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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GB/T28616—2012《绿色制造属性 机械产品》,与GB/T28616—2012相比,除结构

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更改了标准适用范围,由机械行业调整为制造业(见第1章,2012年版的第1章);

b) 增加了“绿色制造”“生命周期”和“绿色制造属性”三个术语和定义(见3.1、3.2、3.3);

c) 更改了分类基本原则(见第4章,2012年版的第4章);

d) 增加了绿色制造属性体系分类说明(见第6章),并对分类体系内容进行调整和补充(见图1,

2012年版的图1):

e) 删除了有关衡量指标(见2012年版的表1);

f) 将“属性内容”更改为“属性说明”,并更改了表中部分属性说明内容(见表1,2012年版的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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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制造 属性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绿色制造属性分类的基本原则、分类体系以及绿色属性说明。
本文件适用于制造企业产品生命周期绿色制造属性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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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8612 绿色制造 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GB/T28612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绿色制造 greenmanufacturing
一种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高效益的现代化制造模式。其本质是制造业发展过程中统筹考虑产

业结构、能源资源、生态环境、健康安全、气候变化等因素,将绿色发展理念和管理要求贯穿于产品全生

命周期中,以制造模式的深度变革推动传统产业绿色转型升级,引领新兴产业绿色发展,协同推进降碳、
减污、扩绿、增长,从而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协调优化。

3.2
产品生命周期 productlifecycle
产品系统中前后衔接的一系列阶段,从自然界或自然资源中获取原材料,直至最终处置。
[来源:GB/T24040—2008,3.1,有修改]

3.3
绿色制造属性 greenmanufacturingattribute
组织、过程、产品和物料的资源能源、生态环境和健康安全特性。

4 分类基本原则

4.1 综合性原则

绿色制造属性的确定根据绿色制造内涵,综合考虑制造企业产品及其生命周期全过程的绿色特性。

4.2 系统性原则

绿色制造属性按资源能源、生态环境和健康安全进行分类并予以系统化,明确绿色制造属性内容,
并形成科学合理的分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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