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废弃家用电器与电子产品污染防治技术政策

( 环发[2006]115 号 2006-04-27 实施)

一、总则

（一）依据和目的

为了减少家用电器与电子产品的废弃量，提高资源再利用率，控制

其在再利用和处置过程中的环境污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

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和国家有关环

境保护法律、法规，制定本技术政策。

（二）适用范围

本技术政策所称的家用电器是指家用电器及类似用途产品，包括电

视机、电冰箱、空调、洗衣机、吸尘器等；电子产品是指信息技术（IT）

和通讯产品、办公设备，包括计算机、打印机、传真机、复印机、电话

机等。

本技术政策适用于家用电器与电子产品的环境设计、废弃产品的收

集、运输与贮存、再利用和处置全过程的环境污染防治，为废弃家用电

器与电子产品再利用和处置设施的规划、立项、设计、建设、运行和管

理提供技术指导，引导相关产业的发展。

（三）定义



1、废弃家用电器与电子产品：是指已经失去使用价值或因使用价值

不能满足要求而被丢弃的家用电器与电子产品，以及其元（器）件、零

（部）件和耗材，包括：

（1）消费者（用户）废弃的家用电器与电子产品；

（2）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不合格产品及其元（器）件、零（部）件；

（3）维修、维护过程中废弃的元（器）件、零（部）件和耗材；

（4）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视为电子废物的。

2、有毒有害物质:指家用电器与电子产品中含有的铅、汞、镉、六

价铬、多溴联苯（PBB）和多溴二苯醚（PBDE）以及国家规定的其他有毒

有害物质。

3、生产者：家用电器与电子产品或元（器）件、零（部）件等品牌

（商标）的所有者，包括：

（1）使用自己的品牌（商标），制造和销售家用电器与电子产品或

元（器）件、零（部）件；

（2）使用自己的品牌（商标），转售由其他供应商生产的家用电器

与电子产品或元（器）件、零（部）件；

（3）家用电器与电子产品进口商。

4、再使用：指废弃家用电器与电子产品或其中的元（器）件、零（部）

件，经简单维修后用于原来用途的任何行为，但不包括废旧家用电器与

电子产品转由他人的直接再使用。

5、再利用:指对废弃家用电器与电子产品或废弃材料的再加工，加

工后材料的用途可与以前相同或不同，但不包括对废弃材料直接焚烧进



行的热能回收。

6、处理：指对废弃家用电器与电子产品清除污染、拆解、破碎、再

利用的活动。

7、处置：废弃家用电器与电子产品经处理后，产生的无法进一步再

使用、再利用的残余物，采用焚烧、填埋或其他方式，以达到减容、减

少或消除其危害性的活动。

（四）指导思想

1、推行“三化”原则

（1）减量化：通过对家用电器与电子产品的环境友好设计，减少产

品中有毒有害物质和材料的使用，延长产品的使用寿命，改善产品再利

用特性，从而减少电子废物的产生量和危害性。

（2）资源化：通过对家用电器与电子产品及其元（器）件、零（部）

件等的再使用和再利用，提高废弃家用电器与电子产品的再利用率。

（3）无害化：通过采用先进、适用的处理和处置工艺技术，控制废

弃家用电器与电子产品再利用和处理处置过程中的环境污染。

2、实行污染者负责的原则

国家对废弃家用电器与电子产品污染环境防治实行污染者负责的原

则。

家用电器与电子产品的生产者（包括进口者）、销售者、消费者对

其产生的废弃家用电器与电子产品依法承担污染防治的责任。

（五）目标

1、国家适时发布、更新产品中禁止、限制使用的有毒有害物质名录，



实施产品市场准入制度，推行环境友好产品的政府绿色采购政策，从源

头减少和控制产品中有毒有害物质的使用。

2、建立相对完善的废弃家用电器与电子产品回收体系，采用有利于

回收和再利用的方案，逐步提高废弃家用电器与电子产品的环境无害化

回收率和再利用率；

3、规范废弃家用电器与电子产品再利用过程的环境行为，控制污染

物排放；再利用过程中产生的危险废物纳入到危险废物处置体系，基本

得到安全无害处置。

（六）公众参与

开展公众环境宣传和教育，提高公众的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意识，

采取措施激励生产者、销售者、消费者和再利用者等各相关方参与废弃

家用电器与电子产品的回收和再利用的积极性。

二、环境友好设计

（一）减少有毒有害物质的使用

1、鼓励家用电器与电子产品中不使用或减少使用有毒有害物质，开

发使用安全无毒害、低毒害的替代物质。

2、国家按家用电器与电子产品种类，分时段逐步限制和禁止有毒有

害物质的使用。

（二）延长产品使用寿命

鼓励通过采用模块化设计，元（器）件和零（部）件的寿命趋同设

计，易维修、易升级设计等，延长产品的使用寿命。

（三）提高产品的再使用和再利用特性



生产者不应通过特殊设计或者加工工艺故意阻止产品废弃后的再使

用，但若该设计或者加工工艺更有利于环境保护和安全的要求时，则不

在此限。

鼓励减少使用材料的种类，多使用易回收利用材料，采用国际通行

的标识标准对零（部）件（材料）进行标识，采取有利于废弃产品拆解

的设计和工艺，提高废弃产品的再利用率。

（四）提高产品零（部）件的互换性

通过标准化使产品的通用零（部）件，在不同品牌或同一品牌的不

同型号之间实现互换。

（五）合理使用包装材料

采取易于回收和再利用或易处理的包装材料，提高包装材料的回收

和再利用率，限制过度包装，减少废弃包装物的产生量。

三、有毒有害物质的信息标识

（一）在有毒有害物质完全禁止使用之前，逐步推行有毒有害物质

的信息标识制度。

生产者应在其产品的元（器）件、零（部）件上按照国际通行的或

国家有关的信息标识标准，标明产品中含有毒有害物质的名称或代码，

由于体积或功能的限制不能在产品上注明的，应在说明书中予以注明。

（二）生产者宜向家用电器与电子产品再使用者和处理处置者提供

相关资料和信息，尤其是含有毒有害物质元（器）件名称和元（器）件

装配部位等信息。

四、收集、运输及贮存



（一）鼓励建立多方参与的、符合不同种类和来源的废弃家用电器

与电子产品回收系统。在建立回收体系时，应考虑来自政府机构、企事

业单位和来自居民家庭的废弃家用电器与电子产品回收的不同特点。

（二）国家鼓励行业协会等非政府组织建立废弃家用电器与电子产

品信息系统，为废弃产品的回收提供信息服务。

（三）废弃家用电器与电子产品的回收可采用付费、互换、无偿交

易等市场手段，鼓励消费者（用户）将废弃产品交到指定的回收站点或

与回收者预约上门收集。

（四）回收者收集的废弃家用电器与电子产品应送往具有相关资质

的企业进行专业化、无害化地集中处理处置。

（五）废弃家用电器与电子产品在运输过程中应采取适当的包装措

施，避免在运输过程中一些易碎产品或零部件破碎或有毒有害物质的泄

漏、释出。

（六）废弃家用电器与电子产品的贮存应使用专门的存放场地，地

面防渗漏处理，有防雨淋的遮盖物。

五、再使用

国家鼓励废弃家用电器与电子产品的再使用，但应遵循以下基本要

求：

1、从事废弃家用电器与电子产品再使用的厂商应具备必要的污染防

治设施，在再使用过程中应采取必要的污染防治措施。

2.家用电器与电子产品的再使用不宜采用一些破坏性的操作，导致

大量废元（器）件、零（部）件产生，或者一些有毒有害物质的释出。



六、处理处置

（一）处理处置厂的要求

1、处理处置厂的选址应符合国家及地方的相关规划要求。处理处置

厂不应选在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生活饮用水源保护区和人口密集

的居住区，以及其他需要特殊保护的地区。

2、废弃产品中含有毒有害物质元（器）件、零（部）件的破碎、分

选都应当在封闭设施中进行，产生的废气、粉尘应收集净化，达标后排

放。

3、处理处置厂应设置废液收集设备与容器，作业场所的地面应采取

防渗漏处理，清洗废水进行预处理，达标后排放。

4、处理处置过程中产生的残渣，以及废水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污泥，

应按照危险废物鉴别标准(GB5085.1-3-1996)进行危险特性鉴别。属于危

险废物的，应按照危险废物处置，不得混入生活垃圾。

（二）拆解

1、废弃家用电器与电子产品无法维修或升级再使用时，应以手工或

机械的方式进行拆解，分别进行处理。

对于拆解下的有使用价值的元（器）件、零（部）件，应首先考虑

再使用；对于那些无法继续再使用的（元）器件、（零）部件等，应送

往专业的再利用厂，回收利用其中的金属、玻璃和塑料等材料。

2、含下述物质的元（器）件、零（部）件应单独拆除，分类收集：

（1）显示器、电视机中的阴极射线管（CRT）；

（2）表面积大于 100cm2 的液晶显示屏（LCD）及气体放电灯泡；



（3）表面积大于 10cm2 的印刷线路板；

（4）含多溴联苯或多溴二苯醚阻燃剂的塑料电线电缆、机壳等；

（5）多氯联苯电容器及含汞零（部）件；

（6）镉镍充电电池、锂电池等；

（7）废电冰箱、空调器及其他制冷器具压缩机中的制冷剂与润滑油。

（三）含危险物质的零（部）件的处理

1、阴极射线管（CRT）

（1）彩色阴极射线管含铅玻锥与无铅玻屏应分类收集。含铅玻锥可

作为阴极射线管玻壳制造厂的制造原料，或以其他的方式再利用和安全

处置。

（2）玻屏上的含荧光粉涂层可采用干法或湿法两种工艺进行清除：

①采用干法工艺清除玻屏上的荧光粉涂层时，应安装粉尘抽取和过

滤装置，并妥善收集荧光粉；

②采用湿法工艺洗涤玻屏上的荧光粉涂层时，产生的洗涤废水需经

处理达标后排放，含荧光粉的污泥应进行无害化处置。

2、液晶显示器(LCD)

（1）便携式电脑及其他表面积大于 100cm2 的液晶显示屏应以非破

坏方式分离，将其中的液晶面板（其包覆的液晶不得泄漏）、背光模组

及驱动集成电路拆除。

（2）液晶物质的无害化处理可采用加热析出，催化分解技术。

（3）从背光模组中拆下的冷阴极荧光管可送往专业的汞回收厂回收



汞，或者连同其他含汞荧光灯管一起按照危险废物处置。

3、线路板

（1）加热熔化锡铅焊料拆除线路板上元（器）件、零（部）件时，

应使用抽风罩抽取焊料熔化时产生的铅烟（尘），处理达标后排放。

（2）线路板上拆下的芯片、含金连接器及其他含贵金属的废料可通

过溶蚀、酸洗、电解及精炼等工艺方法回收其中的金、银、钯等贵金属，

并且回收处理装置应有相配套的环保设施。

禁止采用无环保措施的简易酸浸工艺提取金、银、钯等贵重金属，

禁止随意倾倒废酸液和残渣。

（3）线路板上拆下的多氯联苯电容器等危险废物须送危险废物处置

厂处置。

（4）被拆除芯片、电容器及其它元（器）件的线路板，可采用破碎、

分选的方法回收铜、玻璃纤维和树脂，破碎应在封闭的设施中进行，并

配备相应的粉尘处理装置。

4、含多溴联苯或多溴二苯醚阻燃剂的电线电缆、塑料机壳

（1）含多溴联苯（PBB）和多溴二苯醚（PBDE）的电线电缆、塑料

机壳与其他普通的电线电缆和塑料分类收集。

（2）含多溴联苯（PBB）和多溴二苯醚（PBDE）电线电缆中铜、铝

等金属的回收宜采用物理方法，且粉碎和分选工艺应在封闭的设施中进

行，分离出的电线电缆覆层应进行无害化处置。

禁止露天或使用无环保措施的简易焚烧炉焚烧电线电缆，回收其中

的铜、铝等金属。



（3）含多溴联苯（PBB）和多溴二苯醚（PBDE）的塑料机壳，应进

行无害化处置。

5、电池

废弃家用电器与电子产品拆解下的各类电池（蓄电池、充电电池和

纽扣电池）的处理处置遵循《废电池污染防治技术政策》及相关规定和

标准要求。

（四）处置

1、为了提高废弃家用电器与电子产品的再利用率，节约资源，在经

济合理、技术可行的情况下，优先考虑再使用和再利用，其次再考虑焚

烧或填埋处置。

2、禁止含阴极射线管的计算机显示器和电视机直接进入生活垃圾填

埋场和生活垃圾焚烧厂处置。

3、废弃家用电器与电子产品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各类危险废物或残余

物应采用焚烧、填埋或其他适当的方式进行处置，废水、废气的排放应

满足相关的环境保护标准要求。

七、鼓励发展的技术和装备

（一）鼓励研究、开发替代锡/铅焊接生产工艺、替代含溴阻燃剂技

术等。

（二）鼓励研究、开发阴极射线管和液晶显示器的拆解、再利用和

处置的成套技术和装备。

（三）鼓励研究、开发各类废弃家用电器与电子产品的破碎、分选

及无害化处置的技术和装备。



（四）鼓励开发、利用家用电器与电子产品无害化或低害化的生产

原材料和生产技术。

（五）鼓励电冰箱、空调器中的 CFCs 制冷剂和发泡剂替代技术推广

应用，采用零臭氧损耗、低温室效应，具备高效能的物质替代 CFCs。

（六）鼓励研究开发废弃电冰箱、空调器及其他致冷器具压缩机中

CFCs 制冷剂的回收技术与装备。

八、鼓励性政策法规及标准

（一）国家制定产品中禁止、限制使用的有毒有害物质名录，分批、

分期禁止含有毒有害物质的家用电器与电子产品的销售。

（二）国家建立和完善政府绿色采购政策和相关的采购标准，优先

采购环境友好的产品，引导家用电器与电子产品的生产向绿色化方向发

展。

政府采取分阶段、逐步推进的方式实施家用电器与电子产品的绿色

采购政策，具体实施阶段包括：

——优先采购阶段：分类优先采购符合绿色采购标准的家用电器与

电子产品；

——禁止采购阶段：分类禁止采购不符合绿色采购标准的家用电器

与电子产品；

（三）政府加强有关技术法规、标准的研究和制定，制订废弃产品

拆解、再利用和处置的环保技术规范，产品中有毒有害物质含量限值等

标准。

（四）国家研究废弃家用电器与电子产品污染防治有关的技术标准

体系，制订产品生态设计标准、再使用产品标准、产品或部件回收利用



的标识标准、回收利用率和再利用率计算方法标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