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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东莞市工业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能力建设，破解本

市工业固体废物污染防治的难题，规划全市工业固体废物利

用处置出路，全面提升工业固体废物污染防治管理水平，保

障东莞市生态环境安全，根据《东莞市固体废物分类管理实

施方案》（东府办〔2019〕19 号）要求，制定本规划。 

第一章  工业固体废物污染防治现状 

1.1 产生和利用处置情况 

1.1.1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根据东莞市环境统计数据和广东省固体废物环境监管

信息平台数据，2016-2018 年东莞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申报

产生量呈逐年上升趋势。根据《东莞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

生量及成分分析调研报告（2019 年）》，2018 年东莞市一般

工业固体废物产生总量约 680.20 万吨，涉及 62 个行业 5 个

废物类别。其中产生量最大的 5 个行业为造纸和纸制品业，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文教、工美、

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及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以上 5 个行业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约占全市总量的 80.58%；主要产

生类别为其他废物、粉煤灰、炉渣、污泥和脱硫石膏 5 类，

前 5 类约占全市总量的 99.95%。 

从利用处置情况看，全市 2018 年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

生量 680.20 万吨，其中综合利用量 570.44 万吨，处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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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81 万吨，年底贮存量 23.21 万吨，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

合利用率181.86%，利用处置率2达 96.61%；产废企业自行利

用处置量 123.7 万吨，委外利用处置量 549.56 万吨（主要交

由新型墙材企业、预拌混凝土企业和建材企业进行资源化利

用），自行利用处置率仅 17.75%。从市内和市外利用处置情

况来看，本市利用处置 406.83 万吨，市外利用处置 266.42

万吨（主要为粉煤灰、炉渣、脱硫石膏等），市内利用处置

率约 58.38%。 

1.1.2 工业危险废物 

根据广东省固体废物管理信息平台数据，2016 年东莞

市工业危险废物申报产生量 18.57 万吨，2017 年 27.73 万吨，

2018 年增加至 33.42 万吨，呈现上升趋势。2018 年东莞市

工业危险废物申报产生单位 1.01 万家，涉及 62 个行业 26

个类别，其中申报产生量最大的 5 个行业为计算机、通信和

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金属制品

业，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及其他制造业，以上 5 个行业工

业危险废物的申报产生量占全市申报总量的 88.77%；主要

申报产生的废物类别为焚烧处置残渣（HW18）、表面处理

废物（HW17）、含铜废物（HW22）、其他废物（HW49）和

                                                 
1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本年度综合利用量÷（本年度产生量+上年底贮存量）

×100%，危险废物同。根据当前广东省统计口径，造纸污泥焚烧列为处置。 
2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利用处置率=利用处置量÷（本年度产生量+上年底贮存量）×100%，

危险废物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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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酸（HW34）等，前 5 个类别的申报产生量约占全市申报

总量的 89.20%。 

从利用处置情况看，全市 2018 年工业危险废物申报产

生量33.42万吨，其中由产生企业自行利用处置仅0.30万吨，

委外利用处置 36.80 万吨，年底库存量 4.17 万吨，工业危险

废物利用处置率 89.85%。2018 年市内转移 17.34 万吨，跨

市转出 19.48 万吨，跨省转移 1.38 万吨，危险废物外运处置

量约占总量的 54.61%。 

1.2 现有利用处置能力 

1.2.1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截至 2018 年底，东莞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利用处置

能力共计 1818.20 万吨/年，其中利用能力达 1694.33 万吨/

年，处置（造纸污泥焚烧）能力 72.77 万吨/年，城镇污水

处理污泥脱水能力 51.10 万吨/年，无其他类别废物处置能

力。可利用废物类别主要为废纸（1455.27 万吨/年）、粉煤

灰（143.58 万吨/年）、废塑料（34.38 万吨/年）、废玻璃（27.30

万吨/年）、脱硫石膏（16.25 万吨/年）、炉渣（9.20 万吨/

年）、粮食及食品加工废物（5.00 万吨/年）、城镇污水处理

（2.00 万吨/年）、覆铜板（1.05 万吨/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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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工业危险废物 

截至 2019 年底，东莞市处于正常运营状态的工业危险

废物经营单位共 8 家，处理处置能力总规模为 35.10 万吨/

年。其中处理处置方式中能力最大的类别为填埋，约占总能

力的 52.23%（东莞市焚烧飞灰固化稳定化填埋处置项目，

18.33 万吨/年）；其次为利用能力，合计 15.78 万吨/年，约

占 44.95%；剩余 0.99 万吨/年为焚烧能力（东莞中普环境科

技有限公司），占 5.90%，无害化（焚烧+填埋）处置能力占

总能力的 55.05%。具有工业危险废物利用能力的 6 家企业

分别为：东莞市恒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12.00 万吨/年）、

东莞市德睿工业废品处理有限公司（1.50 万吨/年）、东莞市

万容环保技术有限公司（1.05 万吨/年）、东莞市天图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1.00 万吨/年)、东莞市康泰环保技术服务有限公

司（0.15 万吨/年）和东莞市和利精细化工有限公司（780

吨/年）。 

从利用处置类别来看，全市核准经营类别共 15 类，其

中能力最大的 5 类分别为焚烧处置残渣（仅限生活垃圾焚烧

飞灰，18.33 万吨/年）、含铜废物（6.80 万吨/年）、表面处

理废物（3.51 万吨/年）、其他废物（2.52 万吨/年）、废酸（1.20

万吨/年），以上 5 类合计占全市总利用处置能力的 9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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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主要存在问题 

1.3.1 利用处置能力不均衡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低。根据《东莞市一般

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及成分分析调研报告（2019 年）》，2018

年东莞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约 680.20 万吨，综合利

用量约 570.44 万吨，综合利用率为 81.86%，低于全省平均

水平（83.82%），大量低值可回收物因利用价值较低和缺少

资源化利用措施未有效回收利用。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处理处置出路困难。目前东莞市一

般工业固体废物处理处置设施缺乏系统规划，综合利用能力

与需求不匹配，导致大量低价值可回收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进入处置环节；缺乏专门的焚烧设施，导致与生活垃圾性质

相近的废物混入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不可利用且不可焚

烧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缺乏填埋处置出路。 

危险废物处置能力结构不均衡。当前危险废物持证单

位经营负荷低（2018 年仅 31.88%），经营类别与全市有利

用处置需求的废物类别不匹配，无含铬废物（HW21）、含

锌废物（HW23）、废催化剂（HW50）、农药废物（HW04）

等类别的利用处置能力，结构不合理，无除生活垃圾焚烧飞

灰外的危险废物填埋能力。在建危险废物处理处置设施全部

投入运行后，危险废物焚烧能力基本满足需求，但仍存在大

量填埋和利用能力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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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回收体系不完善 

社会源危险废物收运体系不完善。东莞市目前在 7 个镇

（街）规划了废机油回收中转站，回收类别仅限废机油，废

铅蓄电池、废漆渣、废滤芯和实验室危险废物等未建立收运

体系，存在非法收购和转移风险。小微产废企业危险废物收

集难问题突出。 

生产性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建设不顺畅。东莞市再生

资源回收网络体系目前存在回收网点分布散乱、组织化程度

低、回收经营不规范、行业技术落后等问题，绿色回收网点

也并未全面铺开实施，且行业自发性特征明显，而受回收成

本高、价格低等因素影响，废玻璃、废纺织、废橡胶等低价

值品种回收率较低。 

1.3.3 监管体系不健全 

申报登记制度未全面落实。东莞市 2018 年固体废物申

报登记的企业数超过 1 万家，但仍有部分企业未在省固体废

物环境监管信息平台进行申报登记，存在少报、漏报等现象。

根据《东莞市危险废物摸底核查报告（2019 年）》，2018 年

全市汽修行业仅 1 千余家单位完成危险废物产生情况的申

报登记，少申报危险废物约 4.61 万吨。 

规范化管理力度不足。根据广东省生态环境厅 2018 年

底组织开展的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工作的抽查结果，共考核

东莞市危险废物产生单位 3 家，经营单位 3 家，抽查合格率



7 

仅分别为 66.67%和 80%，表明对产废单位的规范化管理力

度不足。 

固体废物管理技术手段不强。目前东莞市工业固体废物

管理处于信息化的初级阶段，对产废企业的监管能力相对薄

弱，还不能实现实时转运轨迹和视频监控等全过程管理需求；

同时，未建立数据质量抽查核查机制，工业固体废物错报、

漏报、虚报、瞒报现象仍较普遍，底数不清的问题将持续影

响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工作。 

管理力量薄弱，部门协作不畅。固体废物基层监管能力

薄弱，专业人员不足，导致固体废物监管不到位。工业固体

废物的产生、运输、利用、处置和污染查处涉及环保、交通、

工信、商务和公安等多个部门，当前多部门信息未充分共享

联动，监管职责不明确，实际管理工作中出现监管重叠或监

管空白。 

非法转移倾倒风险依然较高。2016 年以来，相继发生

非法倾倒油泥等多起固体废物非法转移、处置与倾倒事件，

工业固体废物非法转移倾倒等违法违规问题造成的环境风

险依然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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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和利用处置能力缺口预测 

2.1 产生量预测 

2.1.1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根据在《东莞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及成分分析调

研报告（2019 年）》基础上的预测分析，从产生情况来看，

到 2022 年，东莞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预计将达

586.20 万吨，其中产生量最大的类别依次为炉渣、城镇污水

处理污泥、造纸污泥、粉煤灰和废塑料；2025-2035 年，产

生量逐渐增加，到 2035 年将达 797.71 万吨。 

2.1.2 工业危险废物 

根据在《东莞市危险废物摸底核查报告（2019 年）》基

础上的预测分析，从产生情况来看，到 2022 年，东莞市工

业危险废物产生量预计将达 57.20 万吨，其中产生量最大的

类别依次为焚烧处置残渣（HW18）、其他废物（HW49）、

含铜废物（HW22）、表面处理废物（HW17）和废酸（HW34）；

2025-2035 年，产生量逐渐增加，到 2035年将达 82.39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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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利用处置能力缺口预测 

2.2.1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以 2020 年利用处置能力为基准计算，到 2022 年，全市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利用处置能力缺口3共计 322.74 万吨，其

中利用能力缺口 260.81 万吨（包括转移至外市进行利用的

废物），主要为炉渣、城镇污水处理污泥泥粉、废塑料和废

钢铁等；焚烧能力缺口 61.27 万吨，主要为混入生活垃圾的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填埋能力缺口 0.66 万吨，主要为其他

废物和其他污泥。到 2035 年，利用处置能力缺口增加至

475.46 万吨，其中利用能力缺口 276.06 万吨，焚烧能力缺

口 161.46 万吨，填埋能力缺口 0.97 万吨，城镇污水处理污

泥脱水能力缺口 36.97 万吨。 

2.2.2 工业危险废物 

以 2020 年利用处置能力为基准计算，到 2022 年，全市

工业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能力缺口共计 14.00 万吨，其中利用

能力缺口 9.58 万吨，有能力缺口的类别主要为其他废物

（HW49）、废酸（HW34）和含镍废物（HW46）；焚烧能力

缺口 118 吨，有能力缺口的类别主要为多氯（溴）联苯类废

物（HW10）和其他废物（HW49）；物化处理能力缺口 0.29

                                                 
3 利用处置能力缺口=利用处置能力-利用处置能力需求（由于多个在建固体废物利用

处置设施在 2020 年完成，因此利用处置能力以 2020 年的能力为基准，即 2022 年利用

处置能力缺口=2020 年利用处置能力-2022 年利用处置能力需求，2025 年、2035 年同

理。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能力缺口计算方法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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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有能力缺口的类别主要为废矿物油与含矿物油废物

（HW08）；填埋能力缺口 4.11 万吨，有能力缺口的类别主

要为焚烧处置残渣（HW18）和其他废物（HW49）。到 2035

年，利用处置能力缺口增加至 27.23 万吨，其中利用能力缺

口 19.76 万吨，焚烧能力缺口 137 吨，物化处理能力缺口 0.65

万吨，填埋能力缺口 6.81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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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总体要求 

3.1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

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持“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

原则，持续推进工业固体废物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最大

限度减少填埋量，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影响降至最低，最终

实现全市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最小、资源化利用充分、处置

安全的目标，为东莞市逐步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夯实基础。 

3.2 基本原则 

坚持问题导向。着力解决当前工业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

水平不高、收运体系不畅、处置能力不足、监管能力薄弱、

管理技术落后等突出问题，统筹解决本地实际问题与共性难

题，加快制度、机制和模式创新，推动实现重点突破与整体

创新，建设长效机制。 

坚持因地制宜。立足东莞市产业结构、区位特征和发展

阶段，识别工业固体废物在产生、收集、转移、利用、处置

等过程中的薄弱环节与切实需求，紧密结合本地实际，因地

制宜设定目标任务，提出针对性强、易于操作的任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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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发力，持续提升工业固体废物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

水平。 

坚持统筹协调。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工业发展绿色转

型总体框架下，将工业固体废物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目

标与循环经济、清洁生产、“无废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等其

他相关领域试点示范经验、成果相融合；统筹工业固体废物

的产生、收运、利用与处置管理需求，各部门按职责分工密

切配合，齐抓共管，补齐短板，发挥协同增效作用。 

坚持放管结合。坚持政府引导管理和市场主导相结合，

加强政府对绿色设计、绿色供应链建设和工业固体废物资源

化产业的引导和工业固体废物处理处置的事中事后监管，激

发市场主体活力和创新动力，提升工业体系绿色化水平和工

业固体废物综合管理水平与处理处置水平。 

3.3 规划范围和期限 

3.3.1 规划范围 

东莞市行政区域所辖范围，涵盖东莞市全部的陆域、水

域和近岸海域，包括 32 个镇街、1 个园区和 2 个新区，总计

陆地面积 2465 平方公里，海域面积 97 平方公里。 

3.3.2 规划期限 

规划期限为2019年至2035年，基准年为2018年。 

规划分近期、中期、远期三个阶段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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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2019-2022年 

中期：2023-2025年 

远期：2026-2035年 

3.4 规划目标与指标 

3.4.1 规划目标 

（1）总体目标 

通过全面落实工业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责任，积极开展工

业固体废物源头减量，持续提升工业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水

平，加快推进工业固体废物回收体系建设和处置能力建设，

不断提高工业固体废物管理系统化、科学化、法制化、精细

化、信息化水平，最终实现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最小、资源

化利用充分、处置安全的目标，切实保障东莞市生态环境安

全。 

（2）阶段目标 

到2022年，全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水平进一

步提升，基本建成覆盖全市范围的工业固体废物收运体系和

暂存能力，工业固体废物利用处置能力基本满足东莞市近期

需求，历史遗留固体废物贮存处置总量逐步减少，建立相对

完善的工业固体废物监管体系，初步实现工业固体废物的全

过程监管。 

到2025年，初步建立绿色制造体系，工业固体废物产生

强度明显下降，危险废物经营单位专业化和规模化运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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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提升；工业固体废物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形成完善的

“源头减量、过程严管、执法有力、后果严惩、风险可控”的

全过程管理体系。 

到远期，全面建立绿色制造体系，工业固体废物减量化

成效明显；工业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产业实现规模化、高值

化、集约化发展；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能力满足东莞市社会

经济发展中长期需求；形成较完善的东莞市工业固体废物污

染防治政策配套体系与管理体系，“无废城市”在工业领域取

得显著成效。 

3.4.2 规划指标 

结合国家及省、市相关工业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要求和上

层规划目标，确定全市工业固体废物污染防治主要目标如表

3-1所示。 

表 3-1 东莞市工业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规划目标指标体系 

序

号 
具体指标 

2018
年 

2022
年 

2025
年 

2035
年 

指标 
属性 

责任部门 

1 
工业固体废物 
产生强度 

（吨/万元） 
0.1774 0.170 0.159 0.150 

预期

性 
市生态环境局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 
工业危险废物利

用处置率（%） 
89.875 91 95 96 

约束

性 
市生态环境局 

3 
一般工业固体废

物综合利用率

（%） 
81.866 85 88 90 

约束

性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市生态环境局 
市商务局 

                                                 
4 注：数据来源：《东莞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及成分分析调研报告（2019 年）》、

广东省固体废物管理信息平台、2018 年东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5 注：数据来源：广东省固体废物管理信息平台。 
6 注：数据来源：《东莞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及成分分析调研报告（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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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具体指标 

2018
年 

2022
年 

2025
年 

2035
年 

指标 
属性 

责任部门 

4 
危险废物产生企

业规范化管理抽

查合格率（%） 
66.677 90 92 98 

约束

性 
市生态环境局 

5 
危险废物经营企

业规范化管理抽

查合格率（%） 
80.008 95 97 98 

约束

性 
市生态环境局 

                                                 
7 注：数据来源：《广东省实施固体废物污染防治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中期评

估报告》。 
8 注：数据来源：《广东省实施固体废物污染防治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中期评

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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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主要任务 

4.1 推进固体废物源头减量 

4.1.1 严格建设项目环境准入 

加强建设项目的环境准入管理，强化环境影响报告书（表）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章节编写，细化建设项目固体废物属性鉴

别、污染防治措施、贮存场所与利用处置去向的可行性及合

理性分析。禁止审批无法落实固体废物利用、处置途径的项

目，从严审批危险废物产生量大、全市区域范围内无配套利

用处置能力的项目。 

严格淘汰落后产能，依法关闭规模小、污染重、危险废

物不能合法处置的企业。对年产危险废物量 500 吨以上且当

年未落实处置去向，以及累计贮存 1000 吨以上的工业企业，

督促企业限期整改，未按要求完成整改的，依法依规予以处

理。 

4.1.2 提升工业企业清洁生产水平 

实施清洁生产审核。鼓励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企业积

极开展自愿性清洁生产审核，逐步降低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单

位产生量。产生危险废物的单位应当依法实施清洁生产审核，

提升工业清洁生产水平。 

鼓励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及危险废物产生企业积极开展

废物减量工作，深化生产过程分析，通过生产工艺改造、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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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升级、使用无毒无害原材料和将有利用价值的工业固体废

物降级梯度使用等方式，力争实现工业固体废物大幅减量。 

推进火电厂煤改气和沙角电厂关停退役任务，到 2025

年全面实现大宗工业固体废物减量化。 

4.1.3 推行工业绿色制造体系 

开发绿色产品。按照产品全生命周期绿色管理理念，到

2030 年，在家电、电子信息、纺织印染、造纸及纸制品、新

材料等行业鼓励企业开发 50 种国家绿色产品。 

创建绿色工厂。按照厂房集约化、生产洁净化、废物资

源化、能源低碳化的原则，结合行业特点，分类推动高标准

创建国家级绿色工厂。到 2025 年底前力争创建 15 家以上国

家级绿色工厂。 

建设绿色园区或省级循环化改造园区。选择东莞松山湖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堂造纸产业基地、麻涌新沙工业园

等一批基础条件好、代表性强的园区，开展绿色园区或省级

循环化改造园区创建示范。到 2030 年创建 1 家绿色园区或

省级循环化改造园区。 

构建绿色供应链体系。推动企业绿色供应链环境管理工

作，构建绿色供应链管理制度体系、绿色供应链管理指标评

价体系、绿色供应链管理服务支撑体系等三大体系。全面铺

开家具、制鞋、电子和机械等四大制造行业以及零售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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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工作，定期发布行业绿色供应链东莞指数。到 2030 年，

基本建成科学完善的绿色供应链环境管理体系。 

发展绿色物流。推广绿色包装，开发和引进快递废弃物

分类装置，探索智能物流园区，实现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

化和可循环，推动物流行业绿色、共享、智能、高效发展。 

4.1.4 推动产业结构优化调整 

加快经济转型升级，大力推行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新兴

产业与先进制造业，提升工业绿色发展水平。制定东莞市固

体废物综合利用发展政策和发展规划，推动行业结构调整和

优化升级，逐步淘汰固体废物产生量大、利用价值低的低端

落后产能，引导符合东莞市本地需求的工业固体废物资源化

利用产业健康发展。推动农业、生活领域可资源化固体废物

在工业资源综合利用产业的应用，构建多领域循环经济产业

链。 

4.2 完善固体废物收贮运体系 

4.2.1 强化分类收集和贮存管理 

制订发布《东莞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规范贮存、处理处

置指引》，指引企业对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进行分类收集与贮

存，合理规划处理处置去向。加强对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年产

生量 1000 吨以上企业和危险废物重点监控企业的规范化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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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管理，督促其按照要求建设贮存设施和场所，落实安全分

类存放措施。 

合理布局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回收暂存点，促进解决小微

企业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运输难、无处置出路问题。建立布局

合理、交售方便、收购有序的再生资源回收网络，促进工业

固体废物循环利用。 

全面摸底调查和整治工业固体废物堆存场所，加强环境

风险隐患治理，逐步减少历史遗留固体废物贮存处置总量。 

4.2.2 完善工业源危险废物收运系统 

按照“区域管控、就近收集、总量控制”的原则，加强本

市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能力需求分析和收集贮存点准入管理，

合理布局全市危险废物集中收集贮存点。鼓励有条件的单位

根据各片区9实际需求依法建设危险废物集中收集、贮存设施，

开展中小企业源危险废物的集中收集贮存工作。 

4.2.3 建立社会源危险废物收运系统 

加强生态环境部门与交通运输部门、行业协会的联动协

作，推动机动车维修行业各类危险废物规范化收集。在现有

已审批废机油回收中转站的基础上按照“严格准入、总量控制、

                                                 
9全市划为六大片区，包括城区片区（南城街道、莞城街道、东城街道、万江街道、高埗

镇、石碣镇）、松山湖片区（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茶山镇、寮步镇、大朗镇、

大岭山镇、石龙镇、石排镇）、滨海片区（长安镇、沙田镇、虎门镇、厚街镇）、水乡新

城片区（麻涌镇、中堂镇、望牛墩镇、洪梅镇、道滘镇）、东部产业园片区（常平镇、

谢岗镇、东坑镇、桥头镇、企石镇、横沥镇、黄江镇）和东南临深片区（塘厦镇、清溪

镇、凤岗镇、樟木头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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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近收集、区域管控”的原则，合理建设机动车维修行业危险

废物的收集转运点。 

加强生态环境部门与教育部门、科研机构的联动协作，

探索建立实验室危险废物集中统一收运模式。鼓励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及其他实验室危险废物产生单位，委托处置企业或

者其它专业机构开展产废单位内部危险废物的分类、包装、

贮存和转运等延伸服务，提高危险废物的规范化收集比例和

安全处置率。到 2025 年初步形成覆盖全市范围的社会源危

险废物收运体系。 

4.2.4 探索实施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 

以电器电子产品、汽车产品、铅酸蓄电池、动力蓄电池、

饮料纸基复合包装物为重点，加快落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

到 2025 年，基本建立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体系。鼓励危险

废物经营许可单位依托铅蓄电池销售网点、售后服务网点、

机动车维修网点等设立收集网点，收集工业生产和日常生活

中产生的废铅蓄电池。 

4.2.5 加强工业固体废物运输监管 

加强对危险废物运输过程的管理，加大对道路、水路，

特别是跨境路口、收费站点、道路卡口、船闸码头的巡查力

度，将危险废物运输车辆、船舶纳入日常检查内容，严控非

法转运。加强沿江沿河沿湖重点区域固体废物非法贮存、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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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和填埋点的排查和监管。到 2022 年，建成完善的工业固

体废物运输监管体系。 

4.3 深化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 

4.3.1 实行工业园区固体废物循环化改造 

大力推进造纸、印染企业和各类工业园区实行工业固体

废物循环化改造，推动新建园区循环化建设，打造一批工业

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示范项目和基地，通过以奖代补形式促进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和安全处置。 

4.3.2 推广固体废物先进综合利用技术 

在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大的企业和市政污水处理厂，推

广国家鼓励的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先进适用技术、循环经

济技术、工艺和设备、有毒有害原料（产品）替代品等，推

动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资源化利用。重点推进粉煤灰、炉渣、

脱硫石膏、化工废渣（不含危险废物）、煤泥、废催化剂、

废磁性材料、陶瓷工业废料、铸造废砂、玻璃纤维废丝、医

药行业废渣（不含危险废物）等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积

极推动本市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项目列为省级示范项目。 

4.3.3 拓展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利用渠道 

鼓励、引导产废企业、回收企业和用废企业进入固体废

物交易平台，对利用途径畅通且转移风险较小的废物类别，

鼓励依托再生资源回收体系拓展利用出路，依托市场解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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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工业固体废物利用能力缺口问题。建立健全一般工业固体

废物处理处置的标准化体系，重点解决一批飞灰、污泥等固

体废物综合利用产品出路难等问题。鼓励和引导废旧金属、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报废汽车等领域再生利用企业转型升级，

引进或培育再生资源回收龙头示范企业，促进行业集聚化、

规模化、规范化发展。到 2022 年，全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综合利用率达到 85%以上。 

4.3.4 提高危险废物资源化利用水平 

鼓励现有资源化利用设施提档升级，淘汰一批利用规模

小、工艺水平落后、污染物不能稳定达标的综合利用设施。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限制本市能力过剩或低水平重复建设的

新建和扩建危险废物综合利用项目，鼓励显著提升生产工艺

水平的危险废物综合利用改建项目和本市能力不足的危险

废物类别综合利用新建、扩建项目，提高危险废物资源化利

用水平，减轻危险废物末端处置压力。 

鼓励大力开展废活性炭、废酸、含镍废物、含铜废物等

类别危险废物的资源化利用，补齐利用能力缺口。在环境风

险可控前提下，探索开展废酸、废树脂粉等危险废物“点对点”

定向利用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豁免管理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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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保障固体废物无害化处置 

4.4.1 推进工业固体废物处理处置设施建设 

（1）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到 2020 年底前，完成玖龙纸业（东莞）有限公司 95t/h

工业锅炉技改项目，新增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焚烧能力 20.40

万吨/年。设施建成后，全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焚烧总能力达

25.88 万吨/年。 

完成市区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示范项目，新增城镇污水

处理污泥热水解+解热处置能力 7.30 万吨/年；完成市水务集

团塘厦厂污泥干化脱水项目建设，全市污泥干化脱水能力达

到 2910 吨/日。设施建成后，全市城镇污水处理污泥脱水总

能力达 106.22 万吨/年，全市基本无城镇污水处理污泥脱水

能力缺口。 

完成金田纸业集中固废焚烧炉建设项目，新增造纸污泥

等固废焚烧能力 14.30 万吨/年。设施建成后，全市合计造纸

污泥等固废焚烧能力 87.07 万吨/年，基本无能力缺口。 

到 2022 年底前，完成玖龙纸业（东莞）有限公司 1100t/d

工业固废焚烧炉建设项目，新增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焚烧能力

37.40 万吨/年，全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焚烧能力达 74.23 万

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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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建晖纸业（2021 年）、金洲纸业（2022 年）集中

固废焚烧炉建设项目，新增造纸污泥等固废焚烧能力 60.52

万吨/年，全市造纸污泥等固废无焚烧能力缺口。 

到 2023 年，完成东莞市污泥集中处理处置项目（一期）

建设，新增城镇污水处理污泥干化+焚烧+建材资源化利用能

力 2000 吨/日（含水率 60%），全市城镇污水处理污泥焚烧

能力达 73.00 万吨/年，城镇污水处理污泥基本无焚烧能力缺

口。 

到 2025 年，完成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填埋场建设，新增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填埋能力 1.0 万吨/年，全市一般工业固体

废物基本无填埋能力缺口。 

到中远期，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全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利用处置能力实际需求，推动东莞市污泥集中处理处置项目

（二期）和东莞市绿川鑫湾生态环境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一般

工业固体废物利用处置项目10建设，建成完善的一般工业固

体废物处理处置体系，保障全市无生活污水处理污泥和一般

工业固体废物处置能力缺口。 

（2）危险废物 

到 2020 年底前，完成虎门港立沙岛危险废物综合处置

项目、桥头伟基再生资源集中处理中心项目、广东兴尚环境

                                                 
10 注：东莞市长绿固体废物资源环保处理有限公司（东莞市危险废物持证单位）地处“三

旧”改造地段，规划迁建成立东莞市绿川鑫湾生态环境技术有限责任公司。项目选址待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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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有限公司废活性炭综合利用项目、海心沙资源综合利用

中心绿色工业服务项目（一、二期，2021 年建成）等危险废

物处理处置项目的建设，全市危险废物焚烧、物化处理和利

用能力分别达到 7.98万吨/年、7.40万吨/年和 43.35万吨/年。

除HW49和HW10等需由省内区域协同解决和国家统筹利用

处置的危险废物类别外，基本无焚烧能力缺口。 

启动危险废物安全填埋场选址工作（库容 68 万吨，使

用年限 10 年）；启动东南部卫生填埋场（二期）项目建设

工作（2021 年启动，库容 176 万立方米，可填埋生活垃圾焚

烧飞灰 14.60 万吨/年，使用年限约 11 年）。 

到 2025 年，完成海心沙资源综合利用中心绿色工业服

务（三期）项目建设，除 HW49（废铅蓄电池）、HW29、

HW23、HW31 等需由省内区域协同解决的危险废物类别外，

基本无利用能力缺口。 

到 2025 年，完成东南部卫生填埋场（二期）和危险废

物安全填埋场建设，分别新增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危险废物

安全填埋能力 14.60 万吨/年、6.8 万吨/年，全市基本无生活

垃圾焚烧飞灰、危险废物填埋能力缺口（具体见附件三）。 

到中远期，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全市危险废物利用处置

能力实际需求，规划建设东莞市绿川鑫湾生态环境技术有限

责任公司危险废物利用处置项目，完善全市危险废物利用处

置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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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鼓励企业自建固体废物处理处置设施 

鼓励大型造纸厂、印制线路板制造等企业自行建设和扩

建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设施。鼓励造纸、废弃资源综合利

用等有条件的企业开展社会化服务，协同处置其他需要处理

处置的废物，降低废物运输和周转风险。定期开展自建处理

处置设施专项整治工作，规范企业工业固体废物自行处置行

为。 

4.4.3 实施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行业整治提升行动 

实施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行业整治提升行动，支持龙头企

业通过兼并重组等方式做强做大。引导适合东莞市的工艺水

平先进、运行稳定可靠的危险废物处理处置设施建设，推进

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行业标准化、专业化和规模化发展。 

定期发布投资引导性公告，全面及时公开全市危险废物

利用处置单位的许可种类、规模等，引导产废单位自主选择

利用处置单位，建立竞争市场，消除价格垄断，通过竞争降

低处置成本。 

4.5 健全固体废物监管体系 

4.5.1 落实固体废物排放许可制度 

依法推动工业固体废物产生企业申领排污许可证，建立

环境管理台账，落实污染物排放控制措施和固体废物环境许

可管理要求，按规定开展自行监测，监测结果按要求进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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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或备案，并按要求在全国污染源监测信息管理与共享平台

进行数据联网信息公开。 

4.5.2 完善危险废物监管源清单制度 

利用省固体废物环境监管信息平台，结合第二次全国污

染源普查和环境统计工作，分别建立危险废物产生单位清单

和拥有危险废物自行利用处置设施的单位清单。将年产生危

险废物 10 吨以上（含 10 吨）的，产生危险特性为易燃性、

反应性危险废物的，产生或贮存含氰化物等剧毒性质危险废

物的相关单位，结合本市危险废物经营单位，纳入市生态环

境部门重点监管范围，并同步纳入广东省固体废物环境监管

信息平台和全国固体废物管理信息系统实施统一管理。结合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动态调整情况，完善涉铝灰渣等新纳

入管理的危险废物相关单位监管源清单。 

4.5.3 提升固体废物管理信息化水平 

以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数据为基准底数，督促产废单

位全面落实固体废物申报登记制度，并建立健全企业网上报

告数据质量抽查核查工作机制，持续摸查工业固体废物产生

底数。加强数据分析应用，强化对管理决策的支撑。 

根据监管需要，依托省固体废物环境监管信息平台，进

一步拓展本市固体废物管理系统，探索实现各类台账电子化，

将危险废物产生单位、运输单位和经营单位全面纳入平台，

对接运输电子运单和转移电子联单，实现转移运输轨迹实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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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监控。通过在重点单位的重点环节、关键节点推行应用

视频监控、电子标签等集成智能监控手段，形成全过程的信

息化、智能化、可视化管理。建立异常情况预警机制，实施

精准执法，切实提高工业固体废物的环境监管效率。 

运用物联网、大数据等先进信息技术，建立市场化的再

生资源回收交易平台与固体废物环境监管信息平台的信息

交换机制，逐步提升固体废物管理的信息化和智能化水平。 

4.5.4 完善固体废物管理规范化体系 

建立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危险废物产生单位和经营单位

规范化管理指标体系和定期考核制度，强化企业污染防治主

体责任，落实工业企业固体废物管理台账、分类管理、申报

登记、经营许可、管理计划、转移联单、应急预案等全过程

管理制度和标准规范。 

对危险废物重点产生企业和危险废物经营企业实行规

范化管理全覆盖培训，宣传贯彻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要求。

落实双随机抽查机制，按照企业自查、镇（区）核查、市级

抽查模式，有序推进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达标建设工作，加

强事中事后监管。加强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督查考核和环境

执法，建立环境违法“黑名单”，将考核和执法情况与企业环

保信用挂钩，强化联合惩戒。到 2022 年，全市危险废物产

生企业和经营企业规范化管理抽查合格率分别达到 90%和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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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5 加大环境监管执法力度 

以危险废物为重点，实行对固体废物环境违法行为的“零

容忍”，营造“有案必侦破、露头必狠打、违法必严惩”的执法

高压态势。加大对非法收运、转移、倾倒、填埋、处置固体

废物以及无经营许可证从事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利用、处

置等环境违法行为和固体废物申报登记虚报、瞒报、谎报、

漏报等行为的查处力度，涉嫌犯罪的，依据有关规定严肃惩

处，对固体废物环境违法犯罪活动形成强有力的震慑。 

强化部门联防联控，加强生态环境部门与工信、公安、

交通、商务、应急、城管等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的沟通协调，

建立部门信息共享和联动执法机制。建立督查巡查机制，督

促各镇街（园区）加强本辖区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的日常

巡查和隐患排查。加强环境污染案件危险废物认定、环境损

害评估等司法衔接，保障环境污染犯罪案件及时立案、依法

查处。鼓励将危险废物非法排放、倾倒、处置等列为有奖举

报内容，加强社会监督。 

4.5.6 提升固体废物风险防范能力 

构建危险废物风险管理体系，包括但不限于风险源识别、

风险评估、风险排查、风险管控、数据库管理等内容。依托

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建立区域危险废物环境应急处置网络，开

展应急风险防范基地建设，加强应急物资储备、应急监测设

备配置和应急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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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监管队伍能力建设，支持市固体废物管理中心的支

撑能力建设，增加固体废物管理专职人员配置，采取针对性

培训等措施，精准提升工业固体废物监管能力。推进环境监

测中心站危险废物鉴别实验室的建设，提升危险废物鉴别能

力。 

强化企业环境风险防控意识。依法将产生、收集、贮存、

运输、利用和处置危险废物的单位纳入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

险投保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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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重点工程 

根据东莞市工业固体废物的产生、处理处置及设施建设

等情况，为实现规划目标和任务，需落实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和危险废物源头减量、收贮运体系建设、综合利用及处理处

置重点工程和固体废物污染防治管理能力建设重点工程共

三大类合计 28 项重点发展项目，截止到 2035 年，所有重点

工程实施完毕。各重点工程建设内容见表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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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东莞市工业固体废物污染防治重点工程项目 

序

号 

项目 

类型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完成 

时间 
责任单位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源头减量、收贮运体系建设、综合利用和处理处置 

1 

源头 

减量 

省级工业固体废物资源

综合利用示范项目 
在“五支四特”行业中新增 1-2 个省级示范项目。 2022 年 

市工业和信息

化局 

2 
火电厂煤改气及沙角电

厂机组关停退役项目 

推动东莞市三联热电有限公司于 2020 年底完成煤改气任

务；沙角 A 厂#1、沙角 B 厂#2 于 2018 年 12 月底前，沙角

A 厂#2、#3、沙角 B 厂#1 于 2019 年 12 月底前，沙角 A 厂

#4、#5 于 2023 年 12 月底前，沙角 C 厂三台机组于 2025

年 12 月底前完成关停退役任务，实现粉煤灰、脱硫石膏和

炉渣源头减量。 

2025 年 

东莞市三联热

电有限公司 

广东能源集团 

深圳能源集团 

广州发展集团 

3 
工业绿色制造体系建设

项目 

以固体废物减量化和资源化为导向，分别创建 15 家绿色工

厂、1 家绿色园区或省级循环化改造园区，开发推广 50 种

绿色产品，全面铺开家具、制鞋、电子、机械制造及零售

服务业等行业绿色供应链管理试点工作。 

2030 年 

市工业和信息

化局 

市生态环境局 

4 收贮运

体系 

建设 

引进或培育再生资源回

收龙头示范企业 

到 2025 年，引进或培育 1-2 家回收综合服务能力较强的再

生资源回收龙头示范企业。 
2025 年 市商务局 

5 
健全再生资源回收体系

建设 

推进再生资源回收网点建设，试点建设一批分拣中心，推

动再生资源回收行业集聚化、规模化发展。 
2025 年 市商务局 

6 

综合利

用和处

理处置 

玖龙纸业（东莞）有限公

司 95t/h 工业锅炉技改项

目 

燃烧燃料为 600t/d 东莞市内具有一定燃烧热值的一般工业

固体废物（造纸废渣、皮革、木废料、织物、污泥等）和

100t/d 本公司产生的造纸轻渣、干化污泥，合计外单位一般

工业固体废物焚烧能力 20.40 万吨/年。 

2020 年 
玖龙纸业（东

莞）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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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 

类型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完成 

时间 
责任单位 

7 

市水务集团市区厂全链

条污泥（含水率 80%）处

置示范项目 

采用热水解+解热技术路线，建设 200 吨/日（7.30 万吨/年）

污泥处理处置示范项目。 
2020 年 市水务集团 

8 
市水务集团塘厦厂污泥

干化脱水项目 

新增 200 吨/日的污泥干化脱水能力，全市形成 2910 吨/日

的污泥干化脱水能力。 
2020 年 市水务集团 

9 
造纸行业集中固废焚烧

炉建设项目 

金洲纸业 2 台（2022 年），总焚烧量 880t/d；建晖纸业 2 台

（2021 年），总焚烧量 900t/d；金田纸业 1 台（2020 年），

总焚烧量 420.48t/d，合计 5 台焚烧炉，总焚烧量 2200.48t/d，

748163 吨/年。 

2022 年 
金洲、建晖、金

田等造纸企业 

10 

玖龙纸业（东莞）有限公

司 1100t/d 工业固废焚烧

炉建设项目 

燃烧燃料为 1100t/d 东莞市内具有一定燃烧热值的一般工业

固体废物（造纸废渣、皮革、木废料、织物、污泥等），合

计 37.40 万吨/年。 

2022 年 
玖龙纸业（东

莞）有限公司 

11 
东莞市污泥集中处理处

置项目（一期） 

采用干化+焚烧工艺+建材资源化利用路线建设 2000 吨/日

（含水率 60%）的生活污水处理污泥集中处理处置项目，

基本满足本市中期（2025 年）生活污水处理污泥焚烧处置

需求。项目选址于沙田镇立沙岛沙望路以南、立沙中路以

西，用地面积约 132.95 亩。 

2023 年 市生态环境局 

12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填埋

场项目 

新增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填埋能力 10 万吨，使用年限约 10

年，2020 年开展选址工作（规划用地需求 40-50 亩），2025

年建设完成。确保全市远期（2035 年）无一般工业固体废

物填埋能力缺口。 

2025 年 市生态环境局 

13 

东莞市绿川鑫湾生态环

境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一

般工业固体废物利用处

根据全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利用处置能力实际需求，规划

建设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利用处置项目，完善一般工业固体

废物利用处置体系。项目选址待定。 

中远期 

东莞市绿川鑫

湾生态环境技

术有限责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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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 

类型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完成 

时间 
责任单位 

置项目 司 

14 
东莞市污泥集中处理处

置项目（二期） 

建设生活污水处理污泥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焚烧处理设

施，建成完善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处理处置体系，基本满

足全市远期（2035 年）生活污水处理污泥和一般工业固体

废物焚烧处置需求。 

中远期 市生态环境局 

工业危险废物源头减量、收贮运、综合利用和处理处置 

15 

收贮运

体系 

建设 

机动车维修行业废机油

收集中转点 

建设机动车维修行业废机油收集中转点，每个片区布局 1-2

家中转点，全市废机油回收中转能力保持在 3.6 万吨/年以

内，满足全市废机油收集能力需求。 

2020 年 

各园区管委会、

镇人民政府（街

道办事处） 

16 
危险废物集中收集贮存

点建设项目 

根据各片区实际能力需求，按照 1.2~1.5 的安全系数（安全

系数=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能力/需求）合理建设危险废物收集

贮存点。全市危险废物集中收集贮存点应满足《危险废物

贮存污染控制标准》及安全生产等有关要求，能力保持在

50 万吨/年以内，贮存点数量保持在 11 个以内，满足全市

危险废物收集能力需求。 

2022 年 

东莞市生态环

境局 

各园区管委会、

镇人民政府（街

道办事处） 

17 
废铝灰渣收集贮存点建

设项目 

依托海心沙绿色工业服务项目，在麻涌镇海心沙岛建设我

市铝灰渣收集贮存场所，支持其他危险废物经营单位按要

求建设集中贮存场所。 

2021 年 

东莞市新东元

环保投资有限

公司 

18 综合利

用和处

理处置 

东莞市海心沙资源综合

利用中心绿色工业服务

项目（一、二期） 

一、二期 26 类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能力 31.61 万吨/年。 2021 年 

东莞市新东欣

环保投资有限

公司 

19 
虎门港立沙岛危险废物

综合处置项目 
26 类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能力 5.45 万吨/年。 2020 年 

东莞市丰业固

体废物处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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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 

类型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完成 

时间 
责任单位 

限公司 

20 
桥头伟基再生资源集中

处理中心项目 

综合利用危险废物 4 万吨/年（废电路板 3 万吨/年；废旧包

装桶年回收 1 万吨/年）。 
2020 年 

东莞市伟基再

生资源集中处

理中心有限公

司 

21 

广东兴尚环境科技有限

公司废活性炭综合利用

项目 

拟处理印刷、家具、塑料、喷涂等行业有机废气治理过程

中产生的废活性炭（HW49，900-041-49），处理能力为 9800

吨/年。 

2020 年 
广东兴尚环境

科技有限公司 

22 

东莞市海心沙资源综合

利用中心绿色工业服务

项目（三期） 

补充 HW49 中的废活性炭、HW49 中的离子交换废水处理

污泥、HW34 废酸、HW46 含镍废物和 HW13 有机树脂类

废物、HW16 感光材料、HW33 无机氰化物和 HW50 废催

化剂类废物等类别的利用处置能力。确保全市 2030 年主要

类别危险废物基本无利用处置能力缺口。 

2025 年 

东莞市新东欣

环保投资有限

公司 

23 
东南部卫生填埋场二期

项目（谢岗飞灰填埋场） 

库容 176 万立方米，新增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填埋能力 14.60

万吨/年，使用年限约 11 年，2021 年启动建设，确保全市

远期（2033 年）无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填埋能力缺口。项目

选址于谢岗镇曹乐村鸡头山，用地红线面积约 160.3 亩。 

2025 年 

东莞市新东粤

环保实业有限

公司 

24 
危险废物安全填埋场项

目 

新增危险废物填埋能力 68 万吨，使用年限约 10 年，2020

年开展选址工作（规划用地需求 150 亩左右），2025 年建

设完成。确保全市远期（2035 年）无危险废物安全填埋能

力缺口。 

2025 年 市生态环境局 

25  

东莞市绿川鑫湾生态环

境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危

险废物利用处置项目 

根据全市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能力实际需求，规划建设危险

废物利用处置项目，完善危险废物利用处置体系。项目选

址待定。 

中远期 

东莞市绿川鑫

湾生态环境技

术有限责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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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 

类型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完成 

时间 
责任单位 

司 

管理能力建设 

26 

管理 

能力 

工业固体废物环境监管

体系建设 

推进各级工业固体废物环境管理、技术机构和人才队伍建

设，确保固体废物专职管理人员各镇全覆盖，支持固体废

物管理中心的支撑能力建设；结合产废情况和管理需求，

采取针对性培训等措施，精准提升工业固体废物监管能力。

建立固体废物环境监管绩效考评制度；推进环境监测中心

站危险废物鉴别实验室的建设；依托条件较好的危险废物

产生单位、利用处置单位建设区域性危险废物培训实习或

普法宣传教育基地。全面排查和整治粉煤灰、脱硫石膏、

炉渣等大宗工业固体废物堆存场所，有效控制库存，降低

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 

2022 年 

市生态环境局 

各镇人民政府 

市环境监测中

心站 

27 
危险废物在线监控系统

建设 

依托省固体废物环境监管信息平台，将危险废物产生单位、

运输单位和经营单位全面纳入平台，对接运输电子运单和

转移电子联单，实现转移运输轨迹实时在线监控。 

2025 年 市生态环境局 

28 
危险废物风险管理体系

建设 

构建危险废物风险管理体系，包括但不限于风险源识别、

风险评估、风险排查、风险管控、数据库管理。建立区域

危险废物环境应急处置网络，加强应急物资储备、应急监

测设备配置和应急队伍建设。 

持续推进 市生态环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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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保障措施 

6.1 加强协调联动，落实责任分工 

各级政府、各部门切实把工业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工作放

在重要位置，细化实施方案，履职尽责，主要负责同志亲自

抓，分管负责同志具体抓，细化各项任务到镇街、到年度，

建立健全调度、检查、督办、通报制度，层层抓落实，确保

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加强生态环境、商务、供销合作联社、

公安、城管、工信、自然资源、发改、市政、交通、水务等

部门之间沟通协作，建立多部门信息共享和联动执法机制，

及时共享相关信息。 

强化企业主体责任，加强对企业的宣传培训，引导企业

主动作为和履行主体责任，实施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动态管

理，定期对危险废物经营单位组织核查评估，对问题突出的、

存在严重环境违法行为的，依法暂扣或吊销许可证。 

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联动，开展环境监管执法“零容

忍、出重拳”专项行动工作，定期通报案件执法开展情况，保

持打击危险废物环境违法高压态势。 

6.2 加大投入力度，落实资金保障 

坚持政府引导、市场为主的原则，完善政府、企业、社

会多元化投入机制，拓宽融资渠道，加大对工业固体废物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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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技术、设备研发与工业固体废物收运体系和处理处置设

施建设的投入。落实污染防治主体责任和污染者付费原则，

为工业固体废物收运处置提供资金保障。积极争取国家补助

或专项资金支持，视财力配套，支持东莞市建立健全工业固

体废物全过程管理体系，提升环境监管能力。 

6.3 强化科技支撑，夯实监管基础 

鼓励企业加大工业固体废物污染防治科技研发投入。加

强工业固体废物产生、利用处置、污染防治等方面的基础技

术和应用研究，积极引导高校、处置企业对各类工业固体废

物综合利用及危险废物利用处置开展技术攻关，推动产学研

用相结合。强化政府引导作用，建设示范工程，发挥市场机

制作用，加快固体废物综合利用技术转让。鼓励危险废物利

用和处置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的开发、试点和示范推广。 

依靠科技进步，切实发挥互联网+、物联网等技术在固

体废物全过程管理中的作用，利用固体废物大数据、无人机

测控等新兴技术实现全方位、无死角环境监管，有效防控固

体废物环境污染风险。 

6.4 强化信息公开，鼓励公众参与 

相关部门要严格按照信息公开要求，公布辖区内危险废

物重点监管源名单、危险废物行政审批结果及危险废物规范

化管理考核结果，保障公众的知情权。新、改、扩建危险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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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集中处置设施，依法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和社会稳定风险评

估。危险废物产生和处置单位，应依法主动向社会公开危险

废物的产生类别、数量和利用、处置等情况；危险废物集中

焚烧处置企业应在厂区门口明显位置设置显示屏，实时公布

炉温、二燃室温度、烟气停留时间、烟气出口温度、污染物

排放因子和浓度等。 

强化公众参与和社会监督，大力宣传固体废物污染防治

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普及固体废物污染防治知识，鼓励、

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积极举报非法倾倒、转移、填埋和处置固

体废物的违法行为，提供环境违法犯罪活动线索。加大对固

体废物重大案件查处情况的曝光力度，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搭建政府、企业、公众多方交流合作平台，推进危险废

物处置设施建设“邻避”问题防范与化解。有条件的危险废物

处置企业向社会开放，接受公众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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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件一：名词与指标解释 

附件二：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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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名词与指标解释 

一、名词解释 

（1）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根据《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9-2001），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系指未被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

或者根据国家规定的 GB5085 鉴别标准和 GB5086 及 GB／T15555 鉴

别方法判定不具有危险特性的工业固体废物。 

（2）危险废物 

根据《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 18579-2001），危险废

物是指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根据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和鉴别方法认定的具有危险特性的废物。危险废物主要包括医疗废物、

工业危险废物以及社会源危险废物。 

（3）工业危险废物、社会源危险废物 

工业危险废物是指在工业生产活动中产生的危险废物；社会源危

险废物是指在日常生活或者为日常生活提供服务的活动中产生的危

险废物，包括日常生活或者为日常生活提供服务的活动中产生的废铅

蓄电池、废矿物油、废荧光灯管等。 

二、指标解释 

（1）工业固体废物产生强度 

①指标解释 

指纳入固体废物申报登记范围的工业企业，每万元工业增加值的

工业固体废物（包括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和工业危险废物）产生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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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计算方法 

工业固体废物产生强度=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工业增加值。 

③数据来源 

广东省固体废物环境监管信息平台、东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统计公报。 

（2）工业危险废物利用处置率 

①指标解释 

指工业危险废物综合利用量和安全处置量占危险废物产生总量

（包括往年贮存量）的比率。 

②计算方法 

工业危险废物利用处置率=（工业危险废物利用处置量）÷（工业

危险废物产生量+工业危险废物上年底库存量）。 

③数据来源 

广东省固体废物环境监管信息平台。 

（3）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①指标解释 

指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占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包

括综合利用往年贮存量）的百分率。该指标用于大幅提高工业固体废

物资源化利用水平。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指报告期内企业通

过回收、加工、循环、交换等方式，从固体废物中提取或者使其转化

为可以利用的资源、能源和其他原材料的固体废物量（包括综合利用

往年贮存量）。 



43 

②计算方法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

（当年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往年贮存量）×100%。 

③数据来源 

广东省固体废物环境监管信息平台。 

（4）危险废物产生企业规范化管理抽查合格率 

①指标解释 

按照《“十三五”全国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督查考核工作方案》和

《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指标体系》，对全市域范围内的危险废物产生

单位进行规范化管理抽查考核评估得到的合格率。 

②计算方法 

产生单位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合格率=（经抽查考核达标的危险

废物产生单位数量+0.7×经考核基本达标的危险废物产生单位数量）÷

纳入危险废物产生单位规范化管理抽查考核单位数量×100%。 

③数据来源 

市生态环境局。 

（5）危险废物经营企业规范化管理抽查合格率 

①指标解释 

按照《“十三五”全国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督查考核工作方案》和

《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指标体系》，对全市域范围内的危险废物经验

单位进行规范化管理抽查考核评估得到的合格率。 

②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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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单位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合格率=（经抽查考核达标的危险

废物经营单位数量+0.7×经考核基本达标的危险废物经营单位数量）÷

纳入危险废物经营单位规范化管理抽查考核数量×100%。 

③数据来源 

市生态环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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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图件 

附图 1 东莞市 2018 年危险废物产生量 1000 吨以上的企业分布 

附图 2 东莞市现有和在建危险废物收集、处理处置设施分布 

附图 3 东莞市 2018年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 10000吨以上的企业分布 

附图 4 东莞市规划新建工业固体废物利用处置项目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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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 东莞市 2018 年危险废物产生量 1000 吨以上企业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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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 东莞市现有和在建危险废物收集、处理处置设施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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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3 东莞市 2018 年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 10000 吨以上企业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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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由于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填埋场、危险废物安全填埋场项目、东莞市绿川鑫湾生态环境技术有限责任公司项目尚未完成选址，故未在图中标识。 

附图 4 东莞市规划新建工业固体废物利用处置项目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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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东莞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能力

需求及设施建设规划 

推进工业固体废物处理处置设施建设是实现工业固体废物资源

化利用、无害化处置的坚实保障。根据东莞市工业固体废物利用处置

能力缺口，结合在建及拟建项目情况，规划和推进工业固体废物处理

处置设施建设，补足利用处置能力短板，具体如附表 1和附表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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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东莞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利用处置能力需求及设施建设规划（单位：吨/年） 

能

力 

类

别 

废物 

类别 

2020 年 2022 年 2025 年 2035 年 

能力 

需求 
设施建设 

能力 

需求 
设施建设 

能力 

需求 
设施建设 

能力 

需求 
设施建设 

脱

水 

城镇污水

处理污泥 
1007147 

①市水务集团市区厂

全链条污泥（含水率

80%）处置示范项目，

新增城镇污水处理污

泥热水解+解热处置能

力 200 吨/日，约 7.30

万吨/年； 

②市水务集团塘厦厂

污泥干化脱水项目，全

市污泥脱水能力达到

2910 吨/日，约 106.22

万吨/年。 

设施建成后，全市城镇

污水处理污泥脱水总

能力达 106.22 万吨/

年，全市城镇污水处理

污泥脱水能力基本无

缺口。 

1037291 

全市 BOT 污水处理

厂污泥由金茂公司脱

水，市水务集团下属

所有污水处理厂实现

源头干化脱水能力，

确保污水处理厂污泥

含水率达到 50%以

下。设施建成后，全

市城镇污水处理污泥

脱水能力基本无缺

口。 

1066168 基本无能力缺口。 1431861 基本无能力缺口。 

焚

烧 

城镇污水

处理污泥 
0 

暂无焚烧设施，依靠脱

水+泥粉资源化利用途
0 

东莞市污泥集中处理

处置项目（一期，2023
324902 基本无能力缺口。 446358 

中远期，适时推动东

莞市污泥集中处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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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力 

类

别 

废物 

类别 

2020 年 2022 年 2025 年 2035 年 

能力 

需求 
设施建设 

能力 

需求 
设施建设 

能力 

需求 
设施建设 

能力 

需求 
设施建设 

径解决。 年底建成），新增城镇

污水处理污泥干化+

焚烧+建材资源化利

用能力2000吨/日（含

水率 60%），约 73.00

万吨/年。建成后城镇

污水处理污泥焚烧总

能力达 73.00 万吨/

年，2023 年基本无能

力缺口。 

置项目（二期）和东

莞市绿川鑫湾生态环

境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利

用处置项目建设，确

保全市无城镇污水处

理污泥焚烧能力缺

口。 

焚

烧 
造纸污泥 800946 

现有能力 727740 吨/

年，新增造纸行业集中

固废焚烧炉建设项目，

新增金田纸业造纸污

泥等废物焚烧能力

142963 吨/年（按 340

日/年计）。设施建成

后，合计焚烧能力

87.07 万吨/年，基本无

缺口。 

849607 

新增金洲纸业焚烧能

力 880t/d，建晖纸业

焚烧能力 900t/d。设

施建成后，合计焚烧

能力 147.59 万吨/年，

基本无缺口。 

928199 基本无能力缺口。 1246569 基本无能力缺口。 

焚 印染污泥 17391 玖龙纸业（东莞）有限 18448 玖龙纸业（东莞）有 20155 在不新建焚烧设施 27068 中远期，推动东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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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力 

类

别 

废物 

类别 

2020 年 2022 年 2025 年 2035 年 

能力 

需求 
设施建设 

能力 

需求 
设施建设 

能力 

需求 
设施建设 

能力 

需求 
设施建设 

烧 其他污泥 15913 公司 95t/h 工业锅炉技

改项目，新增一般工业

固体废物焚烧能力 600

吨/日，合计 20.40 万吨

/年。 

设施建成后，一般工业

固体废物焚烧总能力

达 25.88 万吨/年，一般

工业固体废物焚烧能

力缺口 66.52 万吨/年。 

16880 限公司 1100t/d 工业

固废焚烧炉建设项

目，新增焚烧能力

1100t/d，合计 37.40

万吨/年。 

设施建成后，全市

2022 年一般工业固

体废物焚烧总能力达

74.23 万吨/年，存在

约 24 万吨/年焚烧能

力缺口，但考虑到生

活垃圾分类等政策实

施后，海心沙资源综

合利用中心环保热电

厂将释放约 10 万吨/

年的焚烧能力，因此

实际缺口约 14 万吨/

年。 

18441 的情况下，将存在

约 33 万吨/年的焚

烧能力缺口，但考

虑到生活垃圾分类

等政策实施后，海

心沙资源综合利用

中心环保热电厂将

释放约 10 万吨/年

的焚烧能力，因此

全市实际缺口约 23

万吨/年。建议根据

实际情况适时推动

东莞市污泥集中处

理处置项目（二期）

和东莞市绿川鑫湾

生态环境技术有限

责任公司一般工业

固体废物利用处置

项目建设，补齐一

般工业固体废物焚

烧能力缺口。 

24767 污泥集中处理处置项

目（二期）和东莞市

绿川鑫湾生态环境技

术有限责任公司一般

工业固体废物利用处

置项目建设，确保本

市无一般工业固体废

物焚烧能力缺口。 

动物残渣 312 331 361 485 

皮革废物 5057 5364 5860 7870 

废木材及

相关制品 
1641 1741 1902 2555 

废塑料 25232 26765 29241 39270 

废橡胶 617 654 715 960 

废弃纺织

材料 
4842 5136 5611 7535 

覆铜板边

角废料 
1257 1333 1457 1956 

其他 208510 221179 241638 324520 

混入生活

垃圾的 

一般工业

固体废物 

580763 616047 673034 903883 

由填埋处

置修正为

焚烧处置

的废物 

63221 67062 73265 98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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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力 

类

别 

废物 

类别 

2020 年 2022 年 2025 年 2035 年 

能力 

需求 
设施建设 

能力 

需求 
设施建设 

能力 

需求 
设施建设 

能力 

需求 
设施建设 

合计 924756 980940 1071680 1439264 

填

埋 

其他 3631 

开展一般工业固体废

物填埋场选址工作。实

际能力缺口将通过产

废企业自行委托由资

质的单位跨市处置解

决。 

3852 
开展一般工业固体废

物填埋场建设工作，

预计 2025 年建成。实

际能力缺口继续由产

废企业委托其他地市

有资质的单位填埋处

置。 

4208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填埋场项目，新增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填埋能力 1 万吨/

年，服务期限 10 年。

项目完成后，全市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填埋总能力 1 万吨/

年，基本无缺口。 

5651 

基本无能力缺口。 

其他污泥 2208 2342 2559 3437 

金属氧化

物废物 
234 248 272 365 

工业粉尘 127 135 148 198 

合计 6200 6577 7187 9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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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东莞市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能力需求及设施建设规划（单位：吨/年） 

能

力

类

别 

废物 

类别 

2020 年 2022 年 2025 年 2035 年 

能力 

需求 
设施建设 

能力 

需求 
设施建设 

能力 

需求 
设施建设 

能力 

需求 
设施建设 

焚

烧 

HW49 14947 

海心沙资源综合利用

中心绿色工业服务项

目（一、二期），虎门

港立沙岛危险废物综

合处置项目。设施建

成后，全市危险废物

焚烧总能力达到 7.98

万吨/年，除 HW49 和

HW10 等省内区域解

决和国家统筹等类别

外，基本无焚烧缺口。 

15520 

基本无能力缺口。 

17765 

基本无能力缺口。 

23740 

基本无能力缺口。 

HW13 8428 8946 9784 13185 

HW12 6511 6912 7559 10186 

HW17 4352 4638 4976 6667 

HW08 2637 2799 2912 3733 

HW16 1586 1684 1841 2481 

HW06 1096 1163 1272 1715 

HW11 486 516 564 760 

HW50 448 475 552 700 

HW21 325 346 378 509 

HW04 300 318 348 469 

HW38 87 92 87 87 

HW10 78 78 78 78 

HW02 59 63 69 93 

HW09 57 60 66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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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力

类

别 

废物 

类别 

2020 年 2022 年 2025 年 2035 年 

能力 

需求 
设施建设 

能力 

需求 
设施建设 

能力 

需求 
设施建设 

能力 

需求 
设施建设 

HW35 3 3 4 5 

HW45 3 3 3 3 

HW03 3 3 4 6 

小计 41407 43319 48263 64506 

利

用 

HW49 95480 海心沙资源综合利用

中心绿色工业服务项

目（一、二期）、虎门

港立沙岛危险废物综

合处置项目、广东兴

尚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废活性炭综合利用项

目、桥头伟基再生资

源集中处理中心项

目。设施建成后，全

市危险废物利用总能

力达到43.35万吨/年，

仍有 HW49、HW34、

HW46 等 7 类废物存

在约8.74万吨/年的能

力缺口。 

95480 

开展海心沙资源综

合利用中心绿色工

业服务（三期）项目

建设，全市有

HW49、HW34、

HW46等7类废物存

在约 8.74 万吨/年的

能力缺口。 

114677 

海心沙资源综合利用

中心绿色工业服务

（三期），设施建成

后，除 HW29、HW23、

HW31 及废铅蓄电池

（HW49）等建议省内

协调或国家统筹的废

物外，基本无能力缺

口。 

152679 

到中远期，根据经济

社会发展和全市危

险废物利用处置能

力实际需求，规划建

设东莞市绿川鑫湾

生态环境技术有限

责任公司危险废物

利用处置项目，完善

全市危险废物利用

处置体系。 

HW22 93380 93380 104057 132480 

HW17 81462 81462 93127 124787 

HW34 33737 33737 40158 55485 

HW08 23671 23671 26139 33506 

HW46 15247 15247 17700 23852 

HW06 6732 6732 7815 10532 

HW12 812 812 942 1270 

HW13 667 667 774 1043 

HW23 218 218 254 342 

HW33 116 116 135 182 

HW21 86 86 100 134 

HW16 67 67 78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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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力

类

别 

废物 

类别 

2020 年 2022 年 2025 年 2035 年 

能力 

需求 
设施建设 

能力 

需求 
设施建设 

能力 

需求 
设施建设 

能力 

需求 
设施建设 

HW31 10 10 12 16 

小计 351685 351685 405967 536414 

物

化

处

理 

HW35 4246 

海心沙资源综合利用

中心绿色工业服务项

目（一、二期），虎门

港立沙岛危险废物综

合处置项目。设施建

成后，全市危险废物

物化处理总能力达到

7.40 万吨/年，仍有

HW08、HW49、HW29

等 4 类废物存在约

0.26 万吨/年的能力缺

口。 

4246 

能力缺口较小，建议

现有设施适当扩建

HW08、HW49 物化

处理能力。除 HW29

由省内协调处置外，

基本无能力缺口。 

4929 

基本无能力缺口。 

6642 

HW09 3932 3932 4565 6151 

HW08 3701 3701 4087 5239 

HW34 2718 2718 3235 4469 

HW17 1924 1924 2200 2948 

HW49 926 926 1443 1767 

HW06 521 521 605 816 

HW29 412 412 415 486 

HW22 361 361 402 512 

HW12 252 252 293 394 

HW32 215 215 249 335 

HW16 179 179 208 280 

HW33 94 94 109 147 

HW46 3 3 4 5 

HW13 2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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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力

类

别 

废物 

类别 

2020 年 2022 年 2025 年 2035 年 

能力 

需求 
设施建设 

能力 

需求 
设施建设 

能力 

需求 
设施建设 

能力 

需求 
设施建设 

小计 8763 8763 11259 17601 

填

埋 

HW18 28495 

开展危险废物安全填

埋场选址工作。实际

能力缺口将通过跨市

转移解决。 

28495 

开展危险废物安全

填埋场建设工作，预

计 2025 年建成。实

际能力缺口将通过

跨市转移解决。 

43398 

危险废物安全填埋场

项目，新增危险废物

填埋能力 6.80 万吨/

年，服务期限 10 年。

项目完成后，全市危

险废物（除生活垃圾

焚烧飞灰外）填埋总

能力 6.80 万吨/年，基

本无缺口。 

48508 

危险废物安全填埋

场项目落地后，基本

无缺口。 

HW49 5156 5156 8855 10544 

HW21 2190 2190 2542 3426 

HW48 0 0 3038 3038 

HW17 1545 1545 1766 2367 

HW36 60 60 70 94 

HW12 48 48 56 75 

HW22 37 37 42 53 

HW23 2 2 2 3 

HW34 1 1 2 2 

小计 37535 37535 59771 68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