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61
HOUSING 
AND REAL ESTATE

一、什么是家庭有害废弃物的

健康管理？

（一）从国际到国内：关于有害废

弃物健康管理的规定与行动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化学工

业飞速发展，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以及

被废弃的化学制品日益增长，城市生活

垃圾的成分中不仅有厨余垃圾、可回收

垃圾、不可回收垃圾，还有相当数量的

以化学品为主要成分的有害垃圾。

对于什么是有害废弃物，美国在

1976 年制定的《资源保护与回收法

（RCRA）》中定义：“所谓有害废弃

物是指一种固体废弃物或者几种的混合

物，按其数量、浓度，或者其物理、化学、

传染性，可能造成或导致死亡率上升，

或者引起严重的难以治愈或致残而不能

恢复的疾病之增加的物质；因不适当处

理、贮存、运输、处置而可能对人体健

康和环境造成即时或潜在危害的物质。”

1985年开罗国际会议上制定的《国

际危险废弃物的正确环境管理指南和原

则》（草案）将有害废弃物定义为：“除

放射性以外的具有化学活性或毒性、爆

炸性、腐蚀性、或其它对人、动植物和

环境有危害等特性的废弃物，同时也指

由产生、处置、经过或运输国在有关法

规或法律中所特别论述的废弃物。”

1989 年在瑞士巴塞尔通过了《控

制危险废料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

约》。1992 年里约地球峰会，通过了

核心文件《21 世纪议程》，将有毒化

学品的管理列入其中。1998 年联合国

环境规划署和联合国粮农组织，于荷兰

鹿特丹制定了《鹿特丹公约》，规定缔

约国之间进行危险化学品贸易各方必须

进行危险化学品信息互换。

在有害废弃物中，人类合成的有毒

化学品（POPs）因其能够长久存在于生

态环境中，通过食物链和食物网进行累

积，并可以在地球圈中长距离迁徙而得

名“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对这一全球

性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联合国环境规

划署在 2001 年通过了《关于持久性有

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以减少

或禁止 POPs 的使用，寻找 POPs 物质的

替代产品，该公约于2004年正式生效。

为了控制广泛使用汞而造成的严重环境

污染问题，2015 年由 128 个签约方一

致通过了《关于汞的水俣公约》，同年

9 月联合国还一致通过了《2030 年可持

续发展议程》，确定了发达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人民共同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随着我国大规模开发利用资源以

及城市人口的剧增，城市固体废弃物数

量逐年增大，其中有害废弃物虽仅占生

活垃圾的约 1%，但恰如《人民日报》

所说“危害最大”！我国自上个世纪

80 年代起，先后签署了上述国际环境

公约，跨入了对有害废弃物进行健全管

理的里程。1985 年在洛阳召开的“全

国城市环境保护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

“我国环境保护的总方针，城市垃圾应

进行无害化处理，并做到减量化、资源

化。”1994 年我国通过了《中国 21 世

纪议程一中国 21 世纪人口、环境与发

构筑家庭有害废弃物健康管理前沿防线（上）
——东莞英飒社实践

张丽曼  易境  李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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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白皮书》，提出危险废物的定义，即“固体废物

中具有毒性、反应性、腐蚀性、易爆炸性和易燃性

废物”。1995 年我国颁布了第一部《固体废物污

染环境防治法》（该法截止到 2015 年曾经三次修

订），提出提高生活垃圾的利用率和无害化处置率，

减少生活垃圾，对危险废物要从产生、收集、运输、

贮存、处置等各个环节进行严格监管；规定各级政

府应当组织建设对危险废物进行集中处置的设施。

我国 1998 年第一次颁布、于 2016 年重新修订发布

的《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再次明确将危险废弃物定

义为“具有腐蚀性、毒性、易燃性、反应性或者感

染性等一种或者几种危险特性的”，“不排除具有

危险特性，可能对环境或者人体健康造成有害影响，

需要按照危险废物进行管理的。”为了使城乡居民

更好参与生活垃圾中的危险废弃物健康管理，2017

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要遵循

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原则实施生活垃圾分类；

对生活垃圾中的危险废弃物统一使用了“有害垃圾”

概念，这同我们在联合国环境开发计划署小额赠款

项目“住宅社区家庭生活有害废弃物的无害化、资

源化健康管理”中的有害废弃物语义基本一致。

（二）必须形成有害废弃物的封闭式健康管理

通道

本文所谓家庭有害废弃物，即是指我国《国家

危险废物名录》列入的在家庭被广泛使用后被废弃

的有害垃圾，需要按照危险废物进行管理的具有直

接或潜在毒害性的垃圾。具体包括：废电池（镉镍

电池、氧化汞电池、铅蓄电池等），废荧光灯管（日

光灯管、节能灯等），废温度计，废血压计，废药

品及其包装物，废油漆、溶剂及其包装物，废杀虫

剂、消毒剂及其包装物，废胶片及废相纸等。

这些有害废弃物普遍含有多种持久性有机污染

物（POPs），以及 As（砷）.Hg（汞）.Cd（镉）.Pd

（铅）.Cr（铬）.Cu（铜）.Zn（锌）.Ni（镍）等重

金属，如果不能得到妥善处理，进入生活垃圾非健

康管理循环过程（如图 1 所示），就会造成以下的

危害：

1、污染环境，造成大气、水源、土壤的污染。

它们会通过地表水与地下水的径流、大气的流动，

进一步污染周边的土壤、水源与空气。如果把它们

混入其它生活垃圾去填埋，就会产生有毒渗滤液污

染周围的土壤、水源的空气。如果将它们焚烧，就会产生有毒有害气体。

2、损害人的身体健康。有害废弃物产生的有毒气体可以通过人

的皮肤、呼吸道直接进入人体，或通过食物链生物转化进入人体，给

心脏、肺、肾、生殖器等器官以及中枢神经造成严重损害，其中的汞

污染还可以遗传给下一代，甚至产生致癌、致畸、致变等不良后果。

3、资源浪费，制约可持续发展。有害废弃物大都含有各种各样

的重金属，有的属于不可再生性的稀缺性资源，如果将它们收集起来，

进行健康管理即可变废为宝，进入可再生性资源循环经济，将有利于

我国的可持续发展。

无疑，在全社会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监控管理的整个链条中，

住宅区家庭有害废弃物健康管理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也是生态环

境保护的一道必须守住并加强的重要前沿防线。在住宅区生活垃圾“减

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过程中，要特别强调有害废弃物健康管

理的重要性，将垃圾的“无害化”置于首要突出的地位，并建立有害

废弃物从家庭到社区的安全投放暂存的闭合链条，即，把它们从生活

垃圾中分离出来、放入专用的垃圾箱（桶）、安排专人负责管理、经

过短时间安全暂存，及时由专门机构安排专业车辆运输到专业化的机

构中分别处理。这就是建立起有害垃圾从家庭到社区、再到专业处理

企业的全链条封闭式健康管理的通道。

二、实施“家庭有害废弃物健康管理”项目的社区居民认

知与社会条件简况

（一）联合国项目与项目实施地东莞的相关简况

2018 年底，北京市海淀和谐社区发展中心获得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小额赠款项目，该项目在广东珠三角四地深圳、惠州、东莞、佛山开

展“住宅社区家庭生活有害废弃物的无害化、资源化健康管理”的实施，

主要针对生活有害垃圾中的废旧荧光灯、废电池、过期药品三类物品

图 1　家庭有害废弃物非健康管理循环图         制图：张丽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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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健康管理。项目的实施方式是从居

民家庭生活的源头开始，动员居民、社

区组织、物业企业等共同采取行动，有

序管理有毒有害废弃物，妥善转运至后

端环保企业，形成健康和安全处理的无

害化链条。在东莞的实施是由东莞长安

英飒公益服务中心具体承担的。

东莞，是广东省的地级市。2018

年东莞市政府颁布的《东莞市生活垃圾

强制分类工作方案》对有害垃圾从品种、

投放及收运等做出了具体规定，并将“引

导居民逐步养成主动分类习惯，形成全

社会共同参与垃圾分类的良好氛围”的

工作部署在 2020 年。最近，住建部提

出 2019 年在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

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面对这种情况，东莞市长安英飒公

益服务中心未雨绸缪，于 2018 年 8 月

至 2019 年 3 月间开展了东莞市以及长

安镇怡翠豪园、城市花园和虎门镇金色

家园等三个试点小区的前期调研工作，

全面和深入地了解居民对有害废弃物健

康管理的认知情况。

英飒社通过前期调研得出的初步结

论是：垃圾分类是一项环境治理的整体

性和系统性工作，必须政府、企业、社

区、居民等多元主体互动与互补、共享

与共治。前期调研发现，在住宅区，居

民既是环保污染的始作俑者，也是治理

环保污染的责任者，同时也是有害垃圾

健康管理成果的最终享有者，所以确立

居民的主体作用尤为重要，居民主体意

识的觉醒，对有害垃圾的认知，进而形

成积极的态度与主动的行为，是本项活

动能否做好的重要前提之一。

从 2018 年 8 月到 12 月，英飒社

设计了专门针对社区家庭有害废弃物的

调查问卷，对社区居民的生活垃圾分类

意识、有害废弃物健康管理相关的知识，

处理有害垃圾的习惯做法等问题进行了

问卷调查，得到 337 份有效问卷，通过

这些问卷的分析，了解到居民对有害垃

圾分类的认知、态度、行为。

（二）通过调查问卷了解和分析居

民对有害垃圾的认知现状

第一，大多数居民虽有垃圾分类意

愿，但缺乏自觉坚持垃圾分类的行为习

惯。例如 81.4% 的受访者愿意听环保讲

座；有 84.4% 的受访者表示自己重视垃

圾分类，但是问到平时是否注意垃圾分

类的时候，仅有 6.3% 的人会注意到，

很多居民的态度是想起来就分，忘了就

不分。

第二，居民普遍缺乏有害废弃物方

面的知识，更不知道怎样进行健康管理。

大多数居民不知道哪些垃圾是有害废弃

物。例如，有 63.5% 的居民认为自己不

知道什么是有害废弃物，知道汞有毒的

居民仅占 44%。例如，近 70% 的居民家

里有玻璃体温计，每年有 57.8% 的家庭

打碎过玻璃体温计，然而这些打碎的体

温计有 89.5% 被当作普通玻璃垃圾处置

了。有近 78% 的居民家里现在还使用含

汞荧光灯，其中 31.4% 的家庭打碎过荧

光灯，打碎过荧光灯的家庭中有 97% 将

碎荧光灯视为普通玻璃垃圾处置了。对

于各种废旧电池，49.7% 的居民扔进普

通垃圾箱。但表示如果有指定投放地点，

有 38% 的居民会投放到那里。对于过期

药品，有 77.1% 的居民随意丢弃。

第三，大部分居民对有害废弃物健

康管理的态度存在一定的偏差，主要有

以下三种情况：

（1）怕。把有害废弃物放在家中，

需要装进多余的容器，占用本来就不充

裕的生活空间，担心影响生活条件，也

担心安全性。

（2）怨。埋怨小区建设初期缺乏

有关部门对有害废弃物分类收集设施进

行规划，小区没有专门的收集容器，政

府支持投入力度不够，收集、运输、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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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等环节不配套，不完整。

（3）等。等政府支持资金到位，

等有害垃圾收集装具到位，等有害垃圾

科普宣传到位再说。

（三）形成居民上述认知现状的原

因

对此，英飒社认为造成居民对有害

废弃物普遍认知程度不高的主要原因有

以下几点：

1、全社会缺乏有害垃圾的科普知

识和对其健康管理的紧迫感

这首先与家庭有害废弃物的独有特

征有关：

（1）有用性掩盖其有害性。家庭

有害废弃物多数是家庭中好使好用的日

用化学品，当它们陈旧了就要更新换代，

变成废弃物。在使用过程中，人们往往

只关心它们的实用性，而不关心也不了

解构成其原料的化学成分，一旦被随意

丢弃后，暴露在大自然中的化学物质在

一定条件下会发生有毒化学反应，不具

有专业知识的普通消费者很难把它们与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联系起来，它们的好

用性往往掩盖了它们的有害性。

（2）品种繁多而管控滞后。据统计，

目前人类发明的化学品有近1.42亿种，

人们日常生活中通过商业渠道能够接触

到的化学制品有 1.087 亿个，但是经过

完整分析测试进入监管的化学制品全世

界不超过 1000 种，人们创造发明了形

形色色林林总总的化学制品，促进了生

产，方便了生活，但由于受到科技发展

以及经济条件的限制，检测监控化学制

品的成本居高不下，至今对它们的检测

手段以及环境风险监控措施依然非常滞

后，只能对已知的少数化学制品的有毒

性进行管控，而对大多数化学制品的有

毒有害性尚没有认识，也不能有效控制。

（3）化学品有毒有害物质的释放

具有缓慢性和隐蔽性，往往误导人们对

其有害性的认识。任何一种化学物质即

使通过技术处理，也只能减少但不能完

全消除其有毒有害性，人们将化学制品

随意丢弃以后，经过在自然环境中长期

累积、长途迁移、生物转化等途径，缓

慢地由点源扩展到面源，这个过程可以

长达几十年甚至数百年，对人对环境的

危害不是短期内能够显示出来并被人们

所认知的，由于人们认识不到化学制品

中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存在，而把它们

当成普通生活垃圾扔掉。

2、有害垃圾数量巨大而零散、增

加了分类收集的难度

大多数居民对有害垃圾健康管理缺

乏信心，他们的顾虑有一定的道理。家

庭有害垃圾的健康管理对中国这样一个

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刚刚进入新型工

业化不久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的确是一

个难题。据《电池工业》2018 年统计，

我国年产各种电池超过 450 亿只，废旧

电池每年报废量在 30 万吨以上；我国

每年废弃的含汞荧光灯管在 17 亿只左

右，总计约含 33.3 吨汞；居民家中过

期药品约有 1.5 万吨。这么巨量的有害

废弃物散落在社会上，散落在全国 4.6

亿个居民家里，把这些零散的有害废弃

物在 66.1 万个建制居委会、村委会组

成的社区中纳入健康管理体系，并将其

分类安全暂存、分类专业化运输和分类

专业化处理，其工作量是巨大的，对全

社会的多元协作治理能力要求是很高

的，而这项工作的组织化制度化不会在

短时间内一蹴而就，住宅区家庭有害废

弃物的现状导致对其的管理必然在一段

时间里存在巨大的困难和风险。

3、全社会尚没有形成有害废弃物

健康管理的体系

在短短几十年中，我国进入了工业

化城市化建设飞速发展的高潮期，全社

会各个方面对突然全面到来的环境污染

形势无论从精神方面、物质方面、制度

方面以及技术方面都缺乏认知、缺乏准

备。不仅仅广大居民还没有做好知识、

心理、技能等方面的准备，而且各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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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主管部门也没有形成成熟的办法，尚

处于试点摸索阶段，整个社会的生产、

流通、消费、分配等经济环节也没有在

循环经济方面形成完整的体系，有害废

弃物的健康管理在收集、运输、处理等

方面还没有形成较为顺畅、完整、安全

的闭环式通道。

4、广大居民尚未形成有害废弃物

健康管理的责任主体意识

近年来，在各级政府的引领和环

保 NGO 组织的推动以及新闻媒体的宣传

下，广大居民的环保意识已经有了长足

的长进，但是还存在一些认识的短板。

主要表现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

人的关系等方面缺乏主体责任和主动作

为意识。例如一些人认为大自然对有毒

有害物质有自然修复能力，不需要人类

过度紧张；还有一些人认为水源、土壤

和空气的污染主要是工业企业不守法，

监管部门不严格执法造成的，与自己扔

掉的一节废旧电池、一支含汞荧光灯管、

一盒过期药品没有什么关系；更有一些

人一直是把有害废弃物当成普通生活垃

圾处理的，对自己和家人也没有发生什

么不良影响，管理与否与自己关系不大

等等。

由此可见，住宅区家庭有害废弃物

的健康管理是整个社会持久性有机污染

物管理的重要前沿防线。在这一前沿防

线的构建中，居民自身环保主体意识的

提升处于重要地位，没有广大居民将环

保意愿转化为责任承担和积极作为的态

度和持之以恒的行动，不形成新的健康

的生活习惯，就无法筑起持久性有机污

染物管理的前沿防线，就难以达到有害

废弃物健康管理目的。■（未完待续）

（此文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环境基

金小额赠款项目“住宅社区家庭生活有

害废弃物的健康管理”研究与实施的阶

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