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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的HFCs制冷剂使用情况 

一、氢氟烃单质制冷剂（包括R134a、R125、R32、R143、R227ea、R23、
R152a等）。其中R32、R152a等一部分还是可燃制冷剂，这类制冷剂都是非
CO2温室气体，温室效应明显。这类制冷剂大多数属于危险化学品目录中
的物质，报废后应当回收并通过有资质单位合法处置，否则按照危废处理
（见《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版900-999-49）。2020年11月25日刚颁布的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年版）》（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在HW49条
目下明确规定：被所有者申报废弃的，或未申报废弃但被非法排放、倾倒、
利用、处置的，以及有关部门依法收缴或接收且需要销毁的列入《危险化
学品目录》的危险化学品（不含该目录中仅具有“加压气体”物理危险性
的危险化学品）按照危险废物管理。 

 



常用的HFCs制冷剂使用情况 

二、氢氟烃混合制冷剂（包括410A、R404A、R407C等）。因为它们的组成
成分R125、R32、R143均在2015版《危险化学品目录》中，其混合物也应作
为危险化学品进行管理，也同样都是非CO2温室气体，报废后应当回收并
妥善处理。否则，也会被列为危险废物处理。 
三、所有品种的HFCs制冷剂现在每年大约有20~30万吨在中国国内使用，
报废以后被回收利用的量只有几十吨，回收利用率仅有万分之一到二。 
 
科普知识：危险化学品、危险货物、危险废物的区别。 



控制排放HFCs制冷剂的重要性 
 

 2016年10月15日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召开的蒙约第28
次缔约方大会，协商一致，达成历史性的限控温室气
体HFCs的基加利修正案，预计减少88%的HFCs的排放，
可防止本世纪末全球升温0.5摄氏度； 

 HFCs制冷剂不仅是温室效应气体，同时也是VOCs气
体，它的排放，不仅促使全球变暖，并且对地表臭氧
浓度影响显著。 

制冷剂作为危险化学品的危险特性，报废后如果不能
妥善处理，对环境安全、人身财产安全都会造成危险
（危险废物管理的需要）。 



控制排放HFCs制冷剂的重要性 



1、发展的不平衡：发达国家和地区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HFCs制冷剂控
制措施、认识、管理、法规、技术等的不平衡。 
2、市场的不平衡：各国情况不同，中国国内每年大约有20~30万吨HFCs
类制冷剂投放市场，回收的HFCs制冷剂只有几十吨，仅占投放量的万分
之一。国内市场空间很大，国际市场相对分散一点。 
3、中国行业准入条件：因为HFCs制冷剂大多是危险化学品，回收处置这
类物质既需要环保部门的备案批准，又需要取得应急部门、市场监管部门、
消防部门的有关危险化学品经营、仓储、充装、特种设备及人员操作的相
关资质，还要符合危险化学品运输的相关规定，所以进入这一行业要求很
高，这也是从业者少的原因之一。国外准入条件相对宽松一些。 
4、法规正逐步完善：最近三年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出台了新《大气污
染防治法》、《绿色高效制冷行动方案》、新《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
法》、新版《国家危险废物名录》，都有关于制冷剂物质的管理规定。
2020年以来，生态环境部就制冷剂管理已经开展了多个项目的研究课题，
21、22两年会出台多项新制度。 



回收普及现状 再生利用现状 关键难点 

欧盟 受F-GAS法规影响，非
常重视，普及程度很高 

再生利用普遍 国家分散，资源不统一 

美国 比较重视，普及程度较
高 

再生利用程度一般 地广人稀，过程成本高 

澳洲 比较重视，普及程度较
高 

再生利用程度比较高 同上 

日韩 比较重视，普及程度较
高 

再生利用程度一般 从业分散、处理分散，个
体规模小，不利于集中再

生 
中国 初级阶段，还未普及 再生利用程度低 政策法规不明确，违法成

本低，排放普遍，不利于
开展回收再生利用工作 

其他发
展中国
家和地

区 

几乎没有 再生利用很少 同上 



1、主动回收意识淡薄、违法排放问题； 
 
2、安全、技术不到位，风险问题； 
 
3、回收操作不规范，泄漏问题； 
 
4、再生处理不规范，风险问题； 
 
5、政策法规不健全，排放监管不到位问题； 
 
6、回收、再生处理能力不足的问题。 
 



1、新法规对报废制冷剂的合法处理要求：非法排放、倾倒、利用、处置的，按照
危险废物管理，合法处理的按照一般固体废物进行管理。 
 
2、社会重视程度提高，释放信号：①2019年6月七部委联合发布《绿色高效制冷
行动方案》，其中多处提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要求，还要求：“加大对制冷产品
回收处理的监管，规范废旧制冷产品和制冷剂的回收、拆解和再利用。”②2020年
以来，生态环境部有关部门还向社会公开多个项目，立项招标关于制冷剂回收管理、
处理技术等项目。③今年，新修订的《消耗臭氧层物质管理条例》即将颁布执行，
增加了HFCs的管理，对维修和报废环节管理加强。 
 
3、碳中和目标的指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去年9月22日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
表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
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争取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体现了中国在环境
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负责任大国作用和大国担当。坚持绿色低碳发展，全
面推进应对气候变化工作。1KG制冷剂R134a的排放相当于1430KG当量的CO2排
放。 



原消耗臭氧层物质管理条例规定： 
第十九条 从事含消耗臭氧层物质的制冷设备、制冷系统或者灭火系统的维修、报
废处理等经营活动的单位，应当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备案。
（新修改为在设区的市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备案，而且通篇管理范围增加了HFCs） 
第二十条  从事含消耗臭氧层物质的制冷设备、制冷系统或者灭火系统的维修、报
废处理等经营活动的单位，应当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规定对消耗臭氧层
物质进行回收、循环利用或者交由从事消耗臭氧层物质回收、再生利用、销毁等经
营活动的单位进行无害化处置。 
新修改的刑法规定： 
第一百三十四条：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具
有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现实危险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者管制： 
（三）涉及安全生产的事项未经依法批准或者许可，擅自从事矿山开采、金属冶炼、
建筑施工，以及危险物品生产、经营、储存等高度危险的生产作业活动的。 
 
使用单位只能储存24小时的使用量，经营单位（商店）不能超过1吨。《危险化学
品经营企业开业条件和技术要求》(GB 18265-2000)（都需要应急局许可） 



 
一、面临的机遇 
 
1、减少和控制影响气候因素的污染物排放，获得诚信经营的市场   
机遇； 
  
2、减少和控制危险化学品的排放，保障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顺
应国家的安全管理理念； 
 
3、制冷剂回收再生处理后，再利用创造的新价值，符合再生资源
发展需求； 
 
4、未来碳中和的碳指标需求，驱动新的利益增长。 
 
 
           
 
 



 
二、面临的困难 
 
1、现场回收装备与管理问题（涉及用电安全和压力容器使用）； 
  
2、回收制冷剂的储存问题（涉及危险化学品）； 
 
3、回收制冷剂的运输问题（涉及危险货物）； 
 
4、回收处理制冷剂的经济可行性问题； 
 
5、政策法规滞后的问题。 
 
 
           
 
 



1、澳宏积累了20年的制冷剂储存、充装、销售、回收再利用的管
理经验，是目前京津冀地区唯一一家具有完备合法资质的制冷剂流
通服务体系； 
 
2、澳宏是国内第一家在环保部门备案从事制冷剂回收再利用工作
的企业，已经有8年运作经验，从2013年开始回收再生利用HCFCs
制冷剂和HFCs制冷剂； 
 
3、澳宏集团是国内制冷剂流通行业仓储充装基地最多且规模最大、
资质最完善的企业集团； 
 
4、澳宏的制冷剂回收技术，2017年已经纳入国家重点推广的低碳
技术目录（第三批） 
 
5、2020年回收再生处理制冷剂达到800余吨，今年可以达到1200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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