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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在绿色消费的浪潮下，为帮助消费者识别绿色产品，使
环保产品的生产者受益，一些国家政府或民间团体先后组织实
施了环境标志计划。中国环境标志始于 1993 年，到目前为止，
涵盖了制造业、建筑业、印刷业和居民服务业等行业，产品种
类涉及到人们的衣食住行，现已成为引领国内可持续消费和生
产的风向标，促进了我国绿色发展的进程。

（二）中国环境标志催生
绿色产品

一、背景介绍
环境标志的概念最早出现于德国，至今世界上已经有 30 多

个国家实施了环境标志。环境标志在引导消费者进行可持续消费，

提高消费者环境意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给自然资源、

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传统的环境保护手段已经不足以解

决我国所面对的所有环境问题。一些领先企业也意识到绿色产

品的重要性，积极开发、生产有益于环境的“环保产品”，提高产

品的市场竞争力，并积极呼吁国家实施统一的环境标志认证。为

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和鼓励人们从自身出发从事和关心环境保

护事业，中国环境标志应运而生。

通过开展环境标志认证，帮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建立起环保

责任感，提高环境意识，鼓励企业合理使用资源和能源，开发和生

产环境友好产品，将是促进企业和公众自觉参与环境保护的重要

途径。

二、对策和解决方案
按照国家发布的“关于在我国开展环境标志工作的通知”要

求，1994 年成立了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委员会，负责中国环

境标志的实施和管理工作，随后相继发布了《中国环境标志产品

认证委员会章程》、《环境标志产品认证管理办法》、《中国环境标

志及认证证书管理办法》等一系列工作文件，确定了中国环境标

志的实施框架。同年颁布了“首批 7 类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2001 年等同转化了 ISO14020 系列标准，建立了与国际接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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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标志产品认证体系。

目前，环境保护部共制

订、发 布（现 行 有 效 的）环

境标志产品标准 96 项，涵

盖了制造业、建筑业、印刷

业和居民服务业等 5 大行

业，产品种类涉及汽车、服

装、家具、电子、日化等 300 多大类产品，为推动全社会可持续消

费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已有 4000 多家企业、20 多万种型号的

产品通过了中国环境标志认证。

三、成效
经过 20 年的努力，中国环境标志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基

本形成政府引导、标准先行、认证实施、政府采信、宣传推广、公

众选择等一系列较为完善的体系，受到企业、消费者以及社会各

界的广泛认同。在 2009 年荣获中央电视台评选的建国 60 周年

60 品牌的荣誉称号，2014 年获得由《环境保护》杂志社举办的

首届环境保护“绿坐标”管理创新奖，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认可。

最新的市场调查结果显示，90% 的消费者对中国环境标志

有所了解，75% 以上的消费者愿意为中国环境标志产品支付相

对较高的费用，90% 以上的认证企业认为中国环境标志的可信

度较高，实施中国环境标志认证有助于提升企业的绿色形象。

第一、中国环境标志引领可持续消费。随着环境标志认证良

好的运行，环保标志首先被政府各方认可。2006 年，中国环境标

志产品被政府采信，颁布了《关于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实施意

见》，要求政府采购要优先选择环境标志产品，正式启动了我国政

府绿色采购工作，随后国家又陆续发布若干文件，鼓励使用环境

标志产品，大力倡导环境友好的消费模式。中国环境标志工作已

成为我国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推进全社会可持续消费的有效工

具。

第二、中国环境标志积极推动节能减排。中国环境标志通过

先进环保指标的引导，鼓励企业尽可能减少产品全过程的资源能

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强化了企业的环境管理。

2014 年中国环境标志进行了三次获证企业调查，针对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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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涉及 46 项产品种类。结果表明，在大气污染减排方面，中

国环境标志有效认证的产品在 2013 年共减排 20.5 万吨 VOCs

（约占我国工业源 VOCs 年排放总量的 1.7%）和 859 万吨二氧

化碳（相当于约 470 万立方米森林产生的碳汇）；在水污染减排

方面，减排 1232 吨总磷，约为太湖流域总磷年排放量的 1/10；在

固废危废控制方面，减排 16.75 吨汞，约占全国汞排放量的 2.4%，

相当于 2.8 亿只普通 5 号电池的汞含量；在节约能源资源方面，

共产生约 133 亿千瓦时的节能量和 2.27 亿吨的节水量。由此可

见，中国环境标志为促进污染物减排、区域环境质量改善、保护人

体健康和减缓全球气候变化等做出了积极贡献。

第三、中国环境标志引领了产业的绿色发展，提高了全社会

的广泛认知度。为推动绿色印刷工作，2011 年环境保护部和新

闻出版总署联合印发了《关于实施绿色印刷的公告》，对印刷产

品生产的全过程提出具体要求，明确了环境标志产品认证是实施

绿色印刷的主要途径。此后，2012 年和 2013 年又分别针对中

小学教科书和票证票据实施绿色印刷出台了专门的通知，先后发

布了平版印刷、商业票据印刷和凹版印刷三项绿色印刷标准。截

止到 2014 年底，全国中小学秋季教科书已实现绿色印刷的全覆

盖。目前，已有 1000 多家印刷企业通过了中国环境标志的认证。

通过绿色印刷的实施，加快了印刷产业的升级。

第四、中国环境标志获得重大项目采信。1) 环境标志产品

为北京奥组委优先采购。2) 环境标志产品已被列入 APEC 环境

产品清单。列入清单的产品，在 APEC 地区享受关税减免的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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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充分表明推动环境标志产品与服务贸易已成为促进可持续增

长的重要措施。3) 通过实现环境标志互认、开发区域间环境标

志共同标准，推动“一带一路”环境标志联盟国家间的环保技术

交流与环境标志产品贸易。

第五、中国环境标志促进了绿色贸易发展。2004 年中国环

境标志开始与国际标准全面接轨，形成了完全意义上的国际认证，

并不断扩大自己的国际影响力。2008 年加入了全球环境标志网

络 (GEN)，2012 年通过选举成为了 GEN 理事成员。目前已与

日本、德国、韩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北欧、泰国、新加坡、美国、中

国香港、乌克兰、俄罗斯 12 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互认合作协议，

与德国和日韩分别制定了多项共同标准，极大地提升了国际知名

度和中国产品的竞争力。

四、启示和建议
中国环境标志认证的成功，是在借鉴其他国家多年经验，结

合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形成的第三方自愿性认证制度，既不属于

制造方又不属于使用方，在技术和管理上保持高度的客观性和公

正性。该认证制度采取自愿认证的方式，符合市场机制的要求，

而且认证工作与国际惯例接轨，便于开展国际互认工作。在广大

企业和消费者的积极参与下，中国环境标志逐步在政府、企业、消

费者之间搭建了一座连接绿色生产和可持续消费的桥梁，推动了

国家循环经济战略的落实，对社会绿色消费起到显著的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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