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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愿性产品认证
在新污染物治理领域的实践探讨 
Discussion on the practice of voluntary product certification in the 
field of the treatment of new pollutants  

■文 / 曹 婧  茜彦辉  侯荣  崔晓冬

新污染物是指新近发现或者被关

注的，对生态环境或者人体健康存在较

大风险，但尚未纳入管理或者现有管理

措施不足的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目前，

全球已发现的新污染物超过20大类，

每一类又包含数十种甚至上百种化合

物，其主要来源是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的

生产和使用。新污染物存在于日常生活

中使用的多种化学品，包括药品、个人

护理产品、工业和家用化学品等，具有

生物毒性、环境持久性、生物累积性等

特点，在环境中不易降解，并且会在整

个食物链中不断累积，最终通过食物链

给生态环境或者人体健康带来风险。目

前，国内外广泛关注的新污染物主要包

括国际公约管控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POPs)、内分泌干扰物（EDCs)、抗生

素、微塑料四大类。

一、新污染物治理

引起国家高度重视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新污染物

治理工作。2018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指出，要对

新的污染物治理开展专项研究和前瞻

研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明确了“到

2025年新污染物治理能力明显增强”

的工作目标，并要求制定实施新污染物

治理行动方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重视新污

染物治理，健全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环境

风险管理体制的任务要求。2022年5月，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新污染物治理行

动方案》。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

开展新污染物治理的要求，按照《新污

染物治理行动方案》的具体部署，生态

环境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农村

部、商务部、海关总署和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等部门，于2022年12月印发了《重

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2023年版）》（以

下简称《清单》），并于2023年3月1日起

施行。《清单》明确了14类重点管控新

污染物及其禁止、限制、限排等环境风

险管控措施。

新污染物具有来源广泛、环境风险

隐蔽、减排替代难度大、涉及领域多、范

围广、常规管控效率不足以管控其环境

风险等特点。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

新污染物风险防范工作起步较晚，虽然

逐步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距离有效治

理新污染物的目标要求仍有较大差距，

目前面临着新污染物底数不清、防治科

技支撑能力不足等问题，亟须多方面、

多维度、多途径的技术方法支撑，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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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力，推进协同治理。

二、开展新污染物自愿性产品认证的可行性
(一) 自愿性产品认证是提升企业新污染物管控

的有效手段

产品认证是证明产品满足规定要求的典型措施，

也是世界各国用于规范市场行为、促进经济贸易发展

和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有效手段，具有权威性、公正性、

规范性、国际通用性等特点。与强制性产品认证“保底

线”的作用不同，自愿性产品认证的依据标准为高于

强制性标准要求的推荐性标准，用于“拉高线”。通过

制定统一、规范、严格的新污染物限用标准，运用多种

质量管理方法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是否合乎标准规

范进行诊断和改进，可以作为企业全面加强质量管理

的有效工具。通过实施认证活动，能够帮助企业识别

产品新污染物控制关键环节和风险因子，持续改进自

身管理。企业获得认证，需要经过内审、管理评审、工

厂检查、计量校准、产品型式试验等多重评价环节，获

证后还需定期进行证后监督，以持续保证新污染物管

理体系的有效运行。通过认证的传导、反馈作用，引导

消费者识别并采购不含新污染物的产品，形成有效的

市场选择机制，倒逼生产企业提高管理水平和产品、

服务质量，增加市场有效供给。

(二) 产品认证方案与新污染物的总体治理思路

相契合

我国新污染物的总体治理思路是“筛、评、控” 

“禁、减、治”，采用源头禁限、过程减排、末端治理的全

过程环境风险管控措施。而产品认证的前提是产品认

证方案，其技术核心是合格评定功能法，由选取、确

定、复核、决定、证明、监督六项功能活动组成，六项功

能活动的有序组合可实现不同产品、不同规定要求的

产品认证。实现功能活动的具体措施通常包括“设计

控制”“原材料控制”“生产过程控制”“终端产品控

制”“管理体系审核”等，这与我国新污染物的总体治

理思路相契合，可对产品全生命周期产生的新污染物

起到有效的管控作用。

(三) 既有的新污染物检测标准/方法可为认证提

供技术支撑

针对《清单》中涉及的4大类23小类的新污染物，

经文献和资料调研，共有200余种不同的检测方法，

可满足不同种类、不同状态的产品。同时，经调研，国

内的检验检测实验室，在新污染物检测方面，关键点

在于采用适当的前处理技术将样品萃取、浓缩并去除

干扰物质，除既有的检测方法外，还可根据检测产品

的特性和新污染物种类，开发相应的检测方法，为产

品认证过程中涉及的新污染物检测提供技术支撑。

三、中环联合开展的重点管控新污染物限用认

证（RoECs）项目
中环联合认证中心（以下简称中环联合）作为

独立的第三方认证机构，结合在自愿性产品认证领域

的实践经验，立足于我国新污染物治理现状，探索建

立了机构推行的自愿性产品认证制度——重点管控

新污染物限用认证（RoECs），开发了相应的技术规

范和认证规则，并选择消费者重点关注的塑胶跑道材

料领域开展了首批认证试点。

《探寻大自然的神秘与美丽》    李丽川 /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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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总体思路

《清单》以有效防范新污染物环境与健康风险为

核心，科学筛查并评估了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的环境风

险，识别出目前我国需要重点管控的14类新污染物，

并对14类新污染物的主要环境风险管控措施进行了

明确的规定。针对《清单》中明确的重点管控新污染

物，中环联合以产品为对象，采用生命周期的分析理

论，从原材料的获取、产品制造和使用，到产品废弃后

进行处置的各个阶段，全面识别产品生命周期过程中

涉及重点管控新污染物的风险点，围绕生态环境部

“筛、评、控”和“禁、减、治”的总体思路，制定标准和相

应的认证方案，对企业重点新污染物 “源头禁限、过程

减排、末端治理” 的全过程管控情况进行第三方验证。

在进行认证方案设计时，充分考虑产品和行业特

点，结合产品检测技术现状，在产品全生命周期范围

内进一步“筛” “评”出需要重点管控的新污染物，对

识别出的风险点按照风险特征和技术现状实施相应

的检验检测、检查、承诺等管控措施，综合设定新污染

物“源头禁限、过程减排、末端治理”的相关认证要求。

同时，认证方案中要求生产型企业建立质量保证体

系，以保证获得认证产品的一致性和持续稳定性。 

(二) 标准编制

参考国家统一推行的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

制使用办法（China RoHS）编制针对所有产品的通

用技术规范，技术要求主要包括针对《清单》14类新

污染物的限量要求、豁免要求、相应的检测方法、符合

性判定规则等内容。其中豁免要求主要包括两项内

容，一是符合 《清单》要求的豁免物质，例如，全氟辛

基磺酸及其盐类和全氟辛基磺酰氟（PFOS 类）用

于生产灭火泡沫药剂（该用途的豁免期至2023年12

月31日止）；二是经调研、核实，该产品的原材料、生

产过程均不涉及该类重点管控新污染物。

(三) 认证实施

采用自愿性产品认证中“型式检验+初始工厂检

查+获证后监督”的认证模式，编制实施规则并制定工

厂质量保障能力要求。对具备检测方法的新污染物采

取抽取成品检验的方式，对豁免要求的物质采用企业

自我声明的方式进行验证。

以塑胶跑道材料产品为例，首先对塑胶跑道相关

材料的生产原材料、生产工艺开展调研。经查询文献、

专家咨询、与检测机构沟通及与生产企业交流，塑胶

跑道用原材料主要为聚氨酯预聚体、聚脲预聚体、丙

烯酸、橡胶粒或PU颗粒、助剂、颜料等，通过与《清单》

的对比分析，识别出与之关联的新污染物种类为十溴

二苯醚、短链氯化石蜡、二氯甲烷、三氯甲烷、六溴环

十二烷、滴滴涕和多氯联苯等七类；在生产工艺方面，

确认生产过程均为物理混合过程，无化学反应。

塑胶跑道用材料识别出的、风险性较大的七类重

点管控新污染物需抽取相应的样品进行检测，通过检

测确认其成品中不含有该物质；其余关联度低或不涉

及的重点管控新污染物，则主要以现场检查确认的手

段进行验证。在技术要求符合性现场验证的过程中，

重点核查企业设计开发控制、原材料控制、生产过程

控制、成品检验和合规承诺等措施。针对设计开发控

制，以检查为主，主要检查其设计输入是否考虑了《清

单》，设计输出的配方、采购要求是否满足《清单》要

求；针对原材料控制，采用检查和检验相结合的方式，

主要检查所采购原材料是否满足采购要求；针对生产

过程，以检查为主，主要查看生产现场使用的原材料

是否有《清单》所列违禁物质。经在6家塑胶跑道材料

生产企业实施该认证方案，结果表明，该方案合理可

行，具备可操作性。

四、下一步工作思路
新污染物治理有利于延伸拓展污染防治攻坚战

的深度广度，是有效防控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的环境风

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安全和高品质生活的

重要抓手。

基于塑胶跑道材料产品重点管控新污染认证的

实践经验，下一步，中环联合将综合考虑市场需求与

认证采信，在国家对重点管控新污染物管理要求的基

础上，遵循新污染物治理“应控尽控、应管尽管、系统

全面”的原则，针对吃、穿、住、行、玩、乐、教等重要消

费领域的产品，在全生命周期“筛” “评”出需要重点

管控的新污染物，制定新污染物限用标准，同时结合

相应行业特点，综合设定新污染物“源头禁限、过程减

排、末端治理”的相关认证要求，建立新污染物认证方

案。同时，组织重点行业领域典型企业进行新污染物

认证制度的试点及推广应用，深入分析认证结果，验

证认证结果的有效性，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先进经

验与典型案例，助力国家新污染物治理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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