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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中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埃尔维质量认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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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物零填埋管理体系要求及使用指南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废弃物零填埋的管理体系要求，以便组织能够通过使用系统的方法，进行废弃物管理，

主动改进废弃物管理绩效，减少废弃物填埋对环境造成的压力，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最终目的。 
本标准适用于任何规模、类型和活动的组织，旨在为废弃物零填埋管理提供一个框架，并在附录 B

中定义了废弃物转移率的绩效准则。 
实施符合本标准的废弃物零填埋管理体系，能帮助组织系统地管理其产品生命周期的废弃物环境风

险，提升其废弃物管理绩效，可有助于组织履行其废弃物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和其他要求。 
本标准可用于组织的整体或局部，可以建立独立的废弃物零填埋的管理体系，也可以将废弃物零填

埋管理要求融入其它管理体系，如环境管理体系。只有当本标准的所有要求都被包含在组织的废弃物零

填埋管理体系中，且全部得到满足，组织才能声明符合本标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订单）适用于

本文件。 
ISO 14001:2015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ISO 14020:2000 环境标志和声明通用原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与组织和领导作用有关的术语 

3.1.1 

管理体系 management system 
组织（3.1.4）用于建立方针（3.1.3)目标（3.2.8）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过程（3.3.5）的一组相互关联

或相互作用的要素。 
注 1：一个管理体系可关注一个或多个领域。 
注 2：体系要素包括组织的结构、角色和职责、策划和运行、绩效评价和改进。 
注 3：管理体系的范围可能包括整个组织、其特定的职能、其特定的部门，或跨组织的一个或多个职能。 

3.1.2 

废弃物零填埋管理体系 Zero Waste to Landfill(ZWTL)management system 
依据废弃物层级管理原则，运用 PDCA 的方法，结合法律法规要求及最佳实践，建立的废弃物管理

体系：通过对废弃物生命周期各个阶段的风险控制，识别废弃物减量化和资源化利用的最佳方案，从而

将废弃物转化为可进行再利用的资源，从废弃物管理转变为资源管理，进而减少废弃物管理费用，降低

企业运营成本，促进环境和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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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针 policy 
由组织最高管理者正式表述的组织（3.1.4）意图和方向。 
由最高管理者（3.1.5）就废弃物零填埋管理绩效（3.4.10）正式表述的组织（3.1.4）的意图和方向 

3.1.4 

组织 organization 
为实现目标（3.2.8），由职责、权限和相互关系构成自身功能的一个人或一组人。 
注：组织包括但不限于个体经营者、公司、集团公司、商行、企事业单位、政府机构、合伙经营的公司、公益机构、

社团，或者上述单位中的一部分或结合体，无论其是否具有法人资格、公营或私营。 

3.1.5 

最高管理者 top management 
在最高层指挥并控制组织（3.1.4）的一个人或一组人。 
注 1：最高管理者有权在组织内部授权并提供资源。 
注 2：若管理体系（3.1.1）的范围仅覆盖组织的一部分，则最高管理者是指那些指挥并控制组织该部分的人员。 

3.1.6 

相关方 interested party 
能够影响决策或活动、受决策或活动影响，或感觉自身受到决策或活动影响的个人或组织（3.1.4）。 
示例：相关方可包括顾客、社区、供方、监管部门、非政府组织、投资方和员工。 
注 1:“感觉自身受到影响”意指已使组织知晓这种感觉。 

3.2 与策划有关的术语 

3.2.1 

废弃物 wa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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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

物品、物质。 
注 1：在使用本标准时，废弃物指组织在正常活动中产生的固体废弃物（含危险废弃物）；因特殊情况或特殊事件，

如自然灾害、突发事件等产生的废弃物可参考本标准进行管理，但不纳入废弃物转移率（3.2.6）计算。 
注 2：液态废弃物也可适用本标准；但是排入水体中的废水不适用。 

3.2.2 

固体废弃物 solid waste 
固态、半固态和置于容器中的气态的物品、物质以及受当地法律法规规定纳入固体废物管理的物品、

物质。 

3.2.3 

危险废弃物 hazardous waste 
对环境或人体健康巨大或潜在危害的废弃物，或根据当地法律法规要求被认定为具有危害性的物品、

物质。 

3.2.4 

废弃物流 waste stream 
描述废弃物生命周期从产生到最终处置的全部输入或输出。 

3.2.5 

废弃物转移 waste diversion/填埋转移 landfill diversion 
将废弃物从废弃物流中转移出来，从而最终减少废弃物填埋处理的过程。 
注1：本标准适用废弃物转移示意图见附录B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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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 

废弃物转移率 waste diversion rate 
通过减量、重复使用、回收等过程，将废弃物从废弃物流中转移出来而不进行填埋的废弃物与废弃

物流总量的百分比值。 

3.2.7  

其他废弃物零填埋常用术语 
在本标准内使用下列术语时，还应遵循附录B中所提出的要求。 
减量 mreduce                                                                                                      B.2.1 
重复使用 mreuse                                                                                              B.2.2 
回收利用 mrecycle                                                                                             B.2.3 
能量回收 mwtE                                                                                                B.2.4 
热处理效率 k                                                                                                  B.2.5 
不产生能量的热处理 mthermal treatment w/o energy                                            B.2.6 
废弃物流总量 mTOTAL                                                                                      B.2.7 

3.2.8 

目标 objective 
要实现的结果。 
注 1：目标可以是战略性的、战术性的或运行层面的。 
注 2：目标可涉及不同领域（如：财务的、废弃物转移率（3.2.6）的目标），并可应用于不同层面（如：战略的、组

织整体的、项目的、产品和过程（3.3.5）的）。 

3.2.9 

要求 requirement 
明示的、通常隐含的或必须满足的需求或期望。 
注 1:“通常隐含的”是指，对组织（3.1.4）和相关方（3.1.6）而言是惯例或一般做法，所考虑的需求或期望是不言而喻

的。 
注 2：规定要求指明示的要求，例如：文件化信息（3.3.2）中规定的要求。 
注 3：法律法规要求以外的要求一经组织决定遵守即成为义务。 

3.2.10 

合规义务 compliance obligations （首选术语） 
法律法规和其他要求 legal requirements and other requirements（许用术语） 
组织（3.1.4）必须遵守的法律法规要求（3.2.9），以及组织必须遵守或选择遵守的其他要求。 
注1：合规义务是与废弃物零填埋管理体系（3.1.2）相关的。 
注2：合规义务可能来自于强制性要求，例如：适用的法律和法规，或来自于自愿性承诺，例如：组织的和

行业的标 准、合同规定、操作规程、与社团或非政府组织间的协议。 
注 3：对本标准而言，法律法规和其他要求是与 ZWTL 管理体系（3.1.2）相关的要求。 

3.2.11 

风险 risk 
不确定性的影响。 
注1：影响指对预期的偏离——正面的或负面的。 
注2：不确定性是一种状态，是指对某一事件、其后果或其发生的可能性缺乏（包括部分缺乏）信息、理解或知识。 
注3：通常用潜在“事件”（见GB/T 23694—2013中的4.5.1.3）和“后果”（见 GB/T 23694—2013中的4.6.1.3），或两者的

结合来描述风险的特性。 
注4：风险通常以事件后果（包括环境的变化）与相关的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见GB/T 23694-2013 中的4.6.1.1） 

的组合来表示。 

3.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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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和机遇 risks and opportunities 
潜在的不利影响（威胁）和潜在的有益影响（机会）。 

3.3 与支持和运行有关的术语 

3.3.1  

能力 competence 
运用知识和技能实现预期结果的本领。 

3.3.2  

文件化的信息 documented information 
组织（3.1.4）需要控制并保持的信息，以及承载信息的载体。 
注 1：文件化信息可能以任何形式和承载载体存在，并可能来自任何来源。  
注 2：成文信息可涉及： 
——废弃物零填埋管理体系（3.1.2），包括相关过程（3.3.5）； 
——为组织运行而创建的信息（可能被称为文件）； 
——实现结果的证据（可能被称为记录）。 

3.3.3 

生命周期的观点 life circle perspective 
从产品、物品的概念设计、原材料获取、生产、制造，到生命末期的处理及最终处置的系统观点，

并通过这种系统观点，识别且尽可能地避免在实现目标（3.2.8）的过程中产生废弃物（3.2.1）。 

3.3.4 

外包 outsource 

安排外部组织（3.1.4）承担组织的部分职能或过程（3.3.5）。 
注 1：虽然外包的职能或过程是在组织的管理体系（3.1.1）覆盖范围内，但是外部组织是处在覆盖范围之外。 

3.3.5 

过程 process 
将输入转化为输出的一系列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的活动。 

3.4 与绩效评价和改进有关的术语 

3.4.1 

审核 audit 
获取审核证据并予以客观评价，以判定审核准则满足程度的系统的、独立的、形成文件的过程

（3.3.5）。 
注1：内部审核由组织（3.1.4）自行实施执行或由外部其他方代表其实施。 
注2：审核可以是结合审核（结合两个或多个领域）。 
注3：审核应由与被审核活动无责任关系、无偏见和无利益冲突的人员进行，以证实其独立性。 
注4:“审核证据”包括与审核准则相关且可验证的记录、事实陈述或其他信息；而“审核准则”则是指与审核证据进行比

较时作为参照的一组方针、程序或要求（3.2.9）,GB/T 19011—2013 中3.3和3.2中分别对它们进行了定义。 

3.4.2 

符合 conformity 
满足要求（3.2.9）。 
注：符合与本标准的要求和组织（3.1.4）自己确定的 ZWTL 管理体系（3.1.2）附加要求有关。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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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合 nonconformity 
未满足要求。 
注：不符合与本标准的要求和组织（3.1.4）自己确定的 ZWTL 管理体系（3.1.2）附加要求有关。 

3.4.4 

纠正措施 corrective action 
为消除不符合（3.4.3）的原因并预防再次发生所采取的措施。  
注：一项不符合可能由不止一个原因导致。 

3.4.5 

持续改进 continual improvement 
不断提升绩效（3.4.9）的活动。 
注 1：提高绩效是指运用 ZWTL 管理体系（3.1.2），提升符合组织（3.1.4）ZWTL 绩效（3.4.10）的改进。 
注 2：该活动不必同时发生于所有领域，也并非不能间断。 

3.4.6 

有效性 effectiveness 
实现策划的活动和取得策划的结果的程度。 

3.4.7 

参数  indicator 
对运行、管理或状况的条件或状态的可度量的表述。 [来源：ISO       14031:2013,3.15] 

3.4.8 

监视  monitoring 
确定体系、过程（3.3.5）或活动的状态。 
注 1：为了确定状态，可能需要实施检查、监督或认真地观察。 

3.4.9 

绩效 performance 
可测量的结果。 
注 1：绩效可能涉及定量或定性的发现。结果可由定量或定性的方法来确定或评价。 
注 2：绩效可能涉及活动、过程（3.3.5)、产品（包括服务）、体系或组织（3.1.4）的管理。 

3.4.10 

废弃物零填埋管理绩效 performance 
与废弃物零填埋管理有关的绩效。 
注 1：对于一个废弃物零填埋管理体系（3.1.2），可依据组织（3.1.4）的废弃物零填埋管理方针（3.1.3)、废弃物零填

埋管理目标（3.2.8）或其他准则，运用参数（3.4.7）来测量结果。 
 

4 组织所处的环境 

4.1 理解组织及其所处的环境 

组织应确定与其宗旨相关并影响其实现废弃物零填埋管理体系预期结果的能力的外部和内部问题。

这些问题应包括受组织影响的或能够影响组织的环境状况。 

4.2 理解相关方的需求和期望 

组织应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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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与废弃物零填埋管理有关的相关方； 
b) 这些相关方的有关需求和期望（即要求）； 
c) 这些需求和期望中哪些将成为其合规义务。 

4.3 确定废弃物零填埋管理体系范围 

组织应界定废弃物零填埋管理体系的边界和适用性，以确定其范围。 
确定范围时组织应考虑： 
a) 所提及的内、外部问题； 
b) 所提及的合规义务； 
c) 其组织单元、职能和物理边界； 
d) 其活动、产品和服务； 
e) 其实施控制与施加影响的权限和能力； 
范围一经界定，该范围内组织的所有活动、产品和服务均需纳入废弃物零填埋管理体系。 
范围应作为文件化信息予以保持，并可为相关方所获取。 

4.4 废弃物零填埋管理体系 

为实现组织的预期结果，包括提升其废弃物管理绩效，组织应根据本标准的要求建立、实施、保持

并持续改进废弃物零填埋管理体系，包括所需的过程及其相互作用。 
组织建立并保持废弃物零填埋管理体系时，应考虑在4.1和4.2中所获得的知识。 

5 领导作用 

5.1 领导作用 

管理层应确保可获得建立、实施、保持和改进废弃物零填埋管理体系所需的资源，指导并支持员工

对废弃物零填埋管理体系的有效性做出贡献，并促进持续改进。 
最高管理者应通过下述方面证实其在废弃物零填埋管理体系方面的领导作用和承诺： 
a) 对废弃物零填埋管理体系的有效性负责； 
b) 确保建立废弃物零填埋管理方针和目标，并确保其与组织的战略方向及所处的环境相一致； 
c) 确保将废弃物零填埋管理体系要求融入组织的业务过程； 
d) 确保可获得废弃物零填埋管理体系所需的资源； 
e) 就有效废弃物零填埋管理的重要性和符合废弃物零填埋管理体系要求的重要性进行沟通； 
f) 确保废弃物零填埋管理体系实现其预期结果； 
g) 指导并支持员工对废弃物零填埋管理体系的有效性做出贡献； 
h) 促进持续改进； 
i) 支持其他相关管理人员在其职责范围内证实其领导作用。 
注：本标准所提及的“业务”可广义地理解为涉及组织存在目的的那些核心活动。 

5.2 废弃物零填埋方针 

最高管理者应在界定的废弃物零填埋管理体系范围内建立、实施并保持废弃物零填埋方针，废弃物

零填埋方针应： 
a) 适合于组织的宗旨和所处的环境，包括其活动、产品和服务的性质、规模和环境影响； 
b) 为制定废弃物零填埋目标提供框架； 
c) 包括履行其合规义务的承诺； 
d) 包括持续改进废弃物零填埋管理体系以提升废弃物管理绩效的承诺。 
废弃物管理方针应： 
——以文件化信息的形式予以保持； 
——在组织内得到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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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为相关方获取。 

5.3 组织的角色、职责和权限 

管理层应确保将废弃物零填埋管理体系内相关角色的职责和权限分配到组织内各层次并予以沟通，

包括废弃物的识别、收集、转运、储存、处理、处置等。 
最高管理者应对下列事项分配职责和权限： 
a) 确保废弃物零填埋管理体系符合本标准的要求； 
b) 向最高管理者报告废弃物零填埋管理体系的绩效，包括废弃物管理绩效。 

6 策划 

6.1 应对风险和机遇的措施 

6.1.1 总则 

组织应建立、实施并保持满足6.1.1～6.1.4的要求所需的过程。 
策划废弃物零填埋管理体系时，组织应考虑： 
a) 4.1 所提及的问题； 
b) 4.2 所提及的要求； 
c) 其废弃物零填埋管理体系的范围。 
并且，应确定与废弃物的识别及分类（见6.1.2)、合规义务（见6.1.3)、4.1和4.2中识别的其他问题

和要求相关的需要应对的风险和机遇，以： 
——确保废弃物零填埋管理体系能够实现其预期结果； 
——预防或减少不期望的影响，包括外部环境状况对组织的潜在影响； 
——实现持续改进。 
组织应确定其废弃物零填埋管理体系范围内的潜在紧急情况，包括那些可能具有环境影响的潜在

紧急情况。 
组织应保持以下内容的文件化信息： 
——需要应对的风险和机遇； 
——6.1.1～6.1.4中所需的过程，其详尽程度应使人确信这些过程能按策划得到实施。 

6.1.2 废弃物的识别及分类 

组织应在界定的废弃物零填埋管理体系范围内，考虑生命周期的观点，确定其活动、生产和服务中

产生的废弃物；同时，考虑到实施范围内的因素发生变更或异常的情况。 
组织应根据法律法规和其他要求，以及后续的处置方式，对废弃物进行分类管理。 
必要时，以文件化信息进行保持，并根据变化信息进行更新。 

6.1.3 合规义务 

组织应 
a) 确定并获取最新的、适用于组织废弃物管理的法律法规要求和其他要求； 
b) 确定如何将这些法律法规要求和其他要求应用于组织； 
c) 在建立、实施、保持和持续改进其废弃物零填埋管理体系时，应当考虑这些法律法规要求和其他

要求。 
组织应保持合规义务的文件化信息。 
注：合规义务可能会给组织带来风险和机遇。 

6.1.4 措施的策划 

组织应策划措施，对废弃物的相关过程进行管理，降低废物流中需要进行填埋的废弃物比例，满足

法律法规和其他要求，并对紧急情况做出准备和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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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应评价这些措施的有效性。 
在策划措施时，组织还应考虑最佳实践、可选技术方案以及财务、运行和经营要求。 
注：组织可在其他业务过程中融入并实施这些措施。 

6.2 废弃物零填埋目标及其实现的策划 

6.2.1 废弃物零填埋目标 

组织应针对相关职能和层次制定废弃物填埋目标，以保持和持续改进废弃物管理绩效。 
废弃物零填埋目标应： 
a) 与废弃物零填埋管理策略一致； 
b) 可测量（可行时）； 
c) 得到监视； 
d) d予以沟通； 
e) 在适当时予以更新。 
组织应策划如何实现废弃物零填埋目标，并保持文件化信息。 

6.2.2 实现废弃物零填埋目标的措施的策划 

策划如何实现废弃物零填埋目标时，组织应确定： 
a) 要做什么； 
b) 需要什么资源； 
c) 由谁负责； 
d) 何时完成； 
e) 如何评价结果，包括用于监视实现其可度量的废弃物零填埋目标的进程所需的参数（见9.1.1）。 
组织应考虑如何能将实现废弃物零填埋目标的措施融入其业务过程。 

7 支持 

7.1 资源 

组织应确定并提供建立、实施、保持和持续改进废弃物零填埋管理体系所需的资源。 

7.2 能力 

确定影响其废弃物零填埋管理绩效的人员所必需具备的能力，基于适当的教育、培训或经历，确保

人员具备胜任工作的能力。在适用时，采取措施以获得和保持所必需的能力，并保持文件化的信息作为

能力证据。 
注：适用措施可包括，向现有人员提供培训、指导或重新分配工作；外聘或将工作承包给能胜任工作的人员等。 

7.3 意识 

废弃物管理过程的相关人员应意识到： 
a) 其对于废弃物零填埋管理体系有效性的贡献，包括对提升废弃物管理绩效的贡献； 
b) 不符合废弃物零填埋管理体系要求，包括未履行合规义务的后果。 

7.4 信息交流 

组织应在各职能和层次间就废弃物零填埋管理体系的相关信息进行内部交流，确保废弃物管理过程

的相关人员能够为持续改进做出贡献。 
组织应按照废弃物零填埋管理体系相关的义务，确定进行外部交流的信息。 
适当时，组织应保留文件化的信息，作为信息交流的证据。 

7.4.1 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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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应建立、实施并保持与废弃物零填埋管理体系有关的内部与外部信息交流所需的过程，包括： 
a) 信息交流的内容； 
b) 信息交流的时机； 
c) 信息交流的对象； 
d) 信息交流的方式。 
策划信息交流过程时，组织应： 
——必须考虑其合规义务； 
——确保所交流的信息与废弃物零填埋管理体系形成的信息一致且真实可信。 
组织应对其废弃物零填埋管理体系相关的信息交流做出响应。 
适当时，组织应保留文件化信息，作为其信息交流的证据。 

7.4.2 内部信息交流 

组织应： 
a) 在其各职能和层次间就废弃物零填埋管理体系的相关信息进行内部信息交流，适当时，包括交

流废弃物零填埋管理体系的变更； 
b) 确保其信息交流过程使在其控制下工作的人员能够为持续改进做出贡献。 

7.4.3 外部信息交流 

组织应按其合规义务的要求及其建立的信息交流过程，就废弃物零填埋管理体系的相关信息进行外

部信息交流。 

7.5 文件化信息 

7.5.1 总则 

组织的废弃物零填埋管理体系应包括： 
a) 本标准要求的文件化信息； 
b) 组织确定的实现废弃物零填埋管理体系有效性所必需的文件化信息。 
注：不同组织的废弃物零填埋管理体系文件化信息的复杂程度可能不同，取决于： 
——组织的规模及其活动、过程、产品和服务的类型； 
——证明履行其合规义务的需要； 
——过程的复杂性及其相互作用； 
——在组织控制下工作的人员的能力。 

7.5.2 创建和更新 

创建和更新文件化信息时，组织应确保适当的： 
a) 标识和说明（例如：标题、日期、作者或参考文件编号）; 
b) 形式（例如：语言文字、软件版本、图表）和载体（例如：纸质的、电子的）; 
c) 评审和批准，以确保适宜性和充分性。 

7.5.3 文件化信息的控制 

废弃物零填埋管理体系及本标准要求的文件化信息应予以控制，以确保其： 
a) 在需要的时间和场所均可获得并适用； 
b) 得到充分的保护（例如：防止失密、不当使用或完整性受损）。 
为了控制文件化信息，组织应进行以下适用的活动： 
——分发、访问、检索和使用； 
——存储和保护，包括保持易读性； 
——变更的控制（例如：版本控制）; 
——保留和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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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应识别其确定的废弃物零填埋管理体系策划和运行所需的来自外部的文件化信息，适当时，

应对其予以控制。 
注：“访问”可能指仅允许查阅文件化信息的决定，或可能指允许并授权查阅和更改文件化信息的决定。 

8 运行 

8.1 运行策划和控制 

组织应策划、实施、控制和保持废弃物管理所需的过程，并建立过程的运行准则，按照准则实施过

程控制。必要时，保持文件化的信息，以确信过程已按策划得到实施。 
组织应制定控制措施，确保在产品或服务设计和开发过程中，考虑其生命周期的每一阶段，并提出

废弃物管理的要求。 
废弃物零填埋管理的要求，包括但不限于： 
a) 不使用或限量使用有毒有害物质； 
b) 优先采用不产生或少产生废弃物的工艺、产品； 
c) 选择使用寿命长的产品，组织应当考虑产品的： 
—— 耐用性 
—— 可升级性 
—— 可靠性 
—— 可维修性 
—— 可重复使用 
—— 可拆解性 
d) 采用耐久及可回收物料，并提升其在产品或服务中使用比例； 
e) 对可重复使用、回收的产品及零部件进行标识； 
f) 与外部供方、合同方沟通相关的零填埋设计要求； 
g) 考虑废弃物最终处置对人、社会和环境的影响。 

8.1.1 废弃物的减量 

组织应在产品实现或服务过程中，应制定措施，减少废弃物的产生。 
废弃物减量的措施，可包括但不限于： 
a) 材料或产品清单控制和材料管理； 
b) 工艺或服务替代； 
c) 提高产品实现或服务过程中物料效率； 
d) 提高过程控制； 
e) 改进工艺、服务流程或设备布局。 

8.1.2 废弃物的收集 

组织应根据废弃物的类别、数量、物理形态、危险特性、运输要求等因素，考虑法律法规和其他要

求，确定合适的废弃物收集装置或容器进行收集，并正确地标识。 
组织在确定废弃物收集装置或容器时应考虑： 
a) 大小与废弃物相匹配； 
b) 材质与废弃物相容； 
c) 性质不相容的废弃物不应混合收集； 
d) 避免产生新的污染废弃物； 
e) 采取必要的措施对废弃物进行防护，避免降低其重复使用性、回收利用性及能量转化能力； 
f) 明确废弃物收集容器、装置或场所清理要求，并及时清理。 

8.1.3 废弃物的重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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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实现或服务过程中，材料或产品达到其原设计使用寿命或因意外情况导致提前达到使用寿命成

为废弃物时，组织应在进行回收利用前，延长其使用寿命，优先进行重复使用。 
废弃物重复使用的措施，可包括但不限于： 
a) 进行维修； 
b) 进行翻新； 
c) 进行共享； 
d) 对材料或产品进行拆装，重新使用其组成部分； 
e) 重新分配。 
当组织内无法实现对废弃物的重复利用时，可在当地寻求与其他组织合作的重复利用措施。 
注：当进行场外重复利用时，组织应同时考虑环境保护及其他管理成本要求。 

8.1.4 废弃物的回收利用 

在产品实现或服务过程中，对于不可避免产生的废弃物，组织应通过适用的方式将废弃物进行处理，

然后返回其他的生产或服务活动中。 
废弃物回收使用的措施，包括但不限于： 
——通过生物分解、堆肥等方式将废弃物转化为资源； 
——通过物理、化学处理等方式将废弃物转化为生产原料； 
在进行废弃物回收利用时，组织还应当考虑： 
a) 选择符合当地法规要求的回收工艺； 
b) 优先选择利用率更大及对环境负担更小的回收工艺； 
c) 与废弃物回收方沟通废弃物回收工艺、转移要求等，以使其能被最大化回收利用； 
d) 采取清洗、拆解等措施，提高废弃物的可回收性。 

8.1.5 废弃物的内部转运 

组织宜将收集的废弃物转运至集中贮存点，并在转运过程中考虑： 
a) 防泄漏、防散逸、防雨等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 
b) 采取措施限制其风险的扩散； 
c) 根据其危险特性配备必要的个人防护装备，如防护手套、护目镜等。 

8.1.6 废弃物的贮存 

组织应选择符合法律法规和其他要求的贮存设施暂时贮存废弃物。废弃物应按照种类和特性分区贮

存，并设置对应的环境及安全防护装置。 
废弃物的贮存，还应： 
a) 建立和维护废弃物管理台账； 
b) 设置对应的废弃物的标志； 
c) 控制并减少废弃物贮存场所对环境的有害影响； 
d) 贮存贵重或有危险性的废弃物时考虑安全及安保要求。 

8.1.7 废弃物的能量回收 

对于无法重复使用和回收利用的废弃物，组织应考虑将废弃物中的能量转化为可用的能源形式（如

热、电）或燃料商品（如甲烷、合成燃料）。废弃物能量回收的措施，可包括但不限于： 
——通过热处理将废弃物转化为其他能源，如废弃物焚烧发电； 
——通过其他非热处理工艺将废弃物转化为其他能源或燃料，如厌氧消化、酯化反应、生物质处置

等； 
在进行废弃物能量回收时，组织还应当考虑： 
a) 优先选择对环境负担小的能量回收工艺； 
b) 如适当时，场内使用转化处理后的能源或燃料； 
c) 如适当时，提供场内转化的能源或燃料供场外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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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8 废弃物的处置 

组织在对废弃物进行最终处置时，应以生命周期的观点，进行资源的最大化利用。组织应当考虑： 
a) 选择具有废弃物处置资质及符合法律法规和废弃物零填埋要求的处理商； 
b) 优先选择减少填埋的废弃物处理商； 
c) 保留法规要求的文件化信息，作为合法转移或处置的证据。 

8.1.9 废弃物零填埋供应链 

组织应与供应商、承包方及其他相关方沟通其产品及服务实现过程，并确定过程中的废弃物零填埋

管理要求。这些要求可包括但不限于： 
a) 识别来自供应商、承包方及其他相关方的废弃物； 
b) 明确各相关方在过程中的废弃物管理责任； 
c) 与供应商、承包方及其他相关方合作，减少传送到组织内的废弃物； 
d) 与供应商合作，减少不能重复使用或不能回收的废弃物； 
e) 优先选择可重复使用、可回收、可进行能量回收的产品： 
f) 优先选择废弃物零填埋的供应商、承包商。 

8.2 应急准备和响应 

组织应识别废弃物管理过程中可能的潜在紧急情况。 
组织应： 
a) 通过策划的措施做好响应紧急情况的准备，以预防或减轻它所带来的不利环境影响； 
b) 对实际发生的紧急情况做出响应； 
c) 根据紧急情况和潜在环境影响的程度，采取相适应的措施以预防或减轻紧急情况带来的后果； 
d) 可行时，定期试验所策划的响应措施； 
e) 定期评审并修订过程和策划的响应措施，特别是发生紧急情况后或进行试验后； 
f) 适当时，向有关的相关方，包括在组织控制下工作的人员提供与应急准备和响应相关的信息和培

训。 
组织应保持必要程度的文件化信息，以确信过程能按策划得到实施。 

9 绩效评价 

9.1 监视、测量、分析和评价 

9.1.1 总则 

组织应监视、测量、分析和评价其废弃物零填埋管理绩效。 
组织应确定： 
a) 需要监视和测量的内容，数据分析和分析评价可包括但不限于： 
——设立废弃物分析基准线； 
——收集废弃物再使用、回收、转化和处置的数据； 
——计算废弃物填埋转移率（见附录B）; 
——收集废弃物转移和处置产生的费用或收益； 
b) 适用时的监视、测量、分析与评价的方法，以确保有效的结果； 
c) 组织评价其绩效所依据的准则和适当的参数； 
d) 何时应实施监视和测量； 
e) 何时应分析和评价监视和测量的结果。 
适当时，组织应确保使用和维护经校准或验证的监视和测量设备。 
组织应评价其绩效和管理体系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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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应按其合规义务的要求及其建立的信息交流过程，就有关废弃物零填埋管理绩效的信息进

行内部和外部信息交流。 
组织应保留适当的文件化信息，作为监视、测量、分析和评价结果的证据。 

9.1.2 合规性评价 

组织应建立、实施并保持评价其合规义务履行状况所需的过程。 
组织应： 
a) 确定实施合规性评价的频次； 
b) 评价合规性，需要时采取措施； 
c) 保持其合规状况的知识和对其合规状况的理解。 
组织应保留文件化信息，作为合规性评价结果的证据。 

9.2 内部审核 

9.2.1 总则 

组织应按策划的时间间隔实施废弃物管理的内部审核，以评价废弃物零填埋管理体系是否符合本标

准的要求，并得到有效实施和保持。 
注：可在其他管理体系内部审核时覆盖废弃物零填埋管理体系要求。 

9.2.2 内部审核方案 

组织应建立、实施并保持内部审核方案，包括实施审核的频次、方法、职责、策划要求和内部审核

报告。 
建立内部审核方案时，组织必须考虑相关过程的环境重要性、影响组织的变化以及以往审核

的结果。 
组织应： 
a) 规定每次审核的准则和范围； 
b) 选择审核员并实施审核，确保审核过程的客观性与公正性； 
c) 确保向相关管理者报告审核结果。 
组织应保留文件化信息，作为审核方案实施和审核结果的证据。 

9.3 管理评审 

最高管理者应按计划的时间间隔对组织的废弃物零填埋管理体系进行评审，以确保其持续的适宜性、

充分性和有效性。 
管理评审应包括对下列事项的考虑： 
a) 以往管理评审所采取措施的状况； 
b) 法律法规要求和其他要求； 
c) 废弃物零填埋目标的实现程度； 
d) 废弃物零填埋绩效方面的信息，包括以下方面的趋势： 

1）事件、不符合、纠正措施和持续改进； 
2）分析和评价绩效的结果； 
3）对法律法规要求和其他要求的合规性评价的结果； 
4）审核结果； 

e) 所需资源的充分性； 
f) 与相关方的有关沟通； 
g) 持续改进的机遇。 
管理评审的输出应包括与下列事项有关的决定： 
——废弃物零填埋管理体系的持续适宜性、充分性和有效性的结论； 
——与持续改进机会相关的决策； 
——对废弃物零填埋管理体系变更的任何需求相关的决策，包括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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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未实现时需要采取的措施； 
组织应保留文件化的信息，作为管理评审结果的证据。 

10 改进 

10.1 总则 

组织应确定改进的机会（见9.1、9.2和9.3），并实施必要的措施，以实现其废弃物零填埋管理

体系的预期结果。 

10.2 不符合和纠正措施 

发生不符合时，组织应： 
a) 对不符合做出响应，适用时： 

1）采取措施控制并纠正不符合；  
2）处理后果，包括减轻不利的环境影响； 

b) 通过以下活动评价消除不符合原因的措施需求，以防止不符合再次发生或在其他地方发生 
1）评审不符合；  
2）确定不符合的原因；  
3）确定是否存在或是否可能发生类似的不符合；  

c) 实施任何所需的措施； 
d) 评审所采取的任何纠正措施的有效性； 
e) 必要时，对废弃物零填埋管理体系进行变更。 
纠正措施应与所发生的不符合造成影响（包括环境影响）的重要程度相适应。 
组织应保留文件化信息作为下列事项的证据： 
——不符合的性质和所采取的任何后续措施； 
——任何纠正措施的结果。 

10.3 持续改进 

组织应持续改进废弃物零填埋管理体系的适宜性、充分性与有效性，以提升废弃物管理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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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的使用指南  
 
A.1 总则 

本附录所给出的解释性信息旨在防止对本标准所包含要求的错误理解，这些信息的阐述与标准要 
求保持一致，不拟增加、减少或以任何方式修改本标准的要求。 

本标准中的要求需以系统且非孤立的视角进行考虑，即某些章条中的要求可能与其他章条中的要 
求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 
A.2 参考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环境保护图形标志 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GB 15562.2-1995） 
《环境保护图形标志—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GB 15562.2-1995）修改单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9-2020）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管理台账制定指南（试行）（公告 2021年 第82号） 
固体废物分类与代码目录（公告 2024年 第4号）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5年版）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7—2023） 
危险废物识别标志设置技术规范（HJ 1276—2022） 
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和管理台账制定技术导则（HJ 1259—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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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规范性附录） 

废弃物填埋转移率计算方法  
 
B.1 总则 
B.1.1 在计算废弃物转移率（WDR,Waste Diversion Rate）之前，组织应进行自我评估并将过程及数据记

录下来，形成文件化的信息，以确保其可靠性、有效性及可重复性。 
B.1.2 本标准可适用废弃物填埋转移示意图如下： 

 

图1 废弃物流及废弃物转移 

B.1.3 应运用以下公式计算废弃物转移率： 

 
其中： 

mreduce，减少的废弃物质量 
mreuse，重复使用的废弃物质量； 
mrecycle，回收利用的废弃物质量； 
mWtE，进行能量回收的废弃物质量； 
k，废弃物热处理效率； 
mthermal w/o energy，进行无能量回收的热处理的废弃物质量； 
mTOTAL，废弃物流的总质量。 

B.2 具体要求 

B.2.1 减少的废弃物质量mreduce  
1) 用法 
通过源头减量化措施来减少进入废物流的材料或产品的数量（质量）。 
2) 限定条件 
a.一种材料或产品只能计算一次，不允许重复计算； 
b.如果材料或产品仍在其使用寿命内使用，则不能将其计算在减少的废弃物质量内。 
3) 评价方法 
采用测量+计算的方法，评价为达到相同目的，通过减量化的过程所减少的废弃物质量。 

示例1：之前，使用质量为5千克，容量为80L液体化学品的一次性塑料桶；现在，取而代之的是使用质量为50kg的可

重复使用的容器，该容器容量为200L，可重复使用100次。 

 
废弃物流 

 
 
 

场内废弃物填埋转移 

废弃物填埋 

B.2.7 
 
 
回收 

B.2.3 
重复使用 

B.2.2 
非能量回收 
的热处理 

B 2 6 

物料回收         堆肥      厌氧消化  生物燃料   热处理 

能量回收 

B.2.4 

场外废弃物填埋转移 

减量 

B.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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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运输5,000公升化学品时，减少的废弃物质量为： 
a.明确目的purpose: 

e.g.purpose=5,000L 
b.计算采用之前的方法，过程需要重复的次数times: 

times=purpose/capacity 
e.g.times=5,000L/80L=63 
注：在计算次数times时，应当向上取整数 

c.计算采用之前的方法，产生的废弃物质量muses 

muses=mper use*times 
e.g.muses=5kg*63=315kg 

d.采用之前的方法，产生的废弃物质量muses即减少的废弃物质量mreduce: 
mreduce=muses 

e.g.mreduce=315kg 
示例2:2019年A工厂生产20万件产品，并因此产生废弃物3,000kg;2020年，由于工艺的改进，产量提升至25万件 

时，产生的废弃物下降至2,500kg。 
计算减少的废弃物质量为： 
a.计算工艺改进之前，生产每件产品产生的废弃物质量mper before： 

mper before=mbefore/nbefore 

e.g.mper before=3,000kg/200,000=0.015kg 
b.计算工艺改进之后，生产每件产品产生的废弃物质量mper now： 

mper now=mnow/nnow 
e.g.mper now=2,500kg/250,000=0.01kg 

c.计算生产每件产品减少的废弃物质量mper reduce： 
mper reduce=mper before-mper now 
e.g.mper reduce=0.015kg-0.01kg=0.005kg 

d.计算工艺改进后，减少的废弃物质量mreduce： 
mreduce=mper reduce*nnow 
e.g.mreduce=0.005kg*250,000=1,250kg 

B.2.2 重复使用的废弃物质mreuse  
1) 用法 
当材料或产品达到使用寿命后，通过可行的技术或程序延长其生命周期的废弃物的数量（质量）。 
2) 限定条件 
a.只有当原材料或产品到达使用寿命后，被重新用于原始、原设计用途，才能计算在重复使用的废

弃物质量mreuse中； 
b.当组织内对废弃物进行重复使用，从而减少废弃物产生时，该部分也应考虑纳入减少的废弃物质

量mreduce(B.2.1) 
3) 评价方法 
采用测量+计算的方法，评价废弃物被重复使用的质量。 
示例：组织采用质量为15kg的托盘，设计使用寿命1000次，由于组织的维护及保护，在用的50个托盘使用次数达到

了1200次。 
计算重复使用的废弃物质量： 
a.计算材料或产品达到使用寿命后使用的次数times: 

times=timesuses—timesoriginal 
e.g.times=1200—1000=200 

b.测量被重复使用的废弃物质量mper use及数量n 
e.g.mper use=15kg 
n=50 

c.计算重复使用的废弃物质量mre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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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euse=mper use*n*times 
e.g.mreuse=15kg*50*200=150,000kg 

B.2.3 回收利用的废弃物质量mrecycle 
1) 用法 
通过可行的技术或程序从废物流中转移出来，并以原材料或产品的形式进行收集、处理，然后返回

生产或服务活动中的废弃物的数量（质量）。 
2) 限定条件 
a.包含进行堆肥处理的废弃物 
b.进行能量回收处理的材料或产品不应计算在废弃物质量mrecycle中 
3) 评价方法 
直接测量进行回收利用的废弃物的质量 

B.2.4 进行能量回收的废弃物质量mwtE 

1) 用法 
通过可行的技术处理，转化为可用的能源形式（如热、电）、或转化为可燃烧物质（如甲烷，甲醇，

合成燃料）的废弃物的数量（质量）。 
2) 限定条件 
a.所有进行能量回收处理的废弃物都应计算入mwtE; 
b.可行的能量回收技术包括但不限于，热处理技术（如焚烧、汽化、热解等）和非热处理技术（如

厌氧消化、发酵、生物燃料等）。 
3) 评价方法 
直接测算进行能量回收处理的废弃物质量 
若进行能量回收的方式主要工艺为热处理，应考虑废弃物的热处理效率（k）(B.2.5) 

B.2.5 废弃物热处理效率k 
1) 用法 
用于表示进行热处理后减少的废弃物质量与进行热处理之前的废弃物质量的比值。 
k值越高，表示参与热反应的物质越多，热反应后剩下的物质越少。 
2) 限定条件 
a.所有以热处理为主要处理方式的工艺都应考虑其热处理效率k 
b.热处理后剩余的物质部分，如果继续进行循环使用（如建筑材料）而不进行填埋，应计算进入k

值 
3) 评价方法 
a.通常由当地废弃物热处理供应商提供。 
b.当废弃物处置商无法提供k值时，则取当地平均值，或k不大于0.45; 
注 1：当废弃物采取能量回收的焚烧处理方式时：若废弃物焚烧后的灰渣再次进行回用，则 k 不大于 0.8；若废弃物

焚烧后的灰渣及飞灰都能得到适当的回收利用，则 k 不大于 0.95； 
注 2：当废弃物是以生产辅助原料参与到热处理过程时，该过程可近似看待为以热处理为主要工艺的资源回收，k 不

大于 1。 
B.2.6 进行无能量回收的热处理的废弃物质量mthermal w/o energy 

1) 术语 
在热处理的过程中不进行能量回收的废弃物的数量（质量） 

2) 限定条件 
不进行能量回收的热处理的废弃物，应按照mthermal w/o energy进行计算。 
无能量回收的热处理工艺通常以废弃物无害化及减量化处理为目标，废弃物在进行热处理后填埋 

3) 评价方法 
测量送往不进行能量回收的热处理的废弃物的质量。 

B.2.7 废弃物流的总质量mTO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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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用法 
组织在产品实现或服务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流的总量（质量）。 
2) 限定条件 
在进行废弃物转移前废物流中所有废弃物的总质量。 
3) 评价方法 
运用以下公式计算产生的废弃物的总质量mTOTAL 
mTOTAL=mreduce+mreuse+mrecycle+mweE+menvironment+mlandfill+mdisposal 
其中： 
menvironment，弃置在环境中的废弃物； 
mdisposal，废物流中无法证明最终去向或不合规处置的废弃物； 
mlandfill，废物流中最终进行填埋的废弃物的质量。 

B.3 进行热处理的废弃物的要求 
B.3.1 由于热处理（包括有能量回收的热处理）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最终必须进行填埋的物质，例如底灰

和飞灰等，因此对进行热处理的废弃物的质量进行限值。 
B.3.2 在适用本标准时，以下两个条件需同时满足： 

1) 
 

2) 

1）进行能量回收的热处理后，最终必须进行填埋的废弃物不得超过产生的废弃物的总质量的10%, 
2）进行无能量回收的热处理的废弃物不得超过产生的废弃物的总质量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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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索引  
术语及其英文对应词 对应章条编号 
范围 1 
规范性引用文件 2 
术语和定义 3 
管理体系 3.1.1 
废弃物零填埋管理体系 3.1.2 
方针 3.1.3 
组织 3.1.4 
废弃物 3.2.1 
固体废弃物 3.2.2 
危险废弃物 3.2.3 
废弃物流 3.2.4 
废弃物转移/填埋转移 3.2.5 
废弃物转移率 3.2.6 
其他废弃物零填埋常用术语 3.2.7 
目标 3.2.8 
要求 3.2.9 
合规义务 3.2.10,6.1.3 
能力 3.3.1 
文件化的信息 3.3.2 
生命周期的观点 3.3.3 
外包 3.3.4 
过程 3.3.5 
审核 3.4.1 
符合 3.4.2 
不符合 3.4.3,10.2 
纠正措施 3.4.4,10.2 
有效性 3.4.6 
绩效 3.4.9 
策略 3.8 
持续改进 3.18,10.2 
组织所处的环境 4 
领导作用 5.1 
领导作用 5.2 
组织的角色、职责和权限 5.3 
策划 6 
废弃物的识别及分类 6.1.2 
废弃物零填埋目标及其实现的策划 6.2 
支持 7 
资源 7.1 
能力 7.2 
意识 7.3 
信息交流 7.4 
文件化信息 7.5 
运行 8 
运行策划和控制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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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物的减量 8.1.1,B2.1 
废弃物的收集 8.1.2 
废弃物的重复使用mreuse 8.1.3,B.2.2 
废弃物的回收利用mrecycle 8.1.4,B.2.3 
废弃物的内部转运 8.1.5 
废弃物的贮存 8.1.6 
废弃物的能量回收mwtE 8.1.7,B.2.4 
废弃物的处置 8.1.8 
废弃物零填埋供应链 8.1.9 
应急准备和响应 8.2 
绩效评价 9 
监视、测量、分析和评价 9.1 
合规性评价 9.1.2 
内部审核 9.2 
管理评审 9.3 
改进 10 
不符合和纠正措施 10.2 
持续改进 10.3 
参考文件 附录A.2 
废弃物填埋转移率计算方法 附录B 
热处理效率k B.2.5 
无能量回收的热处理mthermal treatment w/o energy B.2.6 
废弃物流的总质量mTOTAL B.2.7 
有能量回收的热处理mthermal with energy B.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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