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固体废物处理合同 工厂固体废物
处理合同(优质5篇)

随着人们法律意识的加强，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合同来调和民
事关系，签订合同能够较为有效的约束违约行为。怎样写合
同才更能起到其作用呢？合同应该怎么制定呢？这里我整理
了一些优秀的合同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
来了解一下吧。

固体废物处理合同 工厂固体废物处理合同通用篇一

《^v^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v^主席令第31号）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v^^v^令第408号）

《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5
号）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v^环境保护部、^v^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令第1号）

除了上述之外，当地还有比较详细的法律法规文件。

目前《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已将废旧节能灯管包括其中，听
说还未建立全国性、标准化的回收体系和制度，你可参照上
述的法律法规，按照危险废物管理相关规定，交给持有相应
处理处置资质的单位处理。

固体废物处理合同 工厂固体废物处理合同通用篇二

第三十二条^v^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会同^v^发展改革、
工业和信息化等主管部门对工业固体废物对公众健康、生态
环境的危害和影响程度等作出界定，制定防治工业固体废物



污染环境的技术政策，组织推广先进的防治工业固体废物污
染环境的生产工艺和设备。

第三十三条^v^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会同^v^有关部
门组织研究开发、推广减少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和降低工业
固体废物危害性的生产工艺和设备，公布限期淘汰产生严重
污染环境的工业固体废物的落后生产工艺、设备的名录。

生产者、销售者、进口者、使用者应当在^v^工业和信息化
主管部门会同^v^有关部门规定的期限内分别停止生产、销
售、进口或者使用列入前款规定名录中的设备。生产工艺的
采用者应当在^v^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v^有关部门
规定的期限内停止采用列入前款规定名录中的工艺。

列入限期淘汰名录被淘汰的设备，不得转让给他人使用。

第三十四条^v^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会同^v^发展改
革、生态环境等主管部门，定期发布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
技术、工艺、设备和产品导向目录，组织开展工业固体废物
资源综合利用评价，推动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

第三十五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工业固体废物污
染环境防治工作规划，组织建设工业固体废物集中处置等设
施，推动工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工作。

第三十六条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工业固体
废物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全过程的污染环
境防治责任制度，建立工业固体废物管理台账，如实记录产
生工业固体废物的种类、数量、流向、贮存、利用、处置等
信息，实现工业固体废物可追溯、可查询，并采取防治工业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措施。

禁止向生活垃圾收集设施中投放工业固体废物。



第三十七条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委托他人运输、利用、
处置工业固体废物的，应当对受托方的主体资格和技术能力
进行核实，依法签订书面合同，在合同中约定污染防治要求。

受托方运输、利用、处置工业固体废物，应当依照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和合同约定履行污染防治要求，并将运输、利用、
处置情况告知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

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违反本条第一款规定的，除依照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外，还应当与造成环境污染和生
态破坏的受托方承担连带责任。

第三十八条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应当依法实施清洁生产
审核，合理选择和利用原材料、能源和其他资源，采用先进
的生产工艺和设备，减少工业固体废物的产生量，降低工业
固体废物的危害性。

第三十九条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应当取得排污许可证。
排污许可的具体办法和实施步骤由^v^规定。

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应当向所在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提
供工业固体废物的种类、数量、流向、贮存、利用、处置等
有关资料，以及减少工业固体废物产生、促进综合利用的具
体措施，并执行排污许可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

第四十条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应当根据经济、技术条件
对工业固体废物加以利用；对暂时不利用或者不能利用的，
应当按照^v^生态环境等主管部门的规定建设贮存设施、场
所，安全分类存放，或者采取无害化处置措施。贮存工业固
体废物应当采取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标准的防护措施。

建设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的设施、场所，应当符合国家
环境保护标准。



第四十一条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终止的，应当在终止前
对工业固体废物的贮存、处置的设施、场所采取污染防治措
施，并对未处置的工业固体废物作出妥善处置，防止污染环
境。

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发生变更的，变更后的单位应当按
照国家有关环境保护的规定对未处置的工业固体废物及其贮
存、处置的设施、场所进行安全处置或者采取有效措施保证
该设施、场所安全运行。变更前当事人对工业固体废物及其
贮存、处置的设施、场所的污染防治责任另有约定的，从其
约定；但是，不得免除当事人的污染防治义务。

对2005年4月1日前已经终止的单位未处置的工业固体废物及
其贮存、处置的设施、场所进行安全处置的费用，由有关人
民政府承担；但是，该单位享有的土地使用权依法转让的，
应当由土地使用权受让人承担处置费用。当事人另有约定的，
从其约定；但是，不得免除当事人的污染防治义务。

第四十二条矿山企业应当采取科学的开采方法和选矿工艺，
减少尾矿、煤矸石、废石等矿业固体废物的产生量和贮存量。

国家鼓励采取先进工艺对尾矿、煤矸石、废石等矿业固体废
物进行综合利用。

尾矿、煤矸石、废石等矿业固体废物贮存设施停止使用后，
矿山企业应当按照国家有关环境保护等规定进行封场，防止
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固体废物处理合同 工厂固体废物处理合同通用篇三

建筑垃圾承运合同甲方：中建八局二公司 乙方： 为防止乙
方在运输处理甲方废弃物时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使甲方废
弃物得到有效的控制管理，本着有利于环保的原则，甲方特
与乙方签订本协议。



具体条款如下：一、 甲方的权利与义务负责将甲方的废弃物
管理规定传递到乙方，并监督乙方的废弃物处理情况。甲方
有权进行跟踪检查。

若乙方对废弃物运输、处置不当，甚至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
甲方有权对其进行批评教育直至取消其废弃物清运资格。二、
乙方的权利与义务负责按国家、地方政府及甲方的有关环境
管理规定对甲方的废弃物进行运输处理。

在运输处理过程中，乙方要做到：1、将废弃物及时运输到合
理、合法的场所，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不得随意卸放。2、
尽量使废弃物得到最大限度的回收利用，且不得造成二次污
染。

3、确保运输车辆车况良好，车容整洁，车辆尾气、噪声及冲
洗水符合国家、地方政府机动车的排放标准；车辆进入现场
减速慢行，不鸣喇叭，听从甲方现场有关管理人员的指挥；
车辆进场后如有泥浆、渣土等污物，清洗后退场。4、在废弃
物装卸过程中尽量减少噪音和粉尘，严禁野蛮装卸。

5、运输易燃易爆及有毒有害固体废物时，采取适当的预防措
施，防止发生火灾、爆炸或泄漏事故及对环境造成污染；运
输粉状废弃物时，用密闭容器或覆盖严实，防止遗洒，必要
时，有环卫部门的准运手续；运送流质和化学品废弃物时，
包装严实，防止遗洒、渗漏；流质废弃物容器开口朝上，不
得有残留废液外泄。6、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方各执一份。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7、协议作为双方于 年 月
日签订的合同/协议的补充，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甲方代表（签字）： 乙方
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废弃物管理程序 1 目的、
范围保证公司生产、活动、服务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得到有
效控制和处理，进而有效地保护环境。适用于公司废弃物的



控制与管理。

2 相关文件 gb/t24001:1996 idt iso14001:1996标准；本公司
《管理手册》和《事故、事件不符合控制程序》
（zjbe/ms/p19-2003）、《纠正预防措施控制程序》
（zjbe/ms/p13-2003）、《监测和测量控制程序》
（zjbe/ms/p18-2003）；国家、行业、地方与环境有关的法律、
法规和其他要求。3 术语和定义参照本公司管理手册和标准
中的术语解释。

废弃物：指在生产、活动、服务中产生的不再直接用于公司
生产、活动、服务过程的废弃物料。4 职责 公司生产副总经
理负责审批和分管本程序工程部负责编制、更改本程序，负
责监督实施本程序。

区域/专业公司负责对所属项目部废弃物的控制与管理。 项
目部负责本项目固体废物的控制与管理。

公司/下属单位办公室负责管理办公场所产生的废弃物，并负
责日常的监督检查。物业公司负责公司总部废弃物的收集、
分类及处理。

5 工作程序 废弃物的分类废弃物可分为建筑垃圾、生活垃圾、
办公废弃物。 建筑垃圾的控制 建筑垃圾可分为可利用建筑
垃圾和不可利用建筑垃圾。

项目在编制现场平面布置图时，应确定建筑垃圾的堆放地。
施工过程中产生的渣土、弃土、弃料、淤泥、泥浆等垃圾应按
“可利用”、“不可利用”、“有毒有害”等字样分开堆放，
并进行标识。

不可用建筑垃圾应设置垃圾池存放，稀料类垃圾应采用桶类
容器存放；可利用的建筑垃圾分类存放并按平面布置图中规
定存放。 建筑垃圾在施工现场内装卸运输时，应用水喷洒，



卸到堆放场地后及时覆盖或用水喷洒，以防扬尘。

建筑垃圾运出施工现场时应遵循当地有关规定，如委托有
《建筑垃圾准运证》和《建筑垃圾处置证》的单位承运，并
签定“废弃物清运协议书”。 有毒有害垃圾严禁任意排放，
应单独存放，由项目部与焚烧处置单位签订协议书，按协议
处理。

生活垃圾的控制 生活垃圾应存放在桶类容器内，不得随意抛
弃；有毒害垃圾要单独存放在容器内。 生活垃圾的清运可委
托有关合法的单位承运并签定清运协议，自运时应取得外运
手续如《生活弃物处置证》，按指定路线、地点倾倒。

出现场前必须覆盖严实，不得出现遗洒。 厕所设自动冲水装
置，实行化粪池存贮，管道排放，并有专人管理，化粪池的
清掏与当地的环卫部门签定相应协议。

办公废弃物的控制公司总部及各下属单位在办公区设置废旧
电池回收箱，废墨盒、废硒鼓回收箱；办公、生活两用固定
式垃圾箱公司由物业公司负责管理；各下属单位由其指定部
门管理。 废弃物的处理各责任部门、单位、项目部应定期负
责检查分类情况，发现不符要求时，应组织人员将未按要求
分类的废弃物重新进行分拣。

处理废弃物时应填写 “固体废物处理统计表”（r28-1），公司
办公室、下属单位项目部负责对管理范围内的废弃物的处理
情况进行监督，发现问题进行处理，并做相应记录。6. 记录
废弃物处理统计表（r28-1） 项目部环境和职业安全健康检查
记录（r18-3）7.附录废 弃 物 清 单废弃物清运协议书废弃物
处理统计表（r28-1）单位：序号 废弃物名称 类别 处置量 处
置方向 处置日期 备注 。



固体废物处理合同 工厂固体废物处理合同通用篇四

（一）固体废物，是指在生产、生活和其他活动中产生的丧
失原有利用价值或者虽未丧失利用价值但被抛弃或者放弃的
固态、半固态和置于容器中的气态的物品、物质以及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纳入固体废物管理的物品、物质。经无害化加
工处理，并且符合强制性国家产品质量标准，不会危害公众
健康和生态安全，或者根据固体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程序认
定为不属于固体废物的除外。

（三）生活垃圾，是指在日常生活中或者为日常生活提供服
务的活动中产生的固体废物，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视为
生活垃圾的固体废物。

（五）农业固体废物，是指在农业生产活动中产生的固体废
物。

（六）危险废物，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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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体废物。

（七）贮存，是指将固体废物临时置于特定设施或者场所中
的活动。

（八）利用，是指从固体废物中提取物质作为原材料或者燃
料的活动。

（九）处置，是指将固体废物焚烧和用其他改变固体废物的
物理、化学、生物特性的方法，达到减少已产生的固体废物
数量、缩小固体废物体积、减少或者消除其危险成分的活动，
或者将固体废物最终置于符合环境保护规定要求的填埋场的
活动。

第一百二十五条液态废物的污染防治，适用本法；但是，排



入水体的废水的污染防治适用有关法律，不适用本法。

第一百二十六条本法自2020年9月1日起施行。

固体废物处理合同 工厂固体废物处理合同通用篇五

第十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工
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并采
取有效措施减少固体废物的产生量、促进固体废物的综合利
用、降低固体废物的危害性，最大限度降低固体废物填埋量。

第十四条^v^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会同^v^有关部门根据
国家环境质量标准和国家经济、技术条件，制定固体废物鉴
别标准、鉴别程序和国家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技术标准。

第十五条^v^标准化主管部门应当会同^v^发展改革、工业
和信息化、生态环境、农业农村等主管部门，制定固体废物
综合利用标准。

综合利用固体废物应当遵守生态环境法律法规，符合固体废
物污染环境防治技术标准。使用固体废物综合利用产物应当
符合国家规定的用途、标准。

第十六条^v^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会同^v^有关部门建立
全国危险废物等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信息平台，推进固体
废物收集、转移、处置等全过程监控和信息化追溯。

第十七条建设产生、贮存、利用、处置固体废物的项目，应
当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并遵守国家有关建设项目环境保
护管理的规定。

第十八条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确定需要配套建设的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
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建设项目的初步设计，应当按照环



境保护设计规范的要求，将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内容纳入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落实防治固体废物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
的措施以及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设施投资概算。

建设单位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配套建设的固体
废物污染环境防治设施进行验收，编制验收报告，并向社会
公开。

第十九条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固体废物的单位和
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加强对相关设施、设备和场所的管理
和维护，保证其正常运行和使用。

第二十条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固体废物的
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采取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
或者其他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不得擅自倾倒、堆放、丢弃、
遗撒固体废物。

禁止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向江河、湖泊、运河、渠道、水库及
其最高水位线以下的滩地和岸坡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地
点倾倒、堆放、贮存固体废物。

第二十一条在生态保护红线区域、永久基本农田集中区域和
其他需要特别保护的区域内，禁止建设工业固体废物、危险
废物集中贮存、利用、处置的设施、场所和生活垃圾填埋场。

第二十二条转移固体废物出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贮
存、处置的，应当向固体废物移出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移出地的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商经接受地的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同意后，在规定
期限内批准转移该固体废物出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
未经批准的，不得转移。

转移固体废物出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利用的，应当



报固体废物移出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备案。移出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将备案信息通报接受地的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第二十三条禁止^v^境外的固体废物进境倾倒、堆放、处置。

第二十四条国家逐步实现固体废物零进口，由^v^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会同^v^商务、发展改革、海关等主管部门组织实
施。

第二十五条海关发现进口货物疑似固体废物的，可以委托专
业机构开展属性鉴别，并根据鉴别结论依法管理。

第二十六条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及其环境执法机构和其他负有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在各自职责范
围内有权对从事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固体
废物等活动的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进行现场检查。被检查
者应当如实反映情况，并提供必要的资料。

实施现场检查，可以采取现场监测、采集样品、查阅或者复
制与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相关的资料等措施。检查人员进
行现场检查，应当出示证件。对现场检查中知悉的商业秘密
应当保密。

（一）可能造成证据灭失、被隐匿或者非法转移的；

（二）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环境污染的。

第二十八条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产生、
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固体废物的单位和其他生产
经营者信用记录制度，将相关信用记录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
享平台。



第二十九条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会同
住房城乡建设、农业农村、卫生健康等主管部门，定期向社
会发布固体废物的种类、产生量、处置能力、利用处置状况
等信息。

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固体废物的单位，应
当依法及时公开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信息，主动接受社会
监督。

利用、处置固体废物的单位，应当依法向公众开放设施、场
所，提高公众环境保护意识和参与程度。

第三十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工业固体废物、生活垃圾、
危险废物等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情况纳入环境状况和环境
保护目标完成情况年度报告，向本级^v^或者^v^常务委员
会报告。

第三十一条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对造成固体废物污染环境
的单位和个人进行举报。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监督管
理职责的部门应当将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举报方式向社会
公布，方便公众举报。

接到举报的部门应当及时处理并对举报人的相关信息予以保
密；对实名举报并查证属实的，给予奖励。

举报人举报所在单位的，该单位不得以解除、变更劳动合同
或者其他方式对举报人进行打击报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