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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玩具存在干扰内分泌系统的邻苯、人造皮鞋存在致癌芳香胺染料、首饰存在铅、

镉、镍等有毒金属材料……种种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的违规使用就像定时炸弹般埋在消费者的

身边。

有毒有害化学物质与人体健康和环境安全有着直接关联，消费品的质量安全是人们美好

生活的基本保障。2023年2月，中国提出《质量强国建设纲要》¹（后称《纲要》），要求推

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国家经济由大向强转变，具体措施包括提高农产品、食品、药品质量安

全水平，制定消费品质量安全监管目录，优化质量监管效能等等。

为提高消费品的质量安全水平，电商“去毒”尤为关键。随着网购的快速发展，不少含有

超标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的消费品绕开传统分销渠道，成为漏网之鱼，进入人们的生活。尽管

国内已有相关政策和规定对有毒有害化学物质进行监管，但电商平台存在售卖含有有毒有害

化学物质消费品的问题还没有获得足够的关注。

中国的新污染治理等政策法规进程的推进，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和对可持续、健康消费

品需求的提高，都使得电商平台的化学品管理问题越来越紧迫。2023年，在政府、电商平台

和民间公益组织的共同努力下，“去毒”进展如何？

电商去毒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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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发展，建材、电子设备和个人

护理产品等化学品密集型产业正在快速增长，

这导致消费品中的化学品使用量在增加，化学

品组成更为复杂，人均化学品消费量也在逐渐

增加。

从2023年调研数据来看，电商平台在售

的、不符合国家及其他相关标准的有毒有害化

学物质包括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如甲醛、

苯）、重金属（如砷、铅、镉、汞、六价铬、

镍）、多种新污染物（如内分泌干扰物邻苯二

甲酸酯、持久性有机污染物二噁英及类二噁英多氯联苯、苯并[a]芘、兽用抗菌药氟苯

尼考及甲硝唑等）以及其他类化合物（如三聚氰胺），集中出现在儿童用品、玩具、

学生用品、饰品、日用品、食品和食品接触材料中。

这些化学品会对人体的免疫、呼吸、内分泌、生殖和心血管系统造成危害，重者

致癌甚至致死。柳叶刀污染和健康委员会2022年发布的数据²显示，2019年死于有毒化

学品污染的人数超过180万，该数字相较2000年增长了66%，有毒化学品污染造成的死

亡正在急剧增加。

其中，儿童与青少年受到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的健康影响最大。儿童的学习障碍、

多动和注意力缺陷或与胎儿或婴儿接触到铅、汞、锰、二噁英和多氯联苯有关。女性

生育能力受损或不孕症与有毒有害化学物质暴露也存在关联，已有的研究已将生育问

题与暴露于双酚A、氯化烃类、杀菌副产物、环氧乙烷、乙二醇酯、重金属、农药、邻

苯二甲酸酯、溶剂、全氟化合物、辛基酚/壬基酚等化学品联系起来。

除了人类之外，许多动植物也正在遭受化学品污染，全球的生物多样性遇到挑

战，农业产量面临威胁。

而电商的发展，又加大了国家对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监管的难度，提高了化学品进

入生活环境的风险——含有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的消费品可以通过电商平台，绕开原有

分销渠道，跨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监管框架。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³显

示，2023年全国网上零售额达15.4万亿元，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比上年增长8.4%，占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到27.6%。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9.15亿人，较2022年12月

增长6967万人。全国网上零售额已连续11年稳居全球第一。2023年，跨境电商也保持

较快增长，全年进出口总额2.38万亿元，增长15.6%。在商务部2024年公布的《关于实

施数字消费提升行动的通知》⁴和《数字商务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年）》⁵的鼓励

下，电商的增长势头或将在未来继续保持强势。

电商消费快速增长、跨境交易愈加繁荣、电商消费者逐年增加，电商平台售卖消

费品中所含的化学物质安全问题应当得到更多重视。

TOXIC有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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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政府出台了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等，对消费品中

的有毒有害化学物质进行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⁶从法

律层面，加强对消费品质量的监督管理，提

高消费品的质量水平，明确消费品的质量责

任。《新污染物治理行动方案》⁷从政策层

面，为包括化学品在内的新污染物治理明确

了未来的工作方向，加强消费品中有毒有害

化学物质含量控制，重点管控新污染物。

《消费品中重点化学物质使用控制指南》

⁸《玩具安全》⁹《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

术规范》¹ ⁰等各种国家标准对不同的消费品

又进行了更详细、更具针对性的规定。

针对电商网络平台，国家也有不少相关

政策规定，包括《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

¹ ¹《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¹ ²《网络食

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¹³《医疗器械网络

销售监督管理办法》¹⁴，都强调了网络平台消

费品的安全性。

2023年，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新公布了《化妆品网络

经营监督管理办法》¹ ⁵，意味着又一大网络消费品得到重点监管。国家药监局在政策

解读中称，政策出台的背景是因为“网络经营化妆品成为化妆品质量安全问题的重灾

区”，且“近年来网络经营化妆品的质量安全问题频发，网络经营化妆品的监督抽检

不合格率、风险监测问题发现率均显著高于传统销售渠道”。该政策的出台将研究适

用于化妆品网络经营监管的新方法、新手段，有利于重点打击化妆品领域的有毒有

害化学物质问题。

除了各项文件之外，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后简称“市监总局”）对网售消

费品质量的监督抽查公开报告也能看出政府对电商平台非食品类消费品安全的重视

程度在逐渐提高。根据公开信息统计，与2022年相比，2023年市监总局对网售的非

食品类消费品领域抽查频次显著提高，2022年专门针对电商平台的抽检次数为2次，

2023年提升到了9次。

这些被抽查的非食品消费品主要包括接触皮肤或易入口的日用品（如衣物、

鞋、床上用品、儿童玩具等）和家用电器（电热毯、电热水壶、插座等），前者与

有毒有害化学物质密切相关。2023年市监总局的公开报告明确提及了每种被抽查的

消费品有多少批次涉及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的违规使用：以童鞋为例¹ ⁶，在天猫、拼多

多、快手等16家平台抽查的161批次产品中，有25批次产品邻苯二甲酸酯不合格

政府如何督促电商“去毒”？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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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16批次产品重金属总量不合格（10%），邻苯二甲酸酯会影响内分泌系

统，影响孩子的生殖发育；重金属则会危害心脏和心血管、大脑和神经系统、肺和

呼吸系统、以及皮肤头发等。再以儿童及婴幼儿服装为例¹ ⁷，在拼多多、快手、抖音

等15家平台抽查的423批次产品中，有15批次产品pH值不合格。pH值不合格的纺织

产品会对人体的肌肤造成刺激性和浸蚀功效，引发皮肤发痒、过敏性皮炎等病症。

相对应的是，在网售食品类消费品领域，2023年抽检的总次数相较2022年有所

减少，从官网可以看到，2022年共抽查了14次，2023年下降至10次。

被抽查出问题的食品消费品包括淀粉类主食、调料、罐头、零食、饮料、酒

类、冲泡类饮品等，2023年市监局的公开报告明确指明了涉及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的

违规使用的商家和商品名称：比如¹ ⁸京东盛源来食品旗舰店（经营者为山东省青岛盛

源来商贸有限公司）在京东商城（网店）销售的、标称山东省青岛盛源来商贸有限

公司委托山东省威海市荣成茂泉水产有限公司生产的干裙带菜，其中铅（以Pb计）

检测值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铅超标会损害神经和骨骼发育，会导致儿童

智力发育障碍、骨骼发育迟缓，铅超标还会影响生殖系统和消化系统，对人体危害

很大。再比如¹ ⁹淘宝网重庆餐友食品（经营者为重庆市渝北区渝味餐友食品经营部）

在淘宝网（网店）销售的、标称重庆有源粮油有限公司生产的餐饮专用芝麻酱，其

中黄曲霉毒素B1检测值不符合产品执行标准要求，黄曲霉毒素被世界卫生组织划定

为1类致癌物，也是一种毒性极强的剧毒物质，毒性是砒霜的68倍，对肝脏组织的破

坏性极强。

图源来自https://www.pexel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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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健康可持续的平台生态是各个平台所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2023年各个主

要电商平台都在质量安全问题上采取了新的措施。

根据《2023阿里巴巴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报告》²⁰，阿里巴巴电商平台在

2023年建立完善了全链路的数字化商品质量管理机制，从预防、识别与处置三个方

面入手，进一步做好商品准入制度，并对高风险的商品进行买样抽检，抽检不合格

产品最终会与商家评价挂钩。对识别出的有害违规商品采取惩罚措施，并协助厂商

召回缺陷商品。2023年，阿里巴巴在抽检上投入了上亿元。这与2022年相比，

2022年强调商品的真假溯源，2023年更关注高风险商品。

从2023年的快手ESG报告²¹可以看到，针对高风险行业和产品，快手在2023年对

药品、保健品、化妆品、及医疗器械（“三品一械”）开展了专项治理，对上千万件

“三品一械”商品进行淮入核查，接入了权威资质数据库校验化妆品资质，建立OTC药

品标品数据库，确保商品资质真实有效，利用模型和算法识别处置不合规商品，并

通过优化搜索策略避免有风险商品信息触达消费者。对比来看，快手在2022年更专

注于对高风险商品管理体系的建立，从前端的准入、商家端的管理、到商品端的审

核；在2023年更强调数据库的建立和搜索策略的优化，通过大数据和算法来识别不

合规物品，并避免风险商品接触消费者、提升消费端的体验。此外，快手2023年在

快手电商规则中心对《快手小店店铺体验分管理规则》《快手小店商家╱达人违规

管理规则》《快手小店达人保证金管理规则》等各类平台规则开展236次修订或新

增，审核商家营销过程中的虚假宣传、不正当营销等违规行为，严控电商营销风

险，形成从事前、事中到事后的全流程管理。

电商平台的“去毒”进展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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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2022年抖音集团企业社会责任报告》²²和《2023年抖音集团企业社会责

任报告》²³可以看到，抖音明确了电商的准入资质、行为规范、交易中的责任义务等

规范。2022年，抖音更关注夸大虚假、粗制滥造等低质电商内容，打击“低价引流不

发货”商家和“三无”商品，累计拦截超95万次违规商品发布，封禁超300万件风险商

品。2023年抖音更注重开展专项治理行动，对3C数码、家居家电、服饰鞋包等行业

类目进行了重点排查，也对食品、生鲜、酒水等食品类消费品进行了专项治理，但

未公开违规和封禁的具体数据信息。此外，抖音电商还举办了“平台治理开放日”活

动，与专家学者、从业人员等共同探讨平台治理、 消费者权益保护新路径。

根据《2023年京东集团环境、社会及治理报告》²⁴，“产品与服务质量”位列京东

关注的所有议题的第一。京东延续了2022年的全流程质量管理制度，规范入驻平台

资质标准、商品抽检、假货问责和违规管理等关键环节的工作流程，通过综合质量

控制、平台治理、线上维权和品牌保护等的协同作用，在2022年内提出的知识产权

保护、食品安全、药品安全、禁限售商品这四大领域基础上，又覆盖了“质量安全”

这一关键领域的治理。2023年，京东还配套组建了质量安全专业化团队，落实线上

保护与线下调查，形成“前置识别- 日常防控-治理处置”风险的全链路联防联控机制。

与此同时，产品质检与召回也是京东2023年的工作重点之一：京东推动集团及各个

下属子公司制定《产品召回控制程序》《京东工业召回与撤回管理程序》等文件，

还建立了产品召回应急预案机制，以应对可能发生的召回事件。2023 年，京东自有

品牌未发生因健康安全问题而导致的产品召回事件。更值得注意的是，京东现已设

立可持续消费专区，便于用户识别高质健康、对环境友好的商品，累计提供超 356 

万个低碳环保的商品并为其打上“绿色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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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部分电商平台优化了搜索引擎，调整

禁限搜索清单，从消费者端防止其接触到违规商

品。环保团队无毒先锋发现电商平台仍在售卖“新

限塑令”中禁售的一次性塑料棉签并和电商平台进

行沟通后，淘宝不仅下架了违禁产品，更是在禁限

搜索词清单新增“塑料棒棉签”，消费者搜索该关键

词时无法获得对应产品。与此同时，淘宝还将一次

性塑料棉签列入了“绿网计划”，消费者搜索“一次

性塑料棉签”、“塑料棉签”、“塑料棒棉签”等相关禁

限词条时，网页会进入到“绿网计划”宣导页面，向

消费者普及相关法律法规信息。

这一年，多数电商平台把化学物质管理纳入到

了 企 业 社 会 责 任 （E S G ）层 面 的 考 量 中 ， 并 在

ESG报告中有所呈现。部分电商平台还进行了绿色

“推优”行动，把低碳友好产品或是绿色产品提到了一个优先级比较高的地位进行主

动推广。

这一年，无毒先锋观察到，生态环境部在儿童节前期把新污染物治理和儿童用

品的化学物质安全问题联系在了一起，这是重要的、积极的转变——有毒有害化学

物质不仅涉及产品质量安全，更涉及环境污染问题。

这一年，无毒先锋在抽检的网购动物性食品中没有检查到兽用抗菌药残留超标

的情况。农村农业部近年来颁布了《全国遏制动物源细菌耐药行动计划(20 1 7 -

2020)》²⁵和《全国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行动方案(2021-2025年)》²⁶，在政策的指

导下，各部门和各机构共同改善了兽用抗菌药滥用的情况。

这一年，无毒先锋在对生鲜食品和加工食品进行抗生素含量抽检的时候发现，

超标率非常低，这和政府公开信息相吻合，说明食品领域的有毒有害化学物质治理

情况有非常显著的提升。

这一年，电商平台、政府、公益组织逐渐在形成三方合力，共同应对有毒有害

化学物质违规使用问题。通过举报和沟通，无毒先锋成功促使电商平台下架了绝大

多数超标产品，让政府关注到更多高风险商品并进行后续抽检，有效降低了公众健

康和环境污染风险。

尽管电商平台、政府、公益组织都在努力，但现实中存在的有毒有害化学物质

问题还有很多。

无毒先锋根据舆情分析，于2023年调查检测了21种可能存在化学物质超标风险

的消费品（包括玩具、儿童用品、纺织用品等），共送检可疑样品313件，发现超标

公益组织的电商“去毒”观察

从公益组织的视角来看，2023年是怎样的一年？

绿网计划淘宝截图

兽用抗菌药了解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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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116件。超标产品历史销量达20万件以上。如果不考虑重复购买的情况，光是一

种高销量商品，或许就能给20万人带来健康风险。

无毒先锋的战略总监毛达指出：“2023年，我们抽检的消费品中的化学物质超标

比率和过去三四年差不多，那么得出的一个初步判断是，电商平台售卖的这部分消

费品，其安全性并未得到很大改善。”

儿童用品和儿童玩具是有毒有害化学物质超标的“重灾区”。比如儿童凉鞋存在

邻苯二甲酸酯超标的问题，无毒先锋抽检后超标率高达88%，最高超标倍数为828

倍。再比如以“跳跳马”和“羊角球”为关键词搜索检测的玩具，邻苯二甲酯的超标率也

都达到了60%。邻苯二甲酸酯会通过呼吸、饮食和皮肤接触进入人体，影响人体内

分泌，导致生殖系统异常。值得注意的是，采样的50双儿童凉鞋中有29双实物无任

何有效标识，其中28双邻苯超标。毛达认为，这类“三无产品严重超标”的情况实际

对网购平台或者政府监管部门提出了更高的监管要求，在商户准入和产品准入阶

段，如果能对标识和资质认证审核更加严格的话，或许就能把这类容易出现化学物

质高风险的产品“拒之门外”。

农产品的农药残留问题也不罕见。环保机构自然田抽检的102份蔬菜样品中，有

3份芹菜被检出农药毒死蜱残留超标、1份豆角被检出农药克百威残留超标，其中1份

芹菜毒死蜱超标高达55倍。毒死蜱和克百威均为国家明确规定禁止在蔬菜上使用的

高危禁限用农药。作为一种中等毒性有机磷杀虫剂，毒死蜱急性中毒会导致肌肉痉

挛、呕吐、腹泻和视力受损，严重中毒则会导致癫痫发作、肺衰竭，且5g剂量就会

致死。杀虫剂克百威中毒后则可能出现头晕、恶心、呼吸困难、肌肉痉挛等症状，

长期接触还可能导致癌症、生殖问题。

儿童凉鞋了解详情

跳跳马和羊角球了解详情

图源来自https://www.pexels.com

08



涂料的铅含量超标问题持续存在。环保机构长沙曙光2022年和无毒先锋合作在

电商平台上分别抽查了33款工业涂料和29款木器涂料，发现分别有36%与38%的样

本超过了强制性国家标准规定的总铅含量限值。2023年，长沙曙光环保公益发展中

心针对前一年不达标的商家进行复检，购买了同品牌同规格同颜色最新批次生产的

产品送检，发现仍有92%的工业涂料和80%的木器涂料不合格，部分不合格产品的

超标率相较前一年甚至有所提升——比如一份木器漆样本从2022年的超标1.3 倍，增

长到2023年的476.11倍，超标倍数增幅巨大。

电商平台上售卖限制性有毒有害化学物质产品的问题屡禁不止。环保团队电商

无野行动志愿者2023年初在拼多多、快手等电商平台发现有商家在宣传售卖“扁毛

霜”杀鸟，部分商品介绍中还会暗示用“扁毛霜”杀死的野鸟可以用来食用。“扁毛霜”

实际是近期新增禁用²⁷的农药克百威，这是一种残留期特别长的有机磷类农药，原用

于毒杀地下害虫，后被用来毒杀鸟类，候鸟啄食后会窒息而死。投毒一次， 捕鸟人

可连续捡拾5、6天。这种农药只要接触极少量就会引起中毒甚至死亡，为了保证生

产、食用的安全，该类农药在今年1月被农业农村部列为禁用农药，自2024年6月起

禁止生产，自2026年6月1日起禁止销售和使用。尽管还有两年的缓冲期，但在彻底

禁止前，扁毛霜的售卖也是需要定点登记售卖，需要获得有关部门颁发的资质方才

可以进行售卖。但这样的限禁农药却出现在了电商平台上，还需平台加强内容审

核，对违法违规信息进行屏蔽下架。

抗生素违规售卖的情况也在各大城市和农村普遍存在。人用处方药方面，国家

规定全国范围内所有零售药店必须凭执业医师处方才能销售抗菌药物。然而，环保

机构绿行太行和行澈环保在实际调研中发现，网购抗生素只需填写用药人身份信息

和健康信息，确认已在线下就诊并已使用过该药物且没有过敏，就能由互联网医师

开具电子处方，但实际上，平台并没有对用药人是否真实线下就诊进行审核。兽用

处方药方面，电商平台的管理更加松懈，被调研的4个平台20家兽药店均不需要凭处

方购买兽药。其中2家药店的展示页面显示“没有处方不发货”，实际上调查人未提供

处方，店家仍然发货。这些都容易导致抗生素的违规使用甚至滥用。

涂料含铅了解详情

图源来自https://www.pixaba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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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机构绿色和平在《中国零售电商平台气候行动与环境表现（2023）》报告

中指出，电子零售业在快速增长的同时，产生了气候变化与环境方面的负外部性问

题，这些问题主要涉及四个关键的环境议题——气候变化、有毒有害物质防治、包

装废弃物管理和非法野生动植物交易。

近期，借助第三方媒体监测与管理，绿色和平回溯了2019-2023年全网23,914条

相关资讯，识别了四大环境议题下的25个热点事件: 其中7条涉及有毒有害化学物质

议题，主要涵盖塑胶玩具和文具中增塑剂的超标情况。

尽管涉及该议题的热点事件不少，但相比其他非法售卖野生动植物、包装废弃

物和气候变化这三个议题，有毒有害化学物质得到的关注度最少、讨论度最低，信

息仅为402条。反观受关注度最高的非法售卖野生动植物议题，总信息量为10891

条，光是2020年2月一个月的相关信息量就达到了峰值4521条，是有毒有害化学物

质5年来总信息量的十倍。

除此之外，在其他议题的舆论推动中，政府职能部门承担着主要的驱动力，并

取得了更好的宣传效果。根据绿色和平的报告，25个热点事件中，有超过一半是由

政府相关部门发布政策并进行推动的。但在有毒有害化学物质领域，舆论的主要推

手是环保组织——无毒先锋通过多次产品检测活动，引发了媒体对电商平台上售卖

的商品中有毒有害物质残留问题的关注，宣传效果不及其他。

这意味着，民间环保组织的推动力和存在感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还需要更多

的资源支持。如果能借力政府职能部门，让更多公众和媒体关注并认识到电商平台

对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管理承担重要责任，将能进一步推进电商平台承担环境责任。

电商“去毒”的舆论场

图源来自https://www.pexels.com

中国零售电商平台
气候行动与环境表现

了解详情

绿色和平回溯
 2019 - 2023 资讯

了解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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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去毒”未来之路任重道远

北京工商大学国际经管学院教授郭毅认为，部分电商平台履责意识的缺失或是

原因之一。他指出，不同电商平台的业务领域不同，有提供商品为主的、有以服务

为主的、有以信息为主的，这些不同意味着他们对于商品的质量保障和安全认知程

度也有相当大的差异。一些电商平台对自身的行为规范要求比较严格，但还有一些

电商平台可能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对这些规范性的要求并不重视，甚至在内部成立

了专门的部分研究如何规避一些责任问题。

中国社科院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刘晓春则认为，这和电商平台的能力也有关系。

尽管现在国家有电子商务法和网络交易监管办法，能从法律规章的层面管理商品安

全问题，但有毒有害化学物质超标这种涉及专业性比较强的、需要专门检测才能发

现问题的情况，电商平台很难准确地知悉相关信息。与此同时，电商平台每天处理

的商品类目非常庞杂，很少专门针对某一种情况去专门展开监控，更可能是在整套

经销管理体系里去监控。

毛达同样指出，电商平台面对海量的、不同的产品类别，其重视程度和治理强

度也有区别。首先，重视程度和产品销量极其相关，比如无毒先锋发现网购平台上

部分美白化妆品中的有毒有害化学物质超标严重，但是因为销量很低，所以即使向

平台反映了问题，最终得到的反馈或者治理都不够理想。其次，重视程度也跟国家

监管部门的重视程度显著相关。监管部门近几年来对食品安全的治理加大了力度，

那么电商平台对食品治理的力度也相应大大提高。

电商平台的有毒有害化学物质超标商品管理为何道阻且艰？

图源来自https://www.pexels.com

06

11



电商平台作为商品交易的平台，提供的是准公共产品和服务，这让它区别于普

通的企业和商家，电商平台的社会责任和社会治理天然被给予了更高的期待和要

求。在线下的公共交易场所，政府职能部门会介入提供资金、监管、环保、消防、

消费者权益保护等公共服务，以保障公权力和威信。但当交易场所转移到了线上的

电子交易平台，就由线下的相对透明的方式转变成了电商平台掌握相对信息优势。

因此，针对目前电商平台的履责意识缺失问题和监控能力问题，电商平台应该

承担责任、主动开展治理工作。对此，专家也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郭毅指出，站在准公共产品提供方和承担社会责任的角度，电商平台应对不良

商家进行坚决的清退，并根据自己的信息优势，引入技术手段去监管可能会伤害到

消费者的倾向和行为。更重要的是，电商平台应与政府监管部门、信用评价体系相

关部门形成紧密配合与沟通联系，只有双方形成良好互动才能形成良好的电商平台

生态。

刘晓春也强调：“监管虽有难度，有毒有害化学物质超标问题依然应该被电商平

台放在高优先级的领域去监察、应该会投入更多监管和治理资源去做重点防范，因

为这的确涉及到消费者，尤其是儿童的身心健康问题。”她认为，电商平台可以主动

开展治理工作，考虑把第三方的专业机构的测评也纳入到平台治理体系当中，借助

公益机构或者其他第三方机构的力量为自己赋能，建立长效沟通机制，及时接收问

题反馈并改正。在这种尝试行之有效的前提下，政府部门也可以将第三方的测评与

监督纳入相关的合规指引或者规范性文件中去，作为常态化监管和治理的重要组成

部分。

毛达也指出，平台还需更全面掌握法规标准，完善平台规则，修订相关标准。

作为NGO，无毒先锋正在开展工作坊协助各方对消费者进行宣导，同时也在尝试建

设一个评价标准体系，帮助平台完善标准。毛达还认为，平台内部需要跨部门的沟

通和协作，无毒先锋也希望能在中间起到积极作用，帮助信息共享。此外，毛达提

出，第三方机构也能帮助电商平台提高化学品管理水平：比如化学品管理相关的专

业咨询公司，能为生产商和电商平台提供咨询服务；比如评测机构或公司，会给公

众做高质量科普、提供可靠信息，未来其商业模式还有可能会演变成提供更高质量

的无毒产品，这也会帮助完善市场，能有效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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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毒

统筹：西西

执笔：白语

审核：毛达、何玲辉、温瑞环、马晓辉、吴婷、李本本

设计：莫存柱

抗 击 隐 性 污 染

深圳市零废弃环保公益事业发展中心（简称深圳零废弃）于2016年在广东省深圳市民政局登记注

册，主要公益行动品牌为“无毒先锋”。它主要通过独立调查、科普传播和企业倡导等活动，促

进消费品中有害化学物质的严格管控，使公众远离健康风险。它同时致力于与社会各界合作，共

同推动化学品健全管理的制度建设和行业实践，为我国正在开展的新污染物及塑料污染治理行动

做出贡献。

2022年获评深圳市AAA级社会组织，成为联合国“同一个地球网络” (One Planet Network) 成

员，及获得联合国环境大会观察员地位，并于2023年获得福特汽车环保奖先锋奖。
@无毒先锋

     版权声明：本报告的所有内容，包括文字、图表均为原创。对未经许可擅自使用者，本机构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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