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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首先
,

分析了我国固体废物鉴别状况
,

阐述了现行鉴别导则具有重要地位
,

鉴别在固体废

物管理中发挥着重要技术支持作用
,

同时也详细论述了鉴别导则存在的不足
,

提出我国建立固体

废物鉴别标准的必要性
。

其次
,

概括性地总结了国外固体废物鉴别的情况
,

国外没有建立专门的

固体废物鉴别制度和技术导则
,

也没有专门鉴别机构
,

以欧美为代表
,

通过相关法规建立固体废

物定义
、

列名分类以及豁免排除
,

当遇有是否属于固体废物纠纷时通过法院进行裁决
。

最后
,

重

点介绍了制定固体废物鉴别标准的技术难点
、

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拟采取的技术方法
,

提出了编

制鉴别标准的框架内容和基本理由
。

文章对制定出我国固体废物鉴别标准具有积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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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 10 年我国固体废物管理出现了固体废物鉴别需求
,

废物鉴别成为掌握固体

废物特性和分类管理的基础 (周炳炎等
,

20 06
,

20 12 )
,

一旦物质或材料鉴别为非固

体废物
,

就可以减少环境监管
,

进行正常加工
、

利用和贸易 ; 反之
,

对鉴别为固体废

物的
,

企业需要按照法规要求进行处理
,

面临环境监管压力
。

2 00 6 年颁布的 《固体

废物鉴别导则 (试行 ))} (环境保护部
,

2 0 06) (简称鉴别导则 ) 是固体废物鉴别不可

或缺的依据
,

口岸检验机构承担着固体废物属性鉴别的第一责任
,

同时环保部
、

质检

总局
、

海关总署都有各自系统的专门鉴别机构
,

承担着鉴别任务 (原国家环保总局
,

2 008 )
。

现行鉴别导则应用中显现出一些不足
,

有些规则过于笼统
,

甚至含混不清
。



为了统一质检
、

海关
、

环保各部门所属的不同检验机构或鉴别机构进行废物鉴别的尺

度
,

保证鉴别结果的公正和可靠
,

需要建立更具可操作性的鉴别标准
。

为此
,

2 0 12

年环境保护部下达了编制 《固体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的任务
。

1 现行鉴别导则的地位和存在的问题

现行鉴别导则建立了固体废物鉴别的判断程序
,

建立了判断固体废物和非固体废

物的基本规则
,

对固体废物管理发挥了重要作用
。

鉴别需求包括以下几种情况 (郝雅

琼等
,

2 0 13 )
:

¹ 货物报关名称不是固体废物而又疑似废物的
,

需要鉴别是否为固体

废物
,

以及固体废物类别
; º货物申报为固体废物的

,

需要通过鉴别确定是否属于禁

止进 口的固体废物; » 当进口者与监管部门关于进 口货物是否属于固体废物发生争议

时
,

需要第三方专业鉴别机构进行鉴别 ;
¼ 司法处理进口废物案件需要固体废物鉴别

证据 ;
½ 国内管理需要进行固体废物属性鉴别等

。

20 n 年实施的 《固体废物进口管

理办法》 (环境保护部等
,

20 11) 对固体废物鉴别进行了详细规定
,

要求 口岸检验机

构或专门鉴别机构对进 口的货物
、

物品是否属于固体废物及其类别进行鉴别
,

出具明

确结论
,

从法规上进一步确立了固体废物属性鉴别的地位和作用
。

鉴别导则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
,

也存在以下问题
:

¹ 鉴别导则缺乏一些相关定义
,

导则适应于固体废物和非固体废物的鉴别
,

没有体现出鉴别工作的全部需求
,

存在不

完整性
。

口岸监督管理中
,

不但要确定是否为固体废物
,

而且需要确定是哪一类废物
,

因为我国对废物实行分类管理
,

确定不同目录中的废物直接决定着查处案件的不同处

理方式和不同结果
,

非常重要
。

例如
,

有的口岸检验机构的检验结论
,

仅仅简单指出

货物的特征
,

没有明确是否属于废物和哪类废物
,

海关监管人员面对这样的检验结论

无所适从
、

无法处理
。

º鉴别导则的判定程序首先是依据固体废物的定义进行判断
,

由于目前国外对固体废物的定义大都强调被抛弃的物品
,

我国还强调丧失原有利用价

值的物品
,

这两个特点最适合产品类废物的界定
,

对大量属于生产过程中副产物的废

物
、

来自环境保护设施的废物以及一些特殊来源的废物则难以适应
,

因而现行固体废

物定义涵盖的本质内容并不全面
。

同时导则对依据固体废物的定义进行判断并没有建

立细化分解原则
,

致使应用固体废物的定义进行鉴别判断较为困难
。

» 鉴别导则建立

了依据固体废物范围进行鉴别的步骤和原则
,

这部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
,

一是废物分

类范围遗漏了一些固有属于废物的类别
,

如建筑废物
、

家庭之外的生活垃圾
、

商业废

物
、

灾害废物
、

医疗废物
、

危险废物等 ; 二是将个别属于不同管理部门或不同法规管

理范畴的废物
,

误认为不属于废物
,

如放射性废物
,

目前我国进 口废物对放射性检验

非常重视
、

非常严格
,

每年会发现多批次进 口废物放射性超标的情况
,

但这些废物仍

属于固体废物
;
三是固体废物不包括实验室用样品

,

也不严谨
。

¼ 鉴别导则还建立了

根据废物的作业方式和原因进行判断的步骤和规则
,

方式和原因必须同时结合使用
,

这一部分在实际鉴别工作中也不太好用
,

例如在原因列表中
,

大部分原因是在依据定



义和范围进行判断的原因
,

因此
,

表面上显现出大量重复带来逻辑上的矛盾
。

½ 鉴别

导则中问题比较多的还是最后根据特点和影响进行综合判断
,

基本都是一些不确定性

的表述
,

要一步一步推导
,

综合考虑各种因素
,

这种不确定性可能直接影响结论的准

确性
,

埋下纠纷隐患
。

2 国外固体废物鉴别相关情况

目前
,

国外固体废物管理并没有遇到象我国一样复杂的情况
,

没有建立专门的固

体废物鉴别制度和技术导则
,

也没有专门鉴别机构
。

以欧美为代表
,

通过相关法规建

立固体废物定义
、

列名分类以及豁免排除
,

当遇有是否属于固体废物纠纷时通过法院

进行裁决
。

2
.

1 美国有关固体废物定义及其特点

美国 《资源保护和回收法》 ( R CR A ) 定义固体废物是指
:
从废物处理厂

、

水供

给处理厂或者空气污染控制设施中产生的任何废物
、

垃圾
、

污泥
,

以及从工业
、

商业
、

采矿业
、

农业和社会活动中产生的其它丢弃的物质
,

包括固态
、

液态
、

半固态或装在

容器内的气态物质
。

但不包括生活污水中的固态或溶解物质
,

也不包括 《水污染防治

法》所规定的水排放源中的固态或溶解物质
,

还不包括 《原子能法》所限定的核源及

其副产品物质 (U S EPA
, R CR A )

。

该定义首先明确了一些重要设施的产物为固体废物
,

然后明确了生产等活动中产生的丢弃物属于固体废物
,

固体废物的形态不仅限于固

态
,

最后还明确了不属于 R C R A 管辖的由其他法规管理的物质
。

美国联邦环境法典 40 c FR 第 261
.

2节[81 是有关固体废物概念的详细规定
,

属于固

体废物的概括为四种情况
,

一是明确属于没有被排除而属于被丢弃的物质 ; 二是需要

以处置方式被丢弃的物质
,

处置方式包括燃烧
、

焚烧
、

其他处置
,

以及他们之前的堆

积
、

贮存或处理 ; 三是需要再循环处理
,

或在再循环之前的堆积
、

贮存
、

处理的物质
,

再循环包括以处置方式的使用
、

能量回收的燃烧
、

再生利用
、

投机性 (随意 ) 堆积等 ;

四是固有地像固体废物的材料
。

同时
,

还列举了当物质再循环时不是固体废物以及需

要豁免管理不属于固体废物的两种情况
,

前者取决于物质是否被回收以及回收后的存

放状况
,

后者取决于提供可豁免的文件材料
。

美国联邦环境法典 40C FR 第 261
.

4(a) 节 ( U S G PO , 20 12) 是列名的有关排除不属

于固体废物的情况
,

列出了 25 种不同情况
,

典型的如生活污水和生活污水混合物以

及其他通过污水系统排入公共处理设施的废物 ; 清洁水法管理的工业废水 ; 灌溉回流

水 ; 归原子能法管理放射性废物 ; 原采矿点所产生的作为提取过程的一部分而没有从

地面移开的材料 ; 回收并且重返到原始过程或产生它们的过程的再生材料 ; 在高温金

属回收装置中处理 (电炉粗钢炼 ) 所产生的非废水飞溅的冷凝熔渣
,

装入桶中进行船

运
,

而且在回收之前不进行土地处置等
。

其中一些特定产生源的物质是否属于固体废

物与该物质的存在方式关系非常大
,

如是否回收后长期存放
,

是否土地上堆积
,

是否



投机性堆积等
,

这样同一个物质不同情况下有可能是废物也可能不是废物
,

体现出废

物的相对性
。

美国联邦环境法典 40 CFR 第 2 6 1
.

4(b)节 (u s G Po
,

20 12 ) 是列名的属于固体废物

的物质 (不是危险废物的固体废物)
,

例如来自家庭环境 (包括单户和多户居住区
、

宾馆
、

汽车旅馆
、

临时简易房
、

园林员驻扎区
、

船员宿舍
、

野营地
、

野餐区以及日常

休闲娱乐地 ) 中的任何物质 (包括垃圾
、

废物
、

化粪池中的卫生废物 ); 农作物生长
、

收割和动物养殖过程中产生并作为肥料返回土壤的废物
; 煤或其他化石燃料(如石油

、

天然气等) 燃烧产生的飞灰
、

底灰
、

炉渣和烟道废物 ; 石油
、

天然气
、

地热能探测
、

开发或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物 (钻探泥浆
、

水
、

其他废物) ; 矿石采矿
、

选矿
、

加工

(采选 ) 过程中产生的废物 ; 没有焚烧危险废物的水泥窑粉尘等
。

2
.

2 欧盟固体废物定义及其特点

欧盟废物框架指令 (7 5 /44 2尼E C
、

2 0 0 6八2尼C
、

2 00 8/ 98尼C ) (E C
,

2 0 08 ) 中定义

废物是指
:

附件 I中所列举的
、

被拥有者抛弃或打算抛弃或需要报废的物质
。

附件 I

列举的物质包括
:

生产或消费过程中的残余物 (除了下列以外)
,

不合格的产品
,

过

期产品
,

材料散落
、

丢失或发生其它灾难而引起污染的任何材料和设备等
,

被污染的

材料 (如清洗处理
、

包装
、

容器等的残留物 )
,

不能用的部分 (如废电池
、

废催化剂

等 )
,

不能满意的长久使用过的物质 (如受污染的酸
、

污染的溶剂等 )
,

工业生产中的

废渣 (如炉渣
、

沉淀物等 )
,

来自消除污染过程的残留物 (如清洗残渣
、

失效的过滤

器等 )
,

机械加工
、

修理的残余物
,

原料提取和处理过程中的残余物 ; 法律禁止使用

的任何材料
、

物质或产品等 16 种废物来源
。

同时
,

废物指令中不包括下列物质
,

如排放到大气中的气态物
,

未挖掘的受污染

的土壤
,

原地挖掘的并以其自然状态用于建筑的土壤
,

放射性废物
,

失效的爆炸物
,

农林天然材料
,

以及属于其他法律管理不含在废物指令中的物质
,

如废水
,

畜牧副产

品
,

死亡动物尸体
,

矿产资源勘探
、

开采
、

处理和贮存过程中产生的废物
。

废物指令

对生产中不属于废物的副产物设定了一些条件
,

包括
:

¹ 肯定会进一步利用该物质
;

º除了正常的工业操作
,

不需要进一步加工就可直接利用的物质 ; » 作为生产过程中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产生的物质 ; ¼ 进一步利用是合法的
,

即物质满足所有相关产品
、

环境和健康保护的具体使用要求
,

不会对环境或人类健康产生不利影响
。

指令还建立

了终止废物的标准
,

当某些指定的废物依照下述条件
,

经历了回收
、

再循环
、

按照明

确标准的开发时
,

将不再是废物
:
¹ 通常用于特定用途的物质 ; º物质存在市场或需

求
; » 物质满足特定用途的技术要求

,

并符合现行法律和产品的适用标准
;
¼ 物质的

利用不会对环境或人类健康造成不利的影响
。

当遇有是否属于废物管理的纠纷时
,

通

过欧洲法院进行裁决和解释
,

裁决依据是废物指令中的定义以及是否属于排除的废

物
。



3 制定鉴别标准的技术难点和要解决的问题

鉴别标准如何体现固体废物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是一大难点
。

固体废物首先是

具有自然特征的物质
,

如物质具有化学组成
、

化学结构
、

物理特征
、

化学特性等
,

客

观存在的各种物质属性决定着固体废物的用途和去向
,

不同废物的自然属性不同
,

千

差万别 ; 同时
,

固体废物还具有社会属性
,

固体废物被赋予了一些社会法律
、

政策和

标准要求
,

体现出了人和社会机构对待物质的行为
,

固体废物和非固体废物具有相对

性
,

可以转化
,

正是这种相对性决定着固体废物的不确定性
。

鉴别标准不可能体现出

所有废物的自然特征和各种社会属性
,

只能尽量原则概括和特定列举
,

尽可能在确定

性的通用规则中既涵盖体现出社会属性
,

又能减少不确定性
,

如何正确
、

合理体现出

来不容易
。

鉴别标准如何统一固体废物的本质内涵和表现形式是一个难点
。

废物的本质内涵

和表现形式是统一的
,

搞清楚了固体废物的本质以及确立一个物质是否符合本质
,

才

能判断物质是否属于固体废物
。

固体废物概念最本质的两个方面是被拥有者抛弃和丧

失原有利用价值
,

抛弃的原因
、

方式和去向均是多方面的
,

丧失原有利用价值既是废

的原因又是抛弃的原因
,

但鉴别中这两点并不好直接使用
,

还需要通过货物废弃具体

特征来表现
。

通过分析各类废物的产生来源
,

固体废物包含以下几大情况
:
一是废弃

产品类
,

固体废物的定义对绝大多数产品类废物尤其是消费领域产品类废物比较好适

应 ; 二是生产过程中的无意产生的副产物
,

这一点在国内外固体废物的定义中基本没

有体现
,

无意产生的副产物首先不是生产中目标产物
,

其次是不能直接返回原生产过

程的物质
,

再次是不好用的物质
,

产生之后需要通过回收
、

存放
、

堆积过程
,

然后进

行处置和利用
,

包括处置和利用之前的各种预处理 ; 三是污染控制设施产生的收集产

物
,

以环境保护为目的
,

这类物质大多属于混合物
,

包括粉尘
、

污泥
、

残渣等 : 四是

固有属于废物的物质
,

往往通过列名反应出来
,

或者通过法规中的废物种类反应出来 ;

五是特殊来源的物质
,

也比较多
,

如灾害清理产物
、

罚没销毁物品
、

受污染物质等
。

鉴别标准如何体现固体废物的资源属性是另一难点
。

不能否认固体废物的资源属

性
,

也不能由于资源属性否认固体废物
,

利用固体废物不但保护和节约了矿产资源
,

而且产生了经济价值
。

但需要明确
,

鉴别物品是否属于固体废物与其可利用性没有必

然的关系
,

可利用性不是区别固体废物和非固体废物的充分条件
,

具有经济利用价值

不是固体废物的本质特征
。

从国外固体废物概念中也可看出
,

回收利用
、

再生利用是

固体废物的重要特征和去向
。

鉴别标准规则中怎样体现废物的资源属性或者怎样利用

资源属性制定废物判定规则不容易掌握
,

同时
,

要区分废物和非废物的资源利用属性

也不容易
,

鉴别标准中无法回避
。

废水 (液)
、

废气与固体废物都是废物
,

固体废物鉴别标准应找出他们之间的分

界点
,

建立较为清晰的区分规则
。

例如
,

从国内外的危险废物种类来看
,

60 % 以上的

危险废物是液态废物
,

危险废物的前提是固体废物
,

就是说固体废物包含液态废物
;



我国固体废物的法律定义中还明确指出包括装在容器中的气态物品
; 国外固体废物法

律定义中明确不包括废水
,

鉴别标准应涵盖这些典型情况
。

鉴别标准必须明确什么是固体废物鉴别
。

因为实践中无法完全通过固体废物的定

义和现有名录分类来自主认定物品或货物为固体废物
,

在口岸主要是监管部门怀疑进

口货物为固体废物
,

需要确定是否为固体废物及废物种类
,

所以废物鉴别成为固体废

物概念内涵和外延 (分类范围) 的分析判断 (周炳炎等
,

2 0 12)
,

那么
,

据此可以定

义固体废物鉴别是对物质
、

物品或材料进行是否属于固体废物以及固体废物类别的判

断
。

而鉴别标准则是建立合理有效的判断规则
,

通过分解固体废物内在涵义和合理分

类
,

制定出不同层级的规则
,

制定这种规则应立足表现出废物的产生来源
、

存放状态

和最终去向三个节点
,

这样制定出的规则才好用
。

4 制定鉴别标准的技术方法和框架基本内容

4
.

1 技术方法

首先
,

分析研究国外固体废物管理法规中固体废物概念的内涵
,

主要是以欧美发

达国家为代表
,

强调被拥有者抛弃这一根本特征
,

当然并不仅仅依据这一特征就可鉴

别各种复杂来源的固体废物
,

高度概括的法律定义在复杂样品的鉴别中并不好用
。

与

法律概念相联系
,

国外还建立了废物和非废物的区分原则和列举
,

建立了一些固体废

物分类名单或种类列举
,

建立了废物排除豁免的情形和列举
,

建立了废物终止为废物

的准则
。

制定我国鉴别标准
,

应将国外一些好的原则和经验转化成判定规则
。

第二
,

我国是国际上专门制定固体废物鉴别制度的国家
,

现有法规中强调了固体

废物鉴别的重要性
,

出台了固体废物鉴别导则
。

制定我国鉴别标准
,

应延续保留一些

合理的内容和原则
,

并转化为鉴别标准的判断规则
。

第三
,

我国环保
、

质检
、

海关等部门都有从事固体废物属性鉴别的技术机构
,

广

泛开展了固体废物鉴别工作
,

仅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就完成了 3 00 多项鉴别案例
,

积

累了大量的鉴别经验
。

制定我国鉴别标准
,

应对这些案例进行系统总结
,

将一些规律

性的原则提炼出来
,

反过来用于鉴别标准的判断规则 ; 同时
,

结合鉴别案例
,

将一些

常见废物类别的废物特征进行归类总结
,

制定判断规则
。

从鉴别案例看
,

消费产品类

废物以及具有明显废物混合特征的物品相对好判断
,

而大多数副产物
、

废物二次加工

后的产物
、

污染控制设施的产物等均较难鉴别判断[’0]
。

目前
,

尤其应注意将一些具有

基础性
、

广泛适应性
、

较强使用性的判断规则制定出鉴别标准通则
,

将来对一些特殊

废物类别可再制定系列鉴别标准
。

最后
,

按照标准编制的程序
,

标准编制过程中还必须广泛吸纳行业专家的意见
,

形成一个既充分体现废物基本内涵又具有简单明了易于操作的判断标准
。

4
.

2 鉴别标准的框架内容

(l)适应范围和术语



标准适用于物质
、

物品或材料的固体废物鉴别
,

适用于进口物品的固体废物和非

固体废物的判断
,

适用于液态物品的废物判断
。

可能的术语包括进口物品
、

半固态
、

固体废物属性鉴别
、

鉴别机构
、

委托方
、

同一批
、

样品
、

副产物等
,

其中固体废物属

性鉴别的定义比较重要
,

是指对物质
、

物品或材料进行是否属于固体废物以及固体废

物类别的判断
。

(2 )固体废物鉴别判断原则

固体废物鉴别是一项技术较强和政策性较强的活动
,

对单个鉴别样品而言
,

废物

鉴别需要以实验分析为基础
,

只有在准确分析鉴别样品的产生来源基础上才能得出是

否为固体废物的结论
,

对各种各样复杂废物及其管理而言
,

废物鉴别还涉及管理要求
,

如属于哪一类废物 目录中的废物
。

因此
,

鉴别标准中应建立一些有利于开展鉴别工作

的总原则
。

(3 )固体废物鉴别的判断程序

面对各种情况
,

固体废物的判断规则会比较多
,

技术层面应建立一些从易到难的

判断流程
。

同时
,

鉴别不单单是鉴别机构下判断结论
,

也有可能是专家讨论进行鉴别

判断
,

之后还可能面临后续与鉴别相关的活动
,

如行政复议
、

法律诉讼
。

因此
,

鉴别

标准有必要建立合理的判断程序
,

有利于各方使用
。

(4 )固体废物鉴别的判断规则

准确把握和分解固体废物概念的本质内涵
、

合理涵盖各类废物
,

并建立合适的分

类判定规则
,

是鉴别标准的核心内容
。

如何制定判断规则比较难掌握
,

过粗和笼统
,

不利于各级鉴别机构和人员的使用
,

也不利于鉴别纠纷出现时各相关方面达成共识 ;

规则过细
,

又易于落入技术细则的范畴
,

与目前我国制定环境标准的套路不符
。

总体

想法是不能太原则
,

要分解出一些易于领会
、

操作
、

好用的规则
,

只有这样才能起到

统一鉴别尺度的作用
; 另外就是鉴别规则要尽可能覆盖各类废物

,

也就是当遇到各类

废物时
,

在鉴别标准中都可找到相应的依据
,

无论原则性依据还是具体来源类别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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