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关于开展河北省“无废园区”“无废企业（工厂）”创建的通知

各市（含定州、辛集）工业和信息化局、雄安新区改革发展局：

为贯彻落实工信部等八部门印发的《关于加快推动工业资源综合利

用的实施方案》《河北省“十四五”工业绿色发展规划》《河北省“十

四五”时期“无废城市”建设工作方案》，推动工业固体废物在园区内、

厂区内循环及协同利用，提升工业固体废物就地资源化效率，加快构建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新发展格局，推进工业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助力

我省“无废城市”建设，现将《河北省“无废园区”“无废企业（工厂）”

创建实施方案》印发你们，望认真组织实施。

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2022 年 8 月 5 日

河北省“无废园区”“无废企业（工厂）”创建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工信部等八部门印发《关于加快推动工业资源综合利用

的实施方案》《河北省“十四五”工业绿色发展规划》《河北省“十四

五”时期“无废城市”建设工作方案》，推动工业固体废物在园区内、

厂区内循环及协同利用，提升工业固体废物就地资源化效率，加快构建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新发展格局，推进工业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助力

我省“无废城市”建设，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

全会精神，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



新发展格局，在全省范围内创建一批具有核心技术、先进管理水平的工

业资源综合利用“无废园区”、“无废企业（工厂）”，引领和带动河

北省工业资源综合利用技术装备水平显著提升，推动重点行业工业固废

产生强度大幅下降，发挥减污降碳协同效应，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产

业集中度和协同发展能力大幅提高，构建创新驱动规模化与高值化并行、

产业循环链接明显增强、协同耦合活力显著激发的工业资源综合利用产

业生态样板，加快推进我省工业固废、再生资源高值化循环利用，推动

我省工业领域全面绿色转型。

二、创建原则

坚持政府引导，市场驱动。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

发挥政府政策制定、机制创新等方面的引导作用，吸引和撬动更多社会

组织和资本投入工业固废资源综合利用领域，加快补齐相关治理体系和

基础设施短板，持续提升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能力。

坚持统筹谋划，示范引领。各地区加强统筹衔接，提前谋划系统性

的“无废园区”“无废企业（工厂）”建设工作体系，鼓励组织工作基

础好、潜力大等的园区和企业先行先试，突出工作重点，积累发展经验，

加大先进模式的推广力度，形成重点突出、有序推进、整体提升的示范

引领效应。

坚持产业支撑，技术创新。鼓励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和推广应用，

推广企业应用绿色低碳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创新技术，协同推进

固体废物资源化与减污降碳工作。



坚持制度完善，倡树“无废”理念。梳理完善现行工业固体废物管

理、循环经济、清洁生产等制度，将“无废园区”“无废企业（工厂）”

与发展规划相结合，完善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标准体系，倡导园区及企

业“无废”发展理念。

三、工作目标

到 2022 年底，在全省范围内创建 5 个左右工业资源综合利用“无

废园区”、10 个“无废企业（工厂）”，形成一批无废发展模式，充

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在全省工业领域大力推广无废发展的理念，助力

实现我省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到 2025 年底，全省工业资源综合利用水

平持续提升，企业和园区绿色低碳“无废”理念普遍形成，力争建成

50 个左右省级“无废园区”、“无废企业（工厂）”。

四、创建要求

按照工业固体废物源头减量化、 无害化及资源化原则，重点支持

钢铁、化工、制药、材料等重点行业中基础好、代表性强的园区及企业

（工厂）创建。对获评为省级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示范基地、示范企业以

及工业绿色发展示范项目的，给予优先考虑。

（一）无废园区创建要求

1.基本要求

（1）园区近三年未发生重大环保、安全事故。

（2）园区内企业污染物达标排放，各类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均不

超过国家或地方的总量控制要求。

（3）园区重点企业 100%实施清洁生产审核。



（4）园区企业不应使用国家列入淘汰目录的落后生产技术、工艺

和设备，不应生产国家列入淘汰目录的产品。

（5）园区内工业固废产生强度年度增长率实现零增长或者负增长。

（6）园区内工业固体废物按照相关要求规范分类并贮存。贮存设

施满足 GB18599、GB18597 等建设要求。

（7）园区内具有工业资源综合利用企业，形成协作配套的综合利

用产业体系。

（8）园区已实施或拟实施支持园区无废化建设的产业链招商、补

链招商，建设和引进关键链接项目，实现项目间、企业间、产业间物料

闭路循环、物尽其用。

2.指标要求

工业固体废物源头减量。“无废园区”应具备或拟实施有助于工业

固体废物源头消减的关键链接项目，形成资源循环利用的上下游产业链；

工业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零增长或逐年降低；重点行业企业清洁生产审核

实现 100%覆盖；不少于 10%的企业完成了绿色工厂建设。

工业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园区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不低于

60%，且（或）逐年提高；再生资源利用类园区的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率

应逐年提高。

工业固体废物最终处置。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处置率 100%；一般工

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处置量零增长或逐年下降。

园区保障能力。园区应编制“无废园区”发展规划或实施方案，制

定推动工业固体废物在园区内协同循环利用，提高固废就地资源化效率



的管理制度体系；构建推动无废园区建设的固体废物产生、贮存、源头

消减（减量化）、循环利用、资源化再生利用、协同处置以及常规处置

的基础信息和技术体系信息服务平台；依法及时公开固体废物污染环境

防治信息，主动接受社会监督等情况。

群众获得感。园区定期组织以“无废园区”为主题的科普活动，设

置宣传栏或相关海报、显示屏等线下或线上方式，定期更新“无废园区”

宣讲知识等情况。

（二）无废企业（工厂）创建要求

1.基本要求

（1）企业在省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2）企业近三年（含成立不足三年）未发生较大及以上安全、环

保、质量等事故，未被列入失信企业、法人代表黑名单。

（3）企业污染物达标排放，各类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均不超过国

家或地方的总量控制要求。

（4）企业不应使用国家列入淘汰目录的落后生产技术、工艺和设

备，不应生产国家列入淘汰目录的产品。

（5）企业工业固废产生强度年度增长率实现零增长或者负增长。

（6）企业工业固体废物按照相关要求规范分类并贮存。贮存设施

满足 GB18599、GB18597 等建设要求。

（7）企业采用的资源综合利用生产工艺、技术水平以及资源综合

利用效率处于同行业领先水平。

（8）企业应建立先进的管理体系。



2.指标要求

工业固体废物源头减量。“无废企业（工厂）”应具备或拟实施有

助于工业固体废物源头消减的循环化改造项目；工业固体废物产生强度

零增长或逐年降低；重点行业企业应完成清洁生产审核；具备条件的企

业积极申报绿色工厂建设。

工业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不低于 60%，

且（或）逐年提高；再生资源利用类企业的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率应逐年

提高。

工业固体废物最终处置。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处置率 100%；一般工

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处置量零增长或逐年下降。

保障能力。企业应编制“无废企业（工厂）”实施方案，制定推动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水平提升的管理制度体系；制定推动无废企业

（工厂）建设的固体废物产生、贮存、源头消减（减量化）、循环利用、

资源化再生利用、协同处置以及常规处置的基础信息台账；依法及时公

开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信息，主动接受社会监督等情况。

群众获得感。企业定期组织以“无废企业（工厂）”为主题的科普

活动，设置宣传栏或相关海报、显示屏等线下或线上方式，定期更新“无

废企业（工厂）”宣讲知识等情况。

五、组织实施

（一）自主创建。满足申请条件的园区和企业根据本实施方案要求

自主开展创建工作，并按要求编制《河北省工业资源综合利用“无废园



区”申报书》（附件 2）或《河北省工业资源综合利用“无废企业（工

厂）”申报书》（附件 4）。

（二）初审推荐。各市、县（市、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汇总

本地区的申报材料后进行初步审核，并将符合条件的园区、企业推荐名

单和有关申报材料（一式 4 份，附电子版 U 盘）于 2022 年 10 月 15

日前报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节能与综合利用处。申报单位应当对申报材

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完整性负责。

（三）评价验收。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组织专家对申报材料进行论证

和评审，对通过评审的园区和企业经相关部门确认后，进行公示和批复。

公示无异议的园区和企业，纳入“无废园区”、“无废企业（工厂）”

示范单位试点名单。

（四）加强管理。充分利用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网络平台和有关公共

服务平台定期公布获得示范称号的园区、企业的先进技术装备及先进经

验等信息。对认定为“无废园区”、“无废企业（工厂）”示范名单的

主体单位实行动态管理，对出现重大违法违规或事故的实行摘牌处理。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创新工作方式方法，发挥各级各职能部门的

作用，建立责任明确、上下一体、协同推进的工作机制。各市、县（市、

区）要加强对试点单位的日常管理和指导，积极研究对试点单位的支持

政策，对试点单位列入示范方案的项目要在项目审批等方面给与优先支

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试点单位要明确任务，切实做好方案的组织实

施。



（二）完善政策支持。利用现有资金渠道，支持工业资源综合利用

项目建设。对示范名单中的单位，在申报工业绿色制造升级、技术改造

等财政资金中予以优先支持。鼓励金融机构为试点单位提供便捷、优惠

的绿色金融服务。

（三）加强技术指导。鼓励科研机构、行业协会、咨询服务机构、

金融机构发挥优势，为园区、企业开展“无废园区”、“无废企业（工

厂）”提供技术咨询、过程指导和评估验收工作，帮扶园区和企业建立

和完善无废管理制度，积极参与试点单位的创建工作，推进全社会的无

废理念。

（四）加大宣传引导。创新宣传方式，丰富宣传手段，总结推广一

批工业资源综合利用经验做法、典型模式，发挥示范带动作用。提高工

业资源综合利用产品的市场接受度，引导促进绿色消费。鼓励利用自媒

体、互联网等信息化平台，开展多渠道、多形式宣传培训，努力营造全

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

联系人及电话：申 明 0311-87800469

刘 曼 0311-858697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