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文章总结了中航工业沈飞民机公司实施清洁生产审核的实践过程，在对全公司的生产现状、原辅材料消

耗、废物产生情况、能源消耗情况进行分析后，针对管理和生产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具体的清洁生产方案，论证具体

方案的环境经济效益后，投入公司正常生产运行环节，有效削减能源和原料消耗，减少污染物排放水平，提升公司的

国际市场竞争力，实现经济和环境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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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of Cleaner Production Auditing in Industrial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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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whole process of implementing Cleaner Production (CP) auditing in AVIC SAC Commercial 　 　

Aircraft Company Limited, SACC is summarized. The current production status, raw and auxiliary material consumption, waste 

generation and energy consumption is analyzed in detail. Then, with regard to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management and production, 

specific CP plan is proposed and the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benefits are demonstrated accordingly. After the CP plan is 

implemented in the normal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links, consumption of energy and raw materials is decreased and pollutant 

discharge is reduced effectively. Furthermore,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competitiveness of the company is improved and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environment is real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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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升中航沈飞民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简

称“沈飞民机”）环境保护管理水平，提高全体

员工环保素质，进一步促进公司经济与环境的协

调发展，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公司决

定开展清洁生产审核工作。全程工作历时半年多

时间，详细开展公司内部现状排查，制定出多种

清洁生产方案，并对各方案进行环境和经济评估

对比，把具有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清洁生产方

案筛选出来，并真正落实到各个生产和管理环

节，减少企业对外污染物排放量，大量节约能源

消耗，并提高了企业自身的管理水平，有利于企

业的可持续发展。

按照公司开展清洁生产的实际工作流程，主

要经过准备、审核、方案的产生和筛选、方案确

定等5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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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审核前准备

公司审核小组是企业清洁生产审核工作的组

织者和策划者，同时也是直接参与者。公司首先

成立了以总经理为组长、主管副总经理为副组

长、各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清洁生产审核领导小

组，各部门技术人员为成员的清洁生产审核工作

小组，清洁生产审核工作办公室设在技安环保办

公室，负责协调各单位的清洁生产工作、现场调

查、方案分析、论证、整理收集和编写报告。

2　确定审核重点

此工作阶段对公司全貌进行调查分析，评价

公司的产污排污状况，确定审核重点。首先对公

司拥有的5个生产厂房(分别是A01、A02、A04、

A05和651厂房)的生产现状、产品项目、工艺流

程进行详细分析；再对公司近3年生产经营情

况、原辅材料消耗、废物产生情况、能源（电

能、水和蒸汽）消耗情况进行对比分析，确定将

表面处理特种工艺阳极化生产线和喷漆生产线作

为全公司清洁生产审核的重点。

具体工作围绕通过审核全公司生产过程的

物料平衡，查找物料流失的环节，核实废弃物

产生的原因，发现物料储运、生产运行、管理

以及废弃物排放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比对与国

内外先进水平的差距，为清洁生产方案的产生

提供依据。

3　清洁生产方案的产生与筛选

经过筛选确定中/高费方案，供下一阶段进行

实施效果的核定。审核小组通过宣传、培训清洁

生产知识，鼓励员工参与清洁生产活动，启发全

体职工提出合理化建议，征集近20多项清洁生产

方案和合理化建议。同时，审核小组通过征求行

业专家意见，按原辅材料和能源、技术工艺、设

备、过程控制、产品、废弃物、管理和员工8个

方面进行筛选和核定，共形成18项清洁生产方

案，见表1。

表1　清洁生产方案筛选结果汇总表

4　方案的确定

此阶段的目的是对筛选出来的中/高费方案

进行分析和评估，以选择技术上先进适用、经济

上合理有利、利于环境保护的最优方案。工作

重点是在结合市场调查和收集资料的基础上，

进行方案的技术、环境、经济的可行性分析和

比较，从中选择和推荐最佳的、可实施的清洁

生产方案，这里以中/高费方案为例来说明方案

的确定过程。

4.1　方案F16：动力车间冷凝水回收装置改造

企业A01厂房冷凝水回收原理是重力回水，

回水率低，锅炉补水量大，浪费资源。现新增机

械回水的NHQ-L-4型凝结水回收器，提高冷凝

水回水率，节约资源。

环境效益：通过将重力回水的冷凝水回收

装置更换为机械回水的NHQ-L-4型凝结水回收

器，回水率从33.7%提高到65%，减少年锅炉补

水量3 280 t，节煤800 t，环境效益明显。

经济效益：该方案总投入15万元，减少年

锅炉补水量3 280 t，节煤800 t，按照水费单价

2.5元，煤电价650元计算，节约成本=3 280× 

2.5+800×650=52.82万元。对方案的经济可行

性进行评估，选择以下指标：

(1)总投资费用(I)：I＝1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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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年运行费用总节省金额（P）：

年产生经济效益52.82万元。年度费用总

节省为：

p=52.82万元

(3)新增设备年折旧费(D)：

     设备折旧期(n)10年

D=I/n=1.5万元

(4)应税利润(T)：

T=P-D=52.82-1.5=51.32万元

(5)净利润(E)：

 E=51.32×(1-25%)=38.49万元

(6)年净现金流量(F)：

 F=E+D=38.49+1.5=39.99万元

(7)投资偿还期(N)：

 N=I/F=15/38.99=0.38(年)

(8)净现值(NPV)：     

 

(9)净现值率(NPVR)：     

(10)内部收益率(IRR):

  

根据经济评估，从数据中看出，该方案，

NPV>0、IRR＞i 、N＜5，从经济评估而言属可1

行方案。

4.2　方案F17： A02零部件制造中心淬火炉改造

目前，企业由于固溶退火炉淬火槽的循环管

道使用碳钢制造，固溶处理炉在长期使用过程

中．出现了锈蚀，严重的影响了零件的质量，多次

造成试片的表面质量不合格。大时效炉料筐由于没

有吊升机械。零件装卸极不方便，严重影响了工作

效率，工人在操作过程中也存在安全隐患。

环境效益：通过淬火炉改造后，节约电量

3万kW·h/a，提高产品合格率20%，给操作人员

带来更安全的工作环境。

经济效益：该方案总投入13.9万元，年节约

电量4.5万kW·h，按照电费单价0.9元计算，节

约电费=0.9×4.5=4.05万元，而且，该方案实施

后，提高产品合格率，进而降低生产成本3万

元。

 (1)总投资费用(I)：

I=13.9万元

(2)年运行费用总节省金额（P）：

年产生经济效益4.05万元。年度费用总节

省为：

p=4.05万元

(3)新增设备年折旧费(D)：

     设备折旧期(n)15年

D=I/n=0.93万元

(4)应税利润(T)：

 T=P-D=4.05-0.93=3.12万元

(5)净利润(E)：

  E=3.15×(1-25%)=2.34万元

(6)年净现金流量(F)：

 F=E+D=2.34+0.93=3.27万元

(7)投资偿还期(N)：

  N＝I/F＝13.9/3.27＝4.25(年)

(8)净现值(NPV)：   

      
(9)净现值率(NPVR)：      

(10)内部收益率(IRR):

 

根据经济评估，从数据中看出，该方案，

NPV>0、IRR＞i 、N＜5，从经济评估而言属可1

行方案。

4.3　方案F18：A04厂房照明射流灯代替金卤灯

A04厂房采用400 W金卤灯208盏，250 W金

卤灯20盏，现以210 W 射流灯来替代400 W 金卤

灯（实际耗电 >460 W）； 140 W 射流灯来替代

250 W 金卤灯（实际耗电 >280W），进而达到节

能环保的目的。

环境效益：210 W射流灯来替代400 W金卤灯

（实际能耗460 W以上）。以平均每天亮灯10 h

算，每度电费 0.9元。每盏每月节电76.04 kW·h，每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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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可以省电912.5 kW·h，共208盏，小计全年节

电量=912.5×208=18.98万kW·h。

140 W射流灯来替代250 W金卤灯（实际能

耗280 W以上）。以平均每天亮灯10 h算，每度电

费 0.9元。 每灯每月节电33.46度，每年可以省电

401.5 kW·h，共20盏，小计全年节电量=401.5× 

20= 0.803万kW·h。

根据统计核算，射流灯代替金卤灯方案实施

后，全年共节电19.783万kW·h，环境效益明显。

经济效益：该方案总投入42.73万元，年节约

电量19.783万kW·h，按照电费单价0.9元计算，

节约电费=0.9×19.783=17.81万元。为了对方案的

经济可行性进行评估，我们选择了以下指标：

(1)总投资费用(I)：

I=17.81万元

(2)年运行费用总节省金额（P）：

年产生经济效益17.81万元。年度费用总节

省为：

p=17.81万元

(3)新增设备年折旧费(D)：

     设备折旧期(n)20年

D=1/n=21.4万元

(4)应税利润(T)：

T=P-D=17.81-2.14=15.67万元

(5)净利润(E)：

E＝15.67×(1-25%)＝11.76万元

(6)年净现金流量(F)：

F=E+D=11.76+2.14=13.9万元

(7)投资偿还期(N)：

N=1/F=42.73/13.9=3.08(年)

(8)净现值(NPV)：

(9)净现值率(NPVR)：

 

(10)内部收益率(IRR):

 

根据经济评估，从数据中看出，该方案，

NPV>0、IRR＞i 、N＜5，从经济评估而言属可1

行方案。

上述3个方案可行性分析结果见表2。

表 2  方案可行性分析结果表

5　方案的实施

本阶段工作重点是总结前几个审核阶段已

实施的清洁生产方案的成果，统筹规划推荐方案

的实施。 通过行业专家和审核小组的筛选、研

究、评估工作，确定了18项可行方案，并推荐、

报请公司领导批准实施，为使方案能够尽快得以

施行，审核小组编制了具有时限性的实施计划，

同时，对已实施方案的实施效果进行了跟踪统

计，并对已实施方案对公司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通过方案的实施，公司环境状况日益改善，节能

降耗落到实处，废弃物产生量减少，公司以较少

的投入获取了良好的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

8

推荐方案排序 2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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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全部方案实施后效果

公司本轮清洁生产方案共计18项，其中无

/低费方案15项，中/高费方案3项，全部实施后可

为公司创造效益1 043.44万元。审核前单位产品

电耗、煤耗和水耗分别为4.28万kW·h/架份、

53.68 t/ 架份和321t/架份，审核后单位产品电耗、

煤耗和水耗分别为4.2万kW·h/架份、47.24 t/架

份和295 t/架份；审核后减少废水排放3 680 t，减

少COD排放0.4 t；减少总铬排放0.16 kg；减少

SO 排 放 1.59 t；A02零 件 制 造 中 心 节 省 材 料2

2100余m ，A01Q400项目装配厂年节约保护胶带

904卷，提高淬火炉加工产品合格率提高20%。

6　结论

公司清洁生产审核的实践让企业受益匪

浅，通过改善重点工艺环节、加强管理，仅投入

75.53万元，即可为公司带来1 043万元/年的收

益，减少污染物排放量，节约能源，真正做到从

源头削减污染，从源头控制生产的全过程，有效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逐步提升了企业的国际竞争

能力。在今后的工作中，公司将继续做好节能环

保工作，进一步加强培训和宣传工作，提高员工

节能环保意识，大力推行清洁生产理念，积极组

织实施节能环保技术改造项目和清洁生产方案，

保持环境管理体系运行，做到持续节能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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