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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家具绿色工厂评价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确立了木家具绿色工厂评价的总则、评价方式及程序，规定了评价要求、现场评审报告和动

态管理。

本文件适用于玻璃家具绿色工厂的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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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2589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T 7119 节水型企业评价导则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4444 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喷漆室安全技术规定

GB 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 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 18613 电动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T 19001 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 19153 容积式空气压缩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 19577 冷水机组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 19761 通风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 20052 电力变压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T 20862 产品可回收利用率计算方法导则

GB/T 23001 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管理体系 要求

GB/T 23331 能源管理体系 要求

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T 24256 产品生态设计通则

GB 24789 用水单位水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T 28202—2020 家具工业术语

GB/T 29115 工业企业节约原材料评价导则

GB/T 32150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GB/T 32161 生态设计产品评价通则

GB/T 35607—2017 绿色产品评价 家具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http://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71F772D803DAD3A7E05397BE0A0AB82A
http://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71F772D82679D3A7E05397BE0A0AB8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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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36000 社会责任指南

GB/T 36001 社会责任报告编写指南

GB/T 36132—2018 绿色工厂评价通则

GB/T 45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 50033 建筑采光设计标准

GB 50034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Z 2.1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1部分：化学有害因素

GBZ 2.2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2部分：物理因素

RB/T 111 能源管理体系 玻璃企业认证要求

JC/T 2278 加工玻璃安全生产规程

QB/T 5704—2022 家具行业绿色工厂评价导则

ISO 14067 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 量化要求和指南(Greenhouse gases-Carbon footprint of

products- Requirements and guidelines for quantification)

3 术语和定义

GB/T 36132-2018、QB/T 5704—2022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绿色家具 green furniture

在全生命周期过程中，符合环境保护要求，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无危害或危害小、资源能源消耗

少、品质高的家具产品。

[来源：GB/T 35607—2017，3.1]

3.2

玻璃家具 glass furniture

以玻璃部件、构件为主或全部由玻璃部件、构件组成的家具。

[来源：GB 28202-2020，2.34]

3.3

玻璃家具绿色工厂 green factory in glass furniture industry

实现了用地集约化、原料无害化、生产洁净化、废物资源化、能源低碳化的玻璃家具生产工厂。

3.4

相关方 interested party； stakeholder
可影响绿色工厂（3.2）创建的决策或活动、受绿色工厂（3.2）创建的决策或活动影响、或自认为

受绿色工厂（3.2）创建的决策或活动影响的个人或组织。

[来源：GB/T 36132—2018，3.3]

3.5

生态设计 eco-design
在产品及其生命周期的全过程设计中，充分考虑产品的性能、质量、开发周期和成本，优化各有关

设计因素，使产品制造及其使用过程资源消耗极小、对生态环境的总体负面影响最小且注重人体健康与

安全的设计和开发活动。在实现产品应有的基本功能、使用寿命、经济性和质量等的基础上，注重考虑

产品的环境属性（资源利用、环境影响、可拆卸性、可回收性、可重复利用性等），使产品满足生态环

境目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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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GB/T 28202—2020，11.46]

4 总则

4.1 评价原则

评价应遵守以下原则：

——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定量评价指标选取有代表性的、能反映节能、降耗、减污和增效等有关绿

色制造的指标。定性评价指标主要根据国家有关推行绿色生产、绿色发展和技术进步、资源、

环境保护政策规定以及行业发展规划选取；

——科学、公正、公平和公开；

——以事实和客观证据为依据。

4.2 评价体系

4.2.1 评价体系框架

玻璃家具绿色工厂评价体系框架如图1所示。评价体系包括基本要求和评价指标体系。

——基本要求为工厂参与评价的基本条件，为必选评价要求；

——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基础设施、管理体系、能源与资源投入、产品、环境排放、绩效，按照满足

要求的程度进行评分。

图 1 玻璃家具行业绿色工厂评价系框架

4.2.2 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指标包括基础设施、管理体系、能源与资源投入、产品、环境排放、绩效等六类一级指标。在

一级指标下设若干个二级指标，在二级指标下设具体评价要求。二级指标下的具体评价要求分为必选要

求与可选要求。必选要求为工厂应达到的基础性要求；可选要求为工厂宜达到的提高性要求。

4.3 权重系数与指标得分

4.3.1 基本要求的评价

基本要求（5.1）应全部满足。

4.3.2 一级指标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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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评价分数详见表 1的规定。

表1 一级指标评价分数表

序号 一级指标 分数

1 基础设施（5.2） 20

2 管理体系（5.3） 15

3 能源与资源投入（5.4） 15

4 产品（5.5） 10

5 环境排放（5.6） 15

6 绩效（5.7） 25

4.3.3 二级指标的评价

二级指标评价要求、权重和分数应符合附录 A的规定。

5 要求

5.1 基本要求

5.1.1 基础合规性与相关方要求

5.1.1.1绿色工厂应依法设立，在建设和生产过程中应遵守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和标准。

5.1.1.2绿色工厂近三年（含成立不足三年）无较大及以上安全、环保、质量等事故。

5.1.1.3对利益相关方的环境要求做出承诺的，应同时满足有关承诺要求。

注：安全事故等级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划分；环保事故等级依据《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

案》划分；质量事故等级依据不同领域质量事故等级划分，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事故等级划分

等。

5.1.2 最高管理者要求

5.1.2.1 最高管理者应通过下述方面证实其在绿色工厂方面的领导作用和承诺：

——对绿色工厂的有效性负责；

——确保建立绿色工厂建设、运维的方针和目标，并确保其与组织的战略方向及所处的环境相一致；

——确保将绿色工厂要求融入组织的业务过程；

——确保可获得绿色工厂建设、运维所需的资源；

——就有效开展绿色制造的重要性和符合绿色工厂要求的重要性进行沟通；

——确保工厂实现其开展绿色制造的预期结果；

——指导并支持员工对绿色工厂的有效性做出贡献；

——促进持续改进；

——支持其他相关管理人员在其职责范围内证实其领导作用。

5.1.2.2 最高管理者应确保在工厂内部分配并沟通与绿色工厂相关角色的职责和权限。分配的职责和

权限至少应包括以下事项：

——确保工厂建设、运维符合本标准的要求；

——收集并保持工厂满足绿色工厂评价要求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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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最高管理者报告绿色工厂的绩效。

5.1.3 工厂要求

5.1.3.1 应设有绿色工厂管理机构，负责有关绿色工厂的制度建设、实施、考核及奖励工作，建立目

标责任制。

5.1.3.2 应制定可量化的绿色工厂年度目标、指标，创建中长期规划，并形成文件化的实施方案。

5.1.3.3 应定期为员工提供绿色制造相关知识的教育、培训，传播绿色制造的概念和知识，并对教育

和培训的结果进行考评。

5.2 基础设施要求

5.2.1 建筑

5.2.1.1 新建、改建和扩建建筑时，应遵守国家“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审查制度”、“工业项

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三同时制度”等产业政策和有关要求。

5.2.1.2 建筑应符合国家或地方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5.2.1.3 危险化学品仓库、有害物质操作间、废弃物处理间等的建筑应独立设置并符合相关标准的要

求。危险化学品仓库的设计应符合防火间距。

5.2.1.4 生产车间应具备内外日照、通风、降噪、除尘等措施，喷漆室应符合 GB 14444 的规定。

5.2.1.5 应从建筑材料、建筑结构、绿化及场地、再生资源及能源利用等方面进行建筑的节材、节能、

节水、节地及可再生能源利用。

5.2.1.6 应集约利用厂区，在满足生产工艺前提下，优先采用多层建筑。

5.2.1.7 应设置绿化用地，减少场地雨水径流量，种植树木为建筑设施、停车场、人行道和广场提供

遮阳，降低热岛效应。其中厂区内绿化面积占总占地面积不低于 10%，室外透水地面面积占室外总面积

的比例不小于 30%。

5.2.2 设备设施

5.2.2.1 应采用国家鼓励和推荐的先进工艺技术、设备，不应使用国家及地方政府已经明令淘汰的设

备、工艺。

5.2.2.2 专用设备应符合相关国家和行业标准的规定，宜选用数控机床、自动化生产线、柔性加工中

心等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生产设备。采用加热效率高、冷却效率高，控温精准、成品率高的玻璃钢

化炉、夹胶炉、热弯炉等，提高生产效率，降低能源与资源消耗，减少污染物排放。

5.2.2.3 通用设备或其系统的实际运行效率或主要运行参数应符合该设备经济运行的要求。应采用效

率高、能耗低、水耗低、物耗低的产品；应达到 GB 18613、GB 19153、GB 19577、GB 19761、GB 20052

等标准中能效限定值的强制性要求。

5.2.2.4 计量设备应依据 GB 17167、GB 24789 等要求配备、使用和管理能源、水资源的计量器具和装

置。能源及资源使用的类型不同时，应进行分类计量。工厂若具有以下设备，应满足分类计量的要求：

——玻璃钢化炉、夹胶炉、热弯炉安装独立电表；

——废水处理系统、废气处理系统安装独立水表和电表；

——锅炉安装独立水表和电表；

——照明系统安装独立电表；

——空压系统、冷水机组安装独立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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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5 污染物处理（环保）设备设施应配备适宜并有效运行，以确保其污染物排放达到相关法律法

规及标准要求。污染物处理（环保）设备设施的处理能力应与工厂排放相适应，并应满足通用设备的节

能方面的要求。

5.2.2.6 应按照 GB/T 2589、GB/T 36132 等要求对工厂装机综合能耗和万元产值综合能耗进行测试、

计算和评价。

5.2.2.7 宜采取智能化管理模式来管理基础设施。

5.2.3 照明

5.2.3.1 厂区及各房间或场所的照明应尽量利用自然光，建筑采光应符合GB50033要求，人工照明应

符合GB 50034的要求。

5.2.3.2 不同场所的照明应进行分级设计。

5.2.3.3 公共场所的照明应采取分区、分组与定时自动调光等措施。

5.2.3.4 应优先选用效率高、能耗低的节能型照明设备，节能灯等节能型照明设备的使用占比不低于

50%。

5.3 管理体系要求

5.3.1 一般要求

绿色工厂生产规程满足 JC/T 2278 的规定。

5.3.2 环境管理体系

5.3.2.1 应建立、实施并保持满足GB/T 24001的环境管理体系。

5.3.2.2 环境管理体系宜通过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认证并有效运行。

5.3.3 能源管理体系

5.3.3.1 应建立、实施并保持满足GB/T 23331以及RB/T 111要求的能源管理体系。

5.3.3.2 能源管理体系宜通过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认证并有效运行。

5.3.4 质量管理体系

5.3.4.1 应建立、实施并保持满足GB/T 19001的环境管理体系。

5.3.4.2 质量管理体系宜通过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认证并有效运行。

5.3.5 职业健康管理体系

5.3.5.1 应建立、实施并保持满足GB/T 45001要求的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5.3.5.2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宜通过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认证并有效运行。

5.3.6 社会责任

应按照GB/T 36000和GB/T 36001的要求每年发布社会责任报告，说明履行利益相关方责任的情况，

特别是环境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报告公开可获得。

5.3.7 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管理

宜依据GB/T 23001的要求建立并有效实施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管理体系。

5.4 能源与资源投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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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 能源投入

5.4.1.1 应优化用能结构，在保证安全、质量的前提下减少不可再生能源的投入。

5.4.1.2 应依据有关政策法规及标准开展节能管理，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5.4.1.3 宜使用可再生能源代替不可再生能源，提高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的应用比例，充分利用生

产系统的余热余压。

5.4.1.4 玻璃部件钢化、夹胶、热弯等生产工序应满足能源消耗限额标准的准入要求或优于行业平均

水平。

5.4.1.5 宜建有能源管理系统，实现或部分实现能源消耗在线监控、统计与分析等功能。

5.4.2 资源投入

5.4.2.1 应按照GB/T 7119的要求开展节水评价工作。

5.4.2.2 应提高原辅材料的利用率，减少原辅材料、尤其是有害物质的使用，并应按照GB/T 29115的

要求对原辅材料的消耗量、利用率和节约量进行评价。

5.4.2.3 应提高可回收和可再生材料的使用比例，材料资源属性应符合GB/T 35607-2017中表1的要求。

5.4.2.4 宜采用节水工艺、技术和装备，提高用水效率，降低单位产品新鲜水取用量。

5.4.3 采购

5.4.3.1 应制定并实施包含环保要求的选择、评价和重新评价供方的准则，以确保采购产品的环保性

能符合要求。

5.4.3.2 应确定并实施检验或其他必要的活动，确保采购的产品满足规定的采购要求。

5.4.3.3 必要时，绿色工厂向供方提供的采购信息应包含有害物质使用、可回收材料使用等环保要求。

5.4.3.4 宜满足GB/T 33635中规定的绿色供应链评价要求，优先选择绿色产品。

5.5 产品要求

5.5.1 产品品质

宜生产绿色家具产品。

5.5.2 生态设计

应按照GB/T 24256对生产的产品进行生态设计，并按GB/T 32161对生产的产品进行生态设计评价。

5.5.3 有害物质限用

生产的产品应减少有害物质的使用，避免有害物质泄漏。

5.5.4 减碳

宜采用ISO 14067等标准规范对产品进行碳足迹核算或核查，核算结果宜对外公布，并利用核算结

果对其产品的碳排放进行改善。适用时，产品宜满足相应低碳产品认证要求。

5.5.5 可回收利用率

宜按照GB/T 20862的要求计算产品的可回收利用率，并利用计算结果对产品的可回收利用率进行改

善。

5.6 环境排放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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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1 大气污染物

应对产生大气污染物的生产工艺和设备设立局部或整体的收集系统和净化处理装置。大气污染物排

放应符合GB 16297以及相关标准的要求，并满足区域内排放总量控制要求。作业环境化学有害因素监测

结果应符合GBZ 2.1的要求。

5.6.2 水体污染物

水体污染物排放应符合GB 8978和相关标准的要求，或在满足要求的前提下委托具备相应能力和资

质的单位进行处理，并满足区域内排放总量控制要求。

5.6.3 固体废弃物

产生的固体废弃物应符合GB 18597和GB 18599的要求。无法自行处理的，应将固体废弃物转交给具

备相应能力和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理。

5.6.4 噪声

应建立厂界和作业环境噪声监测方案并定期进行监测，厂界噪声监测结果应符合GB 12348的要求，

作业环境噪声监测结果应符合GBZ 2.2的要求。

5.6.5 温室气体

应依据GB/T 32150或适用的规范对其厂界范围内的温室气体排放进行核算或核查。核查结果宜对外

公布。可行时，应利用核算或核查结果对其温室气体的排放进行改善。

5.6.6 污染物排放管理

5.6.6.1 应建立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噪声源的排放台账和固体废弃物处理处置台账。

5.6.6.2 应根据 HJ 819 等国家、行业或地方要求自行开展废水、废气和噪声的监测，保存原始监测记

录。

5.7 绩效要求

5.7.1 一般要求

应依据GB/T 36132—2018中提供的方法计算或评估绩效，并利用结果进行绩效改善。各项绩效指标

应至少满足行业准入要求，宜达到行业先进水平。

5.7.2 用地集约化

5.7.2.1 用地集约化指标包括厂房的容积率、建筑密度、单位用地面积产能等，计算方法见GB/T 36132

—2018附录A.1～A.3。

5.7.2.2 工厂容积率应不低于0.8。

5.7.2.3 工厂容积率宜不低于1.5。

5.7.2.4 工厂建筑密度应不低于30%。

5.7.2.5 工厂建筑密度宜不低于45%。

5.7.2.6 工厂单位用地面积产能应不低于对应地区发布的当年平均单位用地面积产值或行业平均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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