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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清洁生产是介于环境工程与环境管理之间的学科，是硬软件的结合部。
　　环境污染的治理一开始都是污染的末端治理，使企业与环境管理部门处于绝对矛盾的地位，企业
增加了“额外”的负担，而污染问题并没有很好解决。
为了缓和矛盾，也为了节省资源和减少污染，开始有了“将污染削减或消灭在生产过程之中”的理论
和实践，这就诞生了清洁生产。
外部不经济性的发现和企业应该承担环境成本的呼声，也迫使企业主逐步重视从工艺的改革和创新来
削减污染和节约资源的清洁生产。
　　清洁生产的发展，人们开始关注和评价产品的全生命周期的环境影响，从自然物的采掘到最终消
费品的消费后的处置，整个生命过程中的能耗、物耗和污染排放都应该联系起来，做整体的审视。
例如，纸包装的生物可降解性确实比塑料包装好，但也要看到造纸废水的污染；水力发电确实是清洁
能源，然而也应看到建筑大坝的材料，钢材和水泥生产时的污染和大坝的生态影响。
我并不是想说，塑料包装比纸包装好，火电比水电好。
而是说，审视产品的全生命周期性使清洁生产走出了一个工艺流程，一个企业的范围。
对控制污染、节约资源和能源提供了走向整体性、全面性的新视角。
　　清洁生产向第一、三产业延伸，废物的回收、再利用和再循环以及生态工业园的纷纷试点，我们
看到一个以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为结点的网络正在形成。
这个网络覆盖了整个经济领域，这个网络遵循能源的节约增效和物资的循环利用的原则，这个以清洁
生产为基础的网络，人们称之为生态经济，也有人称之为循环经济。
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
在经济领域实行生态经济的发展模式是必然选择，并使传统经济向生态经济逐步过渡。
附带说一句，我觉得循环经济这个名称没有生态经济名称好。
因为在人工生态系统中，物质循环并不包括能源节约和提高效率。
我担心有些赶时髦的人，搞高能耗的循环经济，就我国而言，节能增效甚至比物质循环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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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清洁生产》在介绍清洁生产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并分析中国资源、环境、生态问题的基础上，
提出了清洁生产体系的概念和研究范围，结合相关科学理论和方法，全面介绍了清洁生产与污染末端
治理的区别与进步，清洁生产的目标、效益和内容，清洁生产的指标体系及其应用，清洁生产的法律
与政策基础，清洁生产实施的支持与保障体系，清洁生产审核方法学，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中的清
洁生产分析，突出介绍了以替代技术、减量技术和信息化等高新技术注入为特征的清洁生产工程，介
绍了以清洁生产为基础的生态工业与循环经济理念进展。
较全面地反映了当前清洁生产研究的最新成果和发展展望。
　　《清洁生产》是作者在南京大学多年来从事清洁生产的教学和科研的基础上为环境类专业本科生
编写的教材，也可供其他专业本科生选修和环境保护管理人员培训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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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人类在其文明不断发展的同时，也一直不停地对这种发展以及发展带来的影响进行反思。
　　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曾发出告诫：人类的发展要与环境的承载能力相适应，人口
应当保持适度的规模。
柏拉图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深刻地揭示出，如果生态环境受到破坏，那么今天的繁华之所到明天只将
留下一些“荒芜了的古神殿”。
　　在很早以前，中国人的祖先就开始有了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思想。
从周代开始，人们在利用自然的同时，已开始有意识地保护自然界的生物资源，反对过度利用或肆意
破坏它们。
先秦时期，人们对生物资源的保护由不自觉的、模糊的阶段逐渐地发展到自觉的、比较清楚的阶段。
西汉淮南王刘安的《淮南子》对先秦环境保护政策进行了系统总结，其中关于保护生物资源的一系列
具体规定，体现了合理利用和保护生物资源与农业生产密切结合的特点。
唐代不仅把山林川泽、苑圃、打猎作为官府管理的范围，还把城市绿化、郊祠神坛、五岳名山纳入官
府管理的职责范畴。
北宋时注重立法保护，甚至以皇帝下诏令的方式，一再重申保护禁令。
从宋代起，人们对围湖造田导致蓄泄两误、滥砍乱伐导致水土流失的问题已经有所觉察，表明当时的
有识之士对新出现的环境问题相当敏感。
明代对山林川泽的保护一直到仁宗（公元1425-1426年）时，都承袭前代的有关规定进行管制。
清代人口猛增，许多草原和山地垦为农田，造成草原退化、沙漠扩展及林木破坏与水土流失，环境遭
到进一步破坏。
当时的一些有识之士已经看到了问题的所在，并提出了切中时弊的警告。
但是，所有这些警告并未引起清王朝的重视，不合理的垦殖仍在继续进行，对中国的环境带来了巨大
的灾难。
　　到了20世纪50～60年代，由于环境污染导致的公害事件频频发生，人们才开始对环境问题及其危
害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并开始提出解决环境问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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