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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工业革命以来，特别是20世纪中期以来，世界人口的迅速增加和工业经济的空前发展，使资源消耗速
度明显加快，废弃物排放量显著增多，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枯竭的深层次环境问题日益突出。
“环境公害”与近代环境问题为人们敲响了警钟，环境、资源和能源危机已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
“瓶颈”。
在可持续发展战略思想的指导下，1989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工业与环境发展规划中心提出清洁生产的
概念，“清洁生产是指将整体预防的环境战略持续应用于生产过程和产品中，以减少对人类和环境的
风险。
”并开始在全球推行清洁生产政策，经过几十年的不断创新、丰富与发展，获得了很大进展。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制定的《21世纪议程》明确提出，转变发展战略，实施清洁生产，建
立现代工业的新文明。
清洁生产带来全球发展模式的革命性变革，其意义不亚于工业革命。
1994年，我国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
在确定国家可持续发展优先项目中，把建立资源节约型工业生产体系，推行清洁生产列入可持续发展
战略与重大行动计划。
同年，世界银行中国环境技术援助项目推进中国清洁生产子项目在中国实施。
从此，我国的环境保护战略由“末端治理”转变为“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彻底扭转了过去“末端
治理”的被动局面，我国的环境保护事业开始了历史新篇章。
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的颁布和实施，标志着我国清洁生产工作步入了规范化
、法制化轨道。
循环经济是一种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为原则，以低
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对传统增长模式的根本
变革。
推行循环经济包括三个层次：在企业内部开展清洁生产；在企业间建设生态工业园区；在社会层面上
开展全社会资源综合利用，建设循环型社会。
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的颁布和实施，标志着我国循环经济工作也步入了规范
化、法制化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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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编者在总结清洁生产与循环经济领域的教学经验与科研成果基础上编著而成的，是一本较全面
阐述清洁生产与循环经济理论与实践的教材。
书中一方面系统论述了清洁生产的概念、基本理论，清洁生产的评价与审核，实施清洁生产的方法与
途径，以及清洁的能源、清洁的生产工艺和清洁的产品等内容；另一方面又系统论述了循环经济的产
生与发展，循环经济的科学基础以及农业循环经济、工业循环经济、服务业循环经济和循环型社会等
内容。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教材，也可作为从事“三产”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培训教材或参考书及政
府机构的决策者、经济管理部门和环境保护部门的管理人员、行业协会的从业人员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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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欧洲许多国家已把清洁生产作为一项基本国策。
最初开展清洁生产工作的国家是瑞典（1987年），随后，荷兰、丹麦、德国、奥地利等国也相继开展
清洁生产工作，在生产工艺过程中减少废物的思想得到了广泛关注。
一些国家开始要求企业进行废物登记和环境审计，工业污染管理开始出现从终端处理向废物减量的战
略性转变。
20世纪90年代初，许多环境管理工具（如废物减量机遇分析、环境审计、风险评估和安全审计等）被
开发出来，并得到各国政府的推荐和企业的采用。
美国国会1990年10月通过了《污染预防法》，把污染预防作为美国的国家政策，取代了长期采用的末
端处理的污染控制政策，要求工业企业通过设备与技术改造、工艺流程改进、产品重新设计、原材料
替代以及促进生产各环节的内部管理来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并在组织、技术、宏观政策和资金方面做
了具体的安排。
发达国家的这一系列工业污染防治策略得到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极大重视。
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制定的《21世纪议程》，将清洁生产作为实现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号召各国工业界提高能效，开发更先进的清洁技术，更新、替代对环境有害
的产品和原材料，实现环境和资源的保护与合理利用。
加拿大、荷兰、法国、美国、丹麦、日本、德国‘0韩国、泰国等国家纷纷出台有关清洁生产的法规
和行动计划，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大批清洁生产国家技术支持中心以及非官方倡议、手册、书籍和期刊
等，实施了一大批清洁生产示范项目。
1992年10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召开了巴黎清洁生产部长级会议和高级研讨会议，指出目前工业不但面
临着环境的挑战，同时也正获得新的市场机遇。
清洁生产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它既能避免排放废物带来的风险和处理、处置费用的增长，
还会因提高资源利用率、降低产品成本而获得巨大的经济效益。
会议还制定了在世界范围内推行清洁生产的计划与行动措施。
1994年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和联合国环境署联合发起了“全球范围创建发展中国家清洁生产中心计划
”。
在各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联合国工发组织和联合国环境署启动的国家清洁生产中心项目在约30个发
展中国家建立了国家清洁生产中心，这些中心与十几个发达国家的清洁生产组织共同构成了一个巨大
的国际清洁生产的网络，建立了全球、区域、国家、地区多层次的组织与联络。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自1990年起，每两年召开一次清洁生产国际高级研讨会，1998年在汉城举行了第五
届国际清洁生产高级研讨会，会上出台了《国际清洁生产宣言》。
发表这个宣言的目的是加快将清洁生产纳入全球工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进程。
截至2002年3月底，包括我国在内，已有300多个国家、地区或地方政府、公司以及工商业组织在《国
际清洁生产宣言》上签字。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另一重要举措是促进清洁生产投资的机制与战略研究示范，促进各界向清洁生产
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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