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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源有机固废园区化协同处置评价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多源有机固废园区化协同处置评价的基本原则、指标、方法、流程、报告和结论

的使用和管理等。

本文件适用于对多源有机固废园区、集约化固废处置园区或大宗固废综合利用基地等同类型固

废园区的协同处置水平的综合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

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

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14554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8485 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

GB/T 33567 工业园区循环经济评价规范

GB/T 43064 智能工厂建设导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多源 multi-source

来源于多个不同的渠道。

3.2

有机固废 organic solid wastes

在生产、生活和其他活动中产生的丧失原有利用价值或者虽未丧失利用价值但被抛弃或者放弃

的有机类物品和物质。

3.3

园区化 industrial park

将多种固废处理处置工艺与技术，以及完善的基础设施和高效齐全的配套服务功能集中在同一

个园区。

3.4

协同处置 co-disposal

基于固废处理处置全系统、全流程的视角，园区各部门、各工艺、各设备等共同协作实现对多

种固废的无害化、资源化处置过程。

3.5

生态关联度 ecological correlation

基于全生命周期的视角，园区的多种经济活动和多条产业链之间相互关联、互相利用的程度。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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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利效果 neighborhood benefit

园区为当地社会和周边居民带来的积极效益。

4 一般要求

评价过程一般应遵循以下原则：

a) 系统性原则；

b) 科学性原则；

c) 合理性原则；

d) 规范性原则。

5 评价指标

5.1 基本要求

评价指标的基本要求如下：

a) 应根据有机固废园区各方面的综合水平制定评价指标；

b) 应具有可操作性，易于获取、记录和统计；

c) 应依据准确可靠的数据进行计算；

d) 应避免同一类型要素在不同指标上的重复计算。

5.2 一级指标

多源有机固废园区化协同处置评价包含6个一级指标，分别为资源化水平、协同化水平、智慧

化水平、环境保护水平、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5.3 二级指标

多源有机固废园区化协同处置评价包含11个二级指标，分别为水资源利用率、二次残渣综合利

用率、生态关联度、协同管理、智能化监测、数字化管控、污水集中处理、飞灰污染控制、臭气污

染控制、利润和邻利效果。

5.4 三级指标

多源有机固废园区化协同处置评价包含19个三级指标，具体指标内容详见附录A。

6 评价方法

6.1 评价方式

评价方式包括资料评审、现场踏勘和专家综合评议。

6.2 指标权重及计算方式

各级指标的权重见附录A，各级指标得分计算方式见附录B。

6.3 评价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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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总分为100分，评价等级分为：

评价分值≥90分，评为AAA级；

80分≤评价分值＜90分，评为AA级；

70分≤评价分值＜80分，评为A级；

60分≤评价分值＜70分，评为B级；

评价分值＜60分，评为C级。

7 评价流程

7.1 总体要求

7.1.1 园区资质

申请单位应具有如下资质：

a) 申请单位应具有开展有机固废处置活动所必要的执照或资质；

b) 申请单位近2年内无环境违法行为记录；

c) 申请单位应从事有机固废处置活动2年以上；

d) 申请单位协同处置的有机固废种类不少于3类，年处置有机固废总量不低于105 t。

7.1.2 整体流程

评价的整体流程如下：

a) 申请单位递交申请书；

b) 合肥市生态环境保护协会成立评审专家组，专家组审核材料并现场踏勘；

c) 评审专家组进行综合评议；

d) 评审专家组编制评价报告；

e) 合肥市生态环境保护协会公示评价结果。

7.1.3 专家要求

评审专家组应满足下列要求：

a) 专家组总人数至少5人，其中，来自高校或科研院所的专家至少2人，来自企业的专家至

少2人，来自合肥市生态环境保护协会的专家至少1人；

b) 评审专家研究领域应涵盖经济领域、环境领域和信息技术领域，且评审专家需熟悉领域

内专业技术知识，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

c) 在整个评审流程中，不宜更换专家，若更换专家应征得原专家组其他成员同意。

7.2 园区申请

申请多源有机固废园区化协同处置评价的企业应提交如下资料至合肥市生态环境保护协会：

a) 《多源有机固废园区化协同处置评价申请书》（格式参见附录C）；

b) 有关资质或执照证明材料；

c) 无环境违法行为记录承诺书；

d) 评价指标支撑证明材料。

7.3 现场踏勘

现场踏勘具体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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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合肥市生态环境保护协会在收到申请书起的10个工作日内成立评审专家组；

b) 评审专家组对园区递交的申请书进行审核，确定现场踏勘的具体流程；

c) 评审专家组至少提前3天告知申请单位具体踏勘时间和现场踏勘内容、注意事项；

d) 评审专家组抵达现场后，依据申请单位前期递交的书面申请材料，逐一调查、核实、检

查、勘验园区实际情况，并以文字、录像、图片、录音及其他形式记录现场踏勘情况。

7.4 综合评议

评审专家组召开会议，结合踏勘结果对各项指标进行打分，确定等级。

7.5 编制报告

评审专家组在完成现场踏勘后5个工作日内出具评价报告，评价报告模板见附录D。

7.6 公示

7.6.1 公示地点

合肥市生态环境保护协会官方网站（http://hfepa.org.cn/）。

7.6.2 公示时间

公示时间不少于5个工作日。

7.6.3 反馈意见

公示期间，如有反馈意见，应向组织公示的合肥市生态环境保护协会官方网站或现场提供联系

方式和书面意见；评审专家组应当在收到反馈意见的10个工作日内提出处理意见。

8 评价结论的使用和管理

8.1 颁发牌匾

合肥市生态环境保护协会在评价报告公布后向评价等级B级以上的申请单位颁发牌匾，牌匾模

板见附录E。

8.2 有效期

评价结论及牌匾自正式批复日起生效，有效期2年。

8.3 评价结论有效性

获评单位有以下情况之一时，由合肥市生态环境保护协会判定评价结论失效：

a) 获评单位人员、技术等方面不能持续符合评价要求；

b) 涂改、滥用评价结论或弄虚作假，伪造文件、资料；

c) 申请单位在评价过程中有隐瞒、欺骗、贿赂等不正当行为。

8.4 评价结果的推广宣传

为树立优质环境服务品牌，提升有机固废协同处置效能，协会在以下方面对评价结果给予推广

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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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推荐给国内环保主管部门、金融机构、环境服务需求方、招标机构等相关部门及国外相

关组织，供其在采购、融资、制定优惠政策、寻求合作时参考；

b) 协会通过举办各种会议及活动，展示获评单位协同处置能力，提升园区影响力。

8.5 评价结论的更新

获得评价结论的园区，因设备、运行状况等原因，变更了评价结论涉及的相关指标时，应对评

价结论进行维护更新，要求如下：

a) 园区关闭时，应提出对评价结论进行注销或暂停；

b) 评价指标改变时，应提出对评价结论进行更新，由合肥市生态环境保护协会重新组织专

家对变更指标进行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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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多源有机固废园区化协同处置评价指标权重

多源有机固废园区化协同处置的各项评价指标权重见表 A.1。

表 A.1 多源有机固废园区化协同处置评价指标权重表

一级指标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三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S1:资源化水

平
20%

S11:水资源利用率 30% S111: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100%

S12:二次残渣综合利

用率
70%

S121:焚烧残渣的综合利用率 40%

S122:厌氧残渣的综合利用率 40%

S123:其他固废处置方式残渣综合利

用率
20%

S2:协同化

水平
20%

S21:生态关联度 70% S211:生态关联度 100%

S22:协同管理 30% S221:协同管理 100%

S3:智慧化

水平
15%

S31:数字化 70%

S311:基础设施 40%

S312:园区管理 30%

S313:园区服务 30%

S32:智能化 30%
S321:数据资源集中管控 50%

S322:云平台 50%

S4:环境保护

水平
20%

S41:污水集中处理 35%
S411:污水处理设施覆盖率 50%

S412:污水处理率 50%

S42:飞灰污染控制 35% S421:飞灰综合处置率 100%

S43:臭气污染控制 30%
S431:氨浓度 50%

S432:硫化氢浓度 50%

S5:经济效益 15% S51:利润 100% S511:净利润率 100%

S6:社会效益 10% S61:邻利效果 100%
S611:居民邻利效益 50%

S612:社会邻利效益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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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多源有机固废园区化协同处置评价指标计算方式及解释

B.1 综合评价计算方式

多源有机固废园区化协同处置评价指标体系，是由6个一级指标构成，每个一级指标由若干个

二级指标组成，其综合评价计算方式按(B.1)。

............... (B.1)

式中：

——评价总分；

——第 项一级指标的分数；

——第 项一级指标的权重（见附录 A）。

B.2 一级指标得分计算方式

一级指标包括：资源化水平、协同化水平、智慧化水平、环境保护水平、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一级指标计算方式按(B.2)。

..............(B.2)

式中：

——第 项一级指标的分数；

——第 项一级指标中第 项二级指标的分数；

——第 项一级指标中第 项二级指标的权重（详见附录 A）。

B.3 二级指标得分计算方式

二级指标计算方式按(B.3)。

...............(B.3)

式中：

——第 项一级指标中第 项二级指标的分数；

——第 项一级指标中第 项二级指标下第 项三级指标的分数；

——第 项一级指标中第 项二级指标下第 项三级指标的权重（详见附录 A）。

B.4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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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分数按式(B.4)计算。

.............. (B.4)

式中：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分数；

——园区近两年的重复利用水量，单位为立方米(m
3
)；

——园区近两年的总用水量，单位为立方米(m
3
)。

B.5 焚烧后残渣的综合利用率分数

焚烧后残渣的综合利用率分数按式(B.5)计算。

.............. (B.5)

式中：

——焚烧后残渣的综合利用率分数；

——园区近两年的焚烧后固废利用量，单位为吨(t)；
——园区近两年的焚烧后固废产生量，单位为吨(t)。

B.6 厌氧后残渣的综合利用率分数

厌氧后残渣的综合利用率分数按式(B.6)计算。

.............. (B.6)

式中：

——厌氧后残渣的综合利用率分数；

——园区近两年的厌氧后固废利用量，单位为吨(t)；
——园区近两年的厌氧后固废产生量，单位为吨(t)。

B.7 其他固废处置方式后残渣的综合利用率分数

其他固废处置方式后残渣的综合利用率分数按式(B.7)计算。

............... (B.7)

式中：

——其他固废处置方式后残渣的综合利用率分数；

——园区近两年其他处置方式后固废利用量，单位为吨(t)；
——园区近两年其他处置方式后固废产生量，单位为吨(t)。

B.8 生态关联度分数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23715516014

6006050

https://d.book118.com/237155160146006050
https://d.book118.com/2371551601460060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