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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概况 

1、任务来源 

1、任务来源 

根据钢铁行业技术现状和绿色化发展需求，由中国金属学会提出。 

2、制定本标准的目的和意义 

绿色制造是解决国家资源和环境问题的重要手段，是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任务，是

行业绿色发展的有效途径，同时也是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必然选择。2018 年 5 月，国家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了《绿色工厂评价通则》

（GB/T36132-2018）。由于各行业的生产流程和加工工艺等差别很大，建设绿色工厂的侧重点

各有不同，评价标准差异也较大。因此，制定各行业绿色工厂评价标准是十分必要的。 

钢铁行业是国家支柱型产业，在制造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近年来，一些先进钢

铁企业在积极转型，努力践行高质量发展，率先树立起了绿色发展的理念，积极推进绿色生

产、绿色制造。目前，从国家层面有关钢铁工业绿色生产管理的评价标准缺乏，主要是从能

源、环境的角度制定了有关工序能耗、取水限额、污染物排放等相关标准，缺乏系统、科学

的统筹规划。 

为科学合理评价不同钢铁企业绿色生产管理水平，积极引导企业有序开展深度治理、节

能减排，推进低碳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推动钢铁行业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亟需建立一

套适合钢铁行业特点的绿色生产评价标准，引导和推动钢铁企业实现绿色转型发展。 

综上，2019 年 1 月，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金属学会申请立项，结合相关的国家、

行业、地方标准，并征求了部分钢铁企业的意见，编制出本团体标准的草稿。 

《钢铁行业绿色生产管理评价标准》分为 8 部分，包括通则（第 1 部分）和 7 个单工序

标准（第 2 部分：焦化；第 3 部分：烧结、球团；第 4 部分：炼铁；第 5 部分：炼钢；第 6

部分：热轧；第 7 部分：冷轧；第 8 部分：硅钢），本标准是第 1 部分。 

二、标准的制定原则 

以科学、合理、先进、实用为原则，结合国内钢铁企业的发展、生产流程优化及工艺技

术装备进步需要，参考国内外相关的标准，在《绿色工厂评价通则》（GB/T36132-2018）的框

架下，根据钢铁行业的特点制定本团体标准。 

参考及引用资料如下： 

GB 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3456       钢铁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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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16171       炼焦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 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GB21256         粗钢生产主要工序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GB21342         焦炭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GB24789         用水单位水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 28662        钢铁烧结、球团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28663         炼铁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28664         炼钢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28665         轧钢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50603         钢铁企业总图运输设计规范 

GB/T 18916.2    取水定额第 2 部分：钢铁联合企业 

GB/T 19001      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 

GB/T 21368      钢铁企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要求 

GB/T23331       能源管理体系要求 

GB/T24001       环境管理体系要求及使用指南 

GB/T 24256      产品生态设计通则 

GB/T 26924      节水型企业钢铁行业 

GB/T 28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要求 

GB/T 32150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GB/T 32151.5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第 5 部分：钢铁生产企业 

GB/T 32161      生态设计产品评价通则 

GB/T 33000-2016 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基本规范 

YB/T 4360       钢铁企业能源管理中心技术规范 

T/CISA 101-2017 绿色设计产品评价规范管线钢 

T/CISA 103-2017 绿色设计产品评价规范新能源汽车用无取向电工钢 

三、主要技术内容说明 

1. 本标准与现有标准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术语和定义增加了绿色生产、热装热送比、高炉煤气放散率、氧气放散率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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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合规性要求、基础设施、管理体系、能源与资源投入、环境排放、

产品等指标，在上述六项指标下设若干个二级指标，在二级指标下设具体评价要求。 

c) “合规性要求”部分均为否决项，一项未完成即否决绿色生产企业评价资格；其他五项

指标合计分值 100 分。 

d) “管理体系”部分将环境、能源、质量、安全标准化、职业健康体系一并纳入，体现综

合统筹管理； 

e) “基础设施”部分设建筑设施、通用设备、专用设备、计量设备 4 方面指标，突出体现

节能、降耗； 

f) “能源资源投入”部分从能源、资源的投入，到采购、物流环节，体现源头管控、过程

管控的管理理念； 

g)  “环境排放”部分从污染物处理设备、大气污染物排放、水体污染物排放、固体废物排

放、噪声排放、温室气体方面设置了指标，体现对环境保护的全方位多角度的评价理念； 

h)  “产品”部分从生态设计、有害物质限制使用、节能三个方面体现对绿色产品的要求。 

2. 本标准中各数据表说明如下： 

a) 表 1“钢铁行业绿色生产评价指标表”。表格形式参照 GB/T 36132-2018 中附录 B 表 B.1。 

b) 表 2“绿色生产企业等级对照表”。将钢铁行业绿色生产按照评分高低分为三个等级。 

3. 对钢铁联合企业的综合评价方法说明如下： 

a) 对钢铁联合企业的总体评级依照通则和单工序得分折合分数的形式确定。其中通则权

重系数为 30%，工序综合得分权重系数为 70%。 

b) 工序综合得分采取各单工序得分加权计算的方式，即单工序得分乘以权重系数后累加

之和。 

c) 当钢铁联合企业缺失某项或某几项工序时，按照现有工序在本标准 5.4.4 中列示的权重

系数分别占本企业各工序权重系数之和的比值，重新计算得到该企业各工序的权重系

数。再用新权重系数乘以单工序得分，计算出工序综合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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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钢铁行业工艺技术及装备升级，推动钢铁企业向绿色化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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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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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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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