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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由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市标准化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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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塑料回收与再生利用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废塑料回收与再生利用管理的总体要求、回收环节、再生利用环节、污染控制与绿色

生产、管理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废塑料回收与塑料再生利用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485 评价企业合理用电技术导则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T 16288 塑料制品的标志

GB/T 32327 工业废水处理与回用技术评价导则

GB/T 36132 绿色工厂评价通则

GB/T 37821 废塑料再生利用技术规范

GB/T 39171 废塑料回收技术规范

GB/T 40006.1 塑料 再生塑料 第1部分：通则

GB/T 40248 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管理

HJ 364 废塑料污染控制技术规范

DB11/ 307 水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DB11/T 1322.2 安全生产等级评定技术规范 第2部分：安全生产通用要求

DB11/T 1765 工业废水回用工程运行管理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废塑料 waste plastics

被废弃的各种塑料制品及塑料材料。

注：废塑料包括在塑料原料及塑料制品生产加工过程中产生的下脚料、边角料和残次品等。

[来源：GB/T 39171-202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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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利用 recycling

从废塑料中获取或使其转化为可利用物质的活动，一般包括物理再生和化学再生。

[来源：HJ 364-2022,3.3]

分选 sorting

将目标塑料从混合杂料或混合废塑料中分离出来的生产行为。

[来源：GB/T 37821-2019,3.3]

预处理 pre-treatment

废塑料在再生利用和处置前的分选、破碎、清洗和干燥等处理工序或行为。

[来源：HJ 364-2022,3.2]

破碎 shredding

采用机械设备通过冲击、切割、撕裂等物理手段，把废塑料分割成一定尺寸碎料的生产行为。

[来源：GB/T 37821-2019,3.2]

破碎料 crushed plastics

利用机械设备通过冲击、切割、撕裂等物理手段分隔后，形成的一定尺寸的废塑料块或碎片、碎膜。

[来源：GB/T 37547-2019,3.2]

物理熔融 physical melting

将热塑性废塑料制品加热至融化成塑料流体的过程。

造粒 granulating

将废旧塑料经过熔融、挤出、切粒等过程加工成颗粒的生产行为。

[来源：GB/T 37821-2019,3.4]

再生综合利用率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rate of recycling

能够被再生利用或再生利用部分的质量之和与已回收的废塑料制品的质量之比。
A

A
B

4 总体要求

废塑料回收和再生利用企业不应设在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源保护区、基本农田保护

区和其他需要特别保护的区域内。

废塑料回收和再生利用应以循环经济和生态工业原则为指导，以保护环境为前提，实现资源充分

回收利用和能源最大化节约。

废塑料宜进行分类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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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塑料收集、运输、贮存及再生利用等全链条环节应采取有效污染控制措施，减少污染排放，避

免二次污染的产生。

5 回收环节要求

收集

5.1.1 废塑料回收应按照废塑料不同来源分别处置，加强塑料回收分类管理。不同种类塑料回收要求

如下：

a) 生活消费类废塑料应单独回收，包括塑料外卖餐盒、包装袋、饮料瓶等；

b) 生活垃圾中的废塑料应结合垃圾分类进行初步收集；

c) 工业生产、建筑行业各领域产生废塑料应分类回收；

d) 废农膜、农药肥料包装、废弃育苗盘和节水灌溉材料宜进行分类回收。

5.1.2 应根据不同塑料种类进行预处理，对收集废塑料进行分选、清洗等。

5.1.3 收集点布置密度和收集频率应以收集点不积压为原则，根据收集量和时间调整清运频次。

5.1.4 废塑料回收与再生利用企业宜与餐饮、外卖、物流平台企业合作，建立回收网点，进行分拣、

回收利用。

包装和运输

5.2.1 应在运输前对废塑料进行包装，保证废塑料运输过程中完好，防止造成污染。

5.2.2 包装物表面应有废塑料相关信息，应符合 GB/T 39171 要求。

5.2.3 运输中宜采用可循环包装，包装本身宜防水、防压，具备一定强度，避免塑料泄出。

5.2.4 运输车辆不应超高、超宽、超载。

5.2.5 运输车辆宜具备封闭的运输储物空间，防止运输过程中洒落或造成污染，宜采用有压缩装置的

箱式货车。

5.2.6 运输车辆应专车专用，定时清扫，定期消毒。

贮存

5.3.1 应专门设立干燥通风的废塑料储存仓库。

5.3.2 从废塑料到再生利用成品塑料过程中，废塑料宜根据不同种类、不同等级分开存放，增加标识。

5.3.3 储存场所应定期清洁、消毒，防止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

分选

5.4.1 塑料分选过程应避免造成大气、噪声等污染。

5.4.2 宜采用集成化分选设备。

5.4.3 不适合回收的废塑料应做无害化处理。

6 再生利用环节要求

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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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为减小体积可进行破碎处理，应使用节能高效物理机械工艺进行破碎。

6.1.2 破碎方式分为干燥破碎和非干燥破碎。干燥破碎应进行粉尘收集，防止粉尘扩散；非干燥破碎

应设置废水收集装置，处理后循环使用，防止水资源浪费。

清洗与干燥

6.2.1 清洗过程宜采用节水清洗工艺，清洗水宜循环利用，减少废水产生。

6.2.2 废水宜进行集中处理。

6.2.3 清洗应使用绿色、无害、低残留的清洗剂。

6.2.4 清洗相关场地应做防水处理，防止污水下渗污染土壤。

6.2.5 干燥过程应使用低能耗、低污染设备。同时应采取措施降低干燥期间噪声。

6.2.6 干燥废气应达标排放，回收余热。

造粒

6.3.1 造粒过程宜结合废塑料再生利用需求选择造粒技术并调整参数。

6.3.2 造粒过程采用物理熔融造粒技术。

6.3.3 物理熔融过程中余热宜进行回收。

6.3.4 造粒环节产生的废气应达标排放。

工艺与质量控制

6.4.1 废塑料再生利用生产过程应采用先进技术、工艺和装备，提高自动化水平。

6.4.2 宜研发和使用生产效率高、工艺技术先进、能耗物耗低的加工生产系统。

6.4.3 生产过程应提供质量监控记录。

7 污染控制与绿色生产要求

废水

7.1.1 废塑料生产再生过程综合新鲜水消耗按照 GB/T 37821 要求执行。

7.1.2 废水应收集并进行处理，排放废水应符合 GB 8978、DB11/ 307 要求。

7.1.3 不得使用明令禁止或有毒有害的废水处理剂。

7.1.4 废塑料回收和再生利用过程中水消耗应符合 GB/T 32327、DB11/T 1765。

粉尘和废气

7.2.1 废塑料回收与再生利用全过程中产生粉尘的环节，应配备除尘及粉尘回收装置达标排放。

7.2.2 废塑料回收与再生利用全过程中产生的废气应被收集并处理，达标排放。

噪声

7.3.1 应通过减噪手段降低噪声，避免对周围居民造成不良影响

7.3.2 噪声排放应符合 GB 12348 的规定。

绿色生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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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1 废塑料回收和再生利用企业应遵循用地集约化、原料无害化、生产洁净化、废物资源化、能源

低碳化原则，形成绿色理念，宜按照 GB/T 36132 要求建设绿色工厂。

7.4.2 废塑料再生利用企业宜建立收集、运输、贮存及再生利用等全链条环节绿色生产管理制度。

7.4.3 废塑料处置、项目建设、清洁生产、监测等方面应按照 HJ 364 要求，逐步淘汰技术落后、能耗

高、资源综合利用率低和环境污染严重的工艺和设备。

7.4.4 企业应对产品再生综合利用率等指标进行监控与信息公开，宜建立登记簿，再生综合利用率按

照附录 A 规定计算。

7.4.5 厂区或企业合理用电的基本要求、评价原则和方法应按照 GB/T 3485。

8 管理要求

规范要求

8.1.1 废塑料回收与再生利用企业的污染控制和环境管理应符合 HJ 364 要求并建立管理制度。

8.1.2 废塑料回收与再生利用企业应进行规范化管理，包括不同种类塑料占比、回收率等基本数据采

集，质量控制，流通渠道获取等。

8.1.3 废塑料再生制品分类应按照 GB/T 16288 和 GB/T 40006.1 规定。

8.1.4 企业应按照购买方要求提供废塑料的来源、种类信息等证明材料。

安全要求

8.2.1 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应符合 DB11/T 1322.2 要求。

8.2.2 厂房建设应按照 GB/T 40248 的要求设置防风、防渗、防火等安全措施。

8.2.3 应配备充足的消防灭火设施和报警装置。

8.2.4 作业区宜配备视频监控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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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B

附 录 A

（规范性）

再生综合利用率的计算方法

再生综合利用率按公式（A.1）计算：

���� =
(�1+�2+⋯⋯��)�

� × 100%······················· (A.1)

式中：

Rcyc——再生综合利用率；

i——再生利用的废塑料类别总数,i=1……n；

mi——第n种再生利用或再生利用的废塑料质量，单位为千克（kg）;

m——回收的废塑料质量，单位为千克（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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