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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知重行 防微杜渐
———《危险废物管理必读》序言

南京危险废物的处置和管理在全国起步较早。上世纪 70
年代中期，我市部分石化企业对有毒有害废物采取了焚烧等方
式处置，但受客观条件限制，大部分难以综合利用的危险废物仍
以堆存为主。上世纪 90 年代之后，在科技进步和政策法规的推
动下，我市危险废物的安全处置和综合利用得到快速发展。进
入新世纪以来，全市危险废物经营、管理、转移及处置的能力和
规范得到进一步加强。2002 年，南京市颁布实施了《危险废物
管理办法》; 2009 年，南京市在全国城市中第一个出台施行了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其中对危险废物管理提出了更
加明确的规定。我市先后新建、升级改造了三个危险废物集中
处理厂，建成国内一流的危险废物安全处置中心一期工程。预
计到 2015 年，全市危险废物集中焚烧处置能力将达到 6 万吨，
可基本满足就地安全处置的要求。

危险废物绝大部分来源于企业，根据产废者负责的通行法
则，危险废物处置的责任主体，不是政府，而是企业。危险废物
由于毒性危害大、风险潜伏长、污染时间久等特点，其处置的要
求高、专业性强，处置不当极易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对人体健
康和生态安全产生直接危害。公众对危险废物的污染问题又极
敏感。近年来，全国各地由危险废物引发的环境公共安全事件
频发，一些责任人受到行政处分，个别人因触犯刑法，受到刑事
处罚。这与一些企业在危险废物管理过程中，自律意识缺乏、责
任意识薄弱、安全意识淡薄有着直接关系。因此，切实提高危险
废物管理当事人的环保知识水平，已是企业污染防治和环境管
理的重中之重。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建设美丽中国的宏伟蓝图，把构建生



态安全格局作为城市科学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础。科
学妥善处置危险废物，保障生态环境安全，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
身利益，是我们每个企业、每位从业人员义不容辞的神圣责任。

陶行知先生讲过“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加强危险废
物环境管理的学习培训，不断提升从业人员危险废物科学管理
的能力与水平，让责任意识、安全意识入脑入心，让防微杜渐、安
全防范落实在行动中———这是一项很重要、很有意义的事情。

我的同事们，立足危险废物管理与控制的全过程，从实用角
度出发，以通俗易懂的形式，编写了这一本《危险废物管理必
读》，主要包括知识问答 100 题和十大典型案件剖析等。希望能
对相关从业者今后的工作，产生一些启发，提供一些借鉴。

以此为序。

南京市环境保护局局长 包洪新
2013 年 4 月 10 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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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第一章 固体废物管理必备知识和法律常识

1. 1 常识部分

1. 涉及固体废物的主要法律和标准规范有哪些?
主要法律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本书简称《固体废物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危
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办法》、《废
弃危险化学品污染环境防治法》等。

标准规范有: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腐蚀性鉴别》( GB
5085. 1—2007)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急性毒性初筛》( GB
5085. 2—2007)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浸出毒性鉴别》( GB
5085. 3—2007) 、《固体废物浸出毒性浸出方法 水平振荡法》
( HJ557—2010) 、《固体废物浸出毒性测定方法》( GB /T
15555. 1 ～ 11—1995) 、《固体废物 腐蚀性测定 玻璃电极法》
( GB /T 15555. 12—1995)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7—2001) 、《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 GB 18484—
2001) 、《危险废物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8—2001) 、《一
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9—
2001) 、《固体废物鉴别导则( 试行) 》等。

2. 哪些污染环境的行为是触犯刑法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

境污染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法释〔2006〕4
号) 的相关规定，对接报的下列重大环境污染事故案件，公安机
关将立案侦查: ( 1) 环保部门移送处理的; ( 2) 人员发生明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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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症状、辐射伤害或可能导致伤残后果的; ( 3) 造成重大财产损
失或人员伤亡的; ( 4) 因环境污染使当地经济、社会的正常活动
受到严重影响的; ( 5) 因环境污染影响社会稳定的; ( 6) 造成其
他严重后果或者恶劣影响的。

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构成重大环境
污染事故罪: ( 1) 致使公私财产损失 30 万元以上的; ( 2 ) 致使
基本农田、防护林地、特种用途林地 5 亩以上，其他农用地 10 亩
以上，其他土地 20 亩以上基本功能丧失或者遭受永久性破坏
的; ( 3) 致使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死亡 50 立方米以上，或者幼树
死亡 2 500 株以上的; ( 4) 致使 1 人以上死亡、3 人以上重伤、10
人以上轻伤，或者 1 人以上重伤并且 5 人以上轻伤的; ( 5) 致使
传染病发生、流行或者人员中毒达到《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应急预案》中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分级的Ⅲ级情形，严重危害人
体健康的; ( 6) 其他致使“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或者“严重危
害人体健康”的情形。

对违反国家规定，实施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等行为，尚
未构成犯罪，但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影响人民群众正常生活和社
会管理秩序，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三十条的规定，给予行政拘留处罚: ( 1) 违反国家规定，买卖、
储存、运输、倾倒、处置危险废物的; ( 2) 将危险废物提供或者委
托给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单位从事收集、储存、利用、处置
经营活动的; ( 3) 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或者不按危险废物经
营许可证从事收集、储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经营活动的。

3. 固体废物污染损害赔偿纠纷中谁来举证?
固体废物污染损害属于侵权的民事责任，这种责任又不同

于一般的民事侵权责任。其不同主要表现在:其一，侵权责任的
归责原则不同。在一般的民事侵权责任之中，实行的是过错
( 故意或者过失) 责任的归责原则，即承担民事责任的前提是要
有过错，没有过错的，原则上不承担责任; 而造成固体废物污染
损害的民事侵权责任，实行的是严格责任或者说是无过错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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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则。也就是说，向环境排放固体废物的，不论其是否有过
错，只要在客观上造成了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后果，使他人的人
身、财产受到损害的，都应当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其二，
举证责任不同。在一般的民事侵权损害赔偿诉讼中，被侵权人
在要求赔偿时，还要承担证明加害人有过错的举证责任;而在环
境污染损害赔偿诉讼中，受害人无需对排污者是否有过错承担
举证责任，相反，应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
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固体废物法》
第八十六条对在因固体废物污染环境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中的
举证责任倒置原则予以了肯定。在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
之所以确立对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损害赔偿实行严格责任原则
和举证责任倒置原则，是因为向环境排放固体废物的行为，对人
类赖以生存的环境产生了不良的影响，这种影响直接威胁着人
类健康和生命、财产的安全，应当由污染者对自己的污染行为可
能对他人造成的损害承担风险责任，而不能让这种风险由社会
公众承担。上述原则有利于促使污染者努力做好固体废物污染
环境的防治工作，加强对环境的保护;同时与国际上通行的有关
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和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也是一
致的。

4.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防治实行“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
化”原则，应如何理解?

根据《固体废物法》第三条，国家对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防
治，实行减少固体废物的产生量和危害性、充分合理利用固体废
物和无害化处置固体废物的原则，促进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发
展。国家采取有利于固体废物综合利用活动的经济、技术政策
和措施，对固体废物实行充分回收和合理利用。国家鼓励、支持
采取有利于保护环境的集中处置固体废物的措施，促进固体废
物污染环境防治产业发展。

首先是实行减量化。固体废物减量化，是指减少固体废物的
产生。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合理选择和利用原材料、能源和其他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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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采用先进的生产工艺和设备，减少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
其次是推进资源化。固体废物资源化，是指通过回收、加

工、循环利用、交换等方式，对固体废物进行综合利用，使之转化
为可利用的二次原料或再生资源。

第三是力保无害化。固体废物无害化，是指对不能再综合
利用的固体废物，通过焚烧、填埋等方式，进行无害化处置。

5. 为何有些液态、气态的废物也属于“固体”废物?
根据字面意思的理解，固体废物当然应该是固态的，可是实

际环境管理当中许多液态、气态的废物也属于固体废物。
根据《固体废物法》，具备以下几个特点的属于固体废物:

( 1) 它产生于生产、生活和其他活动中。( 2) 它是固态、半固态
( 液态) 或置于容器中的气态。( 3) 它应当是丧失原有利用价值
或者虽未丧失利用价值但被抛弃或者放弃的。因此，液态废物
如废油、废酸等，属于固体废物，适用《固体废物法》。但是，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
性污染防治法》分别对防止倾倒废弃物污染海洋环境的损害、
放射性污染防治作了规定。因此，有关固体废物污染海洋环境
的防治、放射性污染的防治问题，分别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
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的规定。
排入水体的废水的污染防治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
法》。

固体废物从产生源可分为工业固体废物和生活垃圾; 从对
人的危害程度可分为一般固体废物和危险固体废物。

6. 固体废物和副产品有什么区别?
根据《固体废物鉴别导则( 试行) 》，评价一个物质、物品或材

料是否属于固体废物，应按照以下条件审核: ( 1) 满足市场需求，
具有经济价值，属于正常的商品循环或使用链的一部分; ( 2) 有
质量控制，满足国家或国际承认的规范 /标准; ( 3) 和同类初级产
品相比，没有对环境或人体健康有害的成分; ( 4) 无需进一步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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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或仅仅需要很小的修复就可投入使用。上述四点全符合的，不
属于固体废物，只要有一点不符合的，即属于固体废物。

7.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有何区别?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是指从工业生产、交通运输、邮电通信

等行业的生产活动中产生的没有危险性的固体废物。如矿山企
业产生的尾矿、矸石、废石等矿业固体废物，交通运输制造业产
生的废旧轮胎、橡胶，印刷企业产生的废纸，服装加工业产生的
边角废料、皮革边等等。

危险废物是指具有危险特性的固体废物，如化工行业的废
酸、废碱，机动车维修产生的废矿物油等。

8. 危险废物的法定定义是什么?
危险废物，是指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者根据国家规

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的具有危险特性的固体
废物。对危险废物的含义应当把握以下几点:

( 1) 危险废物不是一般的从公共安全角度说的危险物品，
即它不是易燃、易爆、有毒的应由公安机关管理的危险物品。但
它又不能排除有毒、有害的成分。

( 2) 危险废物是用名录来控制的，凡列入国家的危险废物
名录的废物种类都是危险废物，要有特殊的防治措施和管理
办法。

( 3) 虽没有列入国家的危险废物名录的废物，但是根据国
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如该废物中某有害、有
毒成分含量标准而认定的危险废物。

( 4) 危险废物的形态不限于固态，也有液态的，如废酸、废
碱、废油等。由于危险废物具有急性毒性、毒性、腐蚀性、感染
性、易燃易爆性，它的危害性大，需要进行特殊的管理。

9. 危险废物和危化品有什么区别?
危险废物是指具有危险特性的固体废物。危化品是指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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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燃、易爆、有毒、有害和放射性等物质，在运输装卸和储存保管
过程中易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毁而需要特别保护的物品。危
化品虽然也有危险特性，但是有使用价值的危化品不属于危险
废物，如工厂的生产原料，实验室的化学试剂等。废弃的危化品
属于危险废物，根据《废弃危险化学品污染环境防治法》按照危
险废物进行管理。废弃的放射性物质不属于危险废物，应按照
《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条例》进行管理。

10. 为何有些不具明显危险特征的废物也列入危险废物
管理?

危险废物名录管理是指对危险废物按危害性质进行分类并
按种类、名称汇集，制定目录，予以公布实施的管理措施，凡列入
名录的废物，即属于应予以严格控制和重点管理的危险废物。
名录管理比较正规、严肃、简便，种类较为具体，范围较明确，有
较大的可靠性，使用较方便，因而受到许多国家的重视和欢迎。
我国将具有以下情形之一列入名录: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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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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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比较
宽泛，只要不排除危险特性的均列入名录中。

11.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以外的固体废物是不是就不属于
危险废物了?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以外的固体废物应按照国家的鉴别

标准，对其性质进行分析、测试，以确定是否属于危险废物。相
关标准有:《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腐蚀性鉴别》( GB 5085. 1—
2007)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急性毒性初筛》( GB 5085. 2—
2007)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浸出毒性鉴别》( GB 5085. 3—
2007) 、《固体废物浸出毒性浸出方法 水平振荡法》( HJ557—
2010) 、《固体废物浸出毒性测定方法》( GB /T 15555. 1 ～ 11—
1995) 、《固体废物 腐蚀性测定 玻璃电极法》( GB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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