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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打造垃圾分类“升级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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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一个
“垃圾好好扔”的环境

全市     个投放点将“微更新”

抓住几个关键词

近年来，上海全市上下共同努

力，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全程分类体

系，分类意识深入人心、分类习惯普

遍养成，形成了垃圾分类“上海模

式”，但在分类实效、源头减量、资源

化利用等方面依然存在薄弱环节。

为此，《方案》进一步明确目标任务

和相关举措，打造上海生活垃圾分

类“升级版”。

《方案》主要突出精准、精细和

绿色低碳——

■ 精准 前端继续提升分类实

效，坚持党建引领，进一步增强社会

公众履行生活垃圾分类义务的自觉

性；通过开展“四项行动”（即投放点

改造提升行动、投放环境治理行动、

投放模式优化行动、农村垃圾整治

行动），持续优化分类投放环境。中

端推进收运作业规范化，优化投放

收集模式，深化作业扰民治理。末

端加快提升处置能力，持续保持原

生生活垃圾零填埋。

■ 精细 分类将更精细化，鼓

励特色道路、特色街区、高标准保洁

区域等设置精细化分类的废物箱；

回收服务更精心，加快建设一批可

回收物回收高品质服务点，升级改

造一批高品质中转站、集散场；监管

更高效，通过数字赋能，实现生活垃

圾收运处全过程闭环管理。

■ 绿色低碳 深入推进源头减

量，推进绿色餐饮，倡导“光盘行

动”，减少快递、外卖、电商等行业过

度包装，推动形成简约适度、绿色低

碳的社会共识。实现深度资源化利

用，开展炉渣利用项目建设及湿垃

圾沼渣高值低碳利用技术示范，全

面提升资源化利用水平。

明确目标和任务

《方案》的主要目标包含五项重

点指标：到2025年，全市常住人口自

觉履行生活垃圾分类义务比例达到

98%；居住区和单位生活垃圾分类达

标率稳定在95%以上；市民对生活垃

圾分类工作满意度达到96%；生活垃

圾源头减量率达到5%以上；生活垃

圾回收利用率达到45%以上。

同时，《方案》明确了六项任务：

强化社会治理，实现分类实效常态

化；优化投放环境，推进分类投放便

利化；推动低碳转型，实现源头分类

减量化；完善设施设备，达到全程分

类系统化；健全回收体系，加强生活

垃圾利用资源化；加强数字赋能，推

进监督管理智能化。

《方案》还明确，要进一步发挥联

席会议平台作用，落实各区政府生活

垃圾管理主体责任和政府各有关部

门职责，制定落实资金扶持政策，推

进技术研究和标准体系建设。

“下一步，上海将进一步完善垃

圾分类综合治理体制机制，持续加

强精细化分类、智能化监管、系统化

治理、减量化使用、资源化利用，不

断推动上海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

效，助力推进‘生态之城’建设。”王

为人说。

“三增一减”显实效

2019年《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

条例》实施以来，在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对全国46个重点城市和超特大城

市生活垃圾分类评估中，上海始终

保持全国第一。

其中，生活垃圾“三增一减”实

效明显。今年1—10月，可回收物日

分出量7637吨，有害垃圾日分出量2

吨，湿垃圾日分出量9391吨，干垃圾

日清运量17325吨。对比2019年上

半年，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

的分出量分别增长1.8倍、14倍和0.7

倍，干垃圾清运量减少15%。居住

区和单位垃圾分类达标率保持在

95%以上，湿垃圾分出量保持在干、

湿垃圾总量的35%。

目前，全市已建成焚烧厂15座、

湿垃圾集中处理设施10座，干垃圾

焚烧和湿垃圾资源化利用总能力达

到3.6万吨/日，可回收物回收服务

点1.5万余个、中转站198个、集散场

15个。自今年9月起，生活垃圾回收

利用率已达到43%；原生生活垃圾实

现零填埋。全市规划新增7座湿垃

圾集中设施，其中6座已开工建设，

另外1座正在开展招标准备工作。

预计至“十四五”末，全市焚烧和湿

垃圾的资源化利用总能力将达到3.8

万吨/日，为本市日均约2.6万吨的干

湿垃圾的资源化利用和处置提供了

基本保障，同时也为协同处理其他

固体废弃物提供了有力支撑。

此外，市民感受度和获得感总体

保持较高水平。上海坚持通过大众

媒体等多种渠道面向市民开展垃圾

分类评价调查，总体来看，95%以上

的市民对垃圾分类给予充分肯定。

如何提升垃圾资源化利用水

平？怎样提高市民投放垃圾的便利

性？数字赋能垃圾分类有哪些计

划？……在昨天的发布会上，市绿化

市容局就市民关心的问题进行解答。

投放点：硬件升级

市绿化市容局局长邓建平透

露，在今年上半年市分减联办和新

民晚报联合开展的市民调查中，大

部分市民认为垃圾投放点、垃圾房

的硬件设施需进一步提升，垃圾投

放时段需进一步优化，垃圾房周边

环境卫生需进一步改善。

为此，《方案》提出进行投放点

改造提升、投放环境治理、投放模式

优化、农村生活垃圾整治。投放点改

造聚焦“微、专、精”，全市21670个垃

圾分类投放点要微更新，陆续配齐或

更新固定式洗手池、除臭、通风、遮阳

防雨、照明等装置，小包垃圾落地问

题频发的点位要配置智能监管设

备。到2025年前，全市要对8073个误

时投放点进行专项改造，配置无需手

动开门、开桶装置，以及垃圾桶满溢、

不分类投放事件自动监测警示等装

置。届时，全市计划建成1100个垃

圾分类精品示范居住区。在农村地

区，将推进规范建设垃圾房和投放

点，提升专业化、标准化、机械化水

平，计划更替大约3000辆手推式收

集车，配备环卫保洁员2万人。

回收点：服务惠民

上海将在全市设立面向居（村）

民的惠民回收服务点，统一视觉识

别系统，不仅要达到一定的硬件水

平，还要兼具宣传服务功能，并将开

发可回收物回收公共服务平台。

《方案》强化规划支撑，推动全市

30%的可回收物中转站、集散场以市

政用地形式保障，建成50座硬件优

良、功能完善、管理规范、节能高效的

示范型可回收物中转站、集散场。

在新一批湿垃圾资源化处理设

施建成后，全市湿垃圾集中设施资

源化利用能力将超过1万吨/日。本

市将以老港生态环保基地为依托，

新建废旧纺织品、废塑料等低价值

可回收物利用项目，加快推进老港

炉渣资源化利用项目建设，推广利

用湿垃圾残渣养殖黑水虻、高值低

碳等新技术，提升资源化利用水平。

云监管：数字赋能

从源头管理、收运监管到分类

品质追溯，借助数字赋能，垃圾分

类可以很“智能”。上海将推动街镇

层面垃圾分类“一网统管”场景建设

应用，健全网格化管理中违规事件

发现处置机制，通过物联网、云计算

等技术，实现对垃圾分类投放点周

边小包垃圾落地的智能提醒、对不

分类行为的“云劝导”。对屡次不分

类投放、乱倾倒等行为，在“一网统

管”平台增设转派城管执法功能。

各区将建设智慧收运平台，逐

步实现环卫车辆作业轨迹、垃圾清

运种类和数量、市民满意度评价等

信息集中归集。针对垃圾桶提前放

置在道路两侧或垃圾房外、停留时

间过长等问题，将探索生活垃圾清

运“公交站牌式”报时提示等智慧收

运模式，开发收运车辆到站提醒通

知功能。到2025年，各区至少推出1

条示范线路。

今后，生活垃圾转运站和湿垃

圾集中资源化处理设施上，都将安

装湿垃圾品质智能识别装置，接受

监控。

■ 大学校区整洁有序的生活垃圾集中投放点 杨建正 摄

市商务委副主任刘敏表示，

市商务委会同相关部门重点开展

商务领域减塑、指导电商平台源

头减量、开展餐饮行业光盘行动

三方面工作。对商场超市，在本

市“能效领跑者”和国家绿色商场

创建考核评价标准中增加了禁限

一次性塑料制品使用、报告情况，

目前本市商场、购物中心和连锁

经营超市结账处均不再提供一次

性塑料购物袋。结合菜市场升级

改造，将“减塑”纳入“菜篮子”区

长负责制考核内容，推进落实菜

市场经营主体的责任；对电商寄

递，联合市发展改革委、市邮政管

理局持续推进可循环快递包装应

用试点工作。目前，本市主要品

牌寄递企业的电商快件不再二次

包装的比例已经超过95%。餐饮

电商平台则全面上线外卖点餐

“无需餐具”必选项，引导消费者

使用环保餐具。

近期市商务委等六部门联

合印发《关于在社会餐饮服务领

域开展光盘行动的工作方案》，

以商务宴请、家庭宴请、自助餐

和餐饮外卖场景为重点，探索建

立光盘奖励机制，创建光盘行动

示范店。

减塑光盘
从源头减量

物业失职
将联动处置
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林伟斌

表示，按《方案》总体要求，下一步

将重点抓好两方面的工作。

首先是进一步夯实物业服务

企业的主体责任。今年市房管局

会同市市场监管局修订《物业服

务合同》示范文本，列入生活垃圾

投运、清运内容收集等，下阶段将

继续引导物业和业主大会，更好

地通过物业服务合同明确双方权

利义务，并组织市区房管部门和

街镇、物业开展培训，做好履职监

督检查。

其次，将进一步健全违规行

为的联动处置机制，充分发挥物

业发现、劝阻、制止、报告作用，

市房管部门将和城市网格化管

理部门和绿化市容部门完善生

活垃圾违规投放事项的网格化

处置流程。物业履职若不到位，

各区房管部门会将线索移送城

管执法部门处置，并根据行政处

罚信息，对相关物业予以失信记

分处理。

上海正式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已4年多，如何更进一步将这件“小事”做好？

昨天，上海市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上海市持续优化生活垃圾全程分类体

系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市政府副秘书长王为人介绍方案情况。

本报记者 金旻矣

市房管局

上海垃圾分类工作打造

“升级版”，离不开各相关部

门的通力配合。昨天的发布

会上，市商务委、市房屋管理

局相关负责人对下阶段如何

开展垃圾分类提出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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