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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历城区桃园村村民质疑的济南瀚洋固废处
置有限公司（下称瀚洋公司），在济南医疗垃圾处理市
场上已经独霸12年。至今，仍是济南市唯一有资质处理
医疗废物的正在运行的企业。

一些驻济医院机构人士也提到，打破垄断、引入市
场竞争机制，可以说是医院管理方的一致愿望。因为在
他们的经历中，凭借政策红利打开市场的瀚洋公司，多
次凭借垄断地位强制推行“霸王条款”。

瀚洋公司，是怎么做到的呢？

垄断地位屡被质疑，仍稳吃独食

瀚洋公司在济南的扎
根，始于“非典”。

“2003年之前，医疗垃
圾还没有当成一个很严重
的问题。大医院自己垒个
台子点把火就烧了，小医
院中有的乡镇卫生院直接
放到生活垃圾堆里。不光
济南市，全国很多地方基
本 都 是 这 种 情 况 。直 到
2 0 0 3年闹了“非典”，引起
了全国上下的注意，有的
就临时焚烧，有的是找水
泥窑帮着烧也行，全中国
普遍如此。”济南市环保局
环境评价处处长钱毅新告
诉记者，在“非典”的特殊背
景下，瀚洋作为济南市第一
个医疗废物集中处理的机
构上马。瀚洋成立后，除医
院外，机场、车站的垃圾也
都送过去集中焚烧。但当时
瀚洋规模还小，就先集中解
决济南的医疗垃圾问题。之
后，医疗废物处理逐步规
范，国家立法医疗废物管理
条例也随后出台。

工商信息显示，2 0 0 3
年5月16日，济南瀚洋在工
商局完成登记注册。“济南
瀚洋成立的时候，深圳瀚
洋公司那边出资40%，济南
市环境保护规划设计研究
院出资60%，由研究院的副
院长张建国出任公司董事
长。”济南市环保局新闻发
言人解玉忠说，“那个时候
原则上一个城市只能设立
一个医疗废物的集中处置
机构。”

但是在济南瀚洋公司
成立的2003年，济南市实际
上已经存在一家名为“济南
行健医疗废弃物处置有限
公司（下称行健公司）”的企
业在该市进行医疗垃圾的
回收、处置。

在济南瀚洋公司成立
仅 仅 不 到 一 个 月 之 后 的
2003年6月5日，济南市环保
局便向济南瀚洋发放了危
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核准经
营规模每天20吨。

根据新华社报道，行
健公司曾公开质疑济南瀚
洋的垄断地位，并称一直未
曾看到关于医疗垃圾处置
的市场招投标方案。当时负
责医疗垃圾处理的主管部
门济南市环保局直属分局
负责人解释：一方面瀚洋申
请在先，另一方面按当时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
法》第47条规定：城市人民
政府应当组织建设对危险
废 物 进 行 集 中 处 置 的 设
施，而行健公司并非由济
南市人民政府组织建设。
因此，行健公司并不符合
相关程序和法律规定。

2 0 0 4年，有媒体公开
报道称，行健公司曾一度
将环保局告上法庭，认为其

“行政不作为”，拒绝向山东
省环保厅上报行健公司申
办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
有关材料。但是，由于缺乏
危险废物的经营许可，这家
公司最终还是退出了医疗
垃圾回收市场。

本报见习记者 李阳 王建伟

起起底底瀚瀚洋洋
垄断济南市场12年

强推“霸王条款”

作为医疗垃圾处理企业，与医
疗机构应该是平等的协议合同关
系。但由于其在济南市场上的实质
性垄断地位，被明令禁止不得擅自
处理医疗垃圾的医疗机构，并没有
与对方平等对话的机会。

“上头有文件，要求必须把医
疗垃圾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处理，
而有资质的单位只有瀚洋一家。
出于无奈，我们医院就照做了。”
济南市中心医院总务处的王处长
告诉记者，因为有政策保护，瀚洋
刚进入济南市场时，在业务方面
开展得很顺利。

在瀚洋公司进入济南市场之
初，也曾有一些医院试图联合抵
制。但没过不久，医院就败下阵
来。省城某三甲医院一位熟悉医
疗废物处理的知情人士透露，出
于对垄断政策的不满，此前省里
几家三甲医院曾联名向上级部门
反映，但据称是因为涉及一些商
业背景，很快也就没了下文。

“最早的时候，不是瀚洋而是
另外一家民营公司承接医疗垃圾
处理业务。当时我们齐鲁医院和
另外一家医院不把这项业务给
他，环保局就给我们限制。”齐鲁
医院感染科一位工作人员称。

而瀚洋垄断地位逐步巩固的
同时，也打起了别的主意。

“像输液瓶一类的废品并不属
于医疗废物，后来瀚洋想包揽这部
分业务，但给出价格要比市场价低
很多。瀚洋就跟几家医院谈，结果
都没谈拢，瀚洋干脆对医院的医疗
废物不拉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内，不少医院的医疗废物没法处
理、堆积如山。”该知情人士透露，
当时他所在的医院就投了反对票，

“结果医院一周多没清理垃圾，最
后实在没办法，他说怎么着就怎么
着吧，谁让他是垄断企业呢。”鉴于
瀚洋公司的实质性垄断地位，医院
最终同意对方以低于市场价的价
格收购其输液耗材。

据媒体报道，2014年1月份，
瀚洋公司在与医院签署2014年度

《济南市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合同
书》时，提出必须同时签订一份

《可回收利用废物集中合同书》，
否则将不予签订医疗废物合同。
该《可回收利用废物集中合同书》
规定，医院须将未被病人血液、体
液、排泄物污染的，使用后的各种
玻璃(一次性塑料)输液瓶(袋)等
可回收利用废物全部交予瀚洋公
司处置，不得交给第三方处理。

合同中注明，双方协商后的
价格为塑料类输液袋(瓶)每斤
0 . 75元，玻璃类输液瓶每斤0 . 03
元，由瀚洋公司向医院付费。山东
大学齐鲁医院感染管理科韩处长
此前表示：“医疗废物由瀚洋公司
来统一回收处置合乎规范，但对
非医疗废物进行强制回收，而且
回收价格比其他企业低了一半，
我认为这并不合理，违背了国家
的相关规定。”

立霸王条款，强制低价回收输液瓶

据解玉忠介绍，目前济南市
有800多家规模不一的医疗机构
的医疗垃圾都由瀚洋公司负责。

而记者在采访中也被告知，
医疗垃圾的处理，在全国大部分
地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垄断。

“我了解一个情况，菏泽的一
些地区和河南搭界，河南省的医疗
废物处理公司离这些医院距离更
近，而且价格便宜，当地有医院把
业务交给河南的企业来做，但后来
也被叫停。”有知情人士透露。

有鉴于与瀚洋公司的既往接
触，在谈及瀚洋公司此番陷入“污

染风波”，而殃及医疗机构医疗垃
圾的正常转运时，医疗机构人士
普遍认为，就此打破垄断，才是杜
绝类似隐患的根本出路。

“比方说，环保部门发市场准
入证件，达不到标准的可以不给
它发证。但只给一家企业颁发资
质证书，就是垄断了。要定什么价
格、需要对方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这都得靠市场化来解决。”

接受记者采访的多位医院管
理人员无一例外地表示，打破行
业垄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行业
才能真正良性发展。

“现在问题是只有一家企业
能处理医疗垃圾，如果这家企业
出问题，医院的正常工作将受很
大影响。如果市场放开的话，我
们再找另一家来承接，这样问题
就简单多了。”齐鲁医院有关人
士直言。

“当然，处理医疗废物需要
非常高的资质和条件，不能随便
就放开竞争。现在济南市在济阳
也有一家垃圾处理厂，去年刚刚
获得了处理医疗垃圾的许可，能
看出来政策在慢慢变宽。”解玉
忠说。

打破垄断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不少医疗垃圾运送车被堵在公司内出不来。 本报见习记者 王建伟 摄

与医疗垃圾处理厂为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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