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北京市危险废物收集转运试点工作指南 

 

    为探索完善本市危险废物收集转运体系、提高中小微企业及

社会生活源危险废物收集转运效率，指导各区开展危险废物收集

转运试点工作，特制定《北京市危险废物收集转运试点工作指南》。 

一、试点危险废物类别 

（一）废活性炭（HW18,772-005-18；HW49,900-041-49） 

（二）机动车维修企业的危险废物（废防冻液 

HW06,900-404-06；废矿物油 HW08,900-214-08; 

废油漆渣 HW12,900-252-12;废油漆桶、废活性炭、

废吸附棉、废滤芯等 HW49,900-041-49；废汽车尾气

净化催化剂 HW50,900-049-50） 

（三）市级以上工业园区内的危险废物(不含废弃剧毒性化 

学品等不宜收集中转的危险废物以及医疗废物、废铅 

蓄电池) 

（四）医疗废物（HW01,不含化学性废物 831-004-01 和药物

性废物 831-005-01） 

二、试点单位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在本市注册、具有企业法人的单位 

（二）有 1名以上环境保护相关专业中级以上职称的专业技



术人员 

（三）有符合国家或者本市环境保护标准要求的贮存场所

（医疗废物除外）、设施设备、包装工具及配套的污染防治设施 

（四）有符合国家危险货物运输有关规定的交通工具；其中

申请医疗废物收集转运试点单位，自身应有本市交通运输管理部

门核发的危险货物运输资质，并拥有符合医疗废物运输有关规定

的车辆 

（五）有配套的危险废物环境管理规章制度、人员培训制度、

污染防治措施和环境应急救援措施 

三、试点时段 

试点工作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至2022年 12月31日结束。 

四、试点要求 

（一）集中转运点建设 

申请废活性炭、机动车维修企业的危险废物、工业园区内的

危险废物收集转运试点的试点单位应建设集中转运点。集中转运

点建设应满足国家《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相关要求，所

收集的危险废物贮存时间不超过一年。其中申请工业园区内危险

废物收集转运试点的，集中转运点应设在相应工业园区内。集中

转运点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并遵守国家有关建设项目环境保

护管理的规定。 

申请医疗废物收集转运试点单位应将收集后的医疗废物在

当日（24 小时内）直接送至医疗废物集中处置企业。试点单位



可根据实际需求建设应急暂存设施，并配备消毒清洗设施。因天

气、交通等因素导致医疗废物无法及时转运至集中处置单位的，

可临时转移至应急暂存设施暂存。医疗废物应盛装于周转箱内暂

存，暂存温度<5℃，暂存时间不超过 7天。 

（二）收集转运管理 

1．废活性炭、机动车维修企业的危险废物、工业园区内的

危险废物收集转运试点 

试点单位应将所收集到的危险废物通过集中转运点转移至

有相应资质的危险废物利用处置单位；跨省转移危险废物应办理

危险废物跨省转移审批手续。 

试点单位在收集和转运危险废物时均应执行危险废物转移

联单管理制度。 

试点单位在危险废物收集和转运时应遵守国家危险货物运

输的相关规定。 

2．医疗废物的收集转运试点 

试点单位应将收集后的医疗废物在当日（24 小时内）直接

送本市具有医疗废物处置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收集和转运医疗

废物时均应执行医疗废物转移联单。 

试点单位在医疗废物收集和转运时应遵守国家关于医疗废

物疾病防治、环境污染防治、运输安全等相关规定。 

上述各类试点单位应做好收集、贮存和转运台账统计，每月

报北京市固体废物和化学品管理中心、相关区生态环境局。 



（三）经营地区范围 

申请工业园区内危险废物收集转运试点单位，可收集所在工

业园区内危险废物，各区也可根据实际情况，将试点收集范围扩

展到本行政辖区内工业企业产生的危险废物。其余试点单位可以

在北京市行政区域内收集批准类别的危险废物。 

四、组织实施 

（一）试点单位申报 

试点单位应提交以下申请材料： 

1．环境保护相关专业中级以上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的说明

材料。 

2．符合国家或者本市关于危险废物环境保护标准的贮存场

所、设施设备、包装工具及配套的污染防治设施的说明材料。 

3．符合国家危险货物运输有关规定的交通运输工具说明材

料，无危险货物运输资质的试点单位提供与相应危险货物运输资

质的运输单位签订的运输协议（或合同）的复印件等相关说明材

料；申请医疗废物收集转运试点单位，应提供本市交通运输管理

部门核发的危险货物运输资质和符合医疗废物运输规定车辆的

证明材料。 

4．配套的危险废物环境管理规章制度、人员培训制度、污

染防治措施和环境事故应急救援措施的说明材料。 

5．与具有相应资质的危险废物利用处置单位签订的合作意

向协议。 



（二）核发危险废物收集许可证 

申请废活性炭、机动车维修企业的危险废物、工业园区内的

危险废物试点的单位，向集中转运点所在区生态环境部门提出申

请；申请医疗废物收集转运试点单位向单位注册地所在区生态环

境部门提出申请。 

试点单位可同时申请上述多种危险废物类别，但申请条件应

分别满足试点危险废物类别的相关要求。 

区生态环境部门应对申请试点单位申报的材料和相关污染

防治设施进行资料审查和现场核查，根据实际情况征询发展改革、

经济和信息化、规划和自然资源、应急管理、交通运输、卫生健

康等相关部门意见。根据申请试点单位运输能力及集中转运点贮

存周转能力和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等，核定其最大经营规模，根据

贮存设施设计文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工业园区内的产废类别

等核定危险废物经营类别，对符合条件的试点单位颁发危险废物

收集许可证。许可证中应载明核准的危险废物经营类别、经营方

式、经营规模及经营地区范围。 

五、监督管理 

取得危险废物收集许可证的试点单位向北京市固体废物和

化学品管理中心申请办理固体废物管理系统账号，市固体废物和

化学品管理中心要加强对试点单位的技术指导。 

各区生态环境部门要及时向社会公布参与试点企业信息，主

动公开试点单位危险废物收集许可证颁发情况，并报市生态环境



局备案。 

市、区生态环境部门要加强对试点单位的指导和监督检查，

督促试点单位落实各项环境管理制度，做好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

治工作。 

 



 － 7 －

危险废物收集许可证  
(正本) 

 

 
编号：D11XXXXXX 

（前六位数字为行政区域代码） 

 

 

 

 

 

发证机关：  

 

发证日期：年月日 

 

法人名称：  

法 定 代 表 人：  

住        所： 

经营设施地址： 

核准经营方式：收集、贮存#（收集医疗废物不写贮存） 

核准经营危险废物类别： 

核准经营规模： 

经营地区范围：（仅收集工业园区内危险废物单位填写） 

 

 

 

 

 

有效期限：自年月日至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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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废物收集许可证  
(副本 1) 

编        号：D11XXXXXX 
法人名称：  

法 定 代 表 人：  

住        所： 

经营设施地址： 

核准经营方式：收集、贮存#（收集医疗废物不写贮存） 

核准经营危险废物类别： 

核准经营规模： 

经营地区范围：（仅收集工业园区内危险废物单位填写）  

 

有效期限：自年月日至年月日 
 
 

说明 
1．危险废物许可证是经营单位取得危险废物经营资格的法律文

件。 
2．危险废物许可证的正本和副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正本和副本

1 由经营单位保存，副本 2 由发证机关存档。 
3．禁止伪造、变造、转让危险废物许可证。除发证机关外，任何

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扣留、收缴或者吊销。 
4．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变更法人名称、法定代表人和住所的，应当

自工商变更登记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向原发证机关申请办

理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变更手续。 
5．危险废物经营单位终止从事危险废物收集经营活动的，应当对

经营设施、场所采取污染防治措施，并对已贮存的危险废物作

出妥善处理，并在 20 个工作日内向发证机关申请注销。 
6．转移危险废物，必须按照有关规定填报《危险废物转移联单》。 
7．本许可证适用于在本市开展危险废物收集转运试点工作。 

 
 
 

 
发证机关：  

发证日期：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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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废物收集许可证  
(副本 2) 

编        号：D11XXXXXX 
法人名称：  

法 定 代 表 人：  

住        所： 

经营设施地址： 

核准经营方式：收集、贮存#（收集医疗废物不写贮存） 

核准经营危险废物类别： 

核准经营规模： 

经营地区范围：（仅收集工业园区内危险废物单位填写）  

 

有效期限：自年月日至年月日 
 
 

说明 
1．危险废物许可证是经营单位取得危险废物经营资格的法律文

件。 
2．危险废物许可证的正本和副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正本和副本

1 由经营单位保存，副本 2 由发证机关存档。 
3．禁止伪造、变造、转让危险废物许可证。除发证机关外，任何

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扣留、收缴或者吊销。 
4．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变更法人名称、法定代表人和住所的，应当

自工商变更登记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向原发证机关申请办

理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变更手续。 
5．危险废物经营单位终止从事危险废物收集经营活动的，应当对

经营设施、场所采取污染防治措施，并对已贮存的危险废物作

出妥善处理，并在 20 个工作日内向发证机关申请注销。 
6．转移危险废物，必须按照有关规定填报《危险废物转移联单》。 
7．本许可证适用于在本市开展危险废物收集转运试点工作。 

 
 
 

 
 
发证机关：  

发证日期：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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