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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共十九大提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新发展理念”,决定了我国未来特色社会主

义必须朝绿色发展方略前进。随着我国现代化社会建设进程的推进,各行各业产生的危险废物也迅速增

长,对应的污染防治工作压力也越发加大。文章以广东省危险废物为研究对象,简析了广东省佛山市南海

区危险废物的产生来源、处理现状及管理标准,最后针对性地提出了几点管理建议,旨在为广东省危险废

物的污染防治管理提供借鉴,将生态文明思想彻底贯彻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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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地区生产总值已突破1万亿

元大关,成为广东省继广州、深圳之后第

三座GDP超过万亿元的城市。在经济持续

增长、制造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佛山市

各行业企业的数量也不断地增加,根据

《广东省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

报》,2017年末,佛山市工业企业或产业

活动单位已达76021个,危险废物的产生

量也相应逐年递增。但由于企业主体对

危险废物污染防治的主体责任落实不严,

导致危险废物给佛山市南海区的生态环

境造成了较大的风险防范压力,因此,针

对区域内危险废物的污染防治管理现状

及处理处置工作进行浅析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 

1 佛山市南海区危险废物的产

生现状调查 

自2017年起,南海区按照全省的统

一部署,开始使用“广东省固体废物管理

信息平台”落实危险废物申报登记制度。 

在调查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危险废

物产生现状的过程中,主要依据为《中华

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广东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16版,环境保

护部部令第39号)、《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GB 5085.7—2019)、《危险废物

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7-2001)

等法律标准文件。 

2017-2019年,南海区危险废物的年

度申报登记产生量从约9.2万吨增加至

约12.6万吨,主要产废类型为HW18类焚

烧处置残渣、HW11类含酚废物、HW39类

精(蒸)馏残渣、HW17表面处理废物等。

其中焚烧处置残渣主要来自生活垃圾焚

烧发电行业；含酚废物和精(蒸)馏残渣

来自陶瓷制造行业；表面处理废物来自

铝材制造加工行业。 

2 佛山市南海区危险废物的处

理处置现状 

2017-2019年,南海区危险废物的年

转移数量从约5.5万吨增加至约10.1万

吨,其中HW18类焚烧处置残渣约占全区

危废总转移数量的71.6%,处置方式为区

内专用填埋场进行填埋。除焚烧飞灰外,

其余危险废物主要交由省内持有《危险

废物经营许可证》的企业进行处置利用。

但长久以来省内危险废物处置能力不足,

与地方制造业发展需求明显不相匹配,

导致危险废物管理工作陷于瓶颈。经实

地调研和多方座谈,南海区产废企业以

及相关行业协会代表均提出：由于本地

小微企业缺乏议价能力,危险废物处置

单位存在合同溢价严重、处置额度垄断

等问题,企业守法经营和规范管理废物

的意愿和积极性受到打击,即使高成本

签订合同,也经常出现只签合同不处置、

或者只是处置小部分等乱象,进一步加

大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的难度。 

3 广东省危险废物污染防治工

作遇到的问题 

以点盖面、举一反三,南海区作为广

东省城乡融合发展改革创新实验区的建

设先锋,在生态文明建设推进中遇到的

危险废物污染防治问题也颇具代表性,

折射出了广东省在危险废物污染防治工

作遇到的一些问题。 

3.1地方基层政府认识不足、重视

不够 

近年来,在各级政府部门的高度重

视和积极推动下,基层区域危险废物处

置能力有了较大提高,但仍存在针对小

微企业的收集场所配套不到位、区域处

置能力不足等问题。长期以来,村级工

业园区存在危险废物混入生活垃圾问

题屡禁不止,环境信访问题不断,反映

基层政府未充分认识危险废物污染防

治工作的长期性、艰巨性,未能与区域

定位相匹配。 

3.2村级工业区危险废物管理不

到位 

“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的“满天星

斗”发展局面,为广东省实现“四个走在

全国前列”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同时亦

带来了较多的生态环境历史欠账,危险

废物管理工作相对滞后,长期以来管理

不到位,贮存、收集、转移到处置等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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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的监管比较薄弱。村委会,特别是出

租业主,只关注眼前租金收益,不理会环

境影响后果,导致大量小微企业的危险

废物游离于监管范围之外。 

3.3企业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

染环境防治法》和《两高关于办理环境

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等法律法规,危险废物废物产生单位

必须依法承担污染防治责任。然而从近

年来通报的危险废物涉刑案件典型案例

可知,部分企业缺乏主体责任意识和法

律意识,出于经济成本考虑不执行或未

彻底执行申报登记和转移联单制度,将

危险废物非法倾倒或卖给不具备相应

处置资质的单位,由其进行倾倒或非法

处置,导致危险废物绕开生态环境部门

的监管,并且废矿物油等有利用价值的

危险废物形成了非法收集、储存、处置

的地下利益链条,对生态环境造成极大

破坏。 

4 危险废物管理工作的建议—

—软硬兼施、多措并举 

4.1筑平台,摸清源头底数 

基层政府要运用好“广东省固体废

物管理信息平台”,以落实危险废物申报

登记制度和合法规范转移管理制度为核

心,加强危险废物产生源头的信息化监

管；利用好第三方社会治理服务危险废

物管理工作,落实危险废物规范化考核

体系,优化源头管理手段,结合村级工业

园整治,摸清小微企业的危险废物数量。 

同时,基层政府可通过制定危险废

物管理实施意见或具体方案的文件,厘

清相关部门管理职责,完善联动机制,提

升危险废物的污染防治水平。 

4.2强技术,做好企业服务 

基层政府可委托权威科研机构研究

编制区域危险废物技术路线运用的规划

指导意见并提供实施过程的技术服务,

结合区域产业结构特点,从环境效益、经

济效益双赢的角度出发,加强对建设项

目产生危险废物的科学估算,以“减量

化、资源化、无害化”为原则,针对危险

废物类型和数量明确污染防治措施,细

化对危险废物贮存措施及规范化管理的

技术要求,提出合理可行的环境风险防

范措施和应急预案编制意见,反之亦可

统筹指导优化区域的产废行业结构,强

化危险废物处置利用的技术路线应用,

有效提高危险废物处置利用水平,推动

形成危险废物相关的多元化、规模化产

业链条。 

4.3构链条,提升能力建设 

基层政府可出台区域性的危险废物

收集体系建设工作方案,针对小微企业

构建危险废物收集体系,一方面提高工

业危险废物收集效率,将危险废物的收

集链条延伸至村级工业区,助力推进村

级工业区环境整治工作；另一方面降低

小微企业的处理成本,通过中转场所统

一收集模式规范管理和处置危险废物,

充分发挥市场的指挥棒作用,高效利用

现有的危险废物处置能力, 大限度解

决危险废物“处置难、处置贵”的出路

问题,化解环境风险。 

4.4严执法,倒逼企业担责 

将危险废物管理列为日常执法检查

重要内容,结合环境监管网格划分工作,

将危险废物重点监管源纳入相应网格,

建立分类分级风险防控体系,根据企业

性质、产废数量、产废特征进行细化分

类,加强高风险、环境危害大的危险废

物监管力度,提高危险废物的管理水

平。坚持日常监管和专项整治相结合,

严厉打击固体废物非法转移、处置、倾

倒等违法犯罪活动,加大对危险废物申

报登记、贮存、转移、利用、处置等情

况的执法检查力度,依法严肃查处环境

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移送公安机关

追究刑事责任。 

5 结语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进程的不断深化,

人民群众对危险废物污染防治的认知会

越来越深入。因此,我们要不断强化对危

险废物污染防治的监管工作,遵循减量

化、无害化和资源化的三大原则,加大宣

传力度,提升生态意识,完善法律法规,

打好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为我国社会

经济和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打下重要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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