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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和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发布

了《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5年版）》（以下简称《名录》）。针对《名录》修订有关情

况，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司有关负责人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问：《名录》修订的背景和意义是什么？

答：《名录》是危险废物环境管理的重要基础和关键依据。《名录》自 1998年首次发

布实施以来，历经 2008年、2016年和 2021年 3次修订，已经得到逐步完善，对构建我国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体系、防范危险废物环境风险、支撑危险废物环境管理起到积极作用。

通过 2008年和 2016年两次较大幅度修订，《名录》的整体结构和主要内容已基本确定。

随着我国危险废物环境管理要求的不断增强，以往 8-10年的修订间隔已难以适应当前的管

理需求。2021年修订和此次修订主要是针对《名录》使用过程中发现的新问题、社会反映

较为集中的问题进行修订，幅度较小，更具有时效性。

为了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以下简称《固废法》）关于“国

家危险废物名录应当动态调整”等规定，我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和

国家卫生健康委对《名录》进行了修订。

《名录》修订工作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严密防控危险废物环境风险的具体体

现，也是落实《固废法》的具体举措，对防治危险废物污染环境，保障公众健康，维护生态

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问：这次《名录》修订遵循的原则是什么？

答：近两次《名录》修订的原则总体没有变化，也就是要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精准治污、

坚持风险防控。本次《名录》修订特别注重以下三方面考虑：

一是精准及时。通过细化类别等方式，切实保证列入《名录》中危险废物的准确性；同

时，及时研究社会反映较为集中的废物，有效响应社会关注热点。

二是科学有序。制定了关于《名录》修订研究工作机制和动态修订工作规程，保证修订

依据科学、修订过程有序。

三是防控风险。根据危险废物的环境风险实行分级分类管理，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实

行有条件的豁免管理。

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2/202411/t20241129_1097685.html


问：本次《名录》修订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答：《名录》由正文、附表和附录三部分构成，本次修订没有变化，主要对三部分有关

内容进行了修改和完善。

正文部分：修改了第六条第二款，完善了鉴别后危险废物的归类管理。

附表部分：本《名录》共计列入 470种危险废物，相比 2021年版《名录》总共增加了

3种。其中，根据危险废物产生工艺和管理实践，整合 2种废物代码、拆分 1种废物代码；

新增 4种普遍具有危险特性的锡冶炼废物。此外，修改了个别危险废物的文字表述或危险特

性表述，还新增了 6条注释。

附录部分：根据危险废物环境风险研究结果和各地环境管理实践，删除了 2条豁免规定，

新增了 1条豁免规定，修改部分危险废物豁免条件表述。

问：正文第六条第二款修订的主要考虑是什么？

答：2021年版《名录》规定，不在《名录》中，但经鉴别具有危险特性的，也属于危

险废物，且应当根据其主要有害成分和危险特性确定所属废物类别，并按代码“900-000-××”

（××为危险废物类别代码）进行归类管理。

随着近几年危险废物鉴别工作全面推开，实际工作中发现，很多经鉴别具有危险特性的

危险废物，存在与《名录》中已有危险废物的危险特性一致或相似的情形。

因此，本次修订明确，上述废物首先应当根据其主要有害成分和危险特性对照本名录中

已有的废物代码进行归类；确实无法按已有废物代码归类的，才应当确定其所属废物类别，

按代码“900-000-××”（××为危险废物类别代码）进行归类管理。这种鉴别归类方式更加科学，

也便于危险废物后续的高效利用处置和精细化管理。

问：《名录》附表新增加了 6 条注释，是出于什么考虑？

答：为了能依据《名录》精准识别危险废物，本次《名录》在原有基础上新增了 6条注

释。

例如，新增的第 1条注释规定“本附表‘危险废物’列中表述的‘废××’或者‘废弃的××’，其

中‘××’是指依据我国固体废物鉴别相关标准确定的固体废物”，进一步强调了《名录》与《危

险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GB 5085.7）中鉴别程序的衔接，明确《名录》所列物质均应首先

属于固体废物。也就是说，不属于固体废物的，那就不能依据《名录》来识别其是否属于危

险废物，这一点非常重要。



此外，还新增了 5条注释，对医药废物，废药物、药品，废矿物油与含矿物油废物，涂

料、染料废物，含醚废物，含有机卤化物废物等废物范围作出限定。如，废弃的维生素不属

于医药废物或废药物、药品类危险废物，废弃的动植物油脂不属于废矿物油与含矿物油废物。

问：《名录》附录中对“豁免条件”的说明新增加了“仍应符合固体废物管理等生态环境

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要求”，主要考虑是什么？

答：这方面的修订，主要是为了解决实际工作中个别地方和单位对豁免管理理解不准确

的问题。

首先要强调的是，《名录》附录《危险废物豁免管理清单》中的危险废物，仍属于危险

废物。这里实行的豁免，是仅对危险废物在特定环节、特定条件下对其特定内容进行豁免，

但并未豁免其危险废物的属性。

《名录》正文第三条对豁免管理作出了具体规定，“列入本名录附录《危险废物豁免管

理清单》中的危险废物，在所列的豁免环节，且满足相应的豁免条件时，可以按照豁免内容

的规定实行豁免管理”。例如，对于含油金属屑，其中属于危险废物的，在满足通过除油达

到静置无滴漏后打包或者压块用于金属冶炼的条件下，利用过程可豁免管理；其他情形则不

属于豁免范畴。

这次修订是为了进一步明确，列入《危险废物豁免管理清单》的危险废物及其相关豁免

环节、豁免条件和豁免内容，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不需要遵守其他任何管理规定，而是要符合

固体废物等生态环境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要求。

问：本次修订新增农村医疗机构医疗废物豁免规定的主要考虑是什么？

答：这方面的修订也是为了解决基层遇到的实际问题。一些农村地区的医疗机构因地处

偏远，医疗废物种类相对单一、风险相对较小，但是做到按时集中收集处理困难很大。

根据《医疗废物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有关规定，对此类医疗废物作出豁免管理，明确

不具备集中处置医疗废物条件的农村医疗机构产生的医疗废物，可以按照地方卫生健康部门、

生态环境部门适合本地实际确定的方案进行处理处置，比如按照国家有关标准要求自行处理

处置，或者采取符合当地实际的集中收集转运方式等，助力解决偏远地区医疗废物收集处置

现实难题。

问：新《名录》实施后，地方生态环境部门和企业需要做哪些工作？

答：地方各级生态环境部门首先要加强《名录》的学习，同时要加强《名录》修订的解

读、宣传培训等工作，指导帮助相关企业准确把握修订内容，及时解决危险废物属性认定有

关问题。



《名录》自 2025年 1月 1日起施行，生态环境部门和相关企业还需要做好《名录》有

关修订内容与危险废物信息化管理以及管理计划、转移联单、许可证等环境管理制度衔接工

作。例如：

（1）生态环境部门和相关企业应根据修订情况调整全国固体废物管理信息系统中危险

废物有关信息，保证相关数据及时更新；针对实施豁免管理的危险废物，应根据此次修订内

容，进一步核实相关豁免条件等信息，确保依法依规实施豁免管理。

（2）涉及本次修订增加或合并危险废物种类的产废企业，应及时做好向所在地生态环

境部门申报危险废物等工作，及时变更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和排污许可证等信息。

（3）持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企业，如相关危险废物种类和代码等发生变化的，持

证企业和地方生态环境部门应及时作出变更。

（4）转移危险废物种类或代码等发生变化的，相关企业也应对转移申请和转移联单作

出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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