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绿色生产管理评价标准（热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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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概况 

1、任务来源 

1、任务来源 

源于对热轧生产工艺装备及技术、能源消耗、资源综合利用、环境保护、产品特征指标

进行客观综合评价初衷，由中国金属学会提出。 

2、制定本标准的目的和意义 

热轧工序一钢材生产加工方式，用连铸板坯或初轧板坯作原料，经步进式加热炉加热，

高压水除鳞后进入粗轧机，粗轧料经切头、尾、再进入精轧机，实施计算机控制轧制，终轧

后即经过层流冷却（计算机控制冷却速率）和卷取机卷取、成为直发卷。钢铁行业作为国民

经济的支柱产业，代表一个国家工业发展的水平，随着绿色生产的时代潮流到来，钢铁绿色

制造标准的提升迫在眉睫，也是行业转型升级的关键。钢铁生产最具潜力、也最提升空间的

绿色发展行业,绿色生产是绿色制造体系的核心环节,创建钢铁行业绿色生产的同时应根据自

身情况长远谋划,加快企业技术升级革新,实现从钢铁大国到钢铁强国的转变。 

钢铁行业实施绿色生产在节能降耗、减少污染的同时还可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体现

了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的和谐统一，是钢铁行业通向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钢铁绿色生产

基于钢铁全生命周期理念，信息技术与先进节能环保技术的结合更紧密，节能、环保、安全

领域管控更智能化，钢铁制造更绿色。能够实现产品从设计、生产、应用到回收的闭环追溯。

优质、高强、长寿命、可循环的绿色钢铁将引领材料应用的绿色化发展。钢铁材料可循环利

用的特点和优势进一步得到体现。 

综上，为了提升钢铁行业绿色生产水平，2019 年 11 月中国金属学会组织首钢集团有限

公司及相关钢铁公司，结合相关的企业标准，并征求了部分同类钢铁企业的意见，编制出本

团体标准的草稿。 

 

二、标准的制定原则 

采取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原则。定量评价指标选取能够体现技术先进性，且能反映“节

能”、“降耗”、“减污”和“增效”等有关绿色生产的指标。定性评价指标主要根据国家有关

推行绿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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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制定本

团体标准。 

参考及引用资料如下： 

GB 13456      钢铁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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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28665-2012    轧钢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 13/2169-2018  河北省钢铁工业大气污染物超低排放标准 

三、主要技术内容说明 

1. 本标准中绿色生产评价指标说明如下： 

a) 一级指标从生产工艺设备设施装备水平、能源消耗、资源综合利用、环境保护、产品

特征五方面综合评价，环境保护占 50%评价权重，突出环境保护在绿色生产中的核心

地位； 

b) 生产工艺设备设施装备水平从加热炉余热回收能力，以及热装热送比和生产过程中热

能损失生产过程控制水平评价了绿色生产过程中的先进的能源节约技术标准； 

c) 能源消耗定量将生产过程中的能源消耗分成 A、B、C 三类评价系数； 

d) 资源综合利用能力体现了行业固体废物资源的循环利用水平； 

e) 环境保护在评价体系占 50%的权重，从产业的政策导向和排污总量方面定性的定位了

企业的绿色生产水平，对大气和水污染定量排污水平进行绿色生产评价，对环境管理

体系的健全性定义了危废、辐射、突发环境事件的管理水平； 

f) 产品特征是一个企业硬实力和软实力的综合表征，通过定量的标准促进企业努力提升

绿色生产管理水平。 

四、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通过标准的制定和实施，促进钢铁行业热轧工艺技术及装备升级，推动热轧向绿色生产

目标发展。 

五、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

性 

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七、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本标准的性质为推荐性团体标准。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即实施。 

九、废止或代替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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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绿色生产管理评价标准（热轧）》团体标准编制工作组 

2019年10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