标准中的先进值要求。未制定相关标准的，

应优于行业前 20%水平。（装备、电子、电器等离散制造业
可采用单位产值或单位工业增加值指标。）前 5%为满分。

可选 4

按照 GB/T 36132附录 A计算单位产品碳排放量，指标应优
于行业平均水平。（装备、电子、电器等离散制造业可采用

单位产值或单位工业增加值指标。）

必选 3

按照 GB/T 36132附录 A计算单位产品碳排放量，指标优于
行业前 20%水平。（装备、电子、电器等离散制造业可采用
单位产值或单位工业增加值指标。）前 5%为满分。

可选 2

加分项 “零碳”工厂创建方面开展的工作情况 可选 3 100

总分

注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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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2：凡符合“绿色工厂行业标准清单”的工厂，请根据清单中的标准自行设计该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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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绿色工业园区第三方评价报告

园 区 名 称：

第三方评价机构名称：

工业和信息化部制

20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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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表

一、园区基本信息

园区名称

园区级别 □国家级□省级 园区内企业数量 家

园区地址

申报单位联系人 职务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园区内绿色工厂数量 国家： 省： 市：

二、第三方机构信息

第三方机构名称

第三方机构地址

机构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电话

机构联系人 联系人电话

报告编制负责人 负责人电话

三、绿色工业园区评价结果

基本要求 □符合 □不符合 近三年平均得分

近三年工业园区

绿色指数情况

第 1年

第 2年

第 3年

受评价方主要

亮点
（请在 100字以内概述受评价方主要亮点）

本机构承诺，已按规范完整的评价程序对受评价方进行了全面的评价，受评价方提交的

材料真实有效，本评价报告客观公正，结论证据充分，真实、准确的反映了评价过程的发现，

严谨的出具结论。本机构已充分了解评价报告的严肃性，评价过程若存在弄虚作假或故意隐

瞒受评价方问题，本机构愿承担所有责任。

法人代表签字：

（单位公章）



— 26—

绿色工业园区评价报告（格式）

一、概述

主要介绍绿色工业园区评价的目的、范围及准则，受评价方的基

本情况（基本信息、功能区划、产业发展现状以及在绿色发展方面开

展的重点工作及取得的成绩）等。

二、评价过程和方法

主要介绍评价组织安排、文件评审情况、现场评价情况、评价报

告编写及内部技术复核情况。

三、评价内容

第三方机构应按以下内容对园区进行评价：

1.对园区是否存在《绿色工厂梯度培育及管理暂行办法》中所列

否决条件的评价情况；

2.对园区是否符合《绿色工业园区评价要求》中基本要求的评价

情况；

3.对园区能源利用、资源利用、基础设施、产业、生态环境、运

行管理等方面内容的评价情况。

四、评价结论

对园区是否符合绿色工业园区要求进行总体评价，给出评价得分

（即工业园区绿色指数），描述主要创建做法、工作亮点和仍存在的

问题等。

五、建议

对园区持续创建绿色工业园区的下一步工作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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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参考文件

列出报告编写过程中所使用的相关参考文件（与附表 1.2.1

及附表 1.2.2 的证明材料索引一栏对应）。

七、第三方机构资质符合性证明材料

列出第三方机构满足条件的资质符合性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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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2.1
绿色工业园区基本要求第三方评价表

基本要求 是否符合 证明材料索引

国家和地方绿色、循环和低碳相关法律法规、

政策和标准应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涉及化

工园区的应通过省级人民政府或其授权机构

认定。

近三年，未发生重大污染事故或重大生态破

坏事件，完成国家或地方政府下达的节能减

排指标，碳排放强度持续下降。

环境质量达到国家或地方规定的环境功能区

环境质量标准，园区内企业污染物达标排放，

各类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均不超过国家或地

方的总量控制要求。

园区重点企业 100%实施清洁生产审核。

园区企业不应使用国家列入淘汰目录的落后

生产技术、工艺和设备，不应生产国家列入

淘汰目录的产品。

园区建立履行绿色发展工作职责的专门机

构、配备 2名以上专职工作人员。

鼓励园区建立并运行环境管理体系和能源管

理体系，建立园区能源监测管理平台。

鼓励园区建设并运行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

能源应用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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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2.2
绿色工业园区评价指标第三方评价表

第 1年（ 年）指标数据评价情况

一级指标 序号 二级指标 指标单位
指标

数据
引领值

得

分

证明材

料索引

能源利用

绿色化指标

（EG）

1 能源产出率 万元/tce 3

2 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 % 15

3 清洁能源使用率 % 75

资源利用

绿色化指标

(RG)

4 水资源产出率 元/m3 1500

5 土地资源产出率 亿元/km2 15

6 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 % 95

7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 30

8 中水回用率 % 30

9 余热资源回收利用率 % 60

10 废气资源回收利用率 % 90

11 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率 % 80

基础设施

绿色指标

(IG)

12 污水集中处理设施 - 具备

13
新建工业建筑中绿色建筑的

比例
% 30

14
新建公共建筑中绿色建筑的

比例
% 60

15 500米公交站点覆盖率 % 90

16 节能与新能源公交车比例 % 30

产业

绿色指标

（CG）

17
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园区工

业总产值比例
% 30

18
绿色产业增加值占园区工业

增加值比例
% 30

19 人均工业增加值 万元/人 15

20 现代服务业比例 % 30



— 30—

生态环境

绿色指标

（HG）

21
工业固体废弃物（含危废）处

置利用率
% 100

22
万元工业增加值碳排放量消

减率
% 3

23 单位工业增加值废水排放量 t/万元 5

24 主要污染物弹性系数 - 0.3

25 园区空气质量优良率 % 80

26 绿化覆盖率 % 30

27 道路遮荫比例 % 80

28 露天停车场遮荫比例 % 80

运行管理

绿色指标

（MG）

29 园区绿色标准体系完善程度 - 完善

30 编制园区绿色发展规划 - 是

31 园区绿色信息平台完善程度 - 完善

第 2年（ 年）指标数据评价情况

一级指标 序号 二级指标 指标单位
指标

数据
引领值

得

分

证明材

料索引

能源利用

绿色化指标

（EG）

1 能源产出率 万元/tce 3

2 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 % 15

3 清洁能源使用率 % 75

资源利用

绿色化指标

(RG)

4 水资源产出率 元/m3 1500

5 土地资源产出率 亿元/km2 15

6 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 % 95

7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 30

8 中水回用率 % 30

9 余热资源回收利用率 % 60

10 废气资源回收利用率 % 90

11 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率 % 80



— 31—

基础设施

绿色指标

(IG)

12 污水集中处理设施 - 具备

13
新建工业建筑中绿色建筑的

比例
% 30

14
新建公共建筑中绿色建筑的

比例
% 60

15 500米公交站点覆盖率 % 90

16 节能与新能源公交车比例 % 30

产业

绿色指标

（CG）

17
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园区工

业总产值比例
% 30

18
绿色产业增加值占园区工业

增加值比例
% 30

19 人均工业增加值 万元/人 15

20 现代服务业比例 % 30

生态环境

绿色指标

（HG）

21
工业固体废弃物（含危废）处

置利用率
% 100

22
万元工业增加值碳排放量消

减率
% 3

23 单位工业增加值废水排放量 t/万元 5

24 主要污染物弹性系数 - 0.3

25 园区空气质量优良率 % 80

26 绿化覆盖率 % 30

27 道路遮荫比例 % 80

28 露天停车场遮荫比例 % 80

运行管理

绿色指标

（MG）

29 园区绿色标准体系完善程度 - 完善

30 编制园区绿色发展规划 - 是

31 园区绿色信息平台完善程度 - 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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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年（ 年）指标数据评价情况

一级指标 序号 二级指标 指标单位
指标

数据
引领值

得

分

证明材

料索引

能源利用

绿色化指标

（EG）

1 能源产出率 万元/tce 3

2 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 % 15

3 清洁能源使用率 % 75

资源利用

绿色化指标

(RG)

4 水资源产出率 元/m3 1500

5 土地资源产出率 亿元/km2 15

6 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 % 95

7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 30

8 中水回用率 % 30

9 余热资源回收利用率 % 60

10 废气资源回收利用率 % 90

11 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率 % 80

基础设施

绿色指标

(IG)

12 污水集中处理设施 - 具备

13
新建工业建筑中绿色建筑的

比例
% 30

14
新建公共建筑中绿色建筑的

比例
% 60

15 500米公交站点覆盖率 % 90

16 节能与新能源公交车比例 % 30

产业

绿色指标

（CG）

17
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园区工

业总产值比例
% 30

18
绿色产业增加值占园区工业

增加值比例
% 30

19 人均工业增加值 万元/人 15

20 现代服务业比例 %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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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

绿色指标

（HG）

21
工业固体废弃物（含危废）处

置利用率
% 100

22
万元工业增加值碳排放量消

减率
% 3

23 单位工业增加值废水排放量 t/万元 5

24 主要污染物弹性系数 - 0.3

25 园区空气质量优良率 % 80

26 绿化覆盖率 % 30

27 道路遮荫比例 % 80

28 露天停车场遮荫比例 % 80

运行管理

绿色指标

（MG）

29 园区绿色标准体系完善程度 - 完善

30 编制园区绿色发展规划 - 是

31 园区绿色信息平台完善程度 - 完善

注：单项指标最高得分不超过 1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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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

第三方评价报告

企 业 名 称：

第三方评价机构名称

工业和信息化部制

20 年 月



— 35—

基本信息表

一、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通讯地址

所属行业
（按统计局四位代码

填写，可多填）
主要产品

单位性质 内资（□国有□集体□民营）□中外合资□港澳台□外商独资

申报工作

联系部门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供应商数量 家 供应商中，国家绿色工厂数量 家

二、第三方机构信息

第三方机构名称

第三方机构地址

机构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电话

机构联系人 联系人电话

报告编制人 编制人电话

三、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评价结果

基本要求 □符合 □不符合 评价得分

受评价方主要

亮点
（请在 100字以内概述受评价方主要亮点）

本机构承诺，已按规范完整的评价程序对受评价方进行了全面的评价，受评价方提交的

材料真实有效，本评价报告客观公正，结论证据充分，真实、准确的反映了评价过程的

发现，严谨的出具结论。本机构已充分了解评价报告的严肃性，评价过程若存在弄虚作

假或故意隐瞒受评价方问题，本机构愿承担所有责任。

法人代表签字：

（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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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评价报告（格式）

一、概述

主要介绍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评价的目的、依据及被评价企

业的基本情况（企业的基本信息、发展现状、主要产品、生产经

营状况、供应商以及在绿色发展方面开展的重点工作及取得的成

绩等）等。

二、评价过程

主要介绍评价组织安排、文件评审情况、现场评价情况、评

价报告编写及内部技术复核情况。

三、评价内容

第三方机构应按以下内容对企业进行评价：

1.对企业是否存在《绿色工厂梯度培育及管理暂行办法》中所

列否决条件的评价情况；

2.对企业是否符合《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评价要求》中基本要

求的评价情况；

3.对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战略、实施绿色供应商管理、绿色生

产、绿色回收、绿色信息平台建设、绿色信息披露等方面内容的

评价情况；

4.列出企业开展“碳足迹核算”情况（加分项）。

四、评价结论

对企业是否符合绿色供应链管理评价要求进行总体评价，给

出评价得分，描述主要创建做法、工作亮点和仍存在的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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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议

对企业持续创建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的下一步工作提出建议。

六、参考文件

列出报告编写过程中所使用的相关参考文件（与附表 1.3.1

及附表 1.3.2 的证明材料索引一栏对应）。

七、第三方机构资质符合性证明材料

列出第三方机构满足条件的资质符合性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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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3.1

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一般要求符合性评价表

一般要求 是否符合 证明材料索引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具有较强的行业影响力。

具有较完善的能源资源、环境管理体

系，各项管理制度健全，符合国家和地

方的法律法规及标准规范要求，近三年

无重大安全和环境污染事故。

拥有数量众多的供应商，在供应商中有

很强的影响力，与上下游供应商建立良

好的合作关系。

有完善的供应商管理体系，建立健全的

供应商认证、选择、审核、绩效管理和

退出机制。

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销售盈利能力

处于行业领先水平。

对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有明确的工作

目标、思路、计划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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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3.2

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评价指标体系

（20 年）

一级指标 序号 二级指标 单位
最高

分值

符合性说

明及证明

材料索引

得分

绿色供应

链管理

战略

X1

1 纳入公司发展规划 X11 - 8

2 制定绿色供应链管理目标 X12 - 6

3 设置专门管理机构 X13 - 6

实施绿色

供应商

管理

X2

4 绿色采购标准制度完善 X21 - 4

5 供应商认证体系完善 X22 - 3

6 对供应商定期审核 X23 - 3

7 供应商绩效评估制度健全 X24 - 3

8 定期对供应商进行培训 X25 - 3

9 低风险供应商占比 X26 % 4

绿色生产

X3

10 节能减排环保合规 X31 - 10

11
符合有害物质限制使用管理办法

X32
- 10

绿色回收

X4

12 产品回收率 X41 % 5

13 包装回收率 X42 % 5

14
回收体系完善（含自建、与第三

方联合回收）X43
- 5

15 指导下游企业回收拆解 X44 - 5

绿色信息

平台建设

X5

16
绿色供应链管理信息平台完善

X51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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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信息

披露

X6

17 披露企业节能减排减碳信息 X61 - 2.5

18
披露高、中风险供应商审核率及

低风险供应商占比 X62
- 2.5

19 披露供应商节能减排信息 X63 - 2.5

20
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含绿色

采购信息）X64
- 2.5

加分项 “碳足迹核算”情况 - 3

注：电子电器、机械、汽车行业请根据“绿色供应链管理评价标准清单”中的指标体系自

行设计该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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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绿色设计产品自评价报告

申报单位：

所在市县：

20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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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基本信息表

企业名称

通讯地址

所属行业 主要产品

单位性质 内资（□国有□集体□民营）□中外合资□港澳台□外商独资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注册机关 注册资本

成立日期 有效期

申报工作

联系部门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二、申报产品信息表

产品名称 产品型号

产品品牌 产品专利

产品功能描述

主要技术参数

产品主要亮点概述

近三年申报产品产销情况

年份 单位 20 年 20 年 20 年

申报产品产量

申报产品销售收入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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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产品销售收入

占总收入比重
%

申报产品利润额 万元

申报产品利润额占

总利润额的比重
%

三、产品自评价结果

3.1基本要求符合性说明。按照绿色设计评价标准，对基本要求的

符合性进行逐项说明。

3.2评价指标要求符合性说明。对照评价指标基准值，逐项提供各

指标的实际值、测算过程和相应的证明文件来源。

3.3自评价结论。给出总体自评价结论。

四、产品亮点描述

从产品原料选择、有毒有害物质减量或替代、清洁生产工艺技术、

包装及运输、资源化循环利用、无害化处置等方面以及资源能源消耗、

污染物排放等方面简要概述绿色设计产品亮点，尽可能采取定性和定

量描述相结合方式。（限 1000字）

五、相关证明材料

1.企业法人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注册商标证明（授权书）、

品牌授权书；

2.标准符合性证明材料（如具有相应资质的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

报告等）；

3.产品生命周期评价报告：须按照绿色设计评价标准中产品生命

周期评价报告编制方法要求进行编制。

4.企业对自评价结果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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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设计产品自我声明

本企业自愿申报绿色设计产品，并郑重声明：本企业近三年未发

生安全（含网络安全、数据安全）、质量、环境污染等事故以及偷漏

税等违法违规行为，未在国务院及有关部门相关督查工作中被发现存

在严重问题，不在工业节能监察整改名单，且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申报的绿色设计产品符合[填写绿色设计评价标准名称]要求，所提供的

所有申报材料及委托机构的证明材料真实、有效，并对所生产的产品

和声明的一致性负责，接受社会各方监督，如有违反，愿承担相应法

律责任。

法人或单位负责人签字：

（公章）

日期：

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办公室 2025年 2月 11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