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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3月，国家发改委、住建部发布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中，要求 必须将有害垃圾作为

”强制分类的类别之一 。有害垃圾是指含有害物质，需要特殊安全处理的垃圾，产生源主要是居民家庭。其

主要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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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刘建国估计有害垃圾约占生活垃圾量的千分之一。根据《2016年全国大、中城市

,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年报》, 2015年全国246个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超1.8亿吨。以千分之一推算有害垃圾

产生量在18万吨左右。[1]

        然而现实中我们无论从对有害垃圾的认知上，还是在实际的收集、运输、处理上都存在着诸多的问题。

有害垃圾回收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一、 有害垃圾回收现状

“ ”      废电池一方面是对环境有害的垃圾，另一方面又是资源，被称作 城市矿山 。北京东华鑫馨废旧电池回收

“有限公司创始人王自新根据其自身的工作经验和对行业的了解估算出： 目前废电池年回收率不足1%，每年丢

掉的废电池排列起来，可绕地球赤道2周半，如果每个人都珍视废电池，我国每年仅金属锌就可少开采2座中型

”矿山。

（一）废电池

导致其回收不足的原因：

一方面，各地废电池收集投放点设置太少，居民在垃圾投放中很难找到回收点。以北京市为

例，很多社区以及单位都不认为废电池应该回收，所以不设置废电池回收箱。

另一方面，废电池处理企业也不多见。废电池种类繁多，分类处理成本较高，又没有财政支

持，所以投资于废电池处理的企业很少，造成收废电池的社区和单位没地方送，只好不收集，

甚至有的城市把废电池送焚烧炉处理。



� � � 过期药品作为废药品已被列入《国家危险废物目录》，我国约78.6%的家庭存有备用药品，其中，30%至

40%的药品超过有效期3年以上，80%以上的家庭没有定期清理药箱的习惯，全国一年产生过期药品约1.5万

吨，药品过期后，药效降低、容易发生霉变，如果误服，可能产生不良反应。有些过期药品的化学物质会分

解，产生的新物质容易导致过敏、腹泻甚至威胁生命。而如果随便丢弃这些废药品，也可能对空气、水源、土

壤造成污染。与此同时，一些不法商贩收购过期药品，并把过期药“翻新加工”后再推向市场，不仅危害百姓身

体健康，也会扰乱药品市场秩序[2]。

（二）过期药品

� � � � �在北京市，废药品是由社区居委会向所在地的街道食

药监所申请过期药品回收箱进行收集，并由居委会进行管

理，等回收箱装满之后，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再联系所在的

街道食药监所进行处理。

� � � � �然而现实中，很多居民反映难以见到可投放的过期药

品回收箱，即便见到这些回收箱，也未见到有人管理。

� � � � 而对食药监局来说，一旦全面铺开过期药品的回收，

一方面缺少经费的支持，另一方面相关有资质的企业销毁

处理能力有限，或环保限制等问题，使得回收的过期药品

无法销毁，造成积压。



（三）废旧荧光灯

    2011年，我国荧光灯产量高达约70亿只[3]，而从

2017年开始，由于出口受限，以及LED灯的大量取代，日

光灯的产量开始下降。经过北京昊业怡生科技有限公司的推

算，中国每年废弃的日光灯管在17亿支左右，约含33.3吨

汞。

    汞已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列为全球性污染物，

是除了温室气体外唯一一种对全球范围产生影响的化学物

质，它具有跨国污染的属性。2013年国际上为降低汞的污

染，专门制定了《水俣公约》，而中国恰恰是缔约国之一。

    这种具有严重生理毒性的化学物质——汞。它可以通过

呼吸道、食道和皮肤进入人的体内，人体内吸收过量的汞会

引起汞中毒，汞中毒后可导致心脏病、高血压等心血管疾

病，并可影响人的肝、甲状腺和皮肤功能。汞及其化合物在

水体、土壤中受微生物作用会产生甲基汞，它能沿着水生食

物链传递，进行高度生物富集。在海洋中处于食物链顶级的

鲨鱼、箭鱼、金枪鱼、带鱼等大型鱼类以及海豹体内汞含量

最高；在湖泊、河流中，处于食物链高层的肉食鱼甲基汞含

量最高。人类食用了被汞污染的鱼贝类和海洋哺乳动物，会

遭受甲基汞的侵害[4]。

    我国家庭生活里的汞污染主要来自荧光灯、体温计、血

压计等含汞的物品。有资料显示老式荧光管，汞含量平均约

为0.5毫克，能污染180吨地下水及周围土壤[1]。

    但是多数居民对废旧荧光灯等含汞生活用品随意丢弃的

危害知之甚少。首经贸大学郑钧在2011年的180份问卷调查

显示，北京市70%荧光灯都混合于垃圾中随意丢弃。尽管北

京市已经将荧光灯列为危险废弃物，但是缺乏落实措施，有

42%的受访人员不了解废旧荧光灯对环境和健康的危害。

    

    由于废荧光灯容易破碎，比较难以暂存，所以很少有社

区愿意回收废荧光灯，没有设置废荧光灯收集箱从而造成废

荧光灯随意丢弃的现象普遍存在。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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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相纸等有害垃圾

     根据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油漆涂料属于危险废弃物 

HW12 类；含有或沾染毒性、感染性危险废物的废弃包装

物 、 容 器 、 过 滤 吸 附 介 质 等 属 于 危 险 废 物H W 4 9类 ； 废 显

（定）影液、废胶片、废相纸等感光材料废物属于危险废物

HW16 类。因此以上物质都属于国家危险废弃物。

    废油漆、溶剂及其包装物中含多种有害物质，如重金属、

危 险 的 有 机 溶 剂 、 有 害 的 色 素 （ 如 红 丹 、 铅 铬 黄 、 铅 白

等 ） 、 甲 醛 、 杀 虫 剂 、 除 菌 剂 、 生 物 毒 剂 、 丁 醇 、 二 甲 苯

等，具有有毒、易燃、易挥发性等危险特性。许多收购废油

漆桶的回收商不需要桶中的废油漆，因此常常会把它烧掉，

燃烧的过程中又会产生许多的毒素，污染环境。

    而在我国，卫生杀虫剂使用的主要有效成分为拟除虫菊酯

类、有机磷类、氨基甲酸酯类及一些杂环化合物、无机物、

天然植物等。其中拟除虫菊酯由于具有低毒、高效等许多独

特的优点，已取代有机氯、有机磷和氨基甲酸酯类，而成为

卫生杀虫剂的主要有效成分。尽管在卫生杀虫剂中敌敌畏的

使用还在被允许，但它与乐果都属于毒性较高的“老品种”有

机磷农药，对蜜蜂和天敌昆虫等有较强的毒害。值得关注的

是，由于缺乏有效的 卫生杀虫剂质量管理，市场上存在劣

质、含毒性较强的、甚至已禁止使用的有效成分的产品。

    各种家用的消毒剂或是清洁剂中可能含有双乙烯甘醇、硝

基 苯 、 石 油 溜 出 物 、 危 险 溶 剂 、 烃 类 物 质 、 丙 酮 、 甲 苯 、

氨、氢氧化钾、次氯酸钠、氢氧化钠等，因而具有易燃、腐

蚀、有毒、致癌、刺激和化学反应等危险特性[5]。

    废显（定）影液、废胶片、废相纸与报废感光原料及药品

中含有银，除此外还含有大量的有毒有害物质，主要有四大

类：有机、无机还原剂，如对苯二酚、米吐尔、CD-3、CD-

4、亚硫酸钠、硫代硫酸钠等；单环和多环芳烃，如6-硝基苯

并咪唑硝酸盐、菲尼酮、苯甲醇、CD-3、CD-4等； 有较强

毒性的化学试剂，如铁氰化钾、硫氰化钠、硫酸羟胺、盐酸

羟胺等；含磷、卤素、碳酸盐等盐类化合物及少量表面活性

剂，如三聚磷酸钠、六偏磷酸钠、溴化钾、碘化钾、碳酸钠

等。上述有毒有害物质，许多具有致畸、致癌、致突变的“三

致”性[6]。另外银污染水, 银盐对生态系统极其有害。银如同

铬 、 砷 或 铅 一 样 是 有 毒 物,  水 中 含 有 这 些 主 要 元 素 超 过

0.05ppm就不能饮用。

    以上有害物质因缺乏正规的回收渠道，不是被非法回收处

理（如油漆桶，感光废料）导致二次污染，就是按照其他垃

圾去填埋或焚烧，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



二、有害垃圾收集难的原因

缺乏对有害垃圾的宣传科普教育，许多居民不知道家庭源危险废弃物的危害，忽视集

中投放有害垃圾的规定，不按要求投放，时常在投放点混有（投）其他垃圾。

有害垃圾收集暂存箱设计存在问题，没有预留分类投放不同种类危险废弃物的隔断，致使各种危

险废弃物混合投放。在危险废弃物中，废电池容易渗漏，废荧光灯容易破碎，混合投放容易造成

二次污染。

？
1

2

有害垃圾的管理存在多头管理各自为政的问题。生态环保部门负责发放经营许可，不管有害垃圾

的回收处理；北京市城管委负责普通生活垃圾的清运处理，不管有害垃圾的回收处理；社区物业

负责社区内垃圾清扫，也不管有害垃圾的回收暂存。根据我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有

害垃圾应当设专门人员进行有效管理。但是，目前有害垃圾管理薄弱问题突出，缺乏统一的有效

管理体系。

3

危废处理商业化运作难，社区难以找到可对接运输和处理危废的企业，即便找到了，处理企业所

需要的成本和运费，社区难以支付。4

三、政策建议

     以下三个渠道都应该充分的起到带头和引领作用：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宣传教育中心，该中心的职责之一就是做

关于生活垃圾分类的宣传教育和培训。它可以定期组织各单位、社区的负责人听关于生活垃圾分类的讲座，并对参与的

单位提供具体的工作指导。北京市环境保护宣传中心，这是本市负责公众环保教育和宣传的重要政府部门，拥有开展与

有害垃圾管理有关的宣教活动的能力。各个生活垃圾和危废处理设施本身可以开展公众开放日活动，让公众通过实地体

验和专家介绍获得教育。

（一）加强有害垃圾“三化处理”的舆论监督。

           加强对广大市民有害垃圾的科普宣传。



而宣教工作可以在如下几个方面重点展开：

1、向居民讲解城市生活垃圾的流向，让居民知道自己产生垃圾去哪了，命运如何；

2、向居民解释清楚垃圾分类运输和处理的能力，消除居民与政府互相推诿的障碍；

3、开展有害垃圾的宣传教育，包括其对健康与环境的危害；

4、整合各种有害垃圾回收处理的信息和资源，并将其传递给公众，让公众对有害垃圾问题的解决有

信心、有积极性[5]；

     另外，2007年有一份《关于北京城市生活垃圾中有害垃圾之状况的考察报告》属于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百人工

程”调研项目里，由梅雪芹、毛达 、池田武三人所撰写。此报告详细的介绍了北京有害垃圾的现状、法律依据、流向、

问题成因等内容，至今仍然非常实用，可供相关从事垃圾分类的单位和企业参考。

 （二）按有害垃圾的分类设计分装投放的垃圾箱

     常见的易碎荧光灯管，易漏的电池，量多的废药品应该分开，其他不常见的有害垃圾可分为一类，另设危废箱投放。

但考虑到实用性，或许前期应该或在社区开展有害垃圾收集日，集中收集处理各种有害垃圾垃圾，等公众有一定的意识

后，在考虑增放相应的垃圾箱。

（三）建立统一的规范化的管理体系，确认有害垃圾管理责任主体

     有害垃圾的储存、运输以及回收处理必须依法依规统一管理，建立多层级多部门的专门管理体系，由市城管委统筹各

个主管部门，并在行使专门管辖权的同时加强合作。由生态环境部门依法发给企业运营资质，对有害垃圾运营企业进行

防治污染的技术指导与监督；市城管委统一制定相应的管理规范和流程，对各个有害垃圾运营企业的运营情况进行监督

管理，杜绝有害垃圾与其它垃圾混合运营；社区内有害垃圾由物业公司负责收集暂存，物业公司必须设置专门人员经常

巡视检查有害垃圾的投放情况，指导居民正确投放，避免有害垃圾与其它垃圾混合投放。

（四）创新融投资方式，改善有害垃圾因运营资金短缺，而难以市场化

           运作的问题

     有害垃圾种类繁多，处理成本较高，很多危废处理企业难以为继，甚至倒闭。为弥补行政管理部门在这方面的不足，

应当鼓励民间资本进入有害垃圾运营处理市场，有必要创新危废运营的融投资方式，建立有害垃圾处理财务补偿制度，

明确生产者、消费者、回收处理者以及政府在有害垃圾处理中的责任，按照一定比例承担有害垃圾的处理成本，尽快建

立有害垃圾处理的闭环链条。建议市城管委采用政府采购的形式，使有资质的民营环保企业积极投入有害垃圾的收储、

运输及处理体系中来，按一定比例从财政支出支持环保企业配购有害垃圾专用车量以及必要的设施设备。也可采取PPP模

式，建立有害垃圾的多元化经营体制机制。择时实行有害垃圾投放管理奖惩制度，鼓励居民正确投放有害垃圾，对不能

正确投放有害垃圾的社区收取二次分拣费用，用以解决有害垃圾运营企业资金不足的问题。



四、参考案例

（一）废荧光灯处理参考案例

    引进先进设备，改善家庭源废荧光灯处理

难的窘况。以北京为例，目前只有两家可以

处理废旧荧光灯管，一家是北京生态岛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只处理来自企业和事业单位

的长型废含汞日光灯，而不处理来自社区的

不同型号的废旧荧光灯。另一家是北京昊业

怡生科技有限公司，它引进了一台可以破碎

各种形状废旧荧光灯管的安全处理机，目前

只 有 在 中 央 党 校 的 垃 圾 分 类 清 洁 楼 里 有 安

装。此机器体积小，方便放在各个垃圾中转

站 中 。 用 这 种 小 型 的 处 理 机 处 理 废 旧 荧 光

灯，能将废旧灯管变成玻璃、铝和荧光粉，成本在每只5角左右。该企业通过估算得知4000万的成本能处理北京每年淘汰的

约8000万支废荧光灯管，从而避免了将点源污染变成了面源污染。 

（二）增强过期药品回收参考案例

     以北京市海淀区为例，海淀区药品回收箱投放基本覆盖了辖区的社区、居委会，共计985个回收箱，然新增社区回收箱

没有100%的覆盖，有的居民反映回收箱难寻。海淀区食药局已在其公众号上对废药品的回收箱位置进行了标注，希望能提

高公众找寻废药品回收箱的便捷性。各级食药监管理部门也可以借鉴他们的做法。 

（三）社区有害垃圾收集有效参考案例

    金榜园小区位于北京市昌平区的回龙观镇，2001年建成并投入使用，属于普通商品房住宅，共有28栋楼，1300户人家。

垃圾分类的想法源起于降低物业成本，垃圾就地消纳，减少垃圾排放的环保意识。

1、2015年10月，北京市海淀和谐社区发展中心（以下简称和

谐中心）跟金榜园社区居委会和惠仁物业公司合作，建立了垃

圾分类的示范点。在和谐社区发展中心生态建设委员会主任吕

岩老师提议下，实验居民有害垃圾即家庭源危险废弃物的收集

和暂存。2015年的10月17日，金榜园居委会、物业公司与和

谐社区发展中心共同举办了《金榜园家庭环保主题宣传日》。

会后确定开展家庭源危险废弃物的收集展存，建立了三个危废

的收集点；物业公司派专门人员进行危废的安全收集和暂存；

和谐中心派人指导社区危废的安全收集与暂存，并负责联系有

资质的专业部门进行安全转运，并进行无害化的资源处理；图：金榜园社区收集到的有害垃圾



2、具体做法是：

1）建立社区危废收集机制，社区居委会、物业公司与社会组织和谐中心密切合作，和谐中心负责联系有资质的有害垃圾处

理企业与社区对接。

2）和谐中心向居民普及危险废弃物方面的知识，对物业员工和保洁队长进行专业指导和培训。

3）建立社区危废收集暂存点，配备了6个收集桶，贴了统一的有害垃圾标识。

4）根据需要建立集中暂存管理中心。

5）物业公司派保洁队专人负责有害垃圾的管理。

6）向居民发放家庭危险废弃物周转瓶。

[1]寇江泽，有害垃圾 强制分类咋实现[N]，人民日报， 2017-05-27 （10）

[2]杨博宇，过期药品已被列入《国家危险废物目录》如何处理家庭过期药品[N]，央广网，2018-04-29

[3]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公告，我国逐步降低荧光灯含汞量路线图发布， 2013（11）.

[4]刘虹，阮海峰，王永刚，道德宁，屈素辉，我国照明电器行业污染情况调研报告，宏观院优秀调查报告评选活动提交报告，2005

[5]梅雪芹，毛达，池田武，关于北京城市生活垃圾中有害垃圾之状况的考察报告 ，“百人工程”项目阶段成果选编[M]，同心出版社 ，2008 ，（197-228 ）

[6]隆准 刘帆洲 李明刚，向废照片废胶片宣战[N]，重庆晚报， 2005-08-28 

[7]费博钊.家庭源危险废物分类现状调查及管理对策研究——以苏州工业园区为例[J].环境保护与循环经济,2017,37(06):73-76.

（四）有害垃圾运输参考案例

     苏州工业园区是具有综合城市功能的新城区，辖区内有80万常驻人口，215个居民小区，目前开展垃圾分类试点的小区

有86个，约72000户居民，分类试点率约40%。试点小区均要求有将害垃圾即家庭源危险废物必须从生活垃圾中分出来。

     园区家庭源危险废物的分类收运。在2013年以前，由区下属4个街道环卫站进行收运收集，频次不定时，进行预约上门

收集，区财政对环卫站进行经费补贴，折合每个小区每年有害垃圾清运费 8000元。这种方式收运队伍分散，暂存点分散，

收集工具为电瓶车，收集效率不高，管理难度大，经常接到收运不及时的投诉 。

   从2014年开始 ，园区采用市场发包的模式，通过政府采购，产生专业收运队伍，收运单位配置了专用密闭机动收集车

辆，每周一次到垃圾分类试点小区进行收集。 收集时直接将不同类别的有害垃圾收集到相应容器中，减少了后继二次分拣

的难度。收运服期为一年 ，合同金额折合到每个小区每年有害垃圾清运费为6400元 。通过第三方服务采购后 ，收集频次极

大提升，收集效率提高 ，专用收集车辆提升了收运形象，单个小区的服务单价下浮了２０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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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的通

知（国办发〔2017〕26号）》指出：

1、必须将有害垃圾作为强制分类的类别之一。

2、有害垃圾主要品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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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有害垃圾投放暂存。按照便利、快捷、安全原则，设立专门场所或容器，对不同品种的有害垃

圾进行分类投放、收集、暂存，并在醒目位置设置有害垃圾标志。对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

（环境保护部令第39号）的品种，应按要求设置临时贮存场所。

4、有害垃圾收运处置。根据有害垃圾的品种和产生数量，合理确定或约定收运频率。危险废物运

输、处置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鼓励骨干环保企业全过程统筹实施垃圾分类、收集、运输和处

置；尚无终端处置设施的城市，应尽快建设完善

（二）《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意见（京政办发〔2017〕44

号）》指出：

1、规范垃圾分类投放 ：按照便利、快捷、安全原则，设立固定回收点或设置专门容器，对不同

品种的有害垃圾进行分类收集、独立储存。

2、提升垃圾分类处理能力 ：加快危险废物处理设施建设，建立健全有害垃圾处理体系，确保分

类后的有害垃圾得到安全处置。

（三）《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治理行动计划(2017—2020年)》也明文强调：严格落实有害垃圾

强制分类 。

1、规范有害垃圾分类投放。2017年起，各区要结合实际，按照便利、快捷、安全原则，在垃圾

强制分类单位及示范片区内配备有害垃圾收集暂存容器。将有害垃圾分类知识纳入垃圾分类宣传

方案及相关培训工作方案，加强对有害垃圾分类知识的宣传，引导市民正确投放。

2、确保有害垃圾妥善运输处理。优化有害垃圾处理设施布局，加快推进有害垃圾处理设施建设。

制定有害垃圾认定、运输、处理等技术路线和方案，保证有害垃圾运输、处理符合危险废物管理

要求。鼓励支持环卫、再生资源等收运队伍按规定程序申请有害垃圾运输许可。

附件：相关法律依据



（四）《废电池污染防治技术政策 （国家环境保护部〔2016〕82号）》规定：

1、废电池污染防治应遵循闭环与绿色回收、资源利用优先、合理安全处置的综合防治原则。（1.4）

2、在具备资源化利用条件的地区，鼓励收集废原电池。（2.1）

3、应避免废电池进入生活垃圾焚烧装置和堆肥发酵装置。（6.1）

（五）《危险废物污染防治技术政策（环发〔2001〕199号）》中特别强调：

1、居民生活、办公和第三产业产生的危险废物(如部分废电池、废日光灯管等)应与生活垃圾分类收

集，通过分类收集提高其回收利用和无害化处理处置，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源危险废物的回收网络。

(3.3)

2、各级政府应制定技术、经济政策调整产品结构，淘汰高污染日光灯管，鼓励建立废日光灯管的收集

体系和资金机制。(9.6.1)

3、加强废日光灯管产生、收集和处理处置的管理，鼓励重点城市建设区域性的废日光灯管回收处理设

施，为该区域的废日光灯管的回收处理提供服务。（9.6.2）

（六）《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及污染防治技术政策 （建城[2000]120号）》规定：

禁止危险物进入生活垃圾。逐步建立独立系统，收集、 运输和处理废电池、日光灯管、杀虫剂容器

等。（4.4）

（七）《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2012年3月1日起施行) 规定：

本市实行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责任人制度。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责任人按照下列规定确定：城市居住地

区，包括住宅小区、胡同、街巷等，实行物业管理的，由物业管理单位负责；单位自管的，由自管的

单位负责。(32.1)

（八）《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规定:

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对任意弃置垃圾、排放污染物或者噪声等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有权依

照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要求行为人停止侵害、消除危险、排除妨害、赔偿损失。（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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