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沪环土〔2024〕251号

关于印发《沪浙皖地区危险废物跨省利用豁免
管理的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推进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能力共享和优势互补，规范

长三角部分区域内（上海市、浙江省、安徽省）危险废物跨省利

用豁免管理活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

法》《强化危险废物监管和利用处置能力改革实施方案》（国办函

〔2021〕47号）等有关规定和文件精神，上海市、浙江省、安

徽省生态环境部门共同制定了《关于沪浙皖地区危险废物跨省利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
浙江省生态环境厅
安徽省生态环境厅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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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豁免管理的实施方案（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 浙江省生态环境厅

安徽省生态环境厅

2024年 12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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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沪浙皖地区危险废物跨省利用豁免
管理的实施方案（试行）

为贯彻落实《长三角区域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联防联治合作

协议》精神，进一步推进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能力共享和优势互补，

规范长三角部分区域内（上海市、浙江省、安徽省）危险废物跨

省利用豁免管理活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

防治法》《强化危险废物监管和利用处置能力改革实施方案》《国

家危险废物名录》等有关规定，按照科学审慎、规范有序、共同

监管的原则，制定本方案。

一、豁免内容

在沪浙皖地区内，按照《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5年版)》

附录《危险废物豁免管理清单》(以下简称《豁免清单》)要求，

危险废物利用豁免管理分为两类，一是“一般”利用豁免管理，

即《豁免清单》第 1-30 项中涉及跨省的利用豁免管理项；二是

“点对点”定向利用豁免管理，即《豁免清单》第 31项“在环

境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根据省级生态环境部门确定的方案，一家

单位产生的一种危险废物，可作为另外一家单位环境治理或者工

业原料生产的替代原料进行使用，其利用过程不按危险废物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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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各省（直辖市）域内的利用豁免管理，按照各自省（直辖市）

相关规定执行。当《国家危险废物名录》附录《豁免清单》调整

时，相关豁免内容随之调整。

二、“一般”利用豁免管理实施要求

“一般”利用豁免需完全按照《豁免清单》第 1-30 项中涉

及利用豁免项的豁免条件和豁免内容执行。产废单位和利用单位

的设施均在沪浙皖区域，并符合国家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有关

规定；近 3年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突发环境事件或重特大安全生产

事故，未因生态环境问题被挂牌督办，未因固体废物污染环境行

为受到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未被列为环境信用较差（C级）及

以下等级的企业。此外，近 3 年内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评

估结果均为达标；投产不足 3年的，以实际投产时间为准。两省

一市已出台省内豁免利用管理制度文件的，产废单位和利用单位

还应满足相关要求。

“一般”利用豁免管理产废单位要强化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

管理，危险废物要即产生、即包装、即称重、即申报、即打码、

即入库，确保危险废物全过程信息化可追溯。利用豁免管理接收

单位应具有危险废物贮存设施和利用设施，并在国家固体废物信

息系统中按“豁免利用单位”注册，并执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

经营记录簿等相关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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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一般”利用豁免管理跨省转移的，按照现有危险废物

跨省转移流程办理，省级生态环境部门要及时核实危险废物移

出、接收、利用等相关情况，发现转移过程中存在违规行为的、

废物数据不一致且无法解释的，终止后续转移，3年内不再审批

移出单位和利用豁免管理单位的其他转移申请。

对煤焦油、含油金属屑等资源价值高的危险废物跨省转移可

纳入“白名单”管理并建立配额机制，移出省份提出移出单位清

单和移出总量，接收省份提出接收单位清单和接收总量，在配额

清单内省级生态环境部门可直接审批，提高跨省转移效率。相关

省份每年定期协商更新配额清单。

三、“点对点”定向利用豁免管理条件

（一）合规性要求

产废单位和利用单位的设施均在沪浙皖区域，并符合国家生

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有关规定；近三年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突发环

境事件或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未因生态环境问题被挂牌督办，

未因固体废物污染环境行为受到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未被列为

环境信用较差（C 级）及以下等级的企业。此外，近 3 年内危

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评估结果均为达标；投产不足 3年的，以

实际投产时间为准。两省一市已出台省内豁免利用管理制度文件

的，产废单位和利用单位还应满足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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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废单位要求

产废单位拟定向利用的危险废物来源应单一稳定，危险特性

明确，年平均产生量 100吨以上（含），有用组分和有毒有害成

分清晰明确，成分与含量和被替代原料相近，不经任何预处理，

可直接进入利用单位环境治理设施或生产设施中作为替代原料

使用。“点对点”定向利用豁免管理的危险废物类别由两省一市

生态环境部门根据本地危废产生和处置能力匹配情况动态调整

并定期公布（附件 1）。

（三）利用单位要求

1. 利用危险废物替代原料所生产的产品，应符合国家、地

方制定或行业通行的被替代原料生产的产品质量标准，所含有害

成分含量应符合国家污染控制标准或技术规范。没有污染控制标

准或技术规范的，所含有害成分不高于被替代利用原料生产的产

品中的有害成分含量，或不高于根据《固体废物再生利用污染防

治技术导则》（HJ 1091）进行环境风险评价确定的有害成分含量

限值。

2. 用于定向利用的环境治理设施或生产设施（含预处理装

置和进料装置）不需任何变动改造，利用过程不改变相应产品产

能及质量标准，不改变排污许可载明的污染物排放种类、浓度及

排放总量，不改变次生固体废物属性和利用处置方式。同一工艺

接收产生同类危险废物的产废单位数量原则上不超过 10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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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根据拟定向利用危险废物的组成成分、含量和拟替代原

料的质量控制标准，利用单位应制定危险废物入场接收标准，并

配套相应的实验室检测分析能力，对每批次接收的危险废物开展

检测分析，不符合接收标准的不予接收。

4. 根据拟接收的危险废物类别、数量及危险特性等情况设

置符合要求的危险废物贮存设施，累积贮存量不应超过年定向利

用许可数量的六分之一，贮存期限不得超过半年。

5. 用于环境治理原料替代的，其定向利用的危险废物严禁

用于直接排放外环境等环节。用于工业原料替代的，其被替代原

料生产的工业原料严禁用于生产与人体直接接触的产品或其原

辅材料，严禁用于生产家居用品、饮用水、食品、药品、养殖、

畜牧及种植等相关产品。严禁定向利用危险废物作为燃料使用。

四、“点对点”定向利用豁免管理实施程序

（一）首次申请。利用单位应会同产废单位向所在地市（区）

级生态环境部门提交《沪浙皖危险废物“点对点”定向利用豁免

管理备案申请表》（附件 2）、危险废物“点对点”定向利用豁免

管理方案（附件 3）及专家论证意见。相关专家论证意见由企业

自行组织至少 3名相应领域高级职称及以上的专家论证形成。利

用单位接收多家产废单位同类危险废物定向利用的，需分别申

请。

利用单位所在地市（区）级生态环境部门在接到申请后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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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个工作日内作出初审意见，报利用单位所在地省（直辖市）级

生态环境部门审查；省（直辖市）级生态环境部门应在 20 个工

作日内组织专家审查评估，并征求产废单位所在地省（直辖市）

级生态环境部门意见，作出是否同意其豁免管理的决定。产废单

位所在地省（直辖市）级生态环境部门应结合“无废城市”建设、

本地处理能力、跨区域转移环境风险、豁免管理条件审查及方案

可行性等情况，确认是否同意。

利用单位获得“点对点”定向利用豁免管理资格后，应及时

依法变更排污许可证，完善原辅材料、工业固体废物等信息，并

在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上上传“点对点”定向利用证明材料。

完成变更后纳入固废信息系统管理。

（二）延续申请。自利用单位纳入固废信息系统管理之日起，

首次利用豁免管理有效期不超过 1年，有效期满继续开展利用活

动的，应当在有效期届满 30日前，按原申请程序申请延续，延

续期限不超过 5年。

（三）重新申请。利用工艺设施、贮存设施、被替代原料、

危险废物来源、类别、利用备案数量、有毒有害或有用组分等发

生变化的，不能按照利用方案开展定向利用的，需重新申请。产

废单位或利用单位法人名称、法定代表人、住所、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等营业执照相关信息变更的，变更后一个月内由利用单位向

作出豁免决定的生态环境部门提交信息变更说明和新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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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印件（加盖公章），并变更相关信息。信息变更后，利用单位

所在地省（直辖市）级生态环境部门应及时通报产生单位所在地

省（直辖市）级生态环境部门。

（四）终止（取消）。利用豁免期间，当产废单位或利用单

位发生较大及以上突发环境事件或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的；因固

体废物环境违法行为受到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被列为环保信用

不良企业、因生态环境问题被挂牌督办的；年度危险废物规范化

环境管理评估结果为不达标的；在申请、信息报送过程中弄虚作

假的，违反申请条件的，相关利用豁免取消，相应责任单位应当

立即终止利用活动，且在 3年内不得再次申请。

产废单位或利用单位自愿终止利用豁免活动的，须在终止前

30日内，向原受理申请的生态环境部门申请终止。

利用豁免管理活动终止（取消）后，产废单位和利用单位应

妥善做好经营场所、设施污染防治和残余污染物处置等工作。

（五）实施跨省转移活动。利用单位所在地省（直辖市）级

生态环境部门在作出同意利用豁免管理的决定后，应将利用单位

纳入豁免管理清单，并督促利用单位在国家固体废物信息系统中

按“利用豁免管理单位”注册。产废单位应按年度办理危险废物

跨省转移许可手续，在取得许可后方可进行转移并落实危险废物

转移联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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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管理要求

（一）落实主体责任。产废单位和利用单位应落实危险废物

污染防治的主体责任，严格执行危险废物管理计划、转移联单、

管理台账、应急预案等各项制度，妥善管理危险废物。利用单位

应做好危险废物入厂检测，确保接收的危险废物符合利用豁免管

理要求，并定期通过所在地固体废物信息管理系统上报利用豁免

管理情况。

（二）联合监管。沪浙皖生态环境部门应落实《长三角区域

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联防联治合作协议》，定期通报利用豁免管

理工作实施情况，加强信息沟通和信息共享。将利用豁免管理单

位参照危险废物经营单位管理，督促相关单位严格落实利用方案

和排污许可证载明的有关要求，在产生、收集、贮存、运输等环

节中执行危险废物管理相关制度。联合开展打击跨省危险废物环

境违法犯罪活动。

（三）技术支持。沪浙皖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应对利用豁免管

理单位开展技术帮扶指导，推广先进经验，及时解决工作中存在

的疑点、难点、痛点、堵点等问题。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和规范化

环境管理，对发生环境违法行为的，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本方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具体由沪浙皖各级生态环境部门

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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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沪浙皖地区危险废物“点对点”定向利用豁免管

理危险废物类别（第一批）

2. 沪浙皖地区危险废物“点对点”定向利用豁免管

理备案申请表

3. 危险废物“点对点”定向利用豁免管理方案编制

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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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沪浙皖地区危险废物“点对点”定向利用豁免
管理危险废物类别（第一批）

序号 危险废物类别 危废代码

1 煤气净化过程氨水分离设施底部的焦油和焦油渣 252-002-11

2
固定床气化技术生产化工合成原料气、燃料油合成原料气过程中粗煤气冷凝

产生的焦油和焦油渣
252-017-11

3 煤气生产过程中煤气冷凝产生的煤焦油 451-003-11

4 表面处理废物 HW17

5 危险废物焚烧、热解等处置过程产生的底渣、飞灰和废水处理污泥 772-003-18

6 含铜废物 HW22

7
液晶显示板或集成电路板的生产过程中使用酸浸蚀剂进行氧化物浸蚀产生

的废酸液
398-007-34

8 使用酸进行清洗产生的废酸液 900-300-34

9 含镍废物 HW46

10
电解铝铝液转移、精炼、合金化、铸造过程熔体表面产生的铝灰渣，以及回

收铝过程产生的盐渣和二次铝灰
321-024-48

11
再生铝和铝材加工过程中，废铝及铝 锭 重熔、精炼、合金化、铸造熔体表

面产生的铝灰渣，及其回收铝过程产生的盐渣和二次铝灰
321-026-48

12

铝灰热回收铝过程烟气处理集（除）尘装置收集的粉尘，铝冶炼和再生过程

烟气（包括：再生铝熔炼烟气、铝液熔体净化、除杂、合金化、铸造烟气）

处理集（除）尘装置收集的粉尘

321-034-48

13

废电路板（包括已拆除或者未拆除元器件的废弃电路板），及废电路板拆解

过程产生的废弃的 CPU、显卡、声卡、内存、含电解液的电容器、含金等贵

金属的连接件

900-04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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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沪浙皖地区危险废物“点对点”定向利用
豁免管理备案申请表

申请

单位
产废单位： 利用单位：

事项

类型
□首次申请 □重新申请 □延续申请

产废

单位

情况

所在省市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产废设施地址

法定代表人 联系方式

联系人 联系方式

危险废物名称
危险废

物代码

产生量（吨

/年）

危险废物产生环

节

危险废物特性
有用组分和有毒有害成分，

成分与含量和被替代原料关系、相似性分析等

利用

单位

情况

所在省市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利用设施地址

法定代表人 联系方式

联系人 联系方式

危 险 废 物 申 请 利

用量（吨 /年）

环评载明的所

替代原料使用

量（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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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废物利用
工艺简述

提交材料清单

□1 . 沪浙皖地区危险废物 “点对点 ”定向利用豁免管理备案申请表；

□2 . 危险废物 “点对点 ”定向利用豁免管理方案；

□3 . 专家论证意见。

我单位特此确认，本次危险废物 “点对点 ”定向利用豁免管理备案申请所提交的

材料及所附相关数据和信息均真实、有效，承诺按照国家相关要求及备案材料规范

开展危险废物利用豁免管理活动，严格执行危险废物环境管理各项制度，如有违反，

愿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应责任。

产废单位法定代表人（签章）： 利用单位法定代表人（签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初审意见

实 施 跨 省 “点 对 点 ”定 向 利 用 豁 免 的 ， 由 利 用 单 位 所 在 地 市

（区）级生态环境部门出具初审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函审意见

实施跨省 “点对点 ”定向利用豁免的，由产废单位所在地省级

生态环境部门出具函审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审核意见

实施跨省 “点对点 ”定向利用豁免的，由利用单位所在地省级

生态环境部门出具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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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危险废物“点对点”定向利用豁免
管理方案编制指南

一、项目基本情况

二、编制依据

三、企业基本情况

（一）产废单位基本情况

1. 基本信息（包括建设时间、所属行业、主要产品、企业

规模、项目环评及排污许可证申领情况等）

2. 合规性情况（近三年环境问题督办执法处罚情况、环境

安全和生产安全事故情况、环境信用情况、近三年危险废物规范

化环境管理评估结果等）

3. 原辅料情况

4. 工艺流程

（二）利用单位基本情况

1. 基本信息（包括建设时间、所属行业、主要产品、企业

规模、项目环评及排污许可证申领情况等）

2. 合规性情况（近三年环境问题督办执法处罚情况、环境

安全和生产安全事故情况、环境信用情况、近三年危险废物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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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环境管理评估结果等）

3. 原辅料情况

4. 定向利用工艺流程

5. 产品和产品质量标准

四、危废产生环节分析

（一）产废环节相关详细工艺、废物类别、数量、理化性质

及危险特性、具体成分分析（包含有用组分和有毒有害物质成分、

含量，可提供第三方检测报告）

（二）危废收集、贮存及处理现状

（三）小结

五、危废利用环节分析

（一）危废利用方案（包括与所替代原料具体成分和含量的

比较，利用工艺的原理、流程、设施清单及利用能力分析，利用

工艺产业政策合规性等）

（二）危险废物接收标准和检测频次（根据拟定向利用危险

废物的组成成分、含量和拟替代原料质量控制标准，制定危险废

物入场接收标准，并配套相应的实验室检测分析能力，对每批次

接收的危险废物开展检测分析）

（三）综合利用产品的质量标准、控制措施及用途去向。

（四）利用过程的污染防治措施及达标可行性分析（利用过

程不改变相应产品产能及质量标准，不改变排污许可载明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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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排放种类、浓度及排放总量，不改变次生固体废物属性和利用

处置方式）

六、包装、贮存和运输要求

需根据拟接收的危险废物类别、数量及危险特性等情况设置

符合要求的危险废物包装、贮存和运输情况

七、结论

八、相关附件（包括与利用豁免管理有关的环评相关章节、

排污许可相关内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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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2024年 12月 18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