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洁生产在中国发展历程 

 

 清洁生产 128 万项 

清洁生产法 74 万项  
  

  

    1993 年 10 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业污染防治会议上，国务院、

国家经贸委及国家环保总局的领导提出清洁生产的重要意义和作用，明确了

清洁生产在我国工业污染防治中的地位。  

1994 年 3 月，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 21 世纪议程——中国

21 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专门设立了“开展清洁生产和生产绿色

产品”这一领域。 

1996 年 8 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规

定所有大、中、小型新建、扩建、改建和技术改造项目，要提高技术起点，

采用能耗物耗小、污染物排放量少的清洁生产工艺。 

 1997 年 4 月，国家环保总局制定并发布了《关于推行清洁生产的若干意

见》要求地方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将清洁生产纳入已有的环境管理政策中，以

便更深入地促进清洁生产。为指导企业开展清洁生产工作，国家环保总局还

会同有关工业部门编制了《企业清洁生产审计手册》以及啤酒、造纸、有机

化工、电镀、纺织等行业的清洁生产审计指南。  

1999 年 5 月，国家经贸委发布了《关于实施清洁生产示范试点的通知》，

选择北京、上海等 10 个试点城市和石化、冶金等 5 个试点行业开展清洁生

产示范和试点。与此同时，陕西、辽宁、江苏、山西、沈阳等许多省市也制

订和颁布了地方性的清洁生产政策和法规。     

清洁生产对推动我国可持续发展及环境保护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 企
业示范：涉及的行业包括化学、轻工、建材、冶金、石化、电力、飞机制造、

医药、采矿、电子、烟草、机械、纺织印染以及交通等行业 

 (2) 培训：截止 2000 年 5 月，国内通过不同途径已组织了 550 个清洁生

产培训班，共有 16,000 多人次接受了清洁生产培训，使不同层次的管理者

了解了清洁生产，清洁生产技术人员也获得了专门的清洁生产知识和技能。

(3) 机构建设：自 2000 年末，全国已建立了 21 个行业或地方的清洁生产中

心：1 个国家级中心、4 个工业行业中心（包括石化、化工、冶金和飞机制

造业）和 16 个地方中心。 



 (4) 法制建设：1995 年颁布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1995 年和

1996 年修订后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均明确规定：国家鼓励、支持开展清洁生产，减少污

染物的产生量。1998 年 11 月，国务院令（第 235 号）《建设项目环境保护

管理条例》 明确规定：工业建设项目应当采用能耗物耗小、污染物排放量

少的清洁生产工艺，合理利用自然资源，防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中共中

央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企业改革若干问题的重大决定》明确指出：鼓

励企业采用清洁生产工艺。1999 年，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将《清

洁生产法》的制定列入立法计划。  

2003 年 1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正式开始实施 

国家环保总局发布“关于贯彻落实《清洁生产促进法》的若干意见”（环

发[2003]60 号）；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由国家环保总局等 11 个部门“关于加

快推行清洁生产的意见”（国办发[2003]100 号）；国家环保总局与国家发改

委共同发布了清洁生产技术目录；作为清洁生产的监督执行者，国家环保总

局已在企业比较集中的淮河流域，全面推行清洁生产，国家环保总局还将在

重点地区、重点流域加快清洁生产力度，并且和国家重要的环境管理政策配

套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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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二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

会议于 2002 年 6月 29日通过，现予公布，自 2003 年 1 月 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七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

议于 2002 年 10月 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 2003 年 9 月 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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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生产是相对于污染物的末端处理而言的，是《联合国 21世纪议程》所确认的实现工业持续发展的最佳

选择和必由之路，也是当今世界环境保护的新潮流。面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重压力，可持续发展和

清洁生产已成为我国必然的发展模式。 

在本书中，作者综合运用经济、社会、科技与比较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对清洁生产法产生与发展的背景、

清洁生产法的含义、本质、特征、存在形式、基本目的、思想基础、利益机制、基本原则、主要制度以及

我国清洁生产法制的构建等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探讨。 

本书适合于从事法学研究、教育或学习的高等院校与研究机构的教师、学生和其他人员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