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指南》解读 

一、标准制定背景 

农药作为农业生产的基本生产资料，在防治病虫害保障

农业生产丰收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深圳市农业生产具有复

种指数高的特点，因此农药使用频率也比较高，随之产生的

大量农药包装废弃物随意丢弃田间或混入生活垃圾等情况

造成视觉污染及农业面源污染，对农业生态环境、农产品质

量安全和人类身体健康造成了一定威胁，引起各方的高度重

视。 

2018年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印发《关于开展农药包装废弃

物回收处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建立以“市场主体回收、专

业机构处置、公共财政扶持”为主要模式的农药包装废弃物

回收和集中处置体系。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

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于 2019 年 12 月 6 日印发《深圳市“无

废城市”建设试点实施方案》，要求持续推进农业固体废物

减量化产生、资源化利用、无害化处置，以加快推进农业绿

色发展。为此，2019 年-2021 年，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委

托深圳市绿创人居环境促进中心围绕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

处理工作选取重点区域开展调研，并在调研成果及前期工作

基础上，在全市建设运营 8个市级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示范

点。与此同时，各辖区局根据农业废弃物回收处理工作要求，

参照 8个市级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示范点的工作经验，建立



完善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体系，通过依托农业企业及农

资经营店设立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点及仓库管理员，并对农

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点及仓库管理员进行工作培训、考核，以

进一步加强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点、集中暂存仓库的管理，

确保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点及仓库按照相关标准安全运营、

投入使用，建立“政府主导、企业运作、农户参与”的回收

处置工作长效机制，大大提高了农药包装废弃物的回收率及

无害化处置率。据统计，2020年深圳市共建设农药包装废弃

物回收点 80 个，2021 年全市共建设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点

180 个，建设农业废弃物集中暂存仓库 5 个。农药包装废弃

物回收试点建设工作的开展，为本标准的制定提供了详实的

数据支撑及宝贵的实践经验，也在试点工作推进过程中发现

了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农业主管部门及农药生产者、经

营者、使用者职责分工、农药包装废弃物的分类要求、分类

回收与末端处理的有序衔接、回收点及集中暂存仓库建设与

运营管理要求，都需要清晰、详细、逻辑性强、可操作性强

的指导依据，以促进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体系进一步建设完

善。因此，研究制定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指南以规范农药包

装废弃物收集、贮存、转运、利用、处置各环节工作，具有

迫切需要。 

二、标准主要内容 

标准主体内容由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

基本原则、回收工作流程、回收工作要求等六大部分组成。

本标准适用于深圳市（含深汕特别合作区）内农药生产者、



经营（销售）者、使用者产生的农药包装废弃物的回收。农

药包装废弃物是指农药使用后被废弃的与农药直接接触的

包装物或含有农药残余物的包装物，包括瓶、罐、桶、袋等。

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工作流程包括分类回收、归集转运、集

中移交 3 个步骤。分类回收环节是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工作

的重中之重，由区级以上农业主管部门合理布设农药包装废

弃物回收点及集中暂存仓库，建立管理员制度，督促指导农

药生产者、经营者及使用者履行农药包装废弃物分类回收义

务。归集转运环节是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工作的关键环节，

由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点（站）管理员将分类打包好的农药

包装废弃物定期就近转运至农药包装废弃物集中暂存仓库，

全过程应按要求做好人员安全防护、环境污染防控工作，是

实现分类回收与移交处理有序衔接的重要环节。集中移交环

节主要由区级以上农业主管部门将可资源化利用的农药包

装废弃物移交给由省农业农村厅会同生态环境厅公布的资

源化利用单位和农药生产商进行资源化利用，将不可资源化

利用的农药包装废弃物移交给具备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

单位进行无害化处理，并办理好相关移交手续与台账登记保

存。三个工作环节紧密、有序衔接，推动农药包装废弃物收

集、转运、贮存、移交处理工作安全、有序、高效开展。 

三、标准实施意义 

本标准作为地方推荐标准，可供深圳市农业主管部门建



设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体系、开展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工作

管理时参考使用。通过本标准的实施，督促指导农药生产者、

经营者、使用者落实好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工作要求，确保

农药包装废弃物收集、转运、贮存、移交处理等过程的环境

安全，对于保障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推动农业绿色发展、

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共建“美丽田园”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