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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园区视角下的“生产者责任延伸制”



园区视角下的“生产者责任延伸
制”

生产者责任延伸制

“产品生产前生产者有责任了解当产品废弃后，如何从保护环境和资源节约的角度，以适当的方式处理废
弃产品。”

——关于废物循环利用和管理的议案（1975年，瑞典）

“生产者责任延伸制是一种环境保护战略，旨在降低产品的环境影响目标，它是通过使产品制造者对产
品的整个生命周期，特别是对产品的回收、循环和最终处置负责来实现的。”

——Thomas Lindhqvist（1988年，瑞典）

“生产固体废物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采取措施，防止或者减少固体废物对环境的污染。”
——《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十五条（2005年）

“生产列入强制回收名录的产品或者包装物的企业，必须对废弃的产品或者包装物负责回收；……..可以利用
的，…….负责利用；对因不具备技术经济条件利用…….负责无害化处置。”

——《循环经济促进法》第十五条（2009年）

“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及“生产者责任延伸制”。

《四部委关于开展电器电子产品生产者责任延伸试点工作通知》——2015年7月



园区视角下的“生产者责任延伸制”

• 基于全生命周期的“生产者责任延伸制”

生态设计

清洁生产

产业共生

循环经济

无害化再循环-再利用

生产商 制造商 销售商 进口商 末端资源化企业

• 产品链上的“生产者”

品牌拥有者 品牌拥有者
Or代理加工



园区视角下的“生产者责任延伸制”

减量化 转移、再循环、再利用 无害化

园区界限内的“生产者责任延伸制”——主体：产品制造商（工厂）



• 推动源头减量化

• 生态管理标识

•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转移联单制度

02 泰达工业固废管理机制探索



开发区固废管理历程

2003年 2005年 2009年 2011年 2012年 2015年

初次开展生态管理
标识评审活动

施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转移联单制度

生态管理标识纳入企业诚信
管理体系

建立开发区废物最
小化俱乐部

实施欧盟转变亚洲
计划-产业共生项目

再次开展生态管理
标识评审活动



1、推动源头减量化

减量化培训与共生理念宣贯 积极推动开展“清洁生产”



2、生态管理标识

生态管理标识LOGO实践原则

• 以循环经济“3R”原则（即减量化、再利用和再循环）、保护

环境、防止污染的原则为基础，构建可以规范操作的管理模式。

• 围绕工业废物产生、回收、运输、储存、再利用、处置诸环节

进行从摇篮到坟墓全过程的监督管理。

• 秉持政府引导、企业自愿、活动公开、评价公正的原则。

生态管理标识意义

• 进一步提高企业社会责任意识

• 推动静脉产业良性发展

• 推动天津开发区绿色发展



生产型企业

回收商

资源化企业

泰达环保局

委托

负责：
• 监管
• 管理
• 指导 负责：

• 企业培训
• 评价
• 颁发LOGO

注册登记

联单

联单

生态标识管理模式

• 创新管理模式
• 政府引导，企业自愿原则
• 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实践

2、生态管理标识



2、生态管理标识

生态标识管理系统

• 生态管理标识评选操作守则

• 评选指标体系（4个维度，29项）

• 工业固体废物管理制度

• 工业固体废物转移与处置

• 工业固体废物贮存现场管理

• 工业废物减量化措施

• 开发区节能环保政策奖励支持

• 天津开发区节能降耗环境保护重

点鼓励名录

• 世界地球日定期发布评选报告，表彰先

进企业



3、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转移联单制度

一般工业固废联单管理

• 设计一般工业固废五联单

• 五联单包括企业信息，相关责任

人，固废分类体系，回收/利用

单位信息，处理方式等

由生产型企业人员
填报

由第一回收商
填写

由第二回收商
填写

完整固废分类体
系



3、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转移联单制度



03 2012-2014年演变分析



2012-2014年演变分析

2012-2014年，天津开发区参与生态标识管理评审的企业数量。



2012-2014年演变分析



2012-2014年演变分析

2012-2014年，天津开发区参与一般工业固废转移联单管理的企业数量。



2012-2014年演变分析

2014年, 通过联单制度的实施实现了对园区13万吨固废从产生到处理的全过程监控。

序号
废物种类
大类

废物种类
小类

数量 同比

1 废塑料 废塑料 1 0
2 废橡胶 废橡胶 1 0
3 废纸张 废纸张 1 0
4 废木屑 废木屑 1 0
5 生活垃圾 生活垃圾 1 0

6 包装废物类
纸制包装物、木制包装物、塑料包装
物、木托盘、塑料托盘、编织袋、填

充物
7 +1

7 废金属类 废钢铁、废铝、废铜 3
8 废渣类 锅炉渣、脱硫石膏、其它渣 3
9 粉尘类 粉煤灰 1
10 污泥类 污水处理污泥（不含有害物质） 1
11 建筑材料类 砖瓦砂石混凝土 1
12 食品加工类 废面粉和谷物、废植物油和乳制品 2
13 纺织皮革类 废织物、废皮革 2 +1

14 其它废物
废轮胎、废胎胚、废纤维帘布、废钢

丝圈、废胎毛、废钢丝帘布、废玻璃、
等等

33 +11

14大类 总计 58 ▲11

2014年14家试点单位联单固废种类统计

2014年试点固废转移、处理比例图



2012-2014年演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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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4年天津开发区14家试点单位产生的固废首次转移流向对比

2013年 2014年



2012-2014年演变分析



2012-2014年演变分析

中国生产者责任延伸制问题[1]
基于生产者责任延伸制
的工业园区固废管理探索

立法体系
缺乏对EPR立法体系整体设计和立

法推行

以管理模式创新为切入点，建立针
对生产者的固废管理制度

建立完善的固废管理制度，包括操
作守则、评价体系、各相关方责任

运用激励措施（补贴、荣誉）、制
度关联（企业环境诚信评价、联单与标
识、环境信息公开）

责任主体 无科学合理界定 产品制造商、（资源回收商）

责任分担 无统一规范的分担模式

产品制造商以“生态标识”作为与
资源回收商建立供应商的必要条件

产品制造商、资源回收商在固废转
移、回收、利用、处置过程中，通过规
范管理，共同减小责任风险

[1]节能减排与增效双赢:：环保风暴越来越厉害 企业必须担当起来.《节能与环保》.2016年2月



04 未来展望

• 基于生命周期评价的固废管理分析

• 融合循环经济信息服务平台的固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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