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省危险废物“点对点”
定向利用许可证豁免管理试点工作方案

为有效防范危险废物环境风险，拓宽危险废物利用途径，补

齐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能力短板，疏通危险废物产生单位、利用单

位转移接收渠道，及时有效解决危险废物的综合利用，保障环境

安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结合我省实际，编制本方案。

一、试点依据

（一）法规依据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年版）规定：未列入《国家危险

废物名录》（2021年版）《危险废物豁免管理清单》中的危险废物

或利用过程不满足本《危险废物豁免管理清单》所列豁免条件的

危险废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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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危险废物“点对点”定向利用，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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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原料生产

的替代原料进行使用。

（二）政策依据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强化危险废物监管和利用处置能力

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办函〔2021〕47号）要求：在环境风险

可控的前提下，探索危险废物“点对点”定向利用许可证豁免管理。

《河南省强化危险废物监管和利用处置能力改革实施方案》

（豫环文〔2022〕97号）要求：规范危险废物利用处置管理。制

定我省产生量较大危险废物的利用处置指南，提高危险废物利用



水平，积极探索危险废物“点对点”利用许可证豁免管理。

二、试点原则

紧盯需求、补足短板。重点针对安全风险低、产生量大（年

产生量 100吨以上）、现有利用处置能力不足的危险废物开展“点

对点”定向利用许可证豁免管理试点（以下简称“点对点”试点）。

鼓励和支持生产经营规模大、技术先进、工艺成熟的企业开展危

险废物“点对点”试点。

定向利用，风险可控。“点对点”试点企业应按照“一对一”模

式开展试点，即：1家单位产生的危险废物，作为同一集团公司、

同一园区或同一县（市、区）内另外 1家单位环境治理或工业原

料生产的替代原料进行使用，其利用过程不按照危险废物管理。

试点期间，危险废物贮存、转移和利用过程要符合生态环境保护

和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确保环境风险可控。

分级负责、属地管理。按照省级统筹、市县落实原则，省生

态环境厅负责制定试点工作方案，省辖市（济源示范区、郑州航

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生态环境局负责审核确定试点单位，企业

所在地县（市、区）生态环境分局负责试点单位的日常监管。

三、试点要求

（一）申请条件

申请“点对点”试点的企业应当是危险废物产生单位和利用单

位结对进行，具备以下条件：

1. 产生和利用单位具有独立的企事业法人资格，双方达成明

确合作协议；



2. 产生单位的危险废物成分含量满足利用单位接收标准要求；

3. 利用单位具有与所利用的危险废物类别相适应的利用技术

和工艺，能够充分利用所接受的危险废物，达到资源化和减量化

要求；

4. 产生和利用单位具有生态环境部门批复的环境影响评价报

告书/报告表并通过验收；

5. 利用单位危险废物“点对点”利用项目应通过环境影响评价

和验收；

6. 利用单位利用过程不增加或通过一定的污染控制措施不增

加相应污染物排放，污染物排放达标，利用危险废物所生产的产

品中有害成分含量不高于利用被替代原料生产的产品中的有害成

分含量；

7. 利用单位有 1名以上环境工程专业或者相关专业中级以上

职称，熟悉危险废物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并有 3年以上固

体废物污染治理经历的技术人员；

8. 利用单位有符合相关要求的包装工具，中转和临时存放设

施、设备以及符合标准的贮存设施、设备；

9. 利用单位有符合相关规定的运输工具，或与具有相关危险

货物运输资质的单位签订的运输协议、合同，有固定的运输路线

及运输风险应急处置方案；

10. 利用单位有保证危险废物利用过程环境安全的规章制度，

有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及其备案意见，并具备相应的事故应急

救援措施和机制。



11. 产生和利用单位近三年未发生环境违法行为和环境污染

事故且企业信用良好。

（二）试点期限

“点对点”试点项目有效期为 3年。

（三）环境监管要求

“点对点”试点仅针对危险废物利用环节实行豁免管理，贮存、

转移、运输等过程要严格落实危险废物管理制度。强化危险废物

产生单位和利用单位污染防治主体责任，建立健全危险废物贮存、

转移、运输、利用全过程追溯管理机制。省辖市（济源示范区、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生态环境局每年要对“点对点”试点

企业开展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评估，试点期间利用单位参照危险

废物经营单位进行管理和评估。

四、试点申请程序

（一）企业申请。符合条件的危险废物产生单位和利用单位

共同准备相关佐证材料（材料清单见附件 1），向省辖市（济源示

范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生态环境局提交“点对点”试

点申请。若同一集团子公司位于不同省辖市（济源示范区、郑州

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向利用单位所在地省辖市（济源示范区、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生态环境局提出申请。

（二）市级审核。省辖市（济源示范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

合实验区）生态环境局收到企业“点对点”试点申请资料后，应按

照本方案有关要求，组织专家进行技术论证和现场核查，其中，

邀请专家应不少于 3名，且至少有 1名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方



面专家、1名利用单位行业专家和 1名安全生产方面专家。根据专

家审核意见及环境风险防控情况做出是否同意开展“点对点”试点

的决定并向社会公示不少于 10个工作日，公示期满无异议，可批

准同意并上报省生态环境厅。

（三）试点运行。“点对点”试点企业收到省辖市（济源示范

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生态环境局的同意批复后，可

展开试点工作。试点期间，出现不能正常生产经营、危险废物经

营管理不规范、规范化管理评估不合格、污染防治主体责任不到

位以及发生环境违法行为、环境污染事故或安全事故等情况之一，

由省辖市（济源示范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生态环境

局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试点工作，取消试点资格。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地要加强工作统筹和部署，建立健

全“点对点”试点工作机制，明确相关工作职责部门和责任人，积

极推进试点工作。强化服务意识，进一步细化和明确“点对点”试

点的申报条件、申报流程等事项，加强对申报单位的指导帮扶。

（二）强化日常监管。属地生态环境部门要加强日常监管，

督促“点对点”试点企业严格落实法律法规相关要求。严格监督执

法，对试点当中弄虚作假、未落实试点工作要求以及违反生态环

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依法依规严肃查处。

（三）落实主体责任。“点对点”试点企业要严格落实生态环

境保护和污染防治主体责任，依法向社会公布运营情况、环境保

护制度和污染防治措施落实情况等信息。及时在全国固体废物信



息管理平台注册账号，建立健全危险废物信息化监管体系，严格

落实《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

“点对点”试点的利用企业，每年 12月底前，应向省辖市（济

源示范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生态环境局报送年度“点

对点”试点工作总结，内容包括危险废物转移、接收和利用等情况

以及下一步工作计划。

每年 1月底前，省辖市（济源示范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

实验区）生态环境局应向省生态环境厅报送上一年度“点对点”试

点工作总结。

（四）提升应急能力。开展“点对点”试点企业应按相关要求

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向所在地县（市、区）生态环境

分局备案。要建立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工作体系，成立应急处

置管理队伍，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配齐配强人员力量，明确

应急响应职责。要按规定储存充足的环境应急物资，定期开展环

境应急演练，提升环境应急响应能力。

附件：1. 危险废物“点对点”定向利用许可证豁免管理试

点申报材料清单

2. 河南省危险废物“点对点”定向利用许可证豁免

管理试点申请表

3. 危险废物“点对点”定向利用许可证豁免管理试

点方案编制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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