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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中华人民共和国 

医疗废物追踪制度设想
1

杨明勋、陈逸飞

摘要：医疗废物的处置，涉及公共环境、公共卫生、公民健康和患

者或其亲属的人格权益。医疗废物追踪制度应当以此为价值基础进

行构建。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废物管理条例》没有明确建

立医疗废物追踪制度。美国 MWTA 法案规定，由环境保护行政主

管部门在法定期间对医疗废物的产生、储存、运输、对待、处置和

处理进行追踪和检查，并以中期报告和最终报告向同级议会报告

医疗废物追踪情况，向公众发布医疗废物影响报告。美国的相关

规定，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构建医疗废物追踪制度具有一定参考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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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废物对于公共环境和公共卫生的恶劣影响，早在“新冠病

毒”疫情爆发之前就已引起社会公众和有关部门的广泛关注。疫情

期间，这一问题更是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为了回应公众的关

切，2020 年 3 月 1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了

新闻发布会，详细介绍了医疗废物综合治理情况 2。出于对公共卫

生安全和公共环境安全的考虑，也出于患者或者患者家属人格利益

的保障，医疗废物追踪制度的建立具有必要性。结合当前疫情防控

工作，对这一制度的理论探讨更是具有重大实践指导意义。实践中

虽然各省市结合自身实际出台了相应的通知 3，然而目前中华人民

2 在 2020年 3月 11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生
健康委派武汉专家组成员、北京佑安医院主任医师李素英就新建的雷神
山、火神山医院、方舱医院如何处置大量的医疗垃圾回答记者提问。李素
英介绍，火神山、雷神山和十多家方舱医院是用于收治传染病人，在建设
或者改造的时候就是按照传染病医院的建设要求进行设计施工的。建设和
改造的时候，就同时建设了医疗废物暂存处。从医疗废物管理方面，和其
他定点医院的要求是一样的，都是有专人到病区去分类收集，用密闭车辆
送到医院的临时暂存处，再由本地区的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转运进行集
中处置。

3 以中国大陆地区本次抗击疫情的“模范生”浙江省为例，2020年 2月 8日
浙江印发《进一步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医疗废物应急处置工
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此前《关于明确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医疗废物环境管理各环节工作要求的通知》中明确的应急处置
环境管理要求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化、深化，推动全省疫情医疗废物应急处
置工作持续强化。《通知》明确各地要联合卫生健康、建设等部门对疫情
医疗废物应急处置单位开展监督检查，对应急处置过程进行严格监管，督
促各项要求落实，确保疫情医疗废物依法、及时按规范处置到位。对借疫
情防控之机非法倾倒、转移医疗废物的环境违法犯罪行为，从严从重进行
打击。对于疫情医疗废物应急处置中未说明的其它技术要点，《通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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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立法中并没有明确建立相关制度。2020 年 11 月 27 日，新

华社报道：国务院已印发《关于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意见》

（国发〔2020〕15 号）。意见指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暴露出爱

国卫生工作在环境卫生长效管理、群众组织动员和健康素养提升等

方面仍存在短板。意见第二部分“完善公共卫生设施，改善城乡人

居环境”部分则明确提到“加快医疗废物处置设施建设，完善医疗

废物和污水处理。本文以为，深化落实该意见需要构建长效机制并

将医疗废物追踪制度法制化。实践中虽然某些医院或者地区采取了

相应的措施，然而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政策中并没有明确建立

相关制度 4。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通过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既有的立法、

司法经验，对于中国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是一大捷径。所以说适如其

分地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能够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本文以为，

疫情防控要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坚持

依法防控，在法治轨道上统筹推进各项防控工作”5。疫情之后，

更是需要构建长效机制并将医疗废物追踪制度法制化。居安思危，

思则有备，有备无患。疫情防控工作要着眼当下，更要放眼未来。

医疗废物的处置，涉及公共环境、公共卫生、公民健康和患者或其

亲属的人格权益。医疗废物追踪制度应当以此为价值基础进行构

建。

给出了相应的指导遵循，即可参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医疗废
物应急处置管理与技术指南（试行）》、《医疗废物集中处置技术规范
（试行）》（环发〔2003〕206号）、《应对甲型 H1N1流感疫情医疗废
物管理预案》（环办〔2009〕65号）的相关要求。

4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控法律体系的介绍，另可参见拙文：CHEN, 
Yifei; YANG, Minghsun: Legal system of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China. Revista Eletrônica de Direito do Centro Universitário Newton Paiva, Belo 
Horizonte, (42), 2021, pp.258-270.

5 2020年 3月 1日出版的第 5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
要文章《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
系》。此外，习近平总书记在诸多重要场合反复提及“依法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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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念界定和问题提出

（一）医疗废物追踪制度的概念界定

医疗废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有法律法规进行界定。根据

《医疗废物管理条例》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医疗废物是指医疗卫

生机构在医疗、预防、保健以及其他相关活动中产生的具有直接或

间接感染性、毒性以及其他危害性的废物。根据《医疗废物分类目

录》，医疗废物包括感染性废物、病理性废物、损伤性废物、药物

性废物、化学性废物。感染性废物是指携带病原微生物具有引发感

染性疾病传播危险的医疗废物，如被病人血液、体液、排泄物污染

的物品等；病理性废物是指诊疗过程中产生的人体废物和医学实验

动物尸体等；损伤性废物是指能够刺伤或者割伤人体的废弃的医用

锐器，如医用针头、解剖刀等；药物性废物是指过期、淘汰、变质

或者被污染的废弃的药品。医疗废物追踪制度是指国家有关部门对

医疗卫生机关产生的医疗废物进行追踪的制度。

（二）问题的提出

2010 年 3 月 30 日，健康新闻网以“山东济宁郊区现 15 具婴

儿遗体”为题，报道了山东省济宁市郊区光复河桥下出现作为“医

疗废物”的婴儿遗体被遗弃（以下简称“济宁事件”）。6 2011 年

8 月 26 日，维权网以“山西浮山县人民医院传染性医疗药品垃圾

放任自流危害社会”为题报道了山西省浮山县医疗垃圾处置的乱

象；同年 11 月 25 日，健康中国新闻网以“山西浮山县人民医院医

疗垃圾任自流无人问津追踪报道”对该事件进行了追踪报道（以下

简称“浮山事件”）。7 2013 年 5 月 30 日，新华网以“‘剧毒垃

圾’为何交易红火？——广东普宁医疗废物案件追踪”为题报道

了广东省普宁市人民法院涉嫌将剧毒的针筒、吊瓶等医疗废物当

作玻璃和塑料进行买卖的事件（以下简称“普宁事件”）。8 2014

6 健康新闻网：http://news.39.net/shwx/103/30/1204704.html。取用日期：
2021年 3月 31日。

7 中国质量新闻网：http://www.cqn.com.cn/news/cjpd/499527.html。取用日
期：2021年 3月 31日。

8 新 华 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5/30/c_115975831.htm。
取用日期：2021年 3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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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4 月 1 日，央视网以“深度调查：揭开国内贩卖医疗垃圾的黑色

利益链”为题介绍和分析了国内医疗垃圾非法买卖的现状。9 2014
年 5 月 29 日，浙江在线以“温州破获特大非法收购贩卖医疗废物

案 已关停 6 诊所”为题报道了浙江省温州市破获的一起特大非法

收购贩卖医疗废物案（以下简称“温州事件”）。10 2014 年 7 月

11 日，新华网以“50 多吨医疗废物竟被制成塑料用品，曝出职能

部门监管漏洞”为题报道了医疗废物被加工成塑料用品，之后用于

生产生活的现象。11 以上的报导触目惊心，足以证明早在疫情爆发

之前，这一问题就引发了社会的高度关注。在当前抗击疫情的背景

下，医疗废物制度的处理，更是进一步引发了公众关注。

二、医疗废物追踪制度的必要性分析

（一）医疗废物涉及公共环境和公共健康

医疗废物的处置主要涉及医院与社会和公民、患者或者患者家

属之间的关系。从医院与社会的关系角度，医疗废物往往具有环境

污染性，因此医疗废物的处置往往会涉及公共环境的保护。如上文

提到的“浮山事件”，浮山县将医疗药品垃圾随意丢弃，将对周围

土壤、水源等造成极大地危害。从医院与公民的关系角度，部分医

疗废物具有传染性，因此医疗废物的处置常常会涉及公民健康权的

保护。如上文提到的“普宁事件”和“温州事件”，随着医疗废物

如针头、输液管等经过变卖、重新加工成为公民日常生活用品，其

中可能包含的病菌将威胁公民的生命健康。从医院与患者之间的关

系角度，部分医疗废物，如血液、体液、人体组织、器官等含有患

者大量的个人信息，部分医疗废物的处置会涉及患者的隐私权或者

名誉权。此外，与死者有关的医疗废物的处置还会关乎死者生前人

格利益的保护。因此，对医疗废物处置的监督就显得意义重大。医

疗废物追踪作为对医疗废物处置的监督方式之一，其意义也就不可

9 央 视 网：http://news.cntv.cn/2014/04/01/ARTI1396318925395576.shtml。 取
用日期：2021年 3月 31日。

10 浙江新闻网：http://zjnews.zjol.com.cn/system/2014/05/29/020051659.shtml。
取用日期：2021年 3月 31日。

11 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local/2014-07/11/c_1111578341.htm。取用
日期：2021年 3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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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觑。

（二）医疗废物追踪系统之缺乏

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有些机构采取了类似于医疗废物追

踪的措施。如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自 2006 年开始设计

并实施《北京友谊医院医疗垃圾管理信息系统》，即利用该医院信

息系统（HIS）的现有设备，主要是斑马公司 2844 型条码打印机

处理医疗垃圾。12 上海市黄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社区首推废弃物

收运信息系统，对医疗废弃物进行电子标签追溯管理，即给每一袋

医疗废弃物贴上标签条码，对医疗废弃物的产生、收集、运输、处

理、处置、转运等进行全程监控管理。该系统可保证医疗危险品无

遗漏处置。在《医疗废物污染防治技术政策（征求意见稿）》编制

说明中，提到鼓励医疗废物专用运输车辆采用电子标签、GPS 等先

进的物流信息技术，以事先医疗废物运输过程中的监控和管理，确

保医疗废物安全运输到处置单位。13 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部分

地区都未建立医疗废物追踪的相关系统。此外，即使相关追踪系统

逐步建立，在现有的制度体系和观念体系中，并没有考虑国家有关

部门对追踪系统的监管问题。因此考虑医疗废物追踪制度的建立，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医疗废物追踪在实践中的普遍化运行，同时

推动政府有关部门对医疗废物的监督。

（三）现有法律规范之不足

《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建立了以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和环境保护

行政主管部门为主的双轨制监督检查制度。根据该条例第三十五条

之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医疗卫

生机构和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从事医疗废物的收集、运送、贮

存、处置中的疾病防治工作，以及工作人员的卫生防护等情况进行

定期监督检查或者不定期的抽查。根据该条例第三十六条之规定，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医疗卫生机

构和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从事医疗废物收集、运送、贮存、处置

12 RFID 世 界 网：http://success.r�dworld.com.cn/2010_4/2010471123250985.
html。取用日期：2021年 3月 31日。

13 http://www.es.org.cn/c/cn/news/2011-06/21/news_1469.html。 取 用 日 期：
2021年 3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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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环境污染防治工作进行定期监督检查或者不定期的抽查。

根据现有法律规定，笔者认为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医疗废物

管理制度呈现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主体多元，即建立了卫生行政

主管部门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双重管理体制。该体制与医疗废

物的处置中所涉及的公共权益是相适应的。然而，由于主体多元，

部门之间的扯皮现象也常会发生。第二，以事先、事中监督为主，

即以对医疗废物由收集到处置的整个过程进行监督。该监督对于医

疗废物的规范处置有一定的意义，但是该制度很明显缺少事后监

督，对于处置之后发生的种种问题，难以及时作出反应。第三，为

点状监督机制，即监督管理部门对于医疗废物的处置进行定期的检

查或者不定期的抽查。定期的检查或者不定期的抽查难以对医疗废

物处置中存在的危害公共卫生安全和公共环境安全的情况进行实时

监测。一旦发生问题，后果难以想象。

医疗废物追踪制度，其贯穿医疗废物产生到消失，甚至到消失

后的若干时间。因此可能对于现有制度的缺陷进行弥补，具有一定

的借鉴意义。

综上所述，出于对公共卫生安全和公共环境安全的考虑，也出

于患者或者患者家属人格利益的保障，医疗追踪制度的建立具有一

定的必要性。实践中虽然某些医院或者地区采取了相应的措施。然

而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中并没有明确建立相关制度。笔者认

为，为了医疗追踪的普遍运行，有必要将其纳入法制化轨道。

三、医疗废物追踪制度的构建

医疗废物追踪制度在中国的关注度普遍较低。美国于 1988 年

在修订《资源保护和回收法》时增加了《医疗废物追踪法》（以下

简称为 MWTA），这一法案对于指导美国的医疗废物追踪的实践

运行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14。因此，本文利用比较研究的方法，从实

14 US Congress, Office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 Issues in medical waste 
management - background paper.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DC, 1988.; Pew Environmental Health Commission: Strengthening our public 
health defense against environmental threats: Transition report to the new 
administration.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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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主体、实施对象和实施机制三个方面讨论中国医疗废物追踪制度

的构建。

（一）实施主体

前文所述，美国 MWTA 为《固体废物处理法案》的部分条

款。因此，该法案的主管机关即为环境保护主管机关，即由环境保

护主管机关负责对有害废物进行管理。具体的执法人员为该机关的

官员（o�cer）、雇员（employee）或者代表（representative）。在

中国，由于医疗废物追踪制度尚未立法，上文已经提及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医疗废物的监管主体采用的是卫

生行政主管部门和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双轨监管制。因此，本文以下

将讨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来实行医疗废物追踪制度的模式选择问

题，即应当采用以美国立法例中的“环境保护主管机关单轨制”还

是沿用中国现有立法例中的“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和环境保护主管部

门双轨制”。

美国之所以选择了“环境保护主管机关单轨制，本文以为与其

行政权力划分紧密相关。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简称 EPA 或者 USEPA，是美国联邦政府的一个

独立行政机构，主要负责维护自然环境和保护人类健康不受环境

危害影响。其机构设置包括固体废弃物和应急反应办公室（O�ce 
of Solid Waste and Emergency Response）。医疗废物属于固体废

物，因此医疗废物追踪属于 EPA 的职责范围。美国卫生及公共服

务 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简

称 HHS，其是维护美国公民健康，提供公共服务的联邦政府行政

部门。其机构设置并不涉及医疗废物的处理。因此医疗废物追踪不

属于 HHS 的职责范围。美国部分学者和实务界人士认为，这是在

MWTA 中仅仅将环境保护主管机关作为医疗废物追踪的主管机关

的根本原因 15。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双轨制，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权力的划

分以及具体国情的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主管机关的

职责在于环境保护，卫生主管机关的职责在于维护公共卫生和保护

15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Health: Infectious waste: A plan for treatment and 
disposal. Albany,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Health,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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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健康。然而环境保护和公共卫生或者公民健康之间的界限并不

十分明确清晰，在医疗废物管理中尤为典型。医疗废物处理既涉及

到环境保护，又涉及到公共卫生和公民健康。因此《医疗废物管理

条例》中规定卫生主管机关负责医疗废物管理中的疫病防治工作，

环境保护主管机关负责医疗废物管理中的环境污染防治工作。医疗

废物追踪制度中，是否应当延续现有中国实际职权划分中的双轨

制，即由卫生主管机关和环境保护主管机关共同负责医疗废物的追

踪呢？目前中国的双轨制，在实际的运行中由于工作界限难以清晰

划分，出现了很多的扯皮现象。对于难以执行的医疗废物管理工

作，两机关相互推脱；对于易于执行的医疗废物管理工作，两机关

相互争抢；对于因医疗废物管理产生的责任，两极管相互推脱；对

于医疗废物管理产生的利益，两极管相互争抢。因此双轨制产生的

重重问题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注意。

笔者认为医疗废物追踪主体的设定应当遵循医疗废物追踪本身

的特点而设定。医疗废物追踪涉及医疗废物从产生、储存、运输、

处置、污染监测等多个环节，涉及环境保护、公共卫生、公民健

康、公民人格权等多种权益。公民人格权体现在涉及个人人格利益

的医疗废物从产生到处置，如胎盘，此时需要患者和医院达成协

议，在此卫生主管部门的监管优于环境主管部门的监管。其他不涉

及个人人格利益的医疗废物或者公民放弃的涉及人格利益的医疗废

物的产生、储存、运输、处置、污染监测主要是涉及环境、公共卫

生、公民健康。然而环境保护、公共卫生和公民健康并非并列的权

益，而是先后产生的权益。医疗废物首先涉及环境保护，当其严重

损害环境之后才可能对公共卫生和公民健康产生影响。因此笔者认

为对此的监护应当由环境主管部门负责。当其污染程度足以污染公

共卫生、公民健康时，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申请卫生主管部门的

协助。

（二）实施对象

根据医疗废物追踪时间的长短，美国 MWTA 追踪制度将医疗

废物分为需持续追踪的废物和不需要持续追踪的废物。需要持续追

踪的废物，是指在医疗废物处置之后仍然需要对其环境影响进行追

踪评估。不需要持续追踪的废物，则是在医疗废物处置之后不需要

对其进行持续追踪。这种划分方式以最终处置为时间点。笔者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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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最终处置时间，医疗废物产生时间也应当成为一个划分时间

点。上文已经提及某些医疗废物可能涉及个人隐私、个人名誉等原

因。医疗废物的处置方式应当经过与患者或者患者家属的协商再行

确定，根据协商结果，确定该医疗废物是否由医疗卫生机构进行处

置。据此，医疗废物可以分为可协议确定的医疗废物和不可协议确

定的医疗废物。对于可协议确定的医疗废物可以再度分为协议确定

由患者或者患者家属处置的医疗废物和协议确定由医疗卫生机构处

置的医疗废物。在此，只有不可协议确定的医疗废物和协议确定由

医疗卫生机构处置的医疗废物属于医疗废物追踪的范围。

（三）实施程序

美国 MWTA 规定的医疗废物追踪机制可分为五部分，分别是

“追踪（tracking of medical waste）——检查（inspections）——执

行（enforcement）——向议会报告（report to congress）——健康

损害报告（health impacts report）”。本文以为，对中华人民共和

国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第一，“追踪”，具体规定在 SEC.11003。在美国 MWTA
中，追踪由以下要点组成：（1）提供对从产生者到处理机构的废

物运输的追踪，除非被焚烧的废物在焚烧之后不需要追踪；（2）
包含一个系统，在这个系列可以为废物的产生者提供保证，保证废

物会被处理机构得到；（3）运用统一的形式来追踪示范的每一个

州 16；（4）包含以下的要求：（A）要求在可行的地点在产生之时

对废物进行隔离，（B）要求对废物的容器进行一定的设置，以防

止废物处理者和公众受到感染，（C）要求对废物容器标注适当的

标签。根据美国的追踪制度，根据废物的性质，追踪可以分为截止

到焚烧的追踪和延续到焚烧之后的追踪。追踪要求系统和统一，隔

离、隐蔽和标签化 17。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未建立追踪制度，因

16 Bruce F. Farber: Disposal of medical waste: the New York experience under the 
Medical Tracking Act. Infection Control and Hospital Epidemiology, Vol. 12, No. 
4, 1991, pp. 251-257. MMWR Morb Mortal Wkly Rep. 1988 Jun 24; 37(24) : 377-
82, 387-8.

17 N. R. Soelberg, R. A. Rankin, K. M. Klingler, C. W. Lagle and L. L. Byers: 
Eliminating medical waste liabilities through mobile maceration and disinfection. 
WM’06 Conference, Tucson, 26 February - 2 March 2006.



30 Mansion Yang, Yifei Chen Preliminary Analysis in Developing Medical  
Waste Tracking System in China

此有必要借鉴之。而根据废物性质进行划分，是提高追踪质量的重

要保证，有必要借鉴。系统、统一、隔离、隐蔽和标签化是根据医

疗废物本身的特点而设置，也是具有共性的制度，可以采纳之。

第二，“检查”，具体规定在 SEC.11004。具体是指任何一个

产生、储存、对待、运输、处理或者其他例外的处置或者已经处理

了医疗废物的人应当在环境保护机构任何官员、雇员或者代表的要

求下，提供与废物有关的信息，包括 11003 部分下被要求保持的任

何追踪形式，管理监视器或者测试，以允许这样的人在所有合理的

时间能够复制与这样的废物有关的记录。

为了实现制度目的，这些官员、雇员或者代表被授权：（1）
在任何合理的时间内进入公司或者其他医疗废物所在或者产生、

储存、处置、处理或者运输的地方；（2）管理监控器或者测试；

（3）从样品的控制人或者废物的标签那里检查或者获得样品。此

外，检查要求被适当且迅速的开始和完成，且应当符合一定的法律

程序。检查制度主要体现了环境保护机关的职权和被检查人员的义

务、以及相应的程序 18。这与中国现有医疗废物监管体制中有相似

之处，都授予检查机关人员一定的检察权。然而，中国国内在《医

疗废物管理条例》仅仅作了粗略规定，具体规则并未如 NWTA 法

案详细规定。因此就检查程序和检查方式等内容等具体细节，可由

立法部门在现有法律体系和立法技术中予以完善。

第三，“执行”，是指行政机关可以针对违反行为进行处罚。

美国的执行制度类似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执法机构的行政处罚。

但是美国处罚方式包括行政处罚、民事处罚和刑事处罚，这与中华

人民共和国不同。行政机关认定任何人违反禁止性规定，行政机关

可以提出每天不超过 25,000 美元的处罚命令。法院最高对单个案

件，可处以不超过 25,000 美元的民事罚款。对于情节恶劣的，如

以下情形则可可以进行刑事处罚，并判处每天不超过 50,000 美元

的罚金或者处以监禁。情节恶劣的应为包括：（1）故意遗漏原料

信息或者故意错误呈现原料信息；（2）故意制造、储存、处理、

运输、处置或者其他方式来处理医疗废物，无论这些行为发生在处

18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Universal precautions for prevention of 
transmission of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epatitis B virus, and other 
bloodborne pathogens in health care settings. MMWR 37(24), 1988, pp.377-382, 
387-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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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命令颁布之前或者之后；（3）故意毁坏、改变、隐瞒或者没有

设置任何相应规则的需要保存的文件或者文档。而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现有体制下，对于不遵守行政法律规范的，主要是行政处罚。对

于严重违法，构成犯罪的，则是刑事处罚。因此，在借鉴时有必要

进一步做好制度衔接。

第四，“向国会报告”，美国将这一程序具体规定在 SEC. 
11008。报告分为中期报告和最终报告。中期报告需要完成于项目

终止后的 3 个月内提交，中期报告的主题包括：（1）美国医疗废

物的种类、数量的规模，厂区内和厂区外用于处理、储存、运输、

对待和处置医疗废物的方法；（2）医疗废物及其焚烧对人类健康

和环境产生的现在的和潜在的威胁；（3）因医疗废物不合理的处

理、储存、运输、对待或者处置不当，而对当地经济、人和环境

的代价，以及根据现有立法对医疗废物进行处理、储存、运输、

对待或者处置，而对产生者、运输者、对待设施、储存设施和处

置设施产生的代价；（4）在医疗废物追踪中，示范程序取得的成

果，在焚烧和储存实践中可归因于示范程序的改善，其他为了追

踪医疗废物可行的或者潜在可行的方法及其优缺点；（5）对医疗

废物处理、储存、运输和处置可行的和潜在的可行的方法；（6）
对待医疗废物可行的和潜在可行的方法，包括焚烧、杀菌、化学

对待和绞碎的方法，以及他们的优缺点；（7）影响对待方法效率

的因素，包括质量控制和质量评价程序、维护程序和运行训练；

（8）州和当地主管机关对医疗废物处理、储存、运输、对待和处

置情况；（9）针对全州范围内的医疗废物监测和控制程序（州出

台的规定）进行适当性审查；（10）SEC.11006 规定的“适当性的

审查”；（11）把家庭和小规模医疗废物制造者排除出医疗废物处

理、储存、运输、对待和处置的规则产生的影响，以及对家庭和小

规模医疗废物制造者的医疗废物进行处理、储存、对待和处置的潜

在的指导原则；（12）就如何减少医疗废物以及医疗废物再利用问

题，进行潜在的可行性分析研究。

“最终报告”的主题和“中期报告”相同，但需要提交两份；

一份应当在示范程序执行之后九个月内上交，另一份应当在示范程

序的规则产生影响之后的 12 个月内上交。中期报告和最终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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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的主要是美国立法机会对于行政机关的监督 19。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对政府的监督为双重监督。一方面，政府对本级人大负责并

报告工作，闭会期间对本级人大常委会负责并报告工作，此为权力

之间的监督；另一方面，政府对上一级国家行政机关负责并报告工

作，此为行政权内部的层级监督。因此就 MWTA 中的“向议会报

告”制度，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具体国情，也许可以改为环境主管

部门通过中期报告和最终报告的方式定期向本级人大或常委会以及

上一级行政机关报告医疗废物追踪的情况。

第五，“健康影响报告”，是指在示范程序执行之后

的 24 个月之内，主管机关下属的有害物质和疾病登记部门

（the Administrator of the Agency for Toxic Substances and Disease 
Registry）向国会报告该医疗废物对健康的影响。其报告包含以下

内容：（1）描述医疗废物分离、处理、储存、对待或者处置中产

生的潜在影响或者伤害；（2）评估被医疗器械伤害的人数，以

及这些伤害或影响的性质和严重性；（3）评估被分离、处理、储

存、对待或者处置等其他方式伤害的人数，以及这些伤害的性质和

严重性；（4）评估源于医疗废物的案件占总数的比例。笔者认为

该报告是医疗废物追踪制度中十分关键的一个环节，也是必须借鉴

的环节之一。中国在医疗废物追踪制度中必须将健康影响报告制

度引入。而就报告对象，MWTA 法案规定健康影响报告向国会报

告。

笔者认为，随着信息公开制度的逐步建立，健康影响报告国会

的同时，也应当依法公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第十条的规定，对于环境保护、公共卫生等的监督检查情况，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重点公开相

关信息。医疗废物的处置既涉及环境保护，也涉及公共卫生。因此

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就医疗废物的健康影响情况向社会公开。

综上所述，医疗废物追踪制度仅仅涉及不可协议确定的医疗废

物和协议确定由医疗卫生机构处置的医疗废物。以上医疗废物又分

为不需要持续追踪的医疗废物和需要持续追踪的医疗废物。对于前

19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Environmental epidemiology: public health and 
hazardous wastes, Vol 1, 1991. Washington, DC: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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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以环境行政主管部门为主体，对其从产生、运输、储存、处理

到处置，根据追踪、检查程序，对于其中一般违法处置的行为进行

行政处罚，对于严重违法构成犯罪的行为进行刑事处罚。在整个追

踪过程中，由环境行政主管部门以中期报告和最终报告的方式，向

本级人大或者常委会以及上一级行政机关进行报告。此外，向社会

公开该处置过程的健康影响情况。对于后者，处置结束前的程序同

前，处置结束后的程序需要由环境行政主管部门继续追踪，对于出

现的重大公共卫生安全问题，由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协助，共同

解决。

四、结语

医疗废物对于公共环境和公共卫生的恶劣影响，已经慢慢引起

社会公众和有关部门的注意。医疗废物追踪制度作为一个相对新颖

的制度，理应得到重视。但是非常遗憾，目前笔者所研究的领域似

乎还是“空白”，缺少前人研究成果。笔者以为，随着法治政府的

建设不断推进，通过立法确定医疗废物追踪制度，也应尽快提上日

程，不应该成为“被人遗忘的角落”。笔者认为，他山之石，可以

攻玉。作为工业化程度较高的西方国家，其诸多环境治理经验值得

借鉴。然而，借鉴需要充分考虑中华人民共和国现有的政治体制和

法律体系。本文仅仅是一个初步的尝试，希望可以抛砖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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