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业绿色发展报告编制指南总则 

（2019 版） 

 

 

 

 

 

 
 

 

 

 

2019 年 12 月 

 



 

I 

 

目  次 

前言 ................................................................................................................................................. II 

1 范围 .............................................................................................................................................. 1 

2 报告质量要求 ............................................................................................................................... 1 

3 标准披露项 ................................................................................................................................... 1 

4 指南使用声明 ............................................................................................................................... 5 

5 规范性引用文件 ........................................................................................................................... 6 

 

 



 

II 

 

前  言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工业绿色发展规划（2016-2020）》和《绿色制造工程实施指南（2016-

2020年）》，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持续打造绿色先进典型，引领相关领域工业绿色转型，

加快推动绿色制造体系建设，制定本指南。旨在培育一批绿色发展龙头骨干企业，发挥大型

企业集团示范带动作用，在绿色发展上先行先试，引导企业建立信息公开制度，通过公开渠

道对上一年度绿色制造水平指标进行自我声明，发布企业绿色发展报告，展示绿色制造先进

经验和典型做法。从而引导企业建立集资源、能源、环境、安全、职业卫生为一体的绿色管

理体系，将绿色管理贯穿于企业研发、设计、采购、生产、营销、服务等全过程，实现生产

经营管理全过程绿色化。 

企业绿色发展报告编制指南提供报告原则、披露要求和编制指导，为各类工业企业编制

企业绿色发展报告提供参考 。 

本指南起草单位：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1 

 

企业绿色发展报告编制指南总则 

1 范围 

企业绿色发展报告编制指南总则提供报告质量要求、标准披露项、披露项要求、指南使

用声明等信息，为各类行业机构制定具体行业企业绿色发展报告编制指南提供规范性要求，

同时可作为各类工业企业开展企业绿色发展报告编制的一般性参考文件。 

2 报告质量要求 

2.1 准确性 

报告的信息应足够准确而详实，以供利益相关方评估报告组织的表现。 

2.2 平衡性 

报告的信息应反映报告组织的正面和负面表现，以便对总体表现做出合理评估。 

2.3 清晰性 

报告组织应以使用该信息的利益相关方可以理解且可以获取的方式来提供信息。 

2.4 可比性 

报告组织应以一致的方式选择、编辑和报告信息。报告的信息应以这样的方式呈现：既

能让利益相关方分析组织的表现随时间而发生的变化，又可以相对于其他组织来进行分析。 

2.5 可靠性 

报告组织收集、记录、编辑、分析和报告此报告中所用信息和过程的方式，应有助于开

展审查并确定信息的质量和实质性。 

2.6 时效性 

报告组织应定期报告，以便利益相关方及时了解信息，从而做出明智决策。 

3 标准披露项 

3.1 一般披露项 

各类行业机构可以根据披露方向，制定符合行业特点的一般披露项，一般披露项的披露

方向包括企业基本信息、发展战略、管理方针等。 

3.1.1 企业基本信息 

从企业的主要产品、运营范围、产销规模、员工情况等几个方面对企业的基本情况进行

说明。 

3.1.2 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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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产品研发、制造工艺和技术等方面，制定企业在未来不同阶段（短期、中期、长期）

的发展规划。 

3.1.3 管理方针 

在职业健康安全管理、环境管理、能源管理等体系和制度建设方面的运行情况及取得的

成果绩效。 

每个披露方向包含若干一般披露项，披露项分必要和可选两类属性，企业应按要求披露

必要项内容，未按要求披露的必要项需解释原因，可选项代表该披露项可选择性披露，具体

见表1。 

表 1 一般披露项 

序号 披露方向 一般披露项 属性 

1 

企业基本信息 

  

2   

…   

 

发展战略 

  

   

   

 

管理方针 

  

   

   

3.2 具体披露项 

各类行业机构按照工信部绿色制造的相关技术要求，具体披露项指标围绕以下8个披露

方向：1.新概念技术应用，2.优化生命周期设计，3.降低材料环境影响，4.减少材料用量，5.

优化生产过程，6.优化分销系统，7.优化使用过程，8.优化回收处理进行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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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披露方向 

3.2.1 新概念技术应用 

企业在开发符合社会需求的产品系统功能的新思路和实现需求的方法。 

3.2.2 优化生命周期设计 

企业在延伸技术生命周期（产品性能完好的时间）、美学生命周期（产品外观具有吸引

力的时间）和产品的生命周期始端方面所做的工作，从而可以尽量长地使用产品。 

3.2.3 降低材料环境影响 

企业在产品原材料的选择上，尽量选择低碳、绿色、环保、无毒无害或低毒低害材料。 

3.2.4 减少材料用量 

企业在产品的开发设计方面，尽可能减少材料使用的数量，包括减少的重量和体积。 

3.2.5 优化生产过程 

企业通过优化生产技术，投入高效节能设备，加强生产管理等手段，减少能源资源投入

和污染物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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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 优化分销系统 

企业在物流管理、产品包装材料及方式、销售运输方式、仓储布局等方面优化分销系统

的举措，以最有效的运输方式将产品运输到工厂、经销商及使用者。 

3.2.7 优化使用过程 

企业生产的产品在行业中具有的优势，在满足用户需求的条件下，能够减少或尽量降低

使用过程中对环境、使用者的影响。 

3.2.8 优化回收处理 

企业在初始生命周期结束后对产品的妥善处理或处置，再利用有价值的零部件和确保正

确废物管理，减少产品零部件或材料产生的环境影响。 

每个披露方向下可能包含若干个具体披露项，披露项分必要和可选两类属性，企业应按

要求披露必要项内容，未按要求披露的必要项需解释原因，可选项代表该披露项可选择性披

露。 

表 2 具体披露项 

序号 披露方向 具体披露项 属性 

1 

新概念技术应用 

  

2   

…   

 

优化生命周期设计 

  

   

   

 

降低材料环境影响 

  

   

   

 

减少材料用量 

  

   

   

 

优化生产过程 

  

   

   

 

优化分销系统 

  

   

   

 

优化使用过程 

  

   

   

 

优化回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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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标准披露项要求  

为方便报告编写人员掌握、明确编写要求，各类行业机构须从以下三个方面为标准披露

项制定详细指导。 

3.3.1 标准披露项名称 

3.3.2 披露项解释 

定义披露项的具体含义。 

3.3.3 编制要领 

详细列明报告需要披露的条件形式、参考的标准及方法，根据披露指标特点，明确披露

的具体内容。 

3.3.4 资料来源 

介绍披露项相关资料的可能来源，帮助报告编写者更加迅速、更加明确的完成该披露项

的信息收集及编写。 

4 指南使用声明 

4.1 报告编制声明 

报告编制需在报告目录前编制关于本报告的声明，包括不限于报告期、指代说明、使用

本指南的说明、报告获取方式、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声明。 

4.2 标准披露项索引 

应在报告正文后附标准披露项索引表(表3)，对照披露项要求，提供内容索引。 

表 3 标准披露项索引表 

序号 披露方向 标准披露项 索引页码 

1 

企业基本信息 

  

2   

…   

 

发展战略 

  

   

   

 

管理方针 

  

   

   

 

新概念技术应用 

  

   

   

 

优化生命周期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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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材料环境影响 

  

   

   

 

减少材料用量 

  

   

   

 

优化生产过程 

  

   

   

 

优化分销系统 

  

   

   

 

优化使用过程 

  

   

   

 

优化回收处理 

  

   

   

5 规范性引用文件 

各类行业机构应对具体行业企业绿色发展报告编制指南引用的规范性文件予以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