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危险废物和污泥处置监管工作的意见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危险废物和污泥处置监管工作的意见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危险废物和污泥是具有危害特性的固体废物。近年来，我省不断加大对危险废物和污泥处置的监管力度，其无害化处置率得到
逐年提高。但是，危险废物和污泥随意倾倒、非法处置的事件仍时有发生，直接威胁生态环境安全。为进一步加强危险废物和
污泥处置监管工作，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经省政府同意，特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理念，以保障生态环境安全和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为出发点，按照“源头管理精细化、贮存转运规范化、过程
监控信息化、设施布局科学化、利用处置无害化”的要求，落实政府、部门和企业的环境保护责任，加强基础设施规划和建
设，建立健全覆盖危险废物和污泥产生、贮存、转运、处置全过程的监管体系，大力推进危险废物和污泥的减量化、无害化和
资源化，切实解决突出的污染问题，促进生态浙江、美丽浙江建设。

到2015年，年产生100吨以上危险废物和年产生100吨以上污泥的企业通过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乡镇（街道）以上医疗卫生
机构医疗废物实现规范收集和处置；工业危险废物无害化处置率达到85%，污泥无害化处置率达到90%。到2017年，年产生1
吨以上危险废物和化工、制药、印染、电镀等行业产生污泥的企业通过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规范收集
和处置实现全覆盖；危险废物和污泥无害化处置能力基本满足实际需要，工业危险废物无害化处置率达到90%，污泥无害化处
置率达到95%。

二、工作进度

（一）启动示范阶段（2013年-2014年6月）。建立危险废物和污泥处置工作机制，明确政府、部门和企业职责。全面排查危
险废物和污泥产生、流向等基本情况，开展化工、印染、造纸、制革等行业危险废物和污泥处置专项整治，重点治理“乱申
报、乱转运、乱倾倒”现象。制订全省危险废物集中处置设施建设规划和各设区市污泥处置设施建设规划。制订危险废物和污
泥信息化监控、处置费统一结算平台建设方案，完善相关管理制度，启动危险废物和污泥信息化监控、处置费统一结算和危险
废物核查示范工作。

（二）全面推进阶段（2014年7月-2015年12月）。完成危险废物和污泥信息化监控、处置费统一结算和危险废物核查示范工
作，杭州市、宁波市在部分区域率先实现危险废物和污泥全过程监管，绍兴市完成污泥刷卡转运和处置费统一结算示范工作。
各设区市基本建成危险废物和污泥信息化监控平台、处置费统一结算平台，年产生危险废物或污泥100吨以上的企业和危险废
物、污泥处置单位实现信息化监控和处置费统一结算。危险废物和污泥处置设施建设取得明显进展。

（三）巩固提升阶段（2016年1月-2017年12月）。危险废物和污泥全过程信息化监控系统基本覆盖全省。各设区市基本具备
焚烧、填埋、综合利用相结合的危险废物处置能力和满足实际需要的污泥处置能力。全面解决平阳县和海宁市制革、绍兴市上
虞区染化、绍兴市柯桥区印染、富阳市造纸、舟山市修造船、临安市和缙云县汞光源等产业集聚区危险废物和污泥污染问题。
全省危险废物和污泥基本实现无害化处置。

三、主要任务

（一）加强源头管理。

1．落实减量化要求。根据危险废物和污泥处置的难易程度，实行差别化的处置价格政策，倒逼危险废物和污泥产生单位削减
有毒有害物质使用量，减少危险废物和污泥产生量。加快推进企业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鼓励开发应用有利于减少危险废物和
污泥产生量的生产工艺及废水、废气治理技术。在染化行业推广酸性废水浓缩和生产硫酸铵技术，在制革行业推广含铬污泥回
流制铬粉技术，在造纸行业推广白水回收、工艺水串级循环使用措施，在印染行业推广废水膜处理等中水回用技术，在电子元
件制造行业推广使用无铅焊料和废蚀刻液在线回收技术。加强污水处理厂出厂污泥的泥质监管，督促企业采取稳定化预处理措
施，确保出厂泥质符合后续利用处置要求。强化工业企业废水预处理监管，确保工业废水达标纳管，从源头上控制污泥的产生
量。

2．加强精细化管理。开展危险废物核查，严格核定产废种类和基数，完善管理计划备案制度。加强危险废物和污泥申报登记
管理，推行登记信息法人承诺制。加强危险废物应急预案管理，落实企业非正常工况下原辅材料和中间物料的应急处置措施。
推行企业危险废物和污泥应知卡制度，公示企业危险废物和污泥信息，督促企业依法履行危险废物和污泥处置责任。

3．严格项目环境准入。对辖区内尚无危险废物、污泥集中处置设施或处置能力严重不足的地区，要严格控制产生危险废物、
污泥的项目建设。对建设项目危险废物、污泥处置方案不符合环保要求或缺乏可行性的，不得批准其环评文件。建设项目需配
套的危险废物、污泥处置设施未建成或污染防治措施落实不到位的，主体工程不得投入使用。

4．推行处置费统一结算。积极借助金融机构等第三方力量，建设危险废物和污泥运输处置费用结算平台，采取费用预缴、法
人信用账户、存兑汇票等多种方式，实行运输处置费用统一扣收、定期结算，有效遏制企业非法倾倒和处置危险废物、污泥的
现象。

（二）实施信息化监控。

1．规范贮存转运行为。督促企业加强危险废物包装管理，实行分质分类包装。全面落实危险废物识别标志、危险废物和污泥
出入库称重记录制度。鼓励危险废物和污泥运输委托方开展承运招标，择优确定具备相应资质条件和能力的承运方。运输危险
废物应当遵守国家有关危险货物运输管理的规定。运输污泥应当使用专用车辆，委托运输污泥的，应交由具备道路货运企业经
营资质的单位运输，并实行承运车辆专用标识。加大对危险废物和污泥运输车辆的检查力度，促进危险废物和污泥运输专业
化、规范化。依托乡镇（街道）医疗卫生机构，全面推行医疗废物“小箱进大箱”收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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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立信息化监控体系。加快建设省市两级信息化监控平台，推进企业危险废物、污泥出入口规范化。采用视频监控、数据
扫描、车载GPS和电子锁等手段，实时监控危险废物和污泥从产生到处置的各个环节，实现全过程信息跟踪和可追溯。

（三）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1．推进危险废物处置设施建设。制订《浙江省危险废物集中处置设施建设规划（2014-2020年）》，明确重点项目和建设布
局。2014年底前，建成温州市危险废物处置中心。2015年底前，绍兴市、舟山市建成危险废物填埋场。2017年底前，湖州
市、嘉兴市、金华市、丽水市建成危险废物填埋场，杭州市、宁波市、衢州市、台州市完成危险废物填埋场扩建工程；宁波
市、温州市、金华市完成医疗废物处置中心扩建工程；宁波市、温州市、嘉兴市、舟山市、台州市完成6座工业危险废物焚烧
设施改扩建工程。制革污泥、含汞废灯管、修造船废物等产生较为集中的地区要建设专门的利用处置设施。鼓励重点企业自建
危险废物处置设施，在消纳自产危险废物的同时，解决周边地区工业危险废物的处置问题。

2．统筹污泥集中处置设施建设。各地要根据集中式污水处理厂和工业污泥的处置需要，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加快建设污泥
处置设施，确保辖区内形成与污泥产生量匹配的处置能力。2015年底前，完成县以上集中式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设施建设改
造。2017年底前，各设区市要建成覆盖全市所有集中式污水处理厂和造纸、制革、印染等行业的污泥处置设施。有条件的地
区，应优先采用焚烧方式处置污泥，禁止原生污泥直接填埋。

3．抓好危险废物和污泥综合利用项目建设。大力发展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实现危险废物和污泥高效化、规模化利用。推动化
工、制革、电镀园区配套建设废酸碱利用、废溶剂回收、废活性炭再生、废包装桶清洗、含铬边角料利用、电镀污泥处理等项
目。鼓励建材行业综合利用化工废渣，支持有条件的化工、建材、冶金企业参与危险废物综合利用。在确保无害化的前提下，
鼓励利用污泥生产新型建材，鼓励将经预处理后泥质合格的污泥用于园林绿化和基质土改良。

4．提高基础设施运行水平。统筹调配全省危险废物和污泥处置能力，保障依法跨区域转移、利用、处置危险废物和污泥。建
立相邻地区危险废物应急处置协调机制，促进结对帮扶，提高应对重大污染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加强危险废物和污泥处置设施
的运行监管，严格危险废物经营准入，推行污泥处置效果评估，督促处置单位提高技术、管理和服务水平，确保无害化处置成
效。

四、保障措施

（一）明确监管责任。各市、县（市、区）政府要将危险废物和污泥处置监管工作纳入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各有关部门要各
司其职，密切配合，协同推进危险废物和污泥处置工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危险废物和污泥污染防治的统一监督管
理，承担危险废物环境监管，抓好重点工业企业污泥规范化处置。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指导生活污水处理厂配套的污泥
处置设施的建设、运行和管理。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加强对货物运输企业许可、从业人员培训及营运车辆技术条件的监
督管理。公安机关依法查处涉嫌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危险废物和污泥处置违法案件，对构成犯罪的，依法进行刑事打击。安监
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加强危险化学品生产和储存单位转产、停产、停业或解散后，危险化学品生
产装置、储存设施及库存危险化学品处置的监督检查。发展改革、经信、财政、国土资源、地税、物价、银监等部门要根据各
自职责做好相应工作。

（二）强化政策保障。各地要按照保障危险废物和污泥处置企业运行成本和合理利润的原则，及时修订危险废物和污泥处置价
格标准。在核定和调整城镇污水处理费征收标准时，要将污泥处置的费用纳入污水处理成本。落实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处置危
险废物取得收入征免营业税问题的批复》（国税函〔2009〕587号）规定，对持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单位收取的处置费不征
营业税。及时开展资源综合利用认定，确保符合条件的危险废物和污泥处置单位享受国家有关税收和上网电价等优惠政策。贯
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节能环保产业的意见》（国发〔2013〕30号）精神，对危险废物和污泥利用处置等环保重点工
程，各地要在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安排中给予重点保障，同时加强信贷支持和金融服务。

（三）加大资金投入。完善政府、企业和社会多元投入机制，拓宽危险废物和污泥处置筹资渠道。各级财政要加大资金投入，
支持危险废物和污泥处置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信息化监控系统建设、实用技术和装备的推广应用等。无主及历史遗留危险废物
和污泥处置所需费用，由所在地人民政府承担。

（四）加强综合执法。将危险废物和污泥处置纳入环境综合执法，加强日常抽查，定期开展专项行动。综合运用行政处罚、上
市核查、环保信用与信贷挂钩、媒体曝光等手段，严厉打击随意倾倒危险废物和污泥、无证经营危险废物、非法转移或处置危
险废物和污泥等行为。

（五）增强管理能力。各市、县（市、区）要加强固体废物监管队伍建设，进一步充实相关职能部门管理力量。加强各级固体
废物管理人员的业务培训，提高其综合素质和实际工作能力。依托现有环保技术机构，推进省市两级危险废物鉴定工作，鼓励
社会化监测机构参与危险废物鉴定。充分发挥固体废物环保科技创新平台的作用，整合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力量，加强固体废
物处置的关键技术、管理模式和环境经济政策的研究。

（六）引导社会参与。广泛开展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宣传教育，进一步提高社会公众对危险废物和污泥处置重要性的认识。开展
经常性的警示教育，引导广大企业自觉履行危险废物和污泥处置的责任。深化大中城市固体废物污染防治信息公开制度，试点
推行危险废物和污泥重点企业年度污染防治信息发布工作，鼓励社会各界和公众参与、监督危险废物和污泥处置工作。

附件：重点任务省级部门职责分工（略）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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