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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伴随着清洁生产在中国引入、发展的实践过程，同时也出于多年担任清洁生产教学任务的缘故，
我们曾数次产生过编写有关&ldquo;清洁生产&rdquo;教材的设想。
期间尽管有需求者的建议，也有不少出版社的约稿，然而这一打算却在终日忙碌中，明日复明日地淡
化下来。
直到2003年，《清洁生产导论》纳入高等教育&ldquo;十五&rdquo;国家级规划教材，才促使我们实现
了多年的设想。
　　编书，是不断思索、不断实践的辛苦事，对于本教材同样如此。
一旦真动笔，颇感忐忑不安。
个中原因，虽有源于市场上大量出版的有关清洁生产方面的书籍的比对压力，但最根本的还在于如何
系统、恰如其分地将我们对清洁生产的认识和理解提炼、表达出来。
正是在我国第一个清洁生产示范项目（B一4项目）中与国内外专家，包括与UNEP清洁生产高级顾
问Sybren deHoo先生的工作研讨；由钱易院士等主持的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CICED）
两届清洁生产工作组五年多的各种活动，特别是长期负责全球清洁生产的uNEP工业与环境中心主
任Jacqueline Aloisi de L,arderel女士在每次工作组会议上对清洁生产观点的深刻阐述；太原市清洁生产条
例与我国清洁生产法的研究起草过程；ISO 14000标准转化时的激烈争论场面；以及与国际著名专家学
者，如产业生态学领域中的T.E.Graedel教授和Suren Erkman教授、物质流领域中的Yuichi Moriguchi教授
等的学术交流，使我们在教材编写时，确定从人类在认识、处理人与自然界关系、探索转变传统的生
产方式和经济增长模式的实践基础上对&ldquo;清洁生产&rdquo;进行归纳总结。
　　本教材的完成是集体努力的结果，各章编写人员顺序为：绪论、第一、第二章由张天柱执笔，第
三章由贾小平、石磊执笔，第四章由石磊、王政执笔，第五章由贾小平执笔，第六章由贾小平、张光
明执笔，第七章由张天柱、卢伟执笔，第八章由石磊、黄英娜、张天柱、贾小平执笔。
全书由张天柱、石磊和贾小平修改定稿。
　　感谢高等教育出版社的极大的支持，特别是陈文编辑为本书编写和出版所做出的努力与贡献。
同时，也感谢编写教材过程中对我们给予关心与支持的大量热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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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教材在转变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与生产模式的层面上，立足于全球清洁生产的整体发展动态，阐述了清
洁生产产生的背景、清洁生产的内涵与理论基础；从生产过程、产品、产业系统，以及促进清洁生产
的政策工具等方面论述了清洁生产的基本内容和技术方法；最后以循环经济概括了的清洁生产的发展
态势。
该书注重内容的系统性、综合性、前沿性、开放性，同时满足对多学科高等院校学生使用学习的适应
性。

　　本教材可供高等院校工程技术、经济管理、法律政策等关注可持续发展的各类专业学生使用，同
时可供相关学科领域以及社会读者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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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ISO的生命周期评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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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减少产品使用阶段的影响
　　七、产品生命周期末端的优化
　第五节 案例分析
　　一、中国钢材生命周期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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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制定与实施自愿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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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经历过农业革命与工业革命后，人类社会踏上了高速增长的工业化发展轨道。
自20世纪60～70年代来，以1972年的人类环境会议和1992年的环境与发展大会为标志，人类社会出现
过两次大的环境浪潮，它们反映了人类社会在认识、处理人与自然界关系的过程中，从最初着眼于末
端处理环境问题，转向将环境纳入发展过程，变革自身发展模式，探索可持续发展道路的重大飞跃。
可持续发展涵盖三个相互联系的领域，即经济、社会和环境。
政治方面的内容归入社会领域之中。
由于人类社会是在不断变化的，可持续发展的三个领域也处于不断的变化过程中，因此可持续发展是
一个动态的过程。
在南非约翰内斯堡环境与发展大会上，这三个领域被强调为可持续发展的三个支柱，并被表达为：经
济：认识经济增长的局限和潜力，以及经济增长对社会和环境影响的敏锐反映，从环境和社会公正出
发评估个人和社会的消费水平。
社会：了解社会制度及其变化与发展中的作用，理解民主和参与制度，使人们有机会发表意见、选择
政府、达成共识和解决分歧。
环境：了解资源和自然环境的脆弱性，以及人类活动和决策对它的影响，把环境作为制定社会经济政
策必须考虑的因素。
以三支柱方式表达的可持续发展的含义，为布伦特兰委员会报告所提出的可持续发展定义进一步从其
所涵盖的内容范畴与构成的内在联系上，提供了具有操作性的诠释。
就三者的作用而言，它们共同支撑着可持续发展。
但从人类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看，可持续发展建立在这样的基本观点之上，即人类社会经济系统只是生
态环境大系统的子系统，一个子系统不能超越它置身其中的大系统的承载能力。
（二）经济增长与发展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
经济增长与发展是经济领域的核心问题之一。
大量经济学论著中，特别是在发展经济学中，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是两个内涵并不相同的概念。
一般地讲，经济增长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给定时期内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数量的增加扩张，而经济
发展则指伴随并包括经济增长的经济系统结构的变化，它表征着经济增长的质量。
虽然原则上经济增长不等于经济发展，但在本教材中将不再严格区别它们的差异。
这是由于：第一，在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意义下，它们是作为一个共生整体而与社会、环境领域相对应
的。
第二，尽管经济发展包含了比经济增长更丰富和复杂的内容，但无论经济增长还是经济发展，都明显
具有不计资源环境代价、沿袭“资源一产品（服务）一废物”的线性物质代谢模式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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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清洁生产导论》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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