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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研究日本、美国、欧盟、联合国环境保护署关于杀虫剂类 POPs的申报管理机制, 分析我国关于化学品、污

染物和固体废物的申报、登记制度,欲建立我国杀虫剂类 POPs动态申报机制。我国杀虫剂类 POPs动态申报以各级环保部

门为管理主体, 以杀虫剂类 POPs的生产单位和流通机构、各级环保部门、知情群众为申报主体, 以杀虫剂类 POPs的存放地

点、种类名称、数量、管理状态、相关变更信息为申报内容, 实现每年 1次的杀虫剂类 POPs申报, 从而建立我国杀虫剂类

POPs基础数据信息,为制定科学的污染防治措施,消除杀虫剂类 POPs的危害提供信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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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managementmethods of pestic ides POPs reg istration in Japan, theUnited S tates, Euro

peanUn ion andUNEP, dec larat ion and reg istrat ion system for chem ica ls, po llutants and so lid w aste was ana

lyzed for establish ing dynam ic reg istration system in Ch ina. Env ironmental Pro tection Bureaus of each leve l in

China w ere responsible for adm inistration o f dynam ic reg istration. Declarers included producers and sellers of the

pestic ides POPs, invest igating sta ffs in env ironm enta l protection bureau as w e ll as insiders. The contents in the

declaration consisted of sto rage location, name o f chem icals, quant ity, supervisormode, and re lated change in

fo rmation. The dynam ic reg istrat ion once a year for establish ing basic data inform ation of pest icides POPs, to

takemeasures to scien tifically prevent pollution and to prov ide information for elim inat ing pest icides POPs dan

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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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 POPs)是具有毒性、难降

解、可在生物体内蓄积的一类物质,可通过空气、水

等介质在环境中传输并沉积,并可以长期在生态系

统中累积。POPs可导致癌症,损害神经系统,引发

免疫系统疾病、生殖紊乱,以及干扰婴幼儿的正常

发育
[ 1- 6]

, 直接威胁人类生存繁衍和可持续发展。

2001年, 我国签署了 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 POPs)的斯德哥尔摩公约 (以下简称 公约 )。

公约 首批列入控制的 12种 (类 ) POPs中, 有 9

种为杀虫剂,即毒杀芬、灭蚁灵、氯丹、六氯苯、滴滴

涕、艾氏剂、狄氏剂、异狄氏剂、七氯,其中前 5种曾

于 20世纪 60年代 80年代在我国大量生产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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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 7]
。按照 公约 要求, 我国需要针对杀虫剂类

POPs制定管理战略, 尽可能查明其在我国的实际

库存情况,并采用环境无害化的方式予以管理。对

全国 POPs的调查发现, 我国现存杀虫剂类 POPs

总量约 4 000 t~ 6 000 ,t 其中滴滴涕 2 600 t~

4 500 ,t六氯苯、氯丹和灭蚁灵的总量约 1 500 ,t基

本没有毒杀芬、七氯、狄氏剂、异狄氏剂和艾氏剂的

废弃物
[ 8]
。为确保我国现存杀虫剂类 POPs不会

对环境和人民身体健康造成危害,需要建立管理办

法对其实施监管,实现杀虫剂类 POPs废弃物的环

境管理,配合我国的履约行动。

1 国外杀虫剂类 POPs管理机制

1. 1 日本杀虫剂类 POPs管理

依据 农药取缔法 , 日本建立了包括农药登

记、标识、申报等一系列制度的杀虫剂类 POPs管

理措施。 农药取缔法 授权农林水产省和环境省

负责具体实施,农林水产省负责制定农药生产和安

全使用标准,对农药生产者、进口商、经营商实施登

记,并对农药的生产、使用、经营实行监管。环境省

负责制定农作物、土壤、水域及水生生物的农药残

留量标准,并可责令生产者、进口商、经营商或农药

使用者提供相关农药使用报告
[ 9]
。在日本, 废弃

的杀虫剂类 POPs属于危险废物, 从属于危险废物

相关管理体系。日本的废弃物管理起步相对较早,

首部 废弃物处理法 于 1971年颁布,此后对废物

的处理和控制日渐严格, 1991年颁布了 再生资源

利用促进法 , 1992年对 废弃物处理法 进行了修

订,对需要特别管理的废物指定日渐强化。在

2003年的 化学物质控制法 (修正案 )中,引入了

关于危险物质信息的强制申报系统, 奠定了日本危

险废物的管理基础。

1. 2 美国杀虫剂类 POPs管理

1. 2. 1 美国的农药管理

农药法 与 联邦杀虫剂、杀真菌剂和灭鼠法

案 ( F IFRA)授权 USEPA对杀虫剂类 POPs实施具

体管理。 农药法 规定, 任何生产、运输、销售和

使用农药的个人或公司, 都必须向 EPA提出注册

申请。EPA为此颁布了 农药登记和分类程序

农药登记标准 等法规, 以监督、规范农药登记行

为
[ 10]
。美国农药管理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对农药产

品的标签和标志实施严格管理,任何农药生产者必

须按产品标记的相关说明组织生产, 并且就农药的

生产情况每年至少向 EPA报告一次, 对于危险性

大和需要特殊说明的农药, 需要用醒目标识予以

标注
[ 11 ]
。

1. 2. 2 美国的危险废物管理

废弃的杀虫剂类 POPs属于危险废物, 从属于

危险废物相关管理体系。美国的危险废物管理制

度相对完善, 固体废物处置法 于 1965年首次颁

布, 1976年修订之后重新颁布了 资源保护与再生

法 ( RCRA ), 代替 固体废物处置法 。RCRA主

要对生产者、运输者, 以及处理、贮存与处置设施

( TSDFs)进行管理, 并制定了 TSDFs安全操作技术

标准。EPA可授权有关州实施经其许可的危险废

物管理方案,对于方案未获得批准的州, 则直接由

EPA负责其危险废物管理。在废弃杀虫剂类 POPs

的管理上, EPA在强调标记、限制贮存时间、培训

员工、建立应急响应等方面都有严格的规定。

1. 3 欧盟杀虫剂类 POPs管理

2004年 6月,欧盟制定并颁布了针对 POPs问

题最为详尽的专门性法规 关于持久性有机

污染物条例和第 79 /117 /EEC号修正指令 ( Regu

lation o 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 f the counc il

on persistent organic po llu tants and amend ing direc

tives 79 /117 /EEC and 96 /59 /EC )。法规要求, 欧

盟各成员国须每 3 a向欧盟委员会提交一次关于

杀虫剂类 POPs库存和废弃物的信息, 并提交关于

POPs生产及进入市场的统计数据
[ 12 ]
,包括实际统

计和估计的数据。

1. 4 联合国环境保护署 ( UNEP)杀虫剂类 POPs

管理技术导则

UNEP要求各国制定关于追踪 POPs和向政府

申报的政策或规章草案, 该政策或规章应要求在某

个时间以前初步申报,当清单发生变化或有处置发

生时应后续申报。申报清单的具体信息包括产品、

物品或废物的名称或描述, 物理状态, 容器或设备

的质量,产品、物品或废物中 POPs的浓度,由 POPs

构成、含有 POPs或被 POPs污染的物料质量。在

生产领域, 对生产者调查, 由生产企业申报。在流

通领域,对进出口的杀虫剂类 POPs通过查阅国家

贸易登记调查, 同时要求进出口公司或代理公司申

报;对使用者通过查阅销售记录调查;在贮存方面,

对生产者和使用者调查, 受访者对超过指定量的库

存申报;在转移处置上,需要查阅转移登记,同时要

求受访者对转移申报
[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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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国关于化学品、污染物和固体废物的相关管

理规定

2. 1 化学品登记

化学品登记包括进出口有毒化学品登记、首次

进口化学品登记、农药登记、生产企业化学毒物登

记。全国化学品登记管理由环境保护部污染防治

司下设的化学品环境管理处负责,各地方由环保部

门相应的化学品登记部门负责。在管理措施上,首

先,凡进出口录入 中国禁止或严格限制的有毒化

学品名录 中化学品的进出口商,必须向环境保护

部提交有毒化学品进出口环境管理登记申请; 对于

首次进口的未在我国登记的化学品, 必须向环境保

护部提出化学品首次进口环境管理登记申请, 有关

登记资料由环境保护部化学品登记中心负责整理

和保存。其次,在中国生产和进口农药 (包括原药

生产、制剂加工和分装 )必须登记, 登记时提供农

药产品的化学、毒理学、药效、残留、环境影响、标签

等方面的资料。

2. 2 化学工业毒物登记

原化学工业部于 1993年 4月 15日颁布了 化

学工业毒物登记管理办法
[ 14]
,该办法的管理范围

是化学工业中生产、使用有毒化学品的企业、事业

单位。 1993年 1998年, 化学工业毒物登记管理

由省、市化工厅 (局 )负责各自化工行业的毒物登

记与申报审核工作。对新开发的具有毒性的化工

产品, 在生产、加工、使用前, 由企业生产计划部门

填写 新添毒物申报书 ,申报省、市化工厅 (局 )主

管部门,经审核批准后, 按规定填写 毒物登记档

案 , 同时, 对已登记的毒物实施 毒物周知卡

制度。

2. 3 固体废物申报登记

2005年 4月 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

污染环境防治法 (修订 ) 开始实施。依据第三十

二条规定
[ 15]
, 实施工业固体废物申报登记制度,由

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实施固体废物申

报登记工作。产生危险废物的单位, 必须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制定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并向所在地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报危

险废物的种类、产生量、流向、贮存、处置等有关资

料。无论是工业固体废物还是危险废物, 当申报登

记事项有重大改变时,都应当及时申报。

2. 4 环境统计管理办法

环境统计管理办法 规定
[ 16]
, 国务院环境保

护行政主管部门在国务院统计行政主管部门的业

务指导下, 部署指导全国环境统计工作, 汇总、管理

和发布全国环境统计资料。在工作方式上,提倡实

施重点城市环境统计快报制度,推行重点污染源季

报制度。在监督管理方面,县级以上环境保护部门

应当采取现场核查、资料核查及其他有效方式,对

企业环境统计数据审查和核实,国家建立环境统计

周期普查和定期抽样调查制度。各级环境保护部

门和各企业、事业单位必须建立环境统计资料档

案,按国家有关统计资料保密管理的规定进行档案

管理。

3 我国杀虫剂类 POPs动态申报机制研究

通过研究国外杀虫剂类 POPs的管理机制发

现,无论是将杀虫剂类 POPs并入危险废物管理,

还是通过建立专门的法案管理,其管理模式都是通

过自下而上的申报来全面跟踪 POPs。同样, 我国

对化学品、污染物和固体废物的相关管理也是基于

申报,所以可以通过申报的形式来实现我国杀虫剂

类 POPs的管理。由于历史原因, 绝大多数杀虫剂

类 POPs的申报主体已无法明确,而且在没有足够

资金处置或尚未确定最佳处置方式之前,杀虫剂类

POPs的废弃物需要长期贮存。因此, 无法将杀虫

剂类 POPs的申报纳入现有的环境管理申报体系,

需要重新设置动态申报管理体系, 以实现连续、动

态的管理。

3. 1 动态申报组织机构

环境保护部污染防治司负责全国杀虫剂类

POPs的信息动态申报工作, 各地环境保护行政主

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内杀虫剂类 POPs的动态申

报和档案管理等工作,其组织形式见图 1。

图 1 组织形式

F ig. 1 O rgan ization structure

3. 2 动态申报机制

3. 2. 1 动态申报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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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虫剂类 POPs废弃物的申报主体分为 3个

部分。

第一部分为曾生产、使用、销售杀虫剂类 POPs

的单位。各级环保部门需全面加强与农业、卫生、

白蚁防治等相关部门的协作,明确曾生产、使用、销

售杀虫剂类 POPs的单位, 并下发调查表、更新表,

由此类单位填写,并在规定时间内申报。

第二部分为各级环保部门。在上述主体已经

不再存在的情况下,各级环保部门须自行组织人员

调查。

第三部分为了解废弃杀虫剂类 POPs库存点

的群众。为了使动态申报工作更为顺利、及时和准

确,各级环保部门须通过有效宣传渠道发布公告,

发动群众举报存在杀虫剂类 POPs废弃物的存放

点,并出台奖励制度。

3. 2. 2 动态申报内容

基本信息包括申报时间、申报单位或申报人、

申报单位或申报人所在地及联系方式、杀虫剂类

POPs废弃物存放地点、存放地点经纬度、存放单位

名称、管理状态、存放状态、种类名称、废弃物数量。

杀虫剂类 POPs变更信息包括原存放地点、原有数

量、现有数量、变更原因及变更说明。

3. 2. 3 动态申报过程

杀虫剂类 POPs废弃物的具体申报过程见

图 2。

图 2 动态申报程序

F ig. 2 Dynam ic reg istra tion procedu res

( 1)可以找到杀虫剂类 POPs废弃物负责人

的,由这些曾生产、使用、销售杀虫剂类 POPs的单

位填报材料,递交当地区县级环保部门; 无负责人

的杀虫剂类 POPs废弃物, 经区县级环保部门核查

后直接填报材料。所有材料一式两份,一份由区县

级环保部门归档保存,一份申报地市级环保部门。

若调查结果较上年没有变化, 则不作申报。申报材

料经地市级环保部门审核不合格的,返回区县级环

保部门重新填写。

( 2)地市级环保部门汇总区县申报的调查资

料,整合信息, 完成本辖区的杀虫剂类 POPs废弃

物调查报告。报告一式两份, 一份由地市级环保部

门归档保存,一份申报省级环保部门, 经省级环保

部门审核不合格的返回重新填写。若无任何变化,

则不作申报。

( 3)年终时, 省级环保部门整合全年动态申报

资料,完成各省杀虫剂类 POPs废弃物调查报告。

报告一式两份, 一份由省级环保部门归档保存,一

份申报环境保护部, 经环境保护部审核不合格的返

回省级环保部门重新填报。全国数据申报完毕,环

境保护部组织有关专家评审, 并编写工作总报告。

( 4)动态申报频次: 杀虫剂类 POPs废弃物的

动态申报频次为每年 1次。

3. 2. 4 质量保障及监督机制

各级环保部门应对申报单位指导,必要时可有

针对性地开展培训。同时,全面加强与农业、建设、

卫生等相关部门的协作,全面调查了解, 并强化公

众参与。对于申报数据, 各级环保部门应采取随机

抽样与重点调查相结合的方式核查,确保数据来源

及数据真实性、准确性。

3. 2. 5 档案管理制度

制定杀虫剂类 POPs档案管理制度。首先,在

立卷归档制度方面
[ 17- 18]

, 归档资料应包括杀虫剂

类 POPs废弃物的文书档案与电子档案; 其次, 在

档案保管制度上,依照 中国档案分类法 环境保

护档案分类表 和 环境保护档案著录细则 , 编写

杀虫剂类 POPs档案的著录、分类和标引, 并依据

环境保护档案管理办法 和 中国履行 关于持久

性有机污染物 ( POPs)的斯德哥尔摩公约 国家实

施计划 的要求,对档案作长期保管 ( 16 a~ 50 a) ;

第三,档案统计、鉴定、销毁制度,检索、查询利用制

度, 以及档案管理岗位责任制及罚则, 全部依据

环境保护档案管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

法 管理。

4 结语

2006年, 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启动了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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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s调查工作,经过数年调查,基本摸清了我国杀

虫剂类 POPs废弃物的存在状况。可在此基础上

通过动态申报机制,不断发现新存放点, 监督原有

存放点,动态跟踪杀虫剂类 POPs废弃物的转移、

处置和库存量变化, 为我国 POPs环境无害化管理

提供坚实的动态数据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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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2010年全球碳交易增至 1 200亿美元
2010年全球碳排放权交易成交额同比增加了 5% , 达到 930亿欧元,合 1 200亿美元。碳市场成交额增加的原因是碳

价格在 2010年有所上升。

彭博新能源财经 ( BNEF )分析指出, 2010年全球各地碳交易的加权平均价格增加了 17% , 由每吨 CO2当量 11. 6欧元

上升至 13. 6欧元。其中, 占全球交易量 80%的欧洲排放交易体系 ( EU ETS), 其加权平均碳价上升 6. 6% , 从 2009年的每

吨 CO
2
当量 13. 6欧元增加到 2010年的 14. 5欧元。

与价格上涨相反,世界各地的碳贸易量在 2010年下降了 10% , 从 2009年的 77亿吨 CO2当量下降到 2010年的 69亿 t

CO2当量。交易量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区域温室气体减排行动 ( RGGI)在美国失败。2009年, RGGI占全球碳市场交易量的

9% , 但在 2010年,由于美国联邦政府一级的总量控制下碳交易计划失败, 使得 RGGI的比重下降到不足 1%。2010年,清洁发

展机制 ( CDM )下的碳交易项目数增长了 1% , 而 EU ETS的主要市场的交易量几乎没有变化,稳定在 5. 5亿 t CO
2
当量。

BNEF认为, 2011年全球碳市场将重拾增势,达到 1 070亿欧元, 约合 1 360亿美元的交易额, 比 2010年增长 15%。这

一增长的动力很大程度上来自 EU ETS公用事业津贴的提高。欧洲市场占 2010年全球碳交易总额的 81% , 仍然在主导碳

市场。考虑到其他国家, 尤其是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碳排放立法难有进展,这种趋势还将持续到 2020年。

摘自 www. jshb. gov. cn 2011- 0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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