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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前状况

　　由于人类只有一个地球 ,而地球上的资
源和能源是有限的 ,因此推行清洁生产也是
世界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
程中取得的共识。1993 年世界银行开始在
中国推行清洁生产 (B —4 子项) ,绍兴市纺织
印染行业 4 家企业率先参与试点 ,其后北京、
天津、江苏、浙江、上海、山东、辽宁、黑龙江等
省市的纺织印染企业也相继开展了清洁生产
审核工作 ,截止 1999 年 10 月 ,全国已有 50

余家纺织印染企业完成了清洁生产审核工
作 ,取得了较为明显的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

推行清洁生产即是实现对生产全过程控
制 ,使生产过程中资源和能源得到最大限度
的利用 ,并使产生的废物量最少 ,从而对环境
的危害也最小 ,要求产品从原料开始到寿命
终止的全过程 ,在发挥其本身价值的同时要
对环境无害化。也即绿色产品或环保型产
品。

我国纺织工业中 ,对环境影响最大的是
印染行业 ,以生产过程排放的废水污染最为
严重 ,在我国工业废水排放量中占第六位。
因此印染行业实施清洁生产的潜力也很大。

实施清洁生产的效果是明显的 ,从已实
施清洁生产审核的 50 家纺织印染企业来看 ,

大、中型企业可节约物料 5 %～10 % (主要为
助剂类) ,节约用水 5 %～15 % ,而中小型企

业 (主要为乡镇企业) ,节约物料可达 10 %～
40 % ,节约用水可达 20 %～50 %。由于节约
了资源 ,降低了成本 ,提高了产品的竞争力 ,

企业通过实践获得效益 ,又减少了污染这是
明显的双赢效益 ,因此对推行清洁生产和清
洁生产审核很欢迎 ,与过去那种投入大量资
金来治理生产过程中没有被充分利用的资源
而变成污染物的末端治理相比 (双亏效益)真
是天壤之别。但是企业规模不同 ,管理水平
不同 ,人员素质不同 ,效果也不完全一样。

目前 ,推行清洁生产和清洁生产审核正
逐步在更多的纺织印染企业开展。推行清洁
生产不仅适宜已有企业 ,特别适宜新建或搬
迁新建企业 ,在新建或搬迁过程中使生产工
艺流程中每个环节充分贯彻采用清洁生产工
艺和设备。
2 　清洁生产审核

清洁生产审核一般是对已建企业而言 ,

由于企业经济实力有限 ,不可能对生产全过
程有关设备全部进行改造 ,也不可能全部采
用新的生产工艺 ,因而只能是对生产过程中
产生污染物量最大 ,消耗能源与资源最多的
某个工序或工段作为重点进行审核 ,通过物
料平衡、水平衡 ,提出改进和控制措施 ,使其
污染物产生量降低 ,资源利用率提高 ,当某个
工序或工段的问题解决了再进行下一个目
标。因此清洁生产审核是渐进的过程 ,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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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位。清洁生产审核有一整套方法学 ,虽然
国内外在具体操作上分 5～7 个步骤而有所
不同 ,但总体思路是相同的 ,其中审核重点的
确定、方案的筛选优化 ,不仅有定性分析 ,而
且有定量计算 (权重总和法) 是较科学的方
法 ,因而被国际有关组织和国家 (包括我国)

广泛采纳。
应该看到 ,随着科学技术进步 ,新的工

艺、设备、材料会不断出现 ,污染还会产生 ,因
此清洁生产是一个不断持续的过程 ,这符合
我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在清洁生产审核过程中 ,会提出若干个
方案 (纺织印染行业通常 10～20 个左右) ,其
中相当数量是无费、低费方案 (指投资 2～10
万元) ,这些方案在审核过程中可能很快实
施 ,而中费方案 (10～50 万元) 和高费方案
( > 50 万元) ,在资金筹划过程中除了企业自
筹部分资金外 ,较多企业需要贷款 ,因此实施
起来有一定困难 ,周期也较长。

前面提到的节约物料和节约用水的效
果 ,主要指在纺织印染企业以实施无费、低费
方案的效果 ,还不包括实施中费、高费方案。
根据我国国情和纺织印染企业当前情况 ,在
现有企业中推行清洁生产审核工作 ,优先实
施低费、无费方案 ,也会使企业产生较好的环
境效益与经济效益 ,效益好的企业也可以很
快或逐步实施中费、高费方案。
3 　清洁生产与技术改造

过去企业技术改造项目大多以提高产品
产量和质量为主 ,有较明显的经济效益 ,但其
中也有一部分属于有较好的环境效益。对有
明显或较好环境效益并有经济效益的技术改
造项目 ,也属于清洁生产范围 ,这样的项目实
施符合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目前清洁生产的
推广和实施已纳入到国家和各地方经济计划
发展部门统一管理 ,这将有利于技术改造纳
入到清洁生产范畴中来。

纺织印染企业多年来 ,通过技术改造不
断获得发展 ,积累一定的技术改造经验 ,现在
通过清洁生产审核和技术、环境、经济综合分
析比较而选择出的技术改造方案 (包括设备、
工艺、原料等方面) ,均属于清洁生产技术 ,这
样的方案将会获得有关部门的支持和帮助 ,
因此 ,技术改造是属于清洁生产范围的 ,只是

清洁生产技术的采用和清洁生产审核的方法
考虑的问题更全面更科学。
4 　清洁生产与末端治理

国内外实践证明 ,在劳动密集型企业生
产活动中产生一定量的污染物是必然的。但
若仔细分析 ,就会发现其中有些部分是必然
生产的 ,而有相当部分是不应该产生的 ,纺织
印染企业就属于这样情况。推行清洁生产 ,
实行污染全过程控制 ,就是将不该产生的污
染物减量至最少或消除在生产工艺过程中 ,
这样末端治理的负担将会大大减轻。我们通
过 50 余家纺织印染企业实施清洁生产审核
实践 ,其污染物排放量都有明显降低。过去
对排放污染物的治理以末端治理为主 ,因此
费用较高 ,企业难以承受 ,而清洁生产是以全
过程控制为主。由于排放污染物的量减少 ,

不仅使末端治理流程简化 ,而且使已有治理
工程达标率提高。有 4 家企业由于污染物产
生量减少 ,在产量增加的情况下 ,原有治理系
统仍能满足排放要求 ,而这些企业曾计划扩
建原废水治理工程 ,以适应产量增加的需要 ,

现在节省了一笔投资。通过实践他们一再表
示要将清洁生产变成自觉行为 ,不断坚持下
去。
5 　有关清洁生产政策

清洁生产的意义和效果 ,虽已被越来越
多企业认同和接受 ,但有关支持和推广清洁
生产的法规、政策、规定还没有出台 ,出现明
显的政策滞后。企业希望在推行清洁生产过
程中给予诸如财政、税务等方面的优惠。我
国在综合利用方面已有较完善的政策。其实
综合利用也属于清洁生产范围 ,企业企盼从
清洁生产角度给予明显的政策。再如企业通
过清洁生产审核取得明显的环境效益 ,通过
核算也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 ,从清洁生产方
法学出发 ,这一部分经济效益应该作为下一
次清洁生产审核的启动资金 ,这样才可能使
清洁生产可持续下去 ,通过自身的良性循环 ,

其经济效益越来越大。但目前 ,从财政制度
上还不可能这样操作 ,清洁生产效益大多作
为企 业 的 流 动 资 金 或 其 他 费 用 而 消
耗掉 ,不能专款专用 ,因此再启动新的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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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7 ×(92 - 42 - 240/ 12) = 81 万元

由于少生产丁产品 2. 84 万套 ,而减少税

前净利 :2. 84 ×(87 - 45 - 126/ 7) = 68. 16 万

元。

增加生产丙产品 2. 7 万套 ,减少生产丁

产品增加税前净利 :

81 - 68. 16 = 12. 84 万元。

可见调整品种结构对工厂是有利的 ,见

表 4。

表 4

产　　品 甲 乙 丙 丁 合计

边际贡献率 ( %) 53. 7 53. 3 54. 3 48. 3

各产品销售收入所占比重( %) 30. 5 14. 4 43. 48 11. 62 100

加权边际贡献率 ( %) 16. 4 7. 68 23. 6 5. 61 53. 29

根据表 4 中的加权贡献边际率合计数计

算综合保本销售收入 :

固定成本总额/ 加权贡献边际率合计 =

636/ 53. 29 % = 1193. 47 万元。

比原来的综合保本销售收入降低了 9. 94

万元 ,降低了 0. 83 % ,保本销售收入的降低意

味着企业盈利能力的提高。

通过以上分析看出 ,调整产品品种结构

是简便可行的 ,因为 ,它不需要做新的固定资

产投资 ,且对完成目标利润有很大助益 ,因此

该厂对这 4 种产品的品种结构又进行了调

整 ,即 :增加丙产品的生产销售量 ,压缩丁产

品的产销量。

实践证明 ,服装行业在竞争日益激烈 的

市场条件下 ,如果能合理、有效地运用本量利

分析进行经营决策 ,不仅能挖掘企业生产经

营潜力 ,提高经济效益 ,而且可以简化计划制

定方法 ,提高管理工作效率 ,有利于企业在市

场竞争中保持一定的优势 ,减少生产经营的

盲目性。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 ,使企业立于

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1 ] 　管理会计学参考资料. 中央广播

电视大学出版社.

[2 ] 　管理会计学习指导. 中央广播电

视大学出版社.

[3 ] 　会计学论文选. 中央会计学会秘

书处〈会计研究〉编辑部.

[4 ] 　管理会计学. 华文出版社.

(上接第 12 页)

生产审核工作时 ,资金又成为问题。

6 　障碍分析

清洁生产和清洁生产审核在推广过程中

也遇到不少困难和障碍 (如方法学的简化、有

关政策等) ,但最大障碍是思想认识方面 ,特

别是领导的认识是至关重要的。几年来 ,各

地均以环保部门为主推广这一工作 ,个别企

业领导认为一谈环保就是化钱 ,把清洁生产

与末端治理等同起来 ,不热情支持 ,但他们一

旦了解清洁生产和清洁生产审核 的实质后 ,

却非常积极 ,积极调动和组织企业内有关部

门人员参加 ,发动全体职工参与 ,提出较好的

建议和措施。实践证明 ,由于清洁生产和清

洁生产审核涉及企业很多部门 ,只有厂长或

经理重视了 ,工作顺利进行才能得到保证。

目前各地经济计划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与环

保部门已开始组织和推广这一工作 ,这将会

进一步促进这一工作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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