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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lj ~ 

本文件按照 GB/T 1. 1 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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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为指导相关行业，特别是广大中小型企业对电子电气产品中有害物质的风险进行识别、分析和评价，

有效控制和降低组织管理成本，工业和信息化部于 2014 年发布了 SJ/T 11467→2014 《电子电气产品中

有害物质的风险评估指南》。

随着标准的不断实践应用，提出了对于电子电气产品中有害物质的风险识别要素、风险评估流程进

行补充和完善的标准修订需求，从而进一步强化标准的指导意义。

本文件附录A～附录 C 为资料性附录，可为组织实施风险评估提供帮助和参考。其中附录 C 给出

了两个风险分析示例，仅供参考。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行业需求的变化，以及科学技术的革新和发展，

附录A～附录 C 中涉及有害物质应用及风险等级设置的相关内容可能会更新。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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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电气产品中有害物质的风险评估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提出了电子电气产品中有害物质的主要风险源识别方法，以及对风险的分析和评价方法，同

时提出了风险应对的决策及对风险的监视和评审。

3凰 3

本文件适用于对电子电气产品中有害物质的风险评估。

风险源 risk source 

可能单独或共同引发风险的内在要素。

注＝风险源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

［来源： GB/T 23694-2013, 4. 5. 1. 2] 

事件 event 

某一类情形的发生或变化。

注1 ：事件可能是一个或多个情形，并且可能有多个原因和多个后果。

注2：事件可能是预期不会发生的事情，也可能是没有预期但发生的情形。

［来源： GB/T 23694-2013, 4. 5. 1. 3，有修改］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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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3.5 

3.6 

3. 7 

3.8 

3.9 

风险评估 risk assessment 

包括风险识别、风险分析和风险评价的全部过程。

［来源： GB/T 23694-2013, 4. 4. 1] 

限用物质特性 restricted substances characteristic 

用于描述产品中限制使用的有害物质种类及其含量的属性，是产品质量特性之一。

［来源： GB/T 31274-2014, 3. 7，有修改］

管理风险 management risk 

组织内部管理制度及措施对实现有害物质管理预期目标和／或产品限用物质特性的影响。

风险准则 risk criteria 

评价风险重要性的依据。

注1 ：风险准则的确定需要基于组织的有害物质管理目标、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

注2：风险准则可以源自顾客要求，和／或法律、政策、标准和其他要求。

［来源： GB/T 23694一2013, 4. 3. 1. 3，有修改］

风险识别 risk identification 

发现、确认和描述风险的过程。

注1 ：风险识别包括对风险源、事件及其原因和潜在后果的识别。

注2：风险识别可能涉及历史数据、理论分析、专家意见以及利益相关者的需要。

［来源： GB/T 23694-2013, 4. 5. l] 

风险分析 risk analysis 

理解风险性质，确定风险等级的过程。

注：风险分析是风险评价和风险应对决策的基础。

［来源： GB/T 23694-2013, 4. 6. 1] 

3. 10 

风险评价 risk evaluation 

对比风险分析结果和风险准则，以确定风险和／或其大小是否可以接受或容忍的过程。

注：风险评价有助于风险应对的决策。

［来源： GB/T 23694一2013, 4. 71] 

3. 11 

生产辅料 auxiliary material 

直接用于产品生产，有助于产品形成，并在生产过程中被消耗或耗用，且不构成产品主要组成部分

的各种辅助材料。

注：本文件中的生产辅料尤指主观上不使其成为产品组成部分，且在生产过程中被消耗的材料，如清洗剂、脱模剂

等。

3. 12 

再生材料 recycled material 

对失去原使用价值的材料经过加工处理产生的重新获得使用价值的材料。

［来源： GB/T 20861 2007, 2. 18] 

2 



SJ/T 11467-2022 

3. 13 

消费后材料 post-consumer material 

家庭或商业、工业或其他团体作为产品的最终用户所产生，无法再用于原用途的材料，包括从销售

链上返回的材料。

示1§1J ：废弃电子电气产品的外壳通过回收处理后制成的材料。

［来源： GB/T 24021 2001, 7. 8. 1. la)2) ] 

))) ahuc 

a) 

b) 产品信息：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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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相关方信息及要求：

d) 风险准则描述：

e) 己识别的风险及风险源；

f) 风险分析方法和结果：

g) 风险应对的决策和应对措施；

h) 报告的版本和时效性等。

4.5 组织在开展风险评估的整个过程中，直与相关方保持沟通，确保相关方认识和理解风险，以及风

险应对的决策和措施。

注：在与相关方进行沟通或发布风险评估报告时，应考虑相关数据和信息的保密性，以及可能涉及的商业机密和个

人隐私权等。

4.6 当组织的有害物质管理体系符合 GB/T 31274 或行业认可的相关标准时，其产品中有害物质的风

险可能降低。

组织也可参照 SJ/T 11876 制定有害物质管理的实施细则。

4. 7 本文件中所指的材料包括组织采购的材料（含生产辅料）、元器件和部件等。

5 风险识别

5. 1 概述

对有害物质的风险识别应贯穿于组织管理以及产品研发、采购、制造、产品交付、物流等过程。

5.2 材料风险

5. 2. 1 出于对材料功能、性能、成本、和／或替代技术等方面的考虑，产品设计时可能选用了含有有害

物质的材料，这就产生了材料中有害物质的理论风险。

示1？~1 ：为增强产品表面抗氧化及防腐效果采用的电镀设计，可能会造成六价络的含量超出 GB/T 26572 的限量要

求。

示例2：应用于橡胶类产品中的增塑剂或阻燃剂可能含有已被顾客和／或适用法规限制使用的物质。

组织应识别材料中的有害物质，以及将这些材料应用于生产制造时可能的风险（如 5.6.5 、 5. 6.6 

等）。

5.2.2 如果产品设计使用再生材料，由于再生材料中可能混入含有有害物质的杂质等，将增大产品中

有害物质的风险。组织应在风险评估的基础上使用再生材料。
j主：相对于消费后材料，在最小化管理风险（5.3）的前提下，组织生产过程中自行产生的残料被再生利用或回收利

用生成的再生材料风险略小。如：注塑工艺过程中产生的残料，经收集和再生利用制成的塑胶颗粒。

5.2.3 在识别材料中有害物质的风险时，也可借助于组织或行业的相关经验和己有的数据，作为组织

识别材料中有害物质风险的辅助依据。

示19tl ：本文件附录 A、附录B 均是基于经验和历史数据的整理和分析统计。其中附录A举例了铅印的、家 (Hg）、

锅（Cd）、六价铭 CCr(Vl））、多澳联苯（PBBs），以及多澳二苯隧（PBDEs）的部分典型应用：附录B 是通过比对 X 荧

光光谱法 （XRF） 的历史数据或谱图，分析电子电气产品中有害物质的风险。

5.3 管理风险

组织在识别管理风险时直考虑的因素包括但不限于：
a) 组织是否与内外部相关方建立和保持有效的沟通机制：

示19tl ：由于缺乏沟通，不能及时更新顾客和／或法规主管部门对产品限用物质特性的最新要求，或未将这些最新信息

传达至内部相关部门、人员等，从而造成产品设计或生产不满足要求。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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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实施有害物质管理所必需的文件体系（如管理标准、技术标准、过程管理文件或表格等〉是否

有缺失，以及组织的有害物质管理体系／制度、工作流程等的实际运行情况：

示1~tl1 ：未制定详细的物流管理程序和相关的物流记录表格等，或制定了相关工作程序但并未执行。如材料或工具等

的领用记录严重不全，一旦发生问题很难追溯。

示例2：对供应商的资质和／或有害物质管控能力未提出要求，或未创建和维护有关供应商有害物质管控能力的评价

机制。

5.5 

c) 组织为实现有害物质管理配备的资源（包括人员、基础设施、监视和检测资源、信息化管理系

统等），以及这些资源是否可确保组织实现有害物质管理的预期目标：

注z 组织为实现有害物质管理所配各的人员能力，以及设备／工具的性能状态等均可能成为管理风险的风险源。

组织在采购过程中主要应考虑供应商风险（5.5.2），以及材料本身的风险（5.2）和过程控制风险

(5.5.3) 

5.5.2 供应商风险可能直接或间接影响产品／材料的限用物质特性，其中直主要识别的风险源包括但

不限于：

a) 供应商是否具备良好的信誉。如供应商是否有违法或失信记录，或在与供应商的以往合作中，

是否出现过产品不符合等情况：

b) 供应商的管理体系，特别是涉及有害物质管理的体系建设和实际运行情况：

c) 如果供应商未创建并保持有关质量管理／环境管理／有害物质管理等的管理体系，那么该供应

商提供产品的限用物质特性可能具有不稳定性。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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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供应商对于风险（5.2～5. 旧的实际控制和应对能力，包括供应商对于其上游供应链的有害物

质管理和控制能力；

e) 组织对供应商管理水平、产品交付能力等的绩效评价’情况。其中产品交付能力如供应商的合格

品率、响应速度、交付周期等。
5.5.3 组织实施采购时的过程控制风险包括但不限于：

a) 对供应商提出的产品限用物质特性要求、产品交付要求是否清晰；

b) 要求供应商提供产品中有害物质含有情况的信息传递方式，以及对供应商支持性文件的质量
和可信度的评价方法等。

其中，支持性文件包括但不限于检测报告、供应商的产品符合性自我声明、包含限用物质含量

信息的材料声明数据或文件等。

在确认采购产品的限用物质特性时，如果仅依据供应商的产品符合性自我声明或承诺，组织对

最终产品的符合性要承担一定风险；

对于高风险材料，如果供应商提供的支持性文件有缺失，或供应商提供的数据未经审核被采信，
则存在一定管理风险：

c) 对供应商产品的接收标准及其限用物质特性的符合性验证策略。

示例：对于供应商产品的接收，不考虑供应商风险（5.5.2），而采用同样的验证策略（如抽样范围和抽样频次等），

存在一定的管理风险。

5.6 制造过程风险

5. 6. 1 概述

组织应在产品的制造过程中及相关生产工艺环节关注并识别 5.6.2～5.6.6 涉及的风险，其中，有

害物质迁移风险（ 5.6.2）、残留物风险（5.6.3），以及交叉污染（5.6.4）与组织的有害物质管理措

施有关，组织可策划并实施相应的应对措施避免风险发生。

5.6.2 有害物质迁移的风险

在生产过程中，由于工艺设备、工具等与产品的接触，设备和工具中的某些有害物质可能发生迁移，
增大成品／半成品中有害物质的风险。

组织应关注以下风险源：

a) 设备、工具本身有害物质的含有情况：

b) 成品／半成品与设备、工具接触的状态，如成品／半成品的存在形态、接触时间、温度等条件的

不同，带来的风险也不同。

示例1 ：柔性线路板与印刷线路板进行高温贴合时，高温压头透过隔热垫（可能含有全氟辛基磺酸（PFOS））作用于

柔性线路板进行贴附，压头温度为 100。C 左右，隔热垫接受 327。c 高温时可发生物质迁移，组织需监控压头实际温度以

确保隔热垫不发生有害物质迁移。

示19tl2 ：若生产辅料（如胶带、膜类材料等）、生产夹具、作业台垫、传递带等含有顾客和／或法规限制的邻苯二甲

酸醋类物质，生产过程中如与产品接触，则存在邻苯二甲酸酶迁移的风险。如果长期接触，或在高温环境或加压状态下，

可能会加快迁移速度和／或加大迁移量。

5.6.3 残留物的风险

成品／半成品上的残留物主要来源于工艺过程中的生产辅料残留，或工艺过程的反应副产物等，组
织需对成品／半成品上可能存在的残留物考虑以下风险：

a) 残留物中有害物质的含有情况：

b) 残留物的量；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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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残留物因加温、光照等条件变化可能引起的化学反应；

d) 残留物的分布等。如分布于成品／半成品表面，或分散在均质材料中。

示19~ ：脱模剂、记号笔墨水均为高风险生产辅料，其中所含杂质中如含有铅，其残留物可能影响成品／半成品的限时

物质特性。

5.6.4 交叉污染

c) 

d) 

示191］：在室温较高、室内湿度较高的仓储环境下，产品中的三价恪可能会被氧化为六价铭。

5.8 变更风险

组织实施有害物质管理过程中如发生变更，需要及时识别变更对产品限用物质特性带来的影响或

潜在影响。组织应将变更的内容、涉及产品限用物质特性的变化，以及对产品符合性的影响及时告知顾

客及其他相关方。

可能发生的变更包括但不限于：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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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组织内部的管理体系发生变更，如组织机构、人员、生产场所等资源配置的变更：

示f?tl ：由于组织内部调整，涉及有害物质管理的关键岗位入员未能及时到岗，可能增加管理风险，以及产品实现过

程中的其他风险。

b) 材料变更：

c) 产品设计变更的需求可能来源组织自身，或来源于顾客。产品设计变更可能导致材料变更、供

应商变更，和／或工艺变更；

d) 供应商变更包括组织更换供应商，和／或供应商能力等的变更。供应商包括产品供应商和服务

提供商（如组织签约的第三方检测机构等）；
e) 生产工艺或工作流程变更等。

6 风险分析与评价

6. 1 风险分析

6. 1. 1 组织对于己识别的风险（5·. 2～5. 肘，直综合考虑、发生风险的不确定性、风险源、事件、后果，

以及组织对风险的现有控制能力等，并采取适宜的分析方法。分析方法可以采用定性、定量，或两者相

结合的分析方式。

6. 1. 2 通常情况下，产品中有害物质的风险分析不是针对单个风险的，需要对多个风险进行综合分析。

组织可依据风险分析的目的、可用的信息／数据，以及可用的资源等决定风险分析的复杂程度，并
采用多种方法组合的方式。如组织分析采购材料的风险时，可综合考虑材料本身的风险（5.2）、供应
商风险（5.5.2），以及可能的物流风险（5. 7) 。附录 C 给出了分别用矩阵法和模型法分析塑胶外壳的
采购风险示例。

组织在实施风险分析前，应评估所用信息和数据的可靠性和质量。

6. 1. 3 有时风险分析可能会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如关于有害物质应用的相关经验、对于风险的认知
等可能对分析过程或分析结果产生影响。如组织采用定量和计算模型的方式分析某风险，在列举该风险
可能的主要风险源并对这些风险源进行赋值和／或设置权重时，一定程度上往往取决于专家的建议和己

有的历史数据。

6.2 风险评价

6. 2.1 风险评价的目的是基于风险分析的结果，在充分考虑内外部环境的现状及趋势、有害物质的管

理目标，以及顾客和／或适用法规要求的基础上，确定应对风险的决策，包括是否需要应对风险，和／或
确定需要采取何种应对措施。
6.2.2 组织应将风险评估的结果以适当形式传达给相关方，如有必要可进行验证。

7 凤险应对

7. 1 风险应对是选择处理风险的措施并实施，且不断优化的过程。组织选择应对方案时，应依据有害

物质的管理目标、风险准则和可用的资源，同时直考虑、成本，以及涉及的相关方等要素。

7.2 应对风险的方案可能涉及以下一项或多项，包括但不限于：
a) 规避风险，即不再实施可能造成风险的过程，如不采用平行生产的方式：

b) 消除风险源，或降低风险发生的几率，如改进资源配置、完善过程管理文件等；

c) 分担风险，如与供应商和外部合作方等签署合同时明确各自责任等；

d) 接受风险，维持现有的有害物质风险控制措施。

示f?IJ ：考虑到关键材料供应商的不可替代，在引入新的合格供应商前，决定暂时维持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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