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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QC简介 

       北京中化联合认证有限公司隶属于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是全国

唯一一家具备CCC认证、自愿性产品认证、环保生态产品认证、绿色/低碳产

品认证、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能源管理体系认证、温室气体核查等资质综合性服务机构，主要从事化工领域

的专业化服务。致力于化工企业集团化、集约化、标准化管理工作的推进。 



商立鹏简介 

工程师，四川办事处负责人，主要负责农业化学投入品相关业务； 

中国化工学会化肥专委会专家委员；钾肥和中微肥产业联盟副秘书长； 

国家注册强制性产品认证检查员、国家注册环保生态/绿色肥料产品认证检查员、国家

注册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审核员、国家注册能源管理体系认证审

核员、国家注册碳排放/温室气体核查员、工信部备案绿色工厂/园区评价人员； 

发改委《化工行业能源管理体系实施指南》标准主要起草人； 

工信部《绿色设计产品规范   尿素/磷铵》标准主要起草人； 

工信部《提高化肥利用率》课题主要参与人； 

工信部“我国化工行业碳排放核查与示范”和国家认监委“环保生态肥料产品认证”

等多项课题和相关标准制定主要参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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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绿色制造体系背景 

2015年5月19日，国务院正式印发《中国制造2025》 ，明确提出了“创新驱动、

质量为先、绿色发展、结构优化、人才为本”的基本方针。 

要求：制定绿色产品、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绿色企业标准体系，开展绿色评价。 

目标：到2020年，建成千家绿色示范工厂和百家绿色示范园区，部分重化工行业

能源资源消耗出现拐点，重点行业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下降20%。到2025年，制

造业绿色发展和主要产品单耗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绿色制造体系基本建立。 

具体执行（节能和综合利用司）：工信部推进绿色制造体系建立和评价工作。 

评价对象：产品、企业、供应链、园区 

 



 2016.11.22  国办发〔2016〕86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统一的绿色产品

标准、认证、标识体系的意见》 

要求：建立统一的绿色产品标准、认证、标识体系 

目标：按照统一目录、统一标准、统一评价、统一标识的方针，将现有环保

、节能、节水、循环、低碳、再生、有机等产品整合为绿色产品，到2020年

，初步建立系统科学、开放融合、指标先进、权威统一的绿色产品标准、认

证、标识体系，健全法律法规和配套政策，实现一类产品、一个标准、一个

清单、一次认证、一个标识的体系整合目标。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推进绿色认证标准制定和认证工作。 

 认证对象：产品 

 



  
2016年3月1日实施《绿色产品评价通则》

GB/T33761-2017； 

提出：绿色产品应在资源属性、能源属性、环

境属性、品质属性均先进； 

以当前国内符合所有指标要求的该类产品比例

不超过5%，符合每个单项指标要求的该类产品

比例原则上不超过10%为取值原则，以体现绿

色产品的优势。 

作用：绿色产品评价和认证总要求。 

 



2.1绿色产品： 

工信部开展工作： 

（1）制定绿色设计产品评价规范标准：截止2020.3已发布129项。其中

，肥料产品2项，分别为复合肥料和喷滴灌肥料。 

 

2、肥料行业绿色制造体系建设现状 



目前有四项肥料相关绿色设计产品标准制定中：磷酸一铵/磷酸二铵、尿素、有

机肥料、液体肥料。 



（2）开展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截止到2020年9月11日开展了5批绿色设计产品评

价工作，全国有20余家复合肥料企业通过了绿色设计产品评价。 



市场监管总局开展工作： 

（1）建立了绿色产品标识认证信息平台 



  

（2）绿色产品认证工作组： 

北京中化联合认证有限公司牵头成立了化工组。    

 

 

 

 

 



（3）在肥料、涂料、轮胎三个产品开展试点工作： 

肥料产品：完成了国投罗钾、贵州磷化集团、中国-阿拉伯化肥、中盐红四方试

点工作。 



（4）2020年3月认监委公布了第一批绿色产品认证名录 

（中化认证试点产品中涂料进入） 



3、行业组织（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开展工作： 

参照工信部绿色评价，开展绿色产品评价，目前也开展5批评价工作。 



2.2绿色工厂 

2018年12月1日实施了《绿色工厂评价通则》GB/T3632-2018; 

从10个方面，提出了40多条要求。 

根据2020/3/1最新评价通知，化工行业申请难度较大。 

 

鼓励家用电器、纺织、医药、食
品、节能环保装备制造、新能源
装备制造、资源综合利用、再制
造等行业加快创建绿色工厂。钢
铁、水泥、平板玻璃、电解铝、
铜冶炼、乙烯、原油加工、合成
氨、甲醇、电石、烧碱、焦化、
铁合金等高耗能行业所推荐企业
的能耗水平原则上应达到或优于
相应国家能源消耗限额标准先进
值。 

2.3绿色供应链和绿色园区对于单个企业来说开展较为困难，不再阐述。 



  

 绿色产品： 

实施主体：企业（需有相关标准） 

实施单位有：工信部评价、国家认监委认证、中国石油和化学联合会认定； 

绿色工厂： 

实施主体：企业 

实施单位有：工信部评价、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认定； 

绿色园区： 

实施主体：园区 

实施单位有：工信部评价、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认定； 

对企业好处：工信部实施项目有政府补贴；认监委实施认证可使用绿色标志，被

利于产品销售；石化联合会认证颁发证书，被社会采信。 

 

 



3、绿色制造体系发展方向 

 
3.1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绿色供应链继续以评价为主； 

3.2绿色产品有政府补贴鼓励企业开展，转入企业自愿行为，市场会充分接受绿色 

产品。 

 



3.3钾肥行业可开展的工作： 

（1）制定绿色设计产品标准，通过工信部绿色设计产品评价，争取政府补贴和

支持； 

（2）建立钾肥行业生命周期评价系统。企业从生命周期角度考虑作为企业领导

决策依据，是绿色产品的核心思想； 

（3）积极进入绿色产品试点认证名单，与认证机构一起推动钾肥进入国家认监

委绿色产品认证目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