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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铅蓄电池生产企业集中收集和跨区

域转运制度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态环境（环境保护）厅（局）、交

通运输厅（局、委）： 

  为落实《废铅蓄电池污染防治行动方案》有关要求，推动铅蓄电池生产企业

落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建立规范有序的废铅蓄电池收集处理体系，现将《铅

蓄电池生产企业集中收集和跨区域转运制度试点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

组织落实。 

  生态环境部办公厅 

交通运输部办公厅 

  2019 年 1 月 24 日 

铅蓄电池生产企业集中收集和跨区域转运制度试点工作方案 

  为落实《废铅蓄电池污染防治行动方案》，开展废铅蓄电池集中收集和跨区

域转运制度试点，推动铅蓄电池生产企业落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建立规范有

序的废铅蓄电池收集处理体系，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

精神，将铅蓄电池污染防治作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要内容，加快推动建立

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不断完善配套政策法规体系，充分发挥铅蓄电池生产企业

主体作用，提高废铅蓄电池规范收集处理率，有效防控环境风险。 

  （二）基本原则 

  政府推动，企业主导。发挥政府部门的积极引导和政策支持作用，发挥铅蓄

电池生产企业在落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中的主体作用，形成有利的制度体系和

市场环境。 

  强化监管，先行先试。选择有一定工作基础的地区开展试点，严格组织审核

与过程监管，强化试点企业主体责任，积极探索铅蓄电池生产企业集中收集和跨

区域转运管理模式。 

  分类管理，防控风险。根据废铅蓄电池环境风险大小，实施分类管理，着力

防控废铅蓄电池集中收集和跨区域转运的环境风险。 

  （三）工作目标 

  到 2020 年，试点地区铅蓄电池领域的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体系基本形成，

废铅蓄电池集中收集和跨区域转运制度体系初步建立，有效防控废铅蓄电池环境

风险；试点单位在试点地区的废铅蓄电池规范回收率达到 40%以上。 

  二、试点范围 

  （一）试点单位 



  参与试点的单位应当是有一定规模和市场占有率的铅蓄电池生产企业及其

委托的专业回收企业。鼓励试点单位依托有关行业协会、联盟等生产者责任组织

联合开展试点工作。具有废铅蓄电池收集、利用、处置经营许可证的单位开展废

铅蓄电池集中收集和跨区域转运活动，也可参照本方案执行。 

  （二）试点地区 

  在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

河南、湖北、海南、重庆、四川、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已经具有一定工作

基础的省（区、市），开展铅蓄电池生产企业集中收集和跨区域转运制度试点工

作。 

  （三）试点时间 

  试点工作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结束。 

  三、试点内容 

  （一）建立铅蓄电池生产企业集中收集模式 

  1.规范废铅蓄电池收集网点建设 

  试点单位可以依托铅蓄电池销售网点、机动车 4S 店、维修网点等设立收集

网点（以下简称收集网点），收集日常生活中产生的废铅蓄电池，收集过程可豁

免危险废物管理要求。根据环境风险大小将废铅蓄电池分为两类管理：未破损的

密封式免维护废铅蓄电池（以下简称第 I 类废铅蓄电池）；开口式废铅蓄电池和

破损的密封式免维护废铅蓄电池（以下简称第Ⅱ类废铅蓄电池）。 

  收集网点可以利用现有场所暂时存放少量的废铅蓄电池，但应当划分出专门

存放区域，采取防止废铅蓄电池破损及酸液泄漏的措施，并在显著位置张贴废铅



蓄电池收集提示性信息。第Ⅱ类废铅蓄电池应当放置在耐腐蚀、不易破损变形的

专用容器内，防止酸液泄漏造成环境污染。 

  2.规范废铅蓄电池集中贮存设施建设 

  试点单位应设立废铅蓄电池集中贮存设施（以下简称集中转运点），将收集

的废铅蓄电池在集中转运点集中后，转移至持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废铅蓄电

池利用处置单位。 

  试点单位设立的集中转运点，应当符合所在地省级生态环境部门的要求。可

以依托现有铅蓄电池产品仓库、危险废物贮存设施设立具有一定规模的废铅蓄电

池集中转运点，但应当划分出专门贮存区域，采取防止废铅蓄电池破损及酸液泄

漏的措施，并设置危险废物标识、标签。依托铅蓄电池产品仓库设立的集中转运

点和新建的专用集中转运点，均应当依法办理危险废物贮存设施环境影响评价报

告文件。应保持废铅蓄电池的结构和外形完整，严禁私自损坏废铅蓄电池；第Ⅱ

类废铅蓄电池应当妥善包装，放置在耐腐蚀、不易破损变形的专用容器内，单独

分区存放并配备必要的污染防治措施。 

  3.申请领取废铅蓄电池收集经营许可证 

  试点单位从事废铅蓄电池收集活动，应向省级生态环境部门申请领取危险废

物收集经营许可证。省级生态环境部门颁发危险废物收集经营许可证时，应载明

全部集中转运点的名称、地址和贮存能力等内容。领取危险废物收集经营许可证

的试点单位，可以在发证机关管辖的行政区域内通过集中转运点收集企业事业单

位产生的废铅蓄电池。 

  （二）规范废铅蓄电池转运管理要求 

  1.废铅蓄电池转移管理要求 



  收集网点向集中转运点转移第 I 类废铅蓄电池，应当做好台账记录，如实记

录废铅蓄电池的数量、重量、来源、去向等信息。收集网点向集中转运点转移第

Ⅱ类废铅蓄电池的，以及企业事业单位向集中转运点、集中转运点向废铅蓄电池

利用处置单位转移废铅蓄电池的，应填写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危险废物转移联单

中，应根据《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JT/T 617）注明废铅蓄电池对应的危险

货物联合国编号。 

  集中转运点应当制定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并定期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生态

环境部门申报废铅蓄电池收集、贮存的数量、重量、来源、去向等有关资料。危

险废物管理计划中，应当包括危险废物转移计划。 

  2.废铅蓄电池运输管理要求 

  通过道路运输废铅蓄电池，应当遵守《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和《危

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JT/T 617）的规定，并按要求委托具有危险货物道路运

输相应资质的企业或单位运输。破碎的废铅蓄电池应放置于耐腐蚀的容器内，并

采取必要的防风、防雨、防渗漏、防遗撒措施。操作人员应接受危险货物道路运

输专业知识培训、安全应急培训，装卸废铅蓄电池时应采取措施防止容器、车辆

损坏或者其中的含铅酸液泄漏。 

  在满足上述包装容器、人员培训及装卸条件时，以下三种废铅蓄电池可按照

普通货物进行管理，豁免运输企业资质、专业车辆和从业人员资格等危险货物运

输管理要求： 

  （1）符合《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 第 3 部分：品名及运输要求索引》（JT/T 

617.3）附录 B 所列第 238 项特殊规定，危险货物联合国编号为“2800”（蓄

电池，湿的，不溢出的，蓄存电的）的废铅蓄电池； 



  （2）不符合《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 第 3 部分：品名及运输要求索引》

（JT/T 617.3）附录 B 所列第 238 项特殊规定，但符合《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

则 第 1 部分：通则》（JT/T 617.1）第 5.1 条要求，每个运输单元载运重量不

高于 500 公斤的危险货物联合国编号为“2800”（蓄电池，湿的，不溢出的，

蓄存电的）的废铅蓄电池； 

  （3）符合《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 第 1 部分：通则》（JT/T 617.1）第

5.1 条要求，每个运输单元载运重量不高于 500 公斤的危险货物联合国编号为

“2794”（蓄电池，湿的，装有酸液的，蓄存电的）的废铅蓄电池。 

  3.提升废铅蓄电池跨区域转运效率 

  跨省（区、市）转移废铅蓄电池的，应当经移出地和移入地省级生态环境部

门批准。鼓励省级生态环境部门之间开展区域合作，简化跨省（区、市）转移第

I 类废铅蓄电池审批手续，试点期间对试点单位跨省（区、市）转移申请可进行

一次性审批。跨省（区、市）转移第Ⅱ类废铅蓄电池的，要严格遵守危险废物转

移管理的有关规定。 

  （三）强化废铅蓄电池收集转运信息化监督管理 

  试点单位应建立废铅蓄电池收集处理数据信息管理系统，如实记录收集、贮

存、转移废铅蓄电池的数量、重量、来源、去向等信息，并实现与全国固体废物

管理信息系统或者各省自建信息系统的数据对接。 

  各试点地区要依托全国固体废物管理信息系统或者与该系统对接的各省自

建信息系统，建立废铅蓄电池收集处理专用信息平台，对废铅蓄电池收集、贮存、

转移、利用处置情况进行汇总、统计分析和核查管理。废铅蓄电池转移必须通过



全国固体废物管理信息系统或者与该系统对接的各省自建信息系统运行危险废

物电子转移联单。 

  四、组织实施 

  （一）试点单位自行申报 

  申请试点单位应当根据本方案和试点地区省级生态环境部门的要求，编制具

体实施方案并确定试点工作目标（2020 年底前，使本单位在试点地区的废铅蓄

电池规范收集处理率达到 40%以上），向试点地区省级生态环境部门提交申请。 

  （二）试点单位应当具备的条件 

  有危险废物标识、管理计划、申报登记、转移、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等环

境管理制度以及危险货物运输管理制度；有配套的污染防治措施和事故应急救援

措施；集中转运点具备专用贮存场地、运输工具、收集包装设备；申请试点单位

及其法定代表人近 1 年没有因发生突发环境事件和环境违法行为受到刑事处罚。 

  （三）试点单位的审核确定 

  试点地区省级生态环境部门要组织对申请试点单位的申报材料和相关污染

防治设施进行评审或现场核查，根据评审或现场核查结果确定试点单位并进行公

示；对符合条件的，颁发危险废物收集经营许可证，并予以公告。试点单位数量

由试点地区省级生态环境部门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 

  本试点工作由省级生态环境部门负责组织实施。试点地区省级生态环境部门

要高度重视，会同交通运输部门健全工作机制，制定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因地制

宜明确试点工作目标、任务要求、标准规范和保障措施，认真组织开展试点工作。 



  试点地区省级生态环境部门要会同交通运输部门于 2019 年 2 月底前将实施

方案分别报送生态环境部和交通运输部备案，2019 年 12 月底前将试点工作进

展情况报送生态环境部，2020 年 12 月底前将试点工作总结报告报送生态环境

部和交通运输部。 

  其他拟开展试点工作的省（区、市）应向生态环境部提交申请。 

  （二）严格监督管理 

  生态环境部门要加强对试点单位的指导与监督检查，对在试点申报、信息报

送过程中存在弄虚作假行为的、未按照试点实施方案开展试点工作的以及试点期

间引发重大环境污染事件的，要依法依规处理，情节严重的，取消试点资格。 

  生态环境部门要加强对试点单位和废铅蓄电池利用处置企业的监管，督促落

实各项管理制度；加大废铅蓄电池环境违法行为打击力度，将非法转移、倒卖、

利用处置废铅蓄电池的违法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信息纳入生态环境

领域违法失信名单，实行公开曝光，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 

  交通运输部门要依法加强危险货物道路运输企业的监管，指导其采取保障运

输安全的措施并遵守危险货物运输管理的有关规定，依法打击废铅蓄电池运输违

法违规行为。 

  （三）加大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 

  试点单位应向社会公布全部废铅蓄电池收集网点和集中转运点的名称、地址

和联系方式，运输车辆信息和收集作业人员联系方式，环境保护制度和污染防治

措施落实情况等信息。 

  试点地区省级生态环境部门应在政府网站上公布本地区全部试点单位及其

收集网点和集中转运点名称、地址、联系方式，并通报同级发展改革、工业和信



息化、财政、公安、交通运输、商务、税务、市场监管等部门。要充分利用网络、

广播、电视、报刊等新闻媒体，开展废铅蓄电池环境健康危害教育，广泛宣传废

铅蓄电池收集处理的相关政策。建立有奖举报机制，鼓励公众通过“12369”环

保举报热线、信函、电子邮件、政府网站、微信平台等途径，对非法收集、非法

冶炼再生铅等环境违法行为进行监督和举报。 

  抄送：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 

  生态环境部办公厅 2019 年 1 月 28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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