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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标准修订背景

1.1 任务来源

2017年 4月 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禁

止洋垃圾入境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指出，要以维护国家生态环境安

全和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为核心，完善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分行业分种类制定禁止固体

废物进口的时间表，分批分类调整进口管理目录，综合运用法律、经济、行政手段，大幅

减少进口种类和数量。

为落实《关于禁止洋垃圾入境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要求，2017

年 5月 3日，环境保护部土壤环境管理司委托中国环科院固体废物研究所（现为中国环科

院土壤与固体废物研究所，简称土固所）对《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环境保护控制标

准》（GB 16487.1~GB 16487.13-2005，以下简称环控标准）进行修订。

1.2 工作过程

（1）2017年 5月，成立标准编制组。

（2）2017年 5-6 月，标准编制组查询了国内外相关标准规范和管理制度要求，确定

了标准修订的基本思路、目标和方向，并赴相关管理部门、行业协会和有关企业进行了调

研、分析，获得了较为丰富的相关资料。

（3）2017年 7月，标准编制组在前期收集文献、资料、企业实地调研资料的基础上，

汇总分析、集中讨论，形成了环控标准修订稿初稿及编制说明。

（4）2017年 7月 27日，环境保护部土壤环境管理司、科技标准司组织召开环控标准

修订开题论证会和标准征求意见稿技术审查会，与会专家同意标准修订技术路线、框架结

构和技术内容。一致通过标准修订的征求意见稿的技术审查。根据会议意见和建议，编制

组修改完善了标准文本和编制说明的征求意见稿。

2. 标准修订的必要性

现行环控标准是 2005年修订实施的，期间我国社会经济状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环境

保护的形势也发生了较大变化，环境污染的严峻形势以及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迫切要求改

善和提升环境质量。现行环控标准已不适应当前环境管理形势，有必要全面修订使其更简

明、实用、严格、高效。

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禁止洋垃圾入境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实施方

案的通知》（国办发〔2017〕70号） “提高固体废物进口门槛。进一步加严标准，修订《进

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环境保护控制标准》，加严夹带物控制指标”要求。

3. 国内外相关标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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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国外相关情况

（1）美国

美国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下简称 OECD）成员国，并与加拿大、墨西哥、马来

西亚、哥斯达黎加以及菲律宾等国签订了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双边协议，因此美国废物进出

口必须遵守 OECD颁布的危险废物越境转移的相关决议，以及双边协议。对于同时适用于

双边协议和 OECD决议的情形（加拿大、墨西哥属于 OECD成员国），优先适用于双边协

议。

在符合 OECD决议和双边协议的基础上，美国废物进出口还须遵守所有适用的国内法

律法规（联邦和/或者各州），包括收录在《美国联邦法规》（CFR）中的《资源保护与回收

法》（RCRA）相关条款。虽然美国不是《巴塞尔公约》缔约国，但由于开展危险废物出口

的相关工作较早，目前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危险废物进出口监督管理体系。

美国 1976年颁布了《资源保护和回收法》（RCRA），该法于 1986年作了修订，是美

国固体废物管理的基础性法律。RCRA建立了固体废物的管理体系，其中对固体废物越境

转移也进行了规定，危险废物的进出口要遵守 RCRA中规定的条款。

在再生资源的分类标准方面，以废纸标准为例，该标准对废纸进行了详细的分类，共

分为 51类，并规定每种废纸中夹杂物的允许含量以及不合格废纸最大含量。部分废纸的要

求见表 1。

表 1 美国废纸标准（注：仅为废纸种类的一部分）

废纸种类 控制要求

PS-1 废杂纸
由不同质量的废纸混合组成，不受包装方式或纤维组成的限制。杂物不得超

过 2%。不合格废纸总量不得超过 10%。

PS-3 高级废杂纸

由经过拣选的不同质量的废杂纸混合组成，打包供货。此类废纸（涂布或未

经涂布）的磨木浆含量不得超过 10%。杂物不得超过 0.5%，不合格废纸总

量不得超过 3%。

PS-4 制盒纸板边脚料
在制造折叠纸盒，装配纸箱和其他同一类型的纸板制品过程中的新边脚料，

打包供货。杂物不得超过 0.5%。不合格废纸总量不得超过 2%。

PS-5 工厂包装纸
用于卷筒纸，纸捆，平板纸的外包装的废纸，打包供货。杂物不得超过 0.5%。

不合格废纸总量不的超过 3%。

PS-6 旧报纸
废旧报纸，打包供货，其他纸张含量不多于 5%。杂物不得超过 0.5%。不合

格废纸总量不得超过 2%。

PS-7 特种旧报纸

经过拣选且不受潮的废旧报纸，打包供货。此类旧报纸既没有受太阳光的暴

晒，而且也没有其他杂废纸混杂在其中。其凹印和彩印部分不超过正常数量。

不允许混有杂物。不合格废纸总量不得超过 0.25%。

PS-8 特级旧报纸(供脱墨

用)

经过挑选且不受潮的废报纸，打包供货。此类旧报纸既没有受到太阳光的暴

晒，又无杂志、空白纸张、印刷厂过期报刊、其他杂废纸，其凹印和彩色部

分不超过正常数量。不得用其他纸张包装。不允许混有杂物。不合格废纸总

重量不得超过 0.25%。

PS-9 发行量过剩的报纸
报刊发行量过剩部分，打包供应或扎成捆状供应。凹印和彩色部分不超过正

常数量。不允许有杂物和不合格废纸混入。

PS-10 旧杂志
干、涂布的旧杂志、目录及同类印刷品。打包供货。允许含有少量未经涂布

的报纸。杂物不得超过 1%。不合格废纸总重量不得超过 3%。

PS-11 旧瓦楞纸箱
旧瓦楞纸箱，其面层为仿箱板纸浆、麻浆或牛皮梢浆；打包供货。杂物不得

超过 1%。不合格废纸总重量不得超过 5%。

PS-12 经双重挑选的

旧瓦楞纸箱

经双重挑选的旧瓦楞纸箱，货源自超级市场、二级商业机构；其面层为仿箱

板纸浆、麻浆或牛皮木浆、特别拣选，不含碎片、外国制瓦楞纸、胶或蜡；

打包供货。杂物不得超过 0.5%。不合格废纸总重量不得超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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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欧盟

对于《巴塞尔公约》所管的危险废物和两类特别废物，由各成员国废物进出口主管部

门根据《巴塞尔公约》统一实施废物转移事先通告制度和许可核准制度。对于非危险废物

的越境转移，分为成员国之间、欧盟与区域外国家之间两种情形进行管理。

废物的分类标准，以废纸标准为例，其中明确规定了不同等级的废纸以及不应含有的

物质，该标准将可回收的废纸分为五大类 57种。标准还提出废纸中禁止含有金属、塑料、

玻璃、针织品、木制品、沙及建筑材料、合成材料、合成纸等可能对生产过程和机械设备

造成损害的异物。此外，对湿度也进行了规定，要求废纸和纸板中的湿度不应超过大自然

的标准，在干燥的空气中，如果湿度高于 10%，那么此额外的 10%的重量将被扣除掉。具

体指标见表 2。

表 2 欧洲废纸标准（注：仅为废纸种类的一部分）

废纸种类 编号 要求

1组 普通品种

1.01 混合未分选的纸和纸板，不含禁止物和废弃物的各种级别的纸和纸

板，无短纤维的限制。

1.02 混合分选过的纸和纸板。报纸和杂志含量不超过 40%的各种纸盒纸板

的混合。

1.03 灰色纸板。印刷过或未印刷过的，有和无白色衬里的灰色或混合纸板，

无瓦楞材料。

2组 中级品种

2.01 报纸。最多包含 5%彩页或广告插页的报纸。

2.02 未售出的报纸。未售出的日报，不含附加的修饰材料，彩色插页。

2.02.01 未售出的报纸，限制曲线印刷图出现。未售出的日报，没有额外的插

页或作解释的彩页存在，线绳允许。不允许曲线印刷图出现。

2.03 浅色印刷的白色切边。主要为机械浆层的纸。

2.03.01 浅色印刷的白色切边。主要为机械浆层的纸，无胶水。

3组 高级品种

3.01 混合浅色的印刷纸削片。混合的稍有颜色的印刷纸削片，至少包含

50%的胶印纸。

3.02 混合浅色胶印切边。混合的浅色印刷纸和书写纸削片，至少含 90%的

胶印纸。

3.03 活页纸。白色的带有胶水的浅色胶印纸削片，不含彩页，最多包含 10%
的机械浆纸层。

4组 牛皮纸品种

4.01 新的瓦楞纸切边。瓦楞纸切边，有牛皮纸衬层。

4.01.01 未用过的牛皮瓦楞纸。未用过的纸箱，瓦楞纸切边只有牛皮衬里，凹

槽由化学浆或热化学浆做成。

4.01.02 未用过的瓦楞纸材料。未用过的纸箱，瓦楞纸板切边，有牛皮纸衬层。

4.02 用过的牛皮瓦楞纸Ⅰ。用过的瓦楞纸纸箱，只有牛皮纸衬里，凹槽由

化学浆或热化学浆做成。

4.03 用过的牛皮瓦楞纸Ⅱ。用过的瓦楞纸纸箱，有牛皮纸衬里，至少有一

面是牛皮纸衬里。

5组 特殊品种

5.01 混合的回收有用的纸和纸板。未分选的纸和纸板，根据来源分类。

5.02 混合包装。各种质量的、用过的包装纸和纸板的混合物，不含报纸和

杂志。

5.03
液体包装板。用过的液体包装板，包括带 PE 涂层的（有或无铝质材

料），至少包含 50%的纤维，其他的为铝层或涂层。

（3）日本

作为《巴塞尔公约》缔约国，日本危险废物进出口严格遵循《巴塞尔公约》的相关规

定；作为 OECD 成员国，日本遵守 OECD发布的关于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的相关决议。

日本废物进出口管理的主要法律依据有两部，《废弃物管理和公共清洁法》（以下简称《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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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管理法》）和《特殊废物和其他废物进出口的控制法》（又称《巴塞尔法》）。《废物管理法》

只针对所谓的“没有价值”的固体废物，所有有价值的固体废物都被称为“循环资源”，而《巴

塞尔法》负责管制“有循环资源价值但却具有危险特性的废物”的进出口。“循环资源”进出

口不受管控，在固体废物进出口管理体系中没有与我国类似的环控标准等要求。

（4）巴西

巴西于 1992年正式成为《巴塞尔公约》缔约国。因此，巴西危险废物越境转移管理需

遵循《巴塞尔公约》的相关要求。但是，巴西固体废物进出口管控范围仅限于《巴塞尔公

约》第 1（1）a条规定的危险废物和第 1（1）b条所述的废物，例如列于附件 10-C的废旧

轮胎（第 235号环境委员会 CONAMA决议）、用于最终处置或者焚烧的废物（第 8号国家

环境委员会 CONAMA 决议，1991年 9 月 19日）和用过的消费品（巴西工业和外贸发展

部第 235号法令禁止进口，2006年 12月 7日）。除此之外的其他废物的越境转移，未提出

其他的特殊管理要求。在固体废物进出口管理体系中也没有与我国类似的环控标准等要求。

3.2 我国环控标准的情况

3.2.1 内容和特点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二十五条“进口的固体废

物必须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控制标准，并经质量监督检验检疫部门检验合格”，防止境外不能

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进口，我国 1996年制定并颁布了环控标准，并于 2005年进行了修订。

自环控标准颁布实施以来，在进口废物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现行环控标准共有 13项（GB 16487.1~GB 16487.13-2005），包括废钢铁、冶炼渣、废

有色金属、废五金电器、废电线电缆、废电机、废船、废汽车压件、废纸、废塑料、木废

料、废纤维、骨废料，各标准控制的重点是夹杂物和放射性污染。

（1）夹杂物控制

标准中的“夹杂物”有两类，一类是外部混入除进口废物以外的其他物质；另一类是进

口废物自身携带或组成的废物、残余物。标准中对危险废物的控制分为禁止混入与严格限

制混入两个层次。

①对外部混入的夹杂物有三方面的控制要求。

一是禁止混入的夹杂物。主要是放射性废物、危险废物、爆炸性武器弹药、其他需要

禁止的物质，此类废物不应存在于进口废物中，列为禁止混入。

二是严格限制的夹杂物。如石棉废物、废感光材料、密闭容器、难以避免混入的其他

危险废物等，这类废物在进口废物中存在的可能性较大，但由于其具有较大的危害性，根

据我国禁止进口危险废物的管理规定，对这类废物的限制要求很严，限值为 0.01%。

三是一般限制的夹杂物。这类废物是进口废物中难以避免夹杂的，主要是一般固体废

物，依据不同废物来源的特点确定了不同的限值要求，如 0.5%、1%、1.5%、2%等。

②废物自身组成或携带物的要求

主要从最大限度地增加进口废物利用率及环境保护角度考虑。如废有色金属中的粉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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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要求，限值为 0.1%；废汽车压件标准中指出进口废汽车压件应拆除或清除废汽车本身

的安全气囊、蓄电池、灭火器、密闭压力容器、轮胎、机油、制冷剂等，且这些组成部分

的总重量不应超过废汽车总重量的 0.01%；废船舶标准中要求废船舶中作为本身的隔热和

绝缘材料的石棉含量不应超过其轻吨的 0.08%等。

（2）放射性污染控制

现行环控标准中放射性污染的控制有三方面：一是进口废物中禁止混入放射性废物；

二是进口废物表面的α、β放射性污染水平要求，为表面任何部分的 300cm2的最大检测水平

的平均值α不超过 0.04Bq/cm2，β不超过 0.4Bq/cm2；三是进口废物中对放射性核素比活度

做了规定。

3.2.2 存在的主要问题

通过口岸检验和鉴别实践，现行环控标准仍表现出一些不足，主要如下：

①放射性污染控制中缺乏外照射贯穿辐射值（γ）的要求，不利于口岸的快速通关和检

验。目前，口岸对进口废物的放射性检验主要是进行外照射贯穿辐射值的检验，都配备固

定式和便携式的放射性检测仪器设备，在质检总局制定的进口废物检验规程中外照射贯穿

辐射值的检验是重要检验项目之一。而现行环控标准中没有这一项控制要求，环控标准和

检验标准要求不配套。

②现行环控标准对危险废物的控制要求条款多而分散，指标层级有完全禁止混杂和严

格限制混杂，废物类别有非常具体的种类、也有很笼统表述的大类，造成实际应用中不好

理解、难以把握。在控制严控危险废物进口前提下，有必要整合相关内容。

③一般夹杂物的控制要求仍偏松，口岸查处大量不合格进口废物事实表明，环控标准的夹

杂物要求，并没有引起供货商、进口者、国内利用厂家的足够重视，进口废物夹杂物超标现象

还比较多。而且一般夹杂物的控制比例相对宽松，造成进口的夹杂物过多，处理不当，容易污

染环境。因此，有必要进一步严格控制夹杂物比例，有效阻止低品质废物进境。

4. 标准修订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4.1 基本原则

（1）禁止进口放射性废物的原则

进口废物的放射性污染控制是前两次制修订标准中的重点控制内容，是口岸重点检验

内容，此次标准修订保留 2005年标准中的放射性控制要求，并采纳了 1996年进口废塑料

标准的做法，增加一项外照射贯穿辐射值（γ）的要求。

（2）严格控制夹杂物进口的原则

将夹杂物分为严格禁止、严厉控制、严格限制三个层级来设定环境保护控制指标。

一类夹杂物是在正常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中不应该有或不应该带入的，如果含有很

可能就直接构成对环境和人体健康的危害，如放射性废物、武器炮弹等，由于危险性很大，

影响也很大，在标准中明确规定禁止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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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类夹杂物是指在正常情况下，在进口废物中有存在的可能性，但由于其危害性

较大，根据我国一贯重视危险废物的管理要求，对这类夹杂废物的限制要求非常严厉，如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列出的废物种类，指标定为 0.01%。

再有一类夹杂物是在进口废物的产生、收集、包装和运输过程中难以避免混入的一般

废物，这类夹杂物会或多或少存在，可通过严格的夹杂物比例予以控制，指标定为 0.3%。

（3）废物自身品质适当进行控制原则

除重点对夹杂物进行控制外，也有必要对废物自身品质加以考虑。例如：有的标准中

对废物的感官要求进行了规定，如废纸标准中严格限制混入被焚烧或部分焚烧的废纸以及

被灭火剂污染的废纸；结合在现场鉴别工作中遇到的实际情况，如污染严重的混合废纸、

混合废塑料在标准中均有所要求；废有色金属标准中，考虑了有价物质的利用效率，也是

基于废物的自身品质要求；通过现场鉴定实例，有必要对有色金属等废物的粉末物质的比

例进行控制，直接减少废物在装运、存放、操作过程的粉尘危害；还有废五金电器、废电

线电缆、废电机、废船舶、废汽车压件等也有废物自身品质的要求，各不相同。

4.2 修订方法

进行文献资料调研和对比分析，结合多年来完成的大量各类固体废物鉴别案例掌握的

情况、口岸固体废物检验检疫总结情况以及专家提出的合理意见和建议。

5. 标准修订主要技术内容

5.1 各标准共同修订的内容

因骨废料已于 2009年禁止进口、废纤维将于 2017年底禁止进口，此次标准修订，拟

取消《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环境保护控制标准--骨废料》（GB 16487.1--2005）和《进

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环境保护控制标准--废纤维》（GB 16487.5--2005）。

其余 11个标准共同修订的内容包括：

（1）前言。根据现行制修订标准要求和此次修订标准新情况做了修改。

（2）范围。以目前允许进口固体废物目录为依据，调整适用范围和废物名称，尽量与

允许进口废物目录一致。

（3）规范性引用文件。做了较大的替换修改，一是危险废物鉴别用 GB 5085.1~GB

5085.6六个鉴别标准替换原来的 GB 5085，主要是因为《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GB

5085.7）中包含了鉴别程序、混合判定规则、危险废物处理后判定规则等内容，不适合在

本修订标准中引用；二是用《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废物放射性污染检验规程》（SN/T 0570）

替换原 SN 0570检验规程；三是用 SN/T 1791新的系列标准替换原标准中的 SN系列标准。

（4）将关于危险废物的相关要求进行整合。一是在修订标准中不再单独列出已在《国

家危险废物名录》明确的石棉废物、废感光材料、含多氯联苯废物等危险废物；二是将现

行标准中禁止混有的“根据 GB 5085鉴别为危险废物的物质”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

其他废物”一并调入 0.01%严格限制夹杂物指标中；三是删除现行环控标准中严格限制的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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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物条款 “可以充分说明在进口废物的产生、收集、包装和运输过程中难以避免混入的其

他危险废物”。

（5）将标准中对废物放射性的要求进行整合，同时增加进口废物外照射贯穿辐射值（γ）

的要求。

关于放射性污染控制要求中增加进口废物外照射贯穿辐射值（γ）的要求，主要理由为：

环控标准颁布以来，各口岸都非常重视放射性的检验，首先采用外照射贯穿辐射值（γ）进

行检验；在 2007 年质检总局颁布实施的《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废物放射性污染检验规程》

（SN/T 0570-2007）中，对各类进口废物明确采用“以进口口岸正常天然辐射本底值

+0.25µGy•h-1为外照射贯穿辐射剂量率的进口管理指标”；早在 1996 年进口废塑料环控标

准明确采用“外照射贯穿辐射值（γ）不超过当地天然本低 3倍”要求；但 2016年以来，口

岸发现了几批已通关的货物，仍存在放射性超标问题，也得益于首先进行的外照射贯穿辐

射值（γ）的初步检验超标结果。因此，本标准中增加“外照射贯穿辐射值（γ）不超过进口

口岸所在地正常天然辐射本底值+0.25µGy•h-1”的要求。

（6）将各标准中一般夹杂物的控制指标加严，调低为 0.3%。

（7）根据控制要求的修订内容，对检验条款进行相应调整。

5.2 各标准控制要求中修订的不同重点内容

（1）《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环境保护控制标准--冶炼渣》（GB 16487.2--2005）

①单独增加 4.3条：禁止进口含钒矿渣、矿灰及残渣，包括含钒废催化剂。

②在 4.5条一般夹杂物控制要求中增加废催化剂。

（2）《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环境保护控制标准 --木、木制品废料》（GB

16487.3--2005）

①增加一般夹杂物控制条款中粉状物的列举。

（ 3）《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环境保护控制标准 --废纸或纸板》（GB

16487.4--2005）

①增加 4.3条：禁止进口未分选的混合废纸。

②增加一般限制夹杂物种类的列举，如铝塑纸复合包装，热敏纸，沥青防潮纸，不干

胶纸，浸油纸，混合废纸。

（4）《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环境保护控制标准--废钢铁》（GB 16487.6--2005）

①增加一般限制夹杂物种类的列举--粉状物。

②删除原标准中“4.6曾经盛装液态或半固态危险化学物质的容器、管道及其废碎片，

应清洗干净方可进口；进口单位应向检验机构申报容器、管道曾盛装或输送过危险化学物

质的主要成分”。

（ 5）《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环境保护控制标准 --废有色金属》（GB

16487.7--2005）

①明确废有色金属中夹杂粉状废物的粒径大小，将不超过 2mm 的粉状物作为控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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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②增加粉状物的列举种类，如尘泥、污泥、结晶盐、剥离的金属氧化物等。

③删除原标准中“4.6曾经盛装液态或半固态危险化学物质的容器、管道及其废碎片，

应清洗干净方可进口；进口单位应向检验机构申报容器、管道曾盛装或输送过危险化学物

质的主要成分”。

（6）《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环境保护控制标准--废电机》（GB 16487.8--2005）

未有单独修订内容。

（7）《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环境保护控制标--废电线电缆》（GB 16487.9--2005）

未有单独修订内容。

（8）《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环境保护控制标--废五金电器》（GB 16487.10--2005）

①将原标准中“4.6 进口废五金电器可回收利用的材料应不低于废五金电器总重量的

80%，其中可利用金属的含量应不低于废五金电器总重量的 60%”修改为“进口废五金电器

中可回收利用金属的含量应不低于废五金电器总重量的 80%”。

（9）《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环境保护控制标--供拆卸的船舶及其他浮动结构体》

（GB 16487.11--2005）

①将规范性引用文件中《危险废物化学品名录》和《剧毒化学品目录》用 2015 年国家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等 10 个部门的《危险化学品目录》进行替代。

②修改 4.7条中W 废代表的含意，即船舶其他夹杂物（携带物）总重量。

（10）《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环境保护控制标--废塑料》（GB 16487.12--2005）

①在适用范围中，明确“不包括未经分拣分类的混合废塑料、未经压缩处理的废发泡塑

料、废光盘及其破碎料”。

②修改废塑料定义，修改后为在塑料生产及塑料制品加工过程中产生的热塑性下脚料、

边角料和残次品。

③删除原标准 4.5条“进口使用过的塑料容器硬破碎并清洗至无明显异味和污渍”。

④在一般夹杂物控制条款中，增加“热固性塑料、废光盘及其破碎料、其他含金属涂层

的塑料、未压缩处理的废发泡塑料、其他未经分拣分类的混合废塑料等”的列举。

（ 11）《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环境保护控制标 --废汽车压件》（GB

16487.13--2005）

①在严格控制夹杂物的 0.01%的指标中，增加沾染的油泥、油污的列举。

②增加“废汽车压件应清除废汽车本身构成的轮胎、座椅、靠垫等非金属材料，这些组

成部分的总重量不应超过废汽车总重量的 0.3%”。

6. 实施本标准的环境效益分析

此次修订标准，通过提高环境准入门槛，有效遏制洋垃圾进口，防止不可利用的废物

进入我国，有利于维护国家生态环境安全和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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