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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生产审核指南 白酒制造业》编制说明 

1 项目背景 

1.1 项目来源 

（1）原国家环保总局以《关于下达 2007 年度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环

办函[2007]544 号）文件下达了标准制订任务，项目统一编号：752； 

（2）承担单位：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1.2 编制过程 

2008 年 7 月 15 日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与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签订了环境保护项目任务

合同书。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和中国酿酒工业协会白酒分会联合成立

了标准编制组，通过大量文献调研和现场调查，编制组于 2009 年 4 月底完成前期的准备工作并按

照环境保护部《清洁生产审核指南 制订技术导则》（HJ469－2009）的编制原则和框架要求，撰

写并完成开题报告。 

2 行业现状、存在问题和标准编制意义 

2.1 白酒制造业行业概况 

我国白酒行业在经历了起步阶段、快速发展阶段、调整发展阶段后，目前已步入高速发展新

阶段。当前白酒行业企业加强了产品结构、组织结构、运行机制等多方面的调整，行业盈利模式

已经完成了由总量增长模式向结构优化模式转变的过程。现阶段，在白酒行业总量基本稳定的背

景下，中高档白酒的销量增长较快，低档白酒销量逐步减少，行业利润总额增速超过行业收入的

增长速度。白酒行业景气持续向上，3～5 年内行业高景气仍然可以维持。2008～2011 年我国白酒

行业销售收入将保持 12%的平均增速，行业利润将保持 25%左右的平均增速，白酒行业景气度继续

维持高位运行。2008 年以来白酒行业保持了较快的增速，加上酿酒主要原料以及包装材料的价格

上涨推动成本的上升，吨酒成本增加较快。 

表 1 2003-2008 年我国白酒产量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产量（万吨） 331 312 349 411 494 570 

表 2 2003-2008 年白酒行业规模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销售收入（亿元） 546.42 516.35 719.67 944.42 1260.90 1460 

利润总额（亿元） 44.08 48.33 74.29 103.84 163.52  

资产总额（亿元） 990.80 895.18 1001.90 1155.61 1313.20  

企业数量（个） 1001 960 957 1055 1159  

2.2 白酒企业污染的产生 

白酒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主要污染物为高浓度的有机废水，其次是废气、废渣、粉尘及

其他物理污染物，各种污染物均可对周围环境造成不同程度的污染，对周围的动植物（包括人类）

可造成不同程度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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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白酒企业中主要污染物及来源 

项目 污染物 主要来源 

蒸馏锅底水、冷却水 酿酒车间 

洗瓶水 包装车间 废水 

冲洗水 酿酒、制瓶、制曲等车间 

粉尘 破碎、制曲等车间 
废气 

氧化硫、一氧化碳、氮氧化合物、苯并（a）芘 燃煤锅炉 

废渣 酒糟、炉渣 酿酒车间、燃煤锅炉 

物理性污染 噪声、气味等 各车间 

2.3 白酒行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我国白酒行业仍以分散经营为主，竞争格局较为混乱，市场集中度不高，企业集团化和

规模化发展仍需引导，随着啤酒、葡萄酒和果酒类产品的发展，白酒消费空间缩小，白酒生产能

力远大于消费者需求，出现产大于销的局面，企业结构有待进一步调整，小规模白酒企业数量占

全行业比例较高，整体技术和装备水平仍然较低，技术进步缓慢，环境污染严重，“三废”治理

仍需加强。 

2.4 白酒行业发展趋势 

国家产业政策的调整，为白酒行业的发展指出了明确的方向，酒类市场将更加规范，产业结

构调整趋向合理；在产品方面，中高档酒类市场竞争激烈，白酒高档化趋势明显，特色产品发展

迅速，企业更加注重塑造品牌，提升自身企业形象，白酒的竞争也逐渐由价格竞争转向品牌竞争，

“质量+品牌”成为白酒行业一个明显的发展方向；市场集中度将进一步提高，未来我国白酒将趋

向群体联合，生产和经营将实现集团化；白酒行业的循环经济和清洁生产技术的研究将进一步加

强，实现整个白酒行业的节能、降耗、减污、增效。 

2.5 相关法律法规 
2.5.1 国外相关标准 

本标准的编制在国内乃至国际尚属首次，没有现成的标准可以借鉴，因此在制订时严格按照

清洁生产审核的定义，结合我国白酒制造业的生产实际，通过系统的数据统计，指导企业有效地

控制对环境的污染，节能降耗，促使现有企业增强环境意识，引导企业进行生产工艺技术的改进，

规范日常管理，实现从源头到产品的清洁生产。 

2.5.2 国内相关标准 

白酒制造企业实施清洁生产审核要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满足《清洁生

产审核暂行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 第 16 号）、《重点企业清洁

生产审核程序的规定》（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环发[2005]151 号）、《关于进一步加强重点企业清

洁生产审核工作的通知》（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环发[2008]60 号）、《清洁生产审核指南 制订技

术导则》(HJ469-2009)的要求。目前，在清洁生产方面，执行《清洁生产标准 白酒制造业》

（HJ/T402-2007）。 

3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白酒制造业企业清洁生产审核的一般要求。本标准重点描述白酒制造业清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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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方案，以及清洁生产审核的程序，并给出各程序的目的、要求和工作内容等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白酒制造业企业开展清洁生产审核工作和报告的编写。 

4 编制依据和参考资料 

4.1 制订标准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2003 年 1 月 1 日实施）. 

[2] “清洁生产审核暂行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环保总局令第 16 号）. 

[3] 国家环保总局，“十一五”国家环境保护标准规划[R].北京: 国家环保总局, 2006:1-2. 

[4] 《关于印发重点企业清洁生产审核程序的规定的通知》（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环发

[2005]151 号）. 

[5] 《关于进一步加强重点企业清洁生产审核工作的通知》（环境保护部 环发[2008]60 号）. 

4.2 主要参考资料 

[1] 《企业清洁生产实施指南》.史捍民，化学工业出版社，2001 年. 

[2]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HJ 469—2009 清洁生产审核指南  制订技术导则[S].北京：中国

环境科学出版社，2009. 

[3] 沈怡方.白酒生产技术全书[M].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7.  

[4] 顾国贤.酿造工艺学（第二版）[M].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5]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工业污染物产生和排放系数手册[M]. 

[6] 中国酿酒工业协会，北京华通人商用信息有限公司.中国酿酒行业研究报告[M].2008. 

[7] 张欣.我国白酒废水治理技术研究进展[J].酿酒, 2008, 35(6) : 12-15. 

[8] 周江,杨瑞.白酒黄浆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现状[J] .凯里学院学报,2008,26(3) : 95-97. 

[9] 王肇颖,肖敏. 白酒酒糟的综合利用及其发展前景[J].酿酒科技,2004(3):65-67. 

5 编制方法和技术路线 

5.1 编制方法 

（1）企业调研 

在标准起草过程中，编制组先后到产业比较集中地区和有代表性的白酒生产企业进行调研，

与企业技术、生产人员沟通，内容包括了生产工艺、设备装备水平、生产管理水平、排污环节等，

明晰企业生产能耗、物耗等各项生产技术指标和生产管理情况，从编制本标准的需求出发，全面、

系统地了解白酒制造行业生产的各个环节。 

（2）国内外相关资料的检索、查新 

收集国内外有关清洁生产的信息，尤其是国内权威部门颁布的有关清洁生产方面的法律法规、

标准、要求等，通过查新、检索国内白酒行业生产状况，包括行业已有的研究成果、实测数据、

公开报道、刊登的论文、资料等。 

（3）专家咨询 

为掌握更多白酒制造企业实施清洁生产审核的一手资料，多次向有清洁生产审核资质的咨询

机构和技术专家、审核师了解审核过程，查阅了多家白酒生产企业清洁生产审核报告和污染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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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报告，同时向业内专家、大专院校以及企业一线工程技术人员进行了咨询。 

通过一系列的工作，结合国家环境保护部有关文件的要求和《清洁生产审核指南 制订技术导

则》(HJ469-2009)的要求，考虑白酒行业生产特性和产品特点以及环境保护标准的严肃性、时效

性，编制了标准的初稿和编制说明。 

5.2 技术路线 

任务下达，成立编制组 

行业政策、法规研究 行业发展状况 资料收集 

开题报告论证 

企业调研 发放调查表调查 

整理分析数据 

确定技术指标 

标准值的确定和论证 

制定标准 

环境效益预测 
 

6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的确定及说明 

本标准的制订遵循《清洁生产审核指南 制订技术导则》(HJ469-2009)，在满足实施“强制性

清洁生产审核”的基础上，让实施“自愿性清洁生产审核”的企业最大限度的分析和评估自身目

前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的合理化建议，自主开展节能、降耗、减污、增效活动。 

6.1 前言 

本标准的前言说明了标准制订的目的、主要内容，同时提出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本

标准也将与时俱进，适时修订。 

6.2 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范围的确定与《清洁生产标准 白酒制造业》（HJ/T402-2007）的适用范围原则上

保持一致，明确了白酒生产企业在实施清洁生产审核时均可以按照或参照本标准执行。 

6.3 清洁生产审核工作步骤 
6.3.1 总体要求 

说明了企业实施清洁生产审核的基本原则和要求，强调在满足本标准附录 E 的“基本内容”

要求基础上自主编制，同时指出在持续性实施清洁生产审核时，对本标准的任何不适用的内容可

以考虑简化或删减，让企业在规范的同时更加注重实效。 

按照《清洁生产审核指南 制订技术导则》(HJ469-2009)的审核程序，其通用要求包括 7 个阶

段，本标准对每一个阶段的目的和要求、工作内容进行了必要的说明和描述。表 3 给出了各个阶

段的主要活动及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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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清洁生产审核程序 

序号 阶段 活动 产出 

1 审核准备 

1、取得领导的支持 

2、组建审核组 

3、制定工作计划 

4、开展宣传教育 

1、领导的参与 

2、审核小组 

3、审核工作计划 

4、障碍的克服 

2 预审核 

1、组织现状调研 

2、进行现场考察 

3、评价产排污状况 

4、确定审核重点 

5、设置清洁生产目标 

6、提出和实施无低费方案 

1、现状调查结论 

2、审核重点 

3、清洁生产目标 

4、现状考察产生的无（低）费方案 

3 审核 

1、准备审核重点资料 

2、实测输入、输出物流、能流 

3、建立物料平衡 

4、分析废物产生原因 

5、提出和实施无（低）费方案 

1、物料、能耗、污染因子平衡 

2、物料、能耗的损失和废物产生原因

3、审核重点无（低）费方案的实施 

4 
实施方案的产生

和筛选 

1、产生方案 

2、分类汇总方案 

3、筛选方案 

4、研制方案 

5、继续实施无（低）费方案 

6、核定并汇总无（低）费方案 

7、编写清洁生产中期审核报告 

1、各类清洁生产方案汇总 

2、推荐的供可行性分析的方案 

3、中期评估前无（低）费方案实施效

果的核定与汇总 

5、清洁生产中期审核报告 

5 实施方案的确定 

1、进行市场调查 

2、进行技术评估 

3、进行环境评估 

4、进行经济评估 

5、推荐可实施方案 

1、方案的可性行分析结果 

2、推荐的可实施方案 

6 方案的实施 

1、组织方案实施 

2、汇总已实施的无（低）费方案的成果

3、验证已实施的中（高）费方案的成果

4、分析总结已实施方案对组织的影响 

1、推荐方案的实施 

2、已实施方案的成果分析与结论 

7 持续清洁生产 

1、建立和完善清洁生产组织 

2、建立和完善清洁生产管理制度 

3、制定持续清洁生产计划 

4、编制清洁生产审核报告 

1、清洁生产组织结构 

2、清洁生产管理制度 

3、持续清洁生产计划 

4、清洁生产审核报告 

6.3.2 审核准备 

此阶段的主要目的是在白酒企业中启动清洁生产审核。清洁生产审核是综合性很强的工作，

涉及到企业的各个部门，因此，获得企业领导者的支持，建立一个高素质的审核小组是企业开展

清洁生产审核，提高企业经济、环境效益的保障。“双超”类型企业必须依法强制性限时开展清洁

生产审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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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内容中详细说明了取得领导的支持、组建审核小组、制定审核工作计划、开展宣传教育

四个方面。 

6.3.3 预审核 

预审核阶段的目的是对白酒企业的全貌进行调查分析，发现其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清洁生产潜

力和机会，从而确定本轮审核的重点，并针对审核重点设置清洁生产目标。预审核要从生产的全

过程出发，对企业现状进行调研和考察，对“双超”类型企业，摸清污染现状和产污重点并通过

定性比较或定量分析，从而确定审核重点。 

6.3.4 审核 

审核是白酒企业清洁生产审核工作的第三阶段。目的是通过审核白酒生产过程中的物料平衡，

发现物料流失的环节，找出废物产生的原因，查找物料储运、生产运行、管理以及废物排放等方

面存在的问题，为清洁生产方案的产生提供依据。进行物料实测是企业开展审核最重要的步骤之

一，企业领导需投入一定的资金开展这项工作。 

工作内容如下： 

(1)收集汇总审核重点的资料，编制审核重点的工艺流程图、工艺设备流程图、各单元操作流

程图及功能说明表。 

(2)实测输入、输出物流，包括所有进入审核重点的物流（原料、辅料、水、气、中间产品、

循环利用物等）及所有输出物流（产品、中间产品、副产品、循环利用物、废物等）。 

(3)建立物料平衡，编制白酒企业水平衡图，标明各组份的数量（例如热水、冷水、蒸气）、

状态（例如温度）和去向； 

(4)分析废物产生的原因，针对物料流失和废物产生部位，从影响生产过程的八个方面，即原

辅料及能源、技术工艺、设备、过程控制、产品、废物特征、管理和员工，分析废物产生原因。 

6.3.5 实施方案的产生和筛选 

本阶段的目的是通过方案的产生、筛选、研制，为下一阶段的方案的确定提供足够的中/高费

清洁生产方案。本阶段的工作重点是根据审核阶段的结果，制定审核重点的清洁生产方案；在分

类汇总的基础上[包括已产生的非审核重点的清洁生产方案，主要是无/低费方案]，经过筛选确定

出两个以上中/高费方案供下一阶段进行可行性分析，同时对已实施的无/低费方案实施效果核定

与汇总；最后编写清洁生产中期审核报告。 

工作内容就是将筛选出的各类清洁生产方案进行可行的无/低费方案、可行的中/高费方案和

不可行方案汇总及分类，对于可行的无/低费方案评估后，边审核边实施边评价，对可行的中/高

费方案进行筛选和排序，并对所筛选的备选方案进行详细的方案说明。对确定为不可行的方案暂

时搁置。通过清洁生产方案的筛选，优化最佳可行的技术路线，为下一阶段的分析工作做好充分

准备。按照不同区域的要求，编制清洁生产中期审核报告。 

6.3.6 实施方案的确定 

本阶段的目的是对筛选出来的中/高费清洁生产方案进行分析和评估，以选择最佳的、可实施

的清洁生产方案。 

可行性分析的内容主要包括经济评估、环境评估和技术评估。技术评估主要评估方案的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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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可实施性，环境评估主要是比较方案实施后对环境的有利影响和不利影响，而经济评估则评

价方案实施后的获利能力，包括方案的直接和间接效益。 

6.3.7 方案的实施 

通过推荐方案的实施，使白酒企业提高生产及管理水平、实现技术进步，获得显著的经济效

益和环境效益；通过评估已实施方案的成果，激励企业推行清洁生产。 

清洁生产方案的实施程序与一般项目的实施程序相同。总结方案实施效果时，应比较实施前

与实施后、预期和实际取得的效果。 

本标准描述了 7 项内容，企业在实施中可参照《清洁生产审核指南  制订技术导则》

(HJ469-2009)附录 C 的要求，结合企业实际自主完善，如有国家或地方政府其他有关规定，可补

充纳入。 

6.3.8 持续清洁生产 

目的是使清洁生产工作在企业内长期、持续地推行下去。 

工作内容中建议企业按照国家和地方政府主管部门的要求，编制清洁生产审核报告，完成本

轮清洁生产审核工作，同时为下一轮清洁生产工作确定资源和组织保障，把清洁生产新技术、新

材料、新工艺、新方法的研究与实施计划、职工的清洁生产培训计划等纳入到日常管理制度中去，

以巩固成效、持续改进。 

6.3.9 审核工作表和检查清单 

本标准在分析总结了国内白酒行业清洁生产审核工作的基础上，给出了符合本行业的清洁生

产审核工作表和检查清单（分别见指南附录 C 和附录 D），以供审核工作人员选用。 

6.3.10“企业清洁生产审核报告编写大纲” 说明 

按照《清洁生产审核指南 制订技术导则》（HJ469-2009）标准的统一要求，本标准确定了白

酒行业“企业清洁生产审核报告编写大纲”。 

6.4 指南的实施 

本标准明确了白酒制造业实施清洁生产审核，接受外部监督、验收和考评的主体是各级人民

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6.5 附录 

本标准的附录 A 为资料性附录，简单描述了我国白酒行业的现状、发展趋势及行业存在的问

题。介绍白酒行业主导生产工艺流程、工艺说明及主要技术装备等，列举了白酒生产过程中的物

料平衡图、水平衡图以及能量平衡图供企业参考分析，归纳说明了白酒生产过程中资源能源消耗、

污染物产生环节及主要污染控制技术。 

本标准的附录 B 为资料性附录，通过分析说明白酒生产过程中资源和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

以及针对性的清洁生产方案。从原辅材料和能源、技术工艺、设备、过程控制、产品、废物、管

理、员工等八个方面选择列举了部分国内实施的清洁生产方案，引导企业发现影响清洁生产的隐

患，寻求科学有效的、切实可行的清洁生产实施方案。 

根据已颁布的白酒行业清洁生产标准和我国白酒行业产排污数据，分析了行业清洁生产发展

的机会、潜力和趋势。 

本标准的附录 C 为资料性附录，企业实施清洁生产审核时所编制的表单多少、详略程度和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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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形式不限，由企业自行编制，但应满足《清洁生产审核指南 制订技术导则》(HJ469-2009)和本

标准附录 C 的“基本内容”信息。 

本标准的附录 D 为资料性附录，列举了企业开展清洁生产审核的检查清单示例，检查清单可

以功过提供思考路线提示审核人员发现问题并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本标准的附录 E（规范性附录）给出了企业清洁生产审核报告编写大纲。 

7 实施本标准的管理措施、技术措施、实施方案建议 

企业通过实施清洁生产审核达到清洁生产的目的是一件利国利民利己的好事，各级组织和考

评机构在重点检查企业的“双超双有”现象是否得到有效遏制和改善的同时，应着重评价节能减

排量的变化，工艺、技术、装备是否符合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和行业政策要求。 

行业协会、科研院所应在政府部门的领导和支持下，定期或不定期发布本行业的国内外发展

动向，与时俱进，编制本行业清洁生产所需的新材料、新工艺、新设备、新方法等清洁生产支撑

技术和必要的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从技术上给予指导。 

企业在实施清洁生产审核时一定要立足于自身挖潜，聘用外部有资质的咨询机构和行业专家、

技术专家、节能专家、环境专家等，作为辅助，不可依赖于外部机构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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