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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体系建设实施方案》政策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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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体要求



       开展医疗机构废弃物综合治理工作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深入实施健康中国

战略的重要举措。各区、各相关单位要充分认识医疗机构废弃物

综合治理工作的重要意义，统一思想、夯实责任、精心组织，严

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

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医

疗废物管理条例》要求，全面落实医疗机构废弃物管理责任，加

强医疗机构废弃物综合治理，确保医疗机构废弃物及时、规范、

有效、安全处置，实现废弃物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



2 主要任务



主要任务

加强源头分类。医疗机构废弃物分为

医疗废物、生活垃圾和输液瓶（袋）。

夯实各方管理责任。强化医疗机构管

理主体责任，医疗机构法定代表人是

医疗机构废弃物分类和管理的第一责

任人，产生废弃物的具体科室和操作

人员是直接责任人。

加强集中处置设施建设和加强集中处

置工作管理,进一步明确处置要求

医疗机构要严格落实《关于在医疗机构推进生产垃圾分

类管理的通知》（国卫办医发〔2017〕30号），规范生

活垃圾的分类、暂存工作，将非传染病患者或家属在就

诊过程中产生的生活垃圾，以及医疗机构职工非医疗活

动产生的生活垃圾，与医疗活动中产生的医疗废物、输

液瓶(袋)等区别管理。生活垃圾专业处置单位应做好医

疗机构生活垃圾的接收、运输和处理工作。

按照“闭环管理、定点定向、全程追

溯”的原则，明确医疗机构、回收企

业、利用企业的责任和有关部门的监

管职责，加强再生资源回收利用。

做好医疗
机构内部
废弃物分
类和管理

强化生
活垃圾
管理

做好医
疗废物
处置工
作

做好输液
瓶(袋)回
收利用



3 保障措施



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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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整治医疗机构不规范分类和存贮、不规范登记和交
接废弃物、虚报瞒报医疗废物产生量、非法倒卖医疗废
物、医疗机构外医疗废物处置脱离闭环管理、医疗废物
集中处置单位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以及有关企业违
法违规回收和利用医疗机构废弃物等行为。

充分发挥各级党委主要媒体、各领域专业媒体和新
媒体作用，开展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施、输液瓶
（袋）回收和利用企业向公众开放等形式多样的活
动，大力宣传医疗机构废弃物科学分类、规范处理
的意义和有关知识，引导行业、机构和公众增强对
医疗机构废弃物处置的正确认知，重点引导其对输
液瓶（袋）回收利用的价值、安全性有更加科学、
客观和充分的认识。做好相关标准规范知识普及。

各相关部门要定期组织对牵头工作进
行阶段性评估，2022年底前完成全面
评估，对任务未完成、职责不履行的
有关部门进行通报，存在严重问题的，
按程序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推进采取按床位和按重量相结合的计费方式，
合理核定医疗废物处置收费标准，促进医疗
废物减量化。将医疗机构输液瓶（袋）回收
和利用所得列入合规收入项目。符合条件的
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和输液瓶（袋）回收、
利用企业可按规定享受环境保护税等相关税
收优惠政策

按照《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施能力建设实施
方案》（发改环资〔2020〕696号）推进建设
医疗废物信息化管理平台，覆盖医疗机构、
医疗废物集中贮存点和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
位，实现信息互通共享，及时掌握医疗废物
产生量、集中处置量、集中处置设施工作负
荷以及应急处置需求等信息，提高医疗废物
处置现代化管理水平。

持续开展医疗机构废弃物整治工作

加强宣传引导

开展总结评估

落实医疗机构废弃物处置政策

完善信息交流和工作协同机制



      《方案》在每项措施后都明确了负责部门，要求各有

关部门及时制定或完善配套措施，细化工作举措，同时要求

牵头部门对各地落实情况进行督导检查和跟踪分析，确保政

策全部兑现，取得扎实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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