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环境保护前沿, 2019, 9(3), 410-413 
Published Online June 2019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ep 
https://doi.org/10.12677/aep.2019.93057  

文章引用: 常敏, 黎雅楠. 电子废物污染现状及管理政策分析[J]. 环境保护前沿, 2019, 9(3): 410-413.  
DOI: 10.12677/aep.2019.93057 

 
 

Analysis on Current Situation and  
Management Policy of Electronic Waste  
Pollution 

Min Chang1,2*, Yanan Li1,2 
1Shaanxi Provincial Land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Group Co., Ltd., Xi’an Shaanxi 
2Institute of Land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Shaanxi Provincial Land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Group Co., 
Ltd., Xi’an Shaanxi  

 
 
Received: May 26th, 2019; accepted: June 10th, 2019; published: June 17th, 2019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literature investig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origin and pollution status of 
e-waste in China, summarizes the main electronic waste treatment system and management policy 
at home and abroad, analyzes the shortcomings of e-waste management and policy in China at 
present, and puts forward some views and suggestions on the management and policy of e-waste 
in China in the future in order to dispose e-waste reasonably and eff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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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在文献调研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电子废物的来源和污染现状，总结归纳了国内外目前主要的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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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物处理体系与管理政策，并分析了目前我国电子废物管理与政策方面的不足，对今后我国电子废物的

管理方面提出了看法和建议，以期对电子废物合理进行有效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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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电子产品更新换代速度的加快，淘汰了大量废旧的电子产品和设备，形成了

大量的电子垃圾。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估计[1]全世界每年有 2000 万~5000 万 t 废旧电子产品被丢弃，全

球电子废物正以每年 3%~5%的速度增长。目前我国电子废物产量 230 万 t，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

而且每年以 5%~10%的速度增长。电子废物具有很高的资源化属性，金属和塑料占电子废物总重较高，

回收利用的潜在价值大；但同时电子废物也具有污染环境特性，其中的重金属元素和有毒化合物会对土

壤、水体资源、人体健康等产生很大的危害。目前我国电子废物处理处置的政策并不完善，技术不够成

熟，因此展开相关的研究意义重大。 

2. 电子废物的特点及分类 

2.1. 电子废物特点 

电子废物是废弃的电子电器设备的总称，包括各种废旧电脑、废旧电池、已淘汰的通信设备和精密

电子仪器等，也包括相关的零件、器件及组成材料等，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品和残次品也属于该类废弃

物。电子垃圾种类繁多，成分复杂，存在一些有毒有害物质，如铅、汞等[2]。填埋后其中有害重金属会

深入土壤，进入河流造成污染，焚烧后也会释放出二恶英、呋喃、多氯联苯类等致癌气体，对环境和生

物体会造成直接或间接的危害。但这类电子废弃物中又蕴含着巨大的价值。日本某公司曾对废弃手机进

行成分分析，发现在每 100 克机身中便含有 0.03 克金、0.19 克银和 14 克铜。根据丹麦的报告，1 吨随意

搜刮的电子板卡中，可以分离出 1 磅黄金、44 磅锡和 286 磅铜，其回收利用前景巨大，我们应该对其进

行充分的利用[3] [4]。 

2.2. 电子废物分类 

我国现行的《电子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管理办法》中将电子废物分为电子废弃物和电子类危险废物两

类。其中电子类危险废物指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者根据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认

定的具有危险特性的电子废物，包括铅电池、镉镍电池、阴极射线管等。 

3. 电子废物回收处理体系和相关法规政策分析 

3.1. 国内外回收处理系统 

大多数国家对于电子废弃物的回收管理均采用一种新兴的环境政策工具 EPR (Extended Produ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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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sibility, EPR)，其基本原则是合理利用相关的约束、激励政策，在源头上减少污染源的排放，从而

达到少污染、少回收、少治理的目的。EPR 反映环境政策的一个新趋势，即从末端治理转向对环境污染

源的预防，管理的核心是通过各种激励机制减少产品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对环境的影响，从而达到控制污

染排放的目的。 
目前，我国电子产品的高速发展和迅速普及也加快了其废弃速度。越来越多的国外电子废弃物进入

我国的地域。大中城市所具备的电子废弃物处理方式主要是自发的回收和处理，即通过市场自然形成电

子电器产品收购、拆解、维修和销售体系，有一些电子废物回收基地，主要从事旧家电再商品化。但在

不规范的拆卸过程中，会对环境造成一定的污染，资源的回收率也较低。 

3.2. 电子废物的管理与政策 

欧盟从 1990 年起就对电子废物问题给予高度关注，2003 年 1 月发布《废弃电气电子设备指令》 
(WEEE 指令)和《关于在电子电气设备中限制使用某些有害物质指令》 (RoSH 指令)。WEEE 指令要求生

产商对进入欧盟市场的废弃的电器电子产品负责回收、处理，对新投放的电器电子产品加贴回收标志。

RoSH 指令对电器电子产品中的六类有害物质进行了限制，包括汞、铅、镉、六价铬、聚溴联苯、聚溴

二苯醚[5]。日本颁布了《废弃物处理法》、《资源有效利用法》、《容器包装再生利用法》、《家用电

器再生利用法》、《推动循环型社会建设基本法》、《绿色采购法》等法规。相比于欧盟的系统，日本

的系统更加注重于资源的有效利用，除了延长填埋场的使用寿命、减少对地下水和土壤的污染之外，通

过再循环节约了资源与能源[6]。 

4. 我国电子废物处理存在问题及相关建议 

4.1. 存在问题 

考虑到电子垃圾处理当前对环境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严重影响，世界各国都很注意对电子垃

圾处理技术的研究工作。但因多方面原因，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距离世界领先水平还有很大差距。

相对于一些发达国家，我国有关电子废弃物的环境立法起步较晚。现有法律偏重对电子产品的生产者进

行管理，即落实生产者责任制度，而对于使用者、消费者要求较少。目前中国还未出台一部关于电子垃

圾回收、处理的法规，相应的管理体系、组织体系和相关政策约束均不够完善，导致电子废弃物回收体

系混乱，得不到有效处置[7]。 
基于行业长期的良性发展需求，必须加强以市场为主导，政府导向型经济运行模型的建议。基于现

有回收处理现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以回收渠道而言，国内因回收主体单一、回收方式单一造成处理

回收体系单一，回收渠道不畅。另外，作为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行业，替代材料的缺失也是亟

待解决的问题，在源头上减少电子废弃物的危害风险，做到“绿色”生产。 

4.2. 电子废物处理的相关建议 

一是建立完善合理的回收体系，主要针对于电子垃圾回收及处理方式、相关部门管理体系、组织体

系和相关政策约束等。目前已发布并实施《家电以旧换新实施办法》，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市开展了

家电“以旧换新”试点工作。环保部发布了《关于贯彻落实家电以旧换新政策加强废旧家电拆解处理环

境管理的指导意见》以保障“以旧换新”过程产生的废旧家电得到妥善拆解处理，并推动《废弃电器电

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的实施。在这种情况下，电子垃圾回收最终可以将相应的废旧电子产品以报

废的方式运往正规电子垃圾处理企业。 
二是开发替代材料，发展资源产业。相对电子业界的技术发展水平，对电子废物处理与利用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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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技术水平已严重滞后，国家应加强建立电子产品绿色科技成果转化平台，确保生产者从源头做到“绿

色”设计，“绿色”生产，采用无毒无害或者少毒的原材料进行电子产品的加工，同时支持循环经济的

行业规模运作，减少焚烧、搁置、填埋等污染性大的处理方式，减少污染危害。 
三是建设电子垃圾处理体系，加大监督管理力度。为使废旧电子产品的回收和再利用取得良好效果，

必须结合当地具体特点，对比较集中的若干地区或城市建立统一的电子垃圾处理基地，并以此为中心建

立一个电子垃圾密度比较大的消化区，加强对电子垃圾重产区的治理力度，建立以点、线、面相结合的

电子垃圾回收和处理产业链。确保电子废弃物回收的合法化和规范化[8]。 
四是加大宣传力度，开展宣传和教育工作。电子废物的产生与处理和消费者的环境意识有极大关系。

因此我们要广泛宣传废旧电子产品回收的重要意义，利用电视、网络等宣传媒介定期开展有针对性的电

子污染物知识普及，正确引导消费者进行绿色消费，引导消费向有利于环境保护，有利于生态平衡的方

向发展。针对相关企业进行有目的的培训，以此来引导企业持续改进技术，向清洁生产方向进行革命。

在这个大的背景下，我国废旧电子产品的处理必将得到妥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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