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业如何推进减污降碳协同治理

与环境信息披露

2022年8月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线上培训



大纲 内容 时间

污染防治

 简讯分享
• 7月环境保护新规
• 蔚蓝地图环境信息动态

 案例启示与延伸
• 相关政策法规解读
• 企业工业固体废物&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自查要点
• 最佳实践

14:00-14:30

供应链管理
 利用蔚蓝生态链管理自身供应链的环境风险，
    推动供应商测算和披露温室气体排放数据

14:30-14:35

温室气体填报  碳目标设定 14:35-14:55

Q&A 14:30 -

主要内容



7月环境保护新规

关于增补《中国现有化学物质名录》（2022年第1批 总第7批）的公告

《“十四五”环境健康工作规划 》（环办法规[2022]17号）

• 从企业达标排放、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向关注居民环境健康风险监测评估的升级。

《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标记规则》

• 根据生态环境部的统计结果，共发布73项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已构建了“1+43+1”的排污单
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体系“，覆盖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占比95%以上的大部分行业。企业须加强对污染物排放
状况开展自行监测，如实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上公开。

• 排污单位的自动监测数据向社会公开时，数据标记内容应当同时公开。
• 完成人工标记的时间设定为“次日12时前”，逾期视为排污单位对数据有效性无异议。
• 限定时间内的自动监测数据不作为判定污染物排放是否超过相关标准的依据。

• 有相关化学物质生产、进口、使用的企业及时增补，节省开展新化学物质登记所需的时间和大量费用。

《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



披露碳及污染物排放数据

334

通过GCA审核

481

新收录环境违规记录

18613
NGO伙伴推动信息披露

160

蔚蓝地图7月环境信息动态



新固废法

• 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
• 分级分类管理
• 信息化溯源、全过程监控
• 排污许可、台账管理

工业固体废物管理

危险废物管理

• 固废污染防治设施的环保竣工验收由环保部
门负责验收改为企业自主验收 ；

• 增加了跨省转移固废利用的，需报移出地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的要求；

• 新增了建立台账，实现固废可追溯、可查询
的要求；

• 新增了委托他人运输、利用、处置工业固废
的，应对受托方进行审查，否则承担连带责
任的要求；

• 新增了将工业固体废物纳入排污许可制度进
行监管的要求。

• 新增危废产生单位建立危废管理台账的要求；
• 新增医疗卫生机构及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

的义务 ；
• 新增了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危险

废物的单位，应当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
要求。

不合规的法律责任加重

强化建筑垃圾、污泥监管
• 细化了工程施工单位对建筑垃圾的管理义务；
• 新增了城镇污水处理设施维护运营单位和污

泥处理单位对污泥处理的义务；
• 确立了电子电器等产品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

• 普遍加大了罚款金额,；
• 增加了按日连续处罚规定；
• 增加了对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行政拘留

的处罚措施；
• 明确了对违法收集、贮存、 运输、利用、处

置的固废物及设施、设备、场所、工具、物
品予以查封、扣押的规定 。

固体废物相关法律法规解读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
技术规范 工业固体废物

固体废物分类目录
（征求意见稿）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
标准 GB18599-2020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
控制标准
（二次征求意见稿）

危险废物识别标志设置技术
规范（征求意见稿）

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

新固废法
配套文件解读

• 多环境要素“一证式”管理；
• 基本信息：产生环节、自行贮存/利用/处置设施能力等；
• 污染防控技术要求：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防腐措施；清晰完整标识牌、转移联单；环境管

理台账记录：《危险废物产生单位管理计划制定指南》、《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管理台账制定指南
（试行）》。

• 不包含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的固体废物和放射性固体废物；
• 废物种类：工业固体废物、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和农业固体废物的二级分类；
• 行业来源：对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
• 废物代码：8位数字唯一代码。

• 加严了防渗技术规定，增加了废物入场有机质含量控制、封场后渗滤液处理及地表水、土壤自行
监测等要求；

• 推动大宗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
• 历史堆存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场地，按照风险管控的思路，明确经评估后确保风险可控条件下可

进行封场或土地复垦作业。

• 细化了危险废物贮存设施的分类：贮存库、贮存场、贮存池、贮存罐区和临时(少量)贮存点等 5 
种形式；

• 修订了危险废物贮存过程产生的废水、废气、噪声和固体废物等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并独立成
“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一章；

• 补充了危险废物贮存设施应配套环境应急措施、制订环境应急预案和定期演练要求。

• 危险废物标签：新增“危险废物名称、废物类别和废物代码”三个条目；增加危险废物数字识别
码和二维码，调整补充“主要成分和危害成分”“废物形态、危险特性“；标志牌新增“负责人
及 联系方式”；分区标志。

• 落实“放管服”改革要求，加强全过程监控、信息化溯源，优化跨省转移审批、提高效率；
• 就近转移原则，细化明确从移出到接收各环节的责任方。



工业固体废物管理违法典型案例

【典型案例1】- 未采取防护措施
• 2021年6月，XX钢铁集团公司炼铁、炼钢工序产生的水淬渣、尾渣等工

业固废在厂区内露天堆存。
• 执法人员利用无人机经过图像分析、面积测绘和信息标定，确定厂区内

共存在22处工业固废堆场。其中，3处炼钢尾渣堆场均未设置导流渠与
渗滤液集排水等设施。3处堆场的占地面积分别为6883平方米、2586平
方米和6795平方米，合计约10万吨工业固废。被处以罚款100万元人民
币。

【法条链接】
• 新《固废法》加大了对固废管理不合规的处罚力度，大大增加了违法成

本，“贮存工业固体废物未采取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标准的防护措施的“，
处罚金额由原来的1-10万元提升至10-100万元；新《固废法》第一百
二十条还规定，对造成严重后果的，公安部门行政拘留5-15日。

图片来自网络



工业固体废物管理违法典型案例

【典型案例2】- 工业固体废物混入生活垃圾倾倒
• 2021年3月，XX金属加工厂员工将混有废包装材料、废抹布的

工业固体废物，倒入公用生活垃圾箱。

【法条链接】
• 违反新《固废法》“禁止向生活垃圾收集设施中投放工业固体

废物”的规定。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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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未建立固体废物管理台账并如实记录，最高罚20万元；

• 转移固体废物出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贮存、处置未经批准，最高罚100万元；

• 转移固体废物出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利用未报备案，最高罚100万元；

• 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违反（新《固废法》）规定委托他人运输、利用、处置工业固体废物，

最高罚100万元；

• 贮存工业固体废物未采取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标准的防护措施，最高罚100万元；

• 擅自倾倒、堆放、丢弃、遗撒工业固体废物，或者未采取相应防范措施，造成工业固体废物扬散、

流失、渗漏或者其他环境污染，最高处所需处置费用的3倍罚款，不足10万元的按10万元计；

• 未依法取得排污许可证产生工业固体废物，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最高罚100万元；

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或者关闭。



危险废物管理违法典型案例

【典型案例1】- 擅自堆放危险废物
2021年3月，经群众举报，在XX街道的一
块空地处散乱堆放着大量固体废物，主要
为废油漆桶和漆渣，合计16.6吨。生态环
境主管部门启动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和
赔偿工作。被污染地块为政府储备用地，
对污染土地具有收储、看护职责的企业列
为第三方单位，与涉案企业共同出资开展
土壤修复工作。
【法条链接】
违反新《固废法》“擅自倾倒、堆放危险
废物的”，处所需处置费用三倍以上五倍
以下的罚款，所需处置费用不足二十万元
的，按二十万元计算。



危险废物违法典型案例

【典型案例2】- 非法填埋含重金属污泥
2018-2021年间，XX公司非法接收污水处理厂污
泥（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天然气脱硫石膏（危险
废物）等合计22.6万吨，获取污泥处置费用3521
万元，租用687.9亩土地，长期以“土壤改良”之
名非法倾倒、填埋含镉、铅等重金属污泥，污染土
地达193.9亩，其中115.4亩是基本农田。5名被告
被判处3-18年不等有期徒刑，公司被判处罚金200
万元。

【法条链接】违反新《固废法》“无许可证从事收
集、贮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经营活动的“，由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一百万元以上五百
万元以下的罚款，并责令停业或者关闭。



危险废物违法典型案例

【典型案例3】- 未按要求建立危废管理
台账
2020年9月，经群众举报，XX锂电产业公
司危废仓库堆存4吨桶装三相渣，属于危
险废物。经查实，该公司未按要求建立危
险废物管理台账，被处以罚款34.3万元。

【法条链接】
违反新《固废法》“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台账并如实记录的”，
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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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危废的企业是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固废监管的重中之重，在新《固废法》中涉及到的责任最多，

涉及8条红线：

• 未制定危废管理计划，最高罚100万元；

• 未建立危废管理台账，最高罚100万元；

• 将危废提供或委托给无证者造成严重污染环境后果，可能构成非法经营罪；

• 擅自倾倒或堆放危废后果特别严重的，最高刑期7年；

• 未按规定填写转移联单，最高罚100万元，擅自转移危废要行政拘留；

• 运输危废需遵守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办法规定；

• 不制定意外事故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最高罚100万元；

• 污染担责，造成重特大污染环境事故，负责人年收入50%的罚款。



• “四防”：
       防扬散
       防流失
       防渗漏
       防腐

• 分区分类贮存、
防渗、标识

泄漏液体收集沟

泄漏液体收集池
环氧防渗/防腐

分区分类贮存/防渗

分区分类标识



•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二次征求意见稿）：可能产生粉尘、挥发性有机物、酸雾以及其他有毒有
害气态污染物质的危险废物贮存设施,应设置废气收集装置，并导入气体净化设施，其排气筒高度应符合《大
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 16297 ）要求。

气体净化设施

气体收集通道



危险废物贮存标识
危险废物仓库内监控

应急预案
应急演练





《环境保护图形标志 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GB15562.2-1995）



你知道吗？

Q：哪些固体废物需要进行危险废物鉴别工作？

A、 是            B 、否

Q：企业废酸是否可以排入厂内污水处理设施处理？

Q：废包装桶是否可以由厂家回收？

A、 是            B 、否

A、生产及其他活动中产生的可能具有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有害影响的毒性、腐蚀性、易燃

     性、反应性或感染性等危险特性的固体废物

B 、依据《建设项目危险废物环境影响评价指南》等文件有关规定，开展环境影响评价需要鉴别的

     可能具有危险特性的固体废物，以及建设项目建成投运后产生的需要鉴别的固体废物

C、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在日常环境监管工作中认为有必要，且有检测数据或工艺描述等相关材料表

      明可能具有危险特性的固体废物

D、突发环境事件涉及的或历史遗留的等无法追溯责任主体的可能具有危险特性的固体废物

E、其他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应进行鉴别的固体废物



最佳实践
减量化

资源化

无害化

《欧盟废物框架指令》，固废治理五阶梯原则

国家新固废法，固废治理三原则



最佳实践——从违法堆存到资源化利用的转变

覆盖防尘网的固废堆存处
• 2019年7月，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

进驻上海期间，调查确定，2002-2012

年间，宝钢集团违规利用距长江约1公
里处的坑塘堆存工业固体废物及建筑垃
圾，堆存量约150万吨。监测数据显示，
对堆场周边土壤、地下水造成污染。该
事件被列入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突出问
题上海督办事件。

• 今年7月，宝钢集团与IPE取得联系，就
蔚蓝地图数据库收录的上述信息开展
GCA审核。

图片来自蔚蓝地图



最佳实践

• 消除环境风险：高风险区域异位处置+其他污染区域
原位垂直阻隔+跟踪监测。

• 改善环境质量：全面清挖+委外回收利用+回填复绿。
• 资源化：
 2020年建成2X25万吨高含铁尘泥转底炉生产线及配

套尘泥干化加工中心，实现高含铁尘泥全部返生产利
用。

 利用宝钢焚烧炉系统， 在消纳宝钢内部危险废物的基
础上，协同处置社会焚烧类危险废物，处置能力达
4.5-5.0万吨，体现宝钢社会责任。  

 建议：探索实践固废减量化 ；继续通过蔚蓝地图平台
披露环境信息，领跑钢铁行业固废治理最佳实践。

图片来自蔚蓝地图



利用污染物排放与转移数据表（PRTR）追踪工业固体废物的产生与转移情况

PRTR - 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解决方案



PRTR - 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解决方案

利用污染物排放与转移数据表（PRTR）追踪危险废物的产生与转移情况



Q&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