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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施能力建设实施方案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快补齐医疗废物、危险

废物收集处理设施方面短板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加强医疗废物管理，防止疾病传播，保护

生态环境，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针对当前医疗废物处置能力

布局不均衡、处置设备老化和处置标准低等问题，特制定本方

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健全医疗废物收

集转运处置体系，推动现有处置能力扩能提质，补齐处置能力缺

口，提升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形成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适应

的医疗废物处置体系。

二、实施目标

争取 1-2 年内尽快实现大城市、特大城市具备充足应急处理

能力；每个地级以上城市至少建成 1 个符合运行要求的医疗废物

集中处置设施；每个县（市）都建成医疗废物收集转运处置体

系，实现县级以上医疗废物全收集、全处理，并逐步覆盖到建制

镇，争取农村地区医疗废物得到规范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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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任务

（一）加快优化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施布局。2020 年 5 月底

前，各地区要全面摸查本地区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施建设情况，

掌握各地市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施覆盖辖区内医疗机构情况，以

及处置不同类别医疗废物的能力短板。综合考虑地理位置分布、

服务人口、城镇化发展速度、满足平时和应急需求等因素，优化

本地区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施布局，建立工作台账，明确建设进

度要求。

（二）积极推进大城市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施应急备用能力

建设。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东中部地区人口 1000 万

以上城市、西部地区人口 500 万以上城市，对现有医疗废物处置

能力进行评估，综合考虑未来医疗废物增长情况、应急备用需

求，适度超前谋划、设计、建设。有条件的地区要利用现有危险

废物焚烧炉、生活垃圾焚烧炉、水泥窑补足医疗废物应急处置能

力短板。

（三）大力推进现有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施扩能提质。各地

区要按照医疗废物集中处置技术规范等要求，在对现有医疗废物

集中处置设施进行符合性排查基础上，加快推动现有医疗废物集

中处置设施扩能提质改造，确保处置设施满足处置要求，并符合

环境保护、卫生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医疗废物处置设施超负

荷、高负荷的地市要进行医疗废物处置设施提标改造，提升处置

能力。2020 年底前每个地级以上城市至少建成 1 个符合运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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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施。

（四）加快补齐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施缺口。截止到 2020 年

5 月，尚没有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施的（不含规划建设的）地级

市，要加快规划选址，推动建设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施，补齐设

施缺口。鼓励人口 50 万以上的县（市）因地制宜建设医疗废物集

中处置设施，医疗废物日收集处置量在 5 吨以上的地区，可以建

设以焚烧、高温蒸煮等为主的处置设施。鼓励跨县（市）建设医

疗废物集中处置设施，实现设施共享。鼓励为偏远基层地区配置

医疗废物移动处置和预处理设施，实现医疗废物就地处置。

（五）健全医疗废物收集转运处置体系。加快补齐县级医疗

废物收集转运短板。依托跨区域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施的县

（区），要加快健全医疗废物收集转运处置体系。收集处置能力

不足的偏远区县要新建收集处置设施。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要

配备数量充足的收集、转运周转设施和具备相关资质的车辆。收

集转运能力应当向农村地区延伸。

（六）建立医疗废物信息化管理平台。2021 年底前，建立全

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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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落实目标责任。各地区要按照国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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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和国家卫生健康委及有关部门《医疗机构

废弃物综合治理工作方案》等要求，加强组织领导，落实目标责

任，大力推进医疗废物处置设施建设。医疗机构和医疗废物集中

处置单位分别承担医疗废物分类收集、分类贮存和转运处置的主

体责任，要按照有关要求做好医疗废物处置工作。

（二）强化资金支持，加快建设进度。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

有关部门研究出台支持政策，鼓励医疗废物处置设施建设。各地

区要健全政策措施，加快推进医疗废物处置和转运设施建设相关

工作。

（三）健全体制机制，形成工作合力。各地区要综合考虑区

域内医疗机构总量和结构、医疗废物实际产生量及处理成本等因

素，合理核定医疗废物处置收费标准。医疗机构按照规定支付的

医疗废物处置费用作为医疗成本，在调整医疗服务价格时予以合

理补偿。对跨区域建设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施的地区，要建立协

作机制和利益补偿机制。各地区发展改革部门要会同卫生健康、

生态环境等部门建立工作协调机制，成立工作专班，按职责细化

工作举措，及时交换信息，形成工作合力，共同推进医疗废物处

置设施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