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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系建设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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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于印发《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中发[2015]25号）。第四十六条提出：

“建立统一的绿色产品体系。将目前分头设立的环保、节能、节水、循环、

低碳、再生、有机等产品统一整合为绿色产品，建立统一的绿色产品标准、

认证、标识等体系。完善对绿色产品研发生产、运输配送、购买使用的财税

金融支持和政府采购等政策。”

所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路线图、时间表》中明确要求国家质检总局在2016年

底前完成“建立统一的绿色产品体系---绿色产品标准、认证、标识整合方案

”的任务。



一、体系建设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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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19日，国务院印发的《关于积极发挥新消费引领作用加快培育形

成新供给新动力的指导意见》（国发〔2015〕66号）。再一次提出：

“完善统一的绿色产品标准、标识、认证等体系，开展绿色产品评价，政府

采购优先购买节能环保产品。鼓励购买节能环保产品和服务，支持绿色技术

、产品研发和推广应用。”



一、体系建设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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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届五中全会（2015.10.26-29）提出关于创新发展、协调发展、

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的“五大理念”。

2015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经济结构中高污染、高耗能的产业比重太高
“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是污染型、高耗能的”

形成绿色的新增长点
实现提质增效、生态良好的绿色发展

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



一、体系建设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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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绿色产品标准、认证、标识整合方案”被列入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2016年工作要点》。

2016年2月26日,大伟主任代表总局出席中央改革小组经

济生态专项小组全体会议。

大伟主任汇报结束后，刘鹤同志反馈：此项工作重
要，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是让人民群众有
获得感的具体提现。。。。。。



二、体系建设构想

 提出要求层次最高

 涉及面最广

 体系最完备

 推动力度最大

 受关注度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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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合格评定体系：



二、体系建设构想

特点：

• 国际化&符合国情

• 自愿性+政府推动+市场驱动

• 定位高端（20%~30%）

• 需求导向、发展导向

• 科学、友好、经济、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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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体系建设构想

目标:

• 打造“中国绿色产品”标准、标识与认证品牌

• 树立“中国制造”绿色、环保、高品质形象

• 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

展

• 强化绿色高端产品有效供给

• 引导消费需求升级和绿色消费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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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体系建设构想

绿色产品

绿色产品认证

“绿色产品”是指按照全生命周期理念，在原材料选用、生产、销售、使

用、回收、处理等全生命周期过程中，资源能源消耗少、污染排放低、环境

影响小、易回收、易处理或再利用、无毒无害的高品质产品。

全生命周期、全部绿色指标、高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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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消费友好，让消费者有获得感

 全生命周期的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指标综合评估

 对关键生命周期及关键指标的符合性评价

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消费友好



二、体系建设构想

 绿色产品标识与认证体系主体架构与实施体系

 绿色产品标识与认证体系实施效果评估体系

 绿色产品标识与认证体系有效运行的监管体系

 绿色产品标识与认证体系有效实施的政策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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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架构



二、体系建设构想

 绿色产品标识与认证体系主体架构与实施体系

• 绿色标识

•产品目录

•实施规则

•实施机构

•对其他合格评定结果的接受安排

•管理及技术协调机制

•技术与信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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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体系建设构想

绿色产品标识与认证体系实施效果评估体系

• 对资源节约、环境保护贡献率的指标量化评估

• 为制度设计、监管考核、指标调整提供有效数据支撑

• 采购第三方咨询服务开展实施效果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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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体系建设构想

 绿色产品标识与认证体系有效运行的监管体系

• 对实施机构的监管

• 对市场的监管

• 黑白名单制度

• 社会监督 多元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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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体系建设构想

 绿色产品标识与认证体系有效实施的政策保障体系

•结果采信政策：

政府采购、消费补贴、绿色金融、财税优惠等

•纳入地方政府考核

措施到位、实施到位、规范到位、引领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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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体系建设原则

• 统一实施

• 继承并行

• 循序渐进

• 合作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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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体系建设原则

（一）统一实施

• 统一产品标识

结果符合性、评价过程信息传递

• 统一产品目录

包括认证模式、认证依据标准等

• 统一管理要求

机构能力要求、合格评定程序、对其他评价结果的接受

• 统一技术支撑与信息平台

信息发布、技术协调、政策采信、社会共治、国际合作 17



（二）继承并行

• 继承
评估的基础上，采信现有认证结果、不重复认证。

• 并行
现有认证与绿色认证并存，通过政府引导市场采信，最终
实现“统一绿色体系”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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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体系建设原则



（三）循序渐进

• 产品目录

先易后难、分步推进，成熟一项推出一项。优先选取生
态环境影响大、具备产业基础、标准成熟、消费者关注
度高、消费升级急需的产品。

• 评价项目和指标

按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理念，选取对产品“绿色”有重要
影响的关键阶段、关键指标，结合现有产业基础、评价
能力，分步实施、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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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体系建设原则



（四）合作开放

•在管理诉求、监管职能中横向合作；

•建立多元化的合格评定管理机制；

•国家层面“合作”推动、机构间“开放”接纳；

•加强国际合作，推进国际互认，提高影响力和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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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体系建设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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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体系建设方案

中国绿色产品标识

第三方
认证

企业
自我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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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体系建设方案

第三方
认证

接受其他
合格评定结果

接受企业
自我声明

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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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体系建设方案

企业
自我声明

远期

考虑增加
？产品选取
？实施要求和程序
？第三方验证



四、体系建设方案

 政策组：总体设计、支持政策

 实施组：对其他结果接受要求程序

 产品组（分类别）：研究制定认证规则

 标识组：研究制定绿色标识

 能力建设组：研究制定RB标准（从事绿色产品认证活
动的认证、检测机构的技术要求）

 工厂检查组：工厂检查要求

 信息平台组：信息平台建设

 自我声明组：研究制定自我声明的规则、要求和程序 24

技术支撑



四、体系建设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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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产品领域

1 消费电子电器 7 涉水

2 农食 8 建筑

3 轻工 9 建材

4 交通运输 10 机械

5 照明电器 11 可再生能源—太阳能

6 工业电器 12 可再生能源—风能



四、体系建设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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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目标：

1、发布《统一绿色产品标准、标识、认证体系实施方案》；

2、发布《中国绿色产品标识与认证管理办法》等体系运行管理文件；

3、制定发布首批产品目录及配套认证规则；

4、确定认证实施机构；

5、制定发布绿色认证体系接受其他合格评定结果的要求和程序；

6、启动认证；

7、信息平台开始运行。



感谢支持！

欢迎意见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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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徐秋媛 xuqy@cnca.gov.cn  010-822627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