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市生态环境局 

关于印发优化危险废物环境管理 

服务企业六项措施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各区县（自治县）、万盛经开区、重庆高新区生态环境局，两江

新区分局，机关各处室、各直属单位： 

为持续巩固深化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进一步深化为民办

实事，服务企业发展，我局研究制定了优化危险废物环境管理服

务企业六项措施，现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一、提升收运处置保障能力 

（一）加快项目审批进度。加快铝灰、垃圾焚烧飞灰等危险

废物利用处置项目的环评审批进度。优化危险废物经营许可审批

流程，在技术审查阶段发现的问题，由重庆市固体废物管理中心

直接向申请单位反馈，加快许可证审批进度。在危险废物利用处

置、医疗废物集中处置等项目建设期间同步组织技术帮扶，协助

相关企业尽快办理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或满足豁免管理条件。 

（二）提升利用处置能力。落实《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

年版）》关于铝灰、含油金属屑、废弃农药包装物等危险废物豁

免管理的规定，支持污染防治措施到位、设施设备先进的铸造、

金属熔炼及垃圾焚烧等相关企业在满足豁免条件的前提下，向辖



区生态环境局申请纳入豁免管理。支持水泥窑、填埋设施增加水

洗脱氯设施，提升铝灰处置效率。鼓励引进工艺成熟、技术先进

的铝灰等危险废物综合利用项目。 

（三）健全收运贮存体系。支持在建铝灰综合利用项目加快

规范铝灰收集贮存设施，在满足相关收集贮存规范的前提下，可

由所在地区县生态环境局审批，允许先行开展铝灰收集贮存服

务，贮存时间不得超过一年，推进解决短期内铝灰利用处置能力

不足的短板。鉴于我市含汞废物产生量较小且暂无利用处置设施

等实际情况，收集贮存试点企业不受相关行业限制，可实施废荧

光灯管收集服务。 

二、优化跨省转移管理流程 

（一）细化转移管理规定。贯彻落实生态环境部、公安部、

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的《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部令第 23

号），制定印发加强危险废物跨省转移管理的通知，细化完善我

市危险废物跨省市转移规定，加强危险废物跨省转移活动的监督

管理。 

（二）优化转移审批程序。对于转出我市的申请，原则上 5

个工作日内向接受地生态环境部门发出商请函，并自收到接受地

生态环境部门复函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作出批复；对于转入我市

的申请，原则上 5个工作日内向移出地生态环境部门复函。 

（三）深化“白名单”合作机制。在云贵川渝合作基础上，推



动将“白名单”合作机制拓展至湖北、湖南等周边省份，进一步便

利企业跨省转移危险废物。主动与接受地省级生态环境部门沟通

协调，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铝灰、废盐等危险废物跨省转移审批。 

三、强化精准指导帮扶 

（一）制定告知书和服务指南。制定危险废物环境管理告知

书，针对社会关注度较高的机动车维修、实验室、医疗卫生机构、

报废机动车拆解以及产生铝灰、含油金属屑的企业企业，分类制

定危险废物环境管理服务指南，指导企业规范管理。 

（二）开发危险废物管理小程序。开发中小微企业危险废物

管理计划、申报登记微信小程序，实现企业管理人员现场手机端

便捷填报，推动中小微企业危险废物分级分类管理。开发危险废

物规范化管理评估小程序，鼓励区县、企业开展自查自纠和“把

脉体检”，帮助区县和企业自行查找问题、解决问题，提升规范

化管理水平。 

（三）优化危险废物鉴别流程。落实国家关于危险废物鉴别

工作的规定，指导企业自行开展危险废物鉴别工作。制定危险废

物鉴别相关技术指南，指导和引导鉴别机构提升技术能力，加强

鉴别报告质量抽查，提高鉴别质量，推动危险废物鉴别产业良性

有序发展。提前介入指导重点项目污染土壤鉴别，保障相关项目

正常推进。 

四、加强智慧化信息平台建设 



（一）加强固体废物管理培训。在全市固体废物管理信息平

台上增设“微课堂”版块，组织国家和市内外专家拍摄固体废物环

境管理“微讲座”，指导区县和企业提升管理水平。定期组织固废

大讲堂，邀请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国家和市内外专家、相关行业

专家、优秀企业宣贯固体废物环境管理法律法规、技术规范、先

进技术、经验模式等。 

（二）设置咨询交流平台。在全市固体废物管理信息平台上

增设咨询交流版块，定期收集区县、企业以及社会公众关于固体

废物管理政策、技术等方面的问题，统一汇总答复，及时为企业

答疑解惑。 

（三）出台系统对接标准。制定固体废物管理信息平台接口

对接标准，鼓励和支持区县、企业自建的固体废物管理信息系统

与全市固体废物管理信息平台对接，避免企业多头填报。 

五、进一步优化审批程序 

（一）优化医疗废物应急处置体系。加快实现医疗废物集中

处置设施区县全覆盖，支持渝北、万州、黔江、涪陵、永川、长

寿、璧山等地，依托生活垃圾焚烧、危险废物焚烧设施，建设医

疗废物应急处置设施。为保障重大传染病疫情等突发事件发生时

医疗废物及时有效处置，区县生态环境部门可结合辖区实际，启

用医疗废物应急处置设施，提升应急处置响应效率。 

（二）优化经营许可证审批程序。对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



延续，可在许可证到期前三个月内申请技术审查帮扶。对仅涉及

法人、法定代表人或注册地址变化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变更，

原则上不组织现场检查。除采取焚烧、填埋、水泥窑协同处置等

工艺以及涉及废矿物油、铝灰、油基钻屑、废有机溶剂、生活垃

圾焚烧飞灰等五大类以外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延续，原则上申

请单位在经营期内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评估为达标，且未因

环境违法行为受到处罚、未发生超标排放情况，原则上不组织现

场检查。 

（三）着力激发市场活力。综合考虑经营单位环境管理、环

境守法情况以及实际经营规模等，对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核准规

模实施动态管理，既避免危险废物利用处置产业无序发展，又防

止形成垄断，促进提升服务质量。 

六、推动完善危废医废收费标准 

（一）推动出台医疗废物收费标准。推动市价格主管部门尽

快印发实施《重庆市医疗废物处置收费管理暂行办法》。 

（二）推动修订危险废物定价标准。积极配合市价格主管部

门启动危险废物处置收费定价修订工作，细化不同类别、不同处

置方式的危险废物处置收费定价，总体降低危险废物处置成本。 

（三）推动强化危险废物价格监管。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

强化危险废物市场价格行为管理和反垄断执法监督检查，及时将

发现的涉嫌垄断及价格违法等线索移送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处理，



不断规范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单位经营行为，提升服务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