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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减量推进

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文件

沪分减联办〔2024〕6 号

关于印发《上海市生活垃圾精细化分类
样板区域建设工作要点》的通知

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减量推进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各区

生活垃圾分类减量推进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

为进一步推动重要公共场所生活垃圾精细化分类样板

区域建设，明确工作要求和认定标准，我办制定了《上海市

生活垃圾精细化分类样板区域建设工作要点》，现印发给你

们，请认真按照执行。

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减量推进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代章）

2024 年 7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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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生活垃圾精细化分类样板区域建设工作要点

为贯彻落实《上海市持续优化生活垃圾全程分类体系工

作方案》（沪委办发〔2023〕21 号印发），根据《关于印发〈上

海市持续优化生活垃圾全程分类体系工作方案任务清单〉等

文件的通知》，进一步推动重要公共场所生活垃圾精细化分

类样板区域（以下简称“样板区域”）建设，明确工作要求

和认定标准，特制定本工作要点。

一、工作目标

《关于印发〈上海市持续优化生活垃圾全程分类体系工

作方案任务清单〉等文件的通知》中明确了全市打造 55 个

样板区域：至 2024 年底，全市完成 36 个样板区域建设；至

2025 年底全部完成。各区可结合区域实际，增加其它样板区

域。样板区域宜选取人流较大的历史景观风貌区、商业综合

区、公园绿地、文化场馆等类型。

二、建设标准

样板区域可包含各种不同体量和类型的区域，如区域内

涉及居住小区、村民聚居区、单位、沿街商铺及道路废物箱、

可回收物中转站等场所，一并纳入样板区域建设。样板区域

生活垃圾精细化分类宜凸显整区域特色，融入绿色低碳、惠

民便利的先进理念，达到比一般区域更好的宣传引导效果，

起到示范引领效应。具体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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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效达标

区域内所涉及的居住小区、村民聚居区、单位、沿街商

铺及道路废物箱、可回收物中转站等均按照本市生活垃圾分

类相关要求进行分类，且最近一次生活垃圾分类实效第三方

测评结果需在达标水平以上。

鼓励居住小区、村民聚居区建设生活垃圾分类精品小区

（村），建设可回收物惠民回收服务点；样板区域内如有可

回收物中转站，鼓励按照本市相关标准建设示范型中转站。

（二）设施精致

对公共场所的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设施设备采用精

细化分类，达到一定的覆盖比例。

1.细化分类类别

对主干道路、广场出入口及主要活动区域的废物箱，以

及公园绿地、商业服务、文化场馆等场所出入口、大厅、楼

层集中投放点等人流量较大的公共场所的生活垃圾分类投

放容器，按照《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指引（2024 版）》，

细化容器类别设置，细化方式可根据实际采取下列一种或多

种组合的方式：

（1）根据公共场所生活垃圾产生特点及投放需求，在

原有容器设置的基础上增设分类投放、收集容器。可回收物

集中产生的区域，按品类产生和投放需求增设相应单品类专

用可回收物回收容器（如：利乐包、玻璃瓶、易拉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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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集中区域增设湿垃圾投放容器，可设置液体倾倒、收集

容器。

（2）按可回收物的材质（废玻璃、废金属、废塑料、

废纸、废织物等）细化分类类别，并按需求合理选择其中的

一项或多项，与其他可回收物、干垃圾等投放容器组合使用。

2.改造容器投口

对公共场所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容器或容器投口进行精

细化改造，根据对应投放的生活垃圾特性，选用生动形象的

容器外形和投口形状，更加便于市民群众辨识投放，覆盖率

达到 100%。其中，道路废物箱的设置参照《上海市道路、公

共广场等废物箱配置导则（2023 版）》。

3.提升设备品质

建设样板区域的分类投放容器外观设计宜充分融合区

域特色，与周边环境风格相符、观感和谐。融入儿童友好、

绿色低碳等先进理念，合理应用环保节能或再生材料，能够

传达对于生活垃圾分类新风尚的倡导。鼓励应用智能设备和

技术，通过增添互动趣味、正向激励，激发市民群众学习了

解环保知识、主动参与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的内生动力。

（三）引导有效

样板区域能充分发挥科普宣传作用，生活垃圾分类宣传

氛围浓厚，传达内容准确且具有针对性。设置一目了然的分

类投放指示，引导市民群众在公共场所仍然保持生活垃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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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投放好习惯。将样板区域纳入辖区生活垃圾分类市民科普

体验线路，进一步扩大样板区域辐射带动作用。每年至少组

织开展 1次面向公众的生活垃圾分类主题或包含生活垃圾分

类内容的宣传活动。

（四）惠民便捷

生活垃圾投放点位设置数量合理、位置适宜，方便市民

群众分类投放；具备条件的投放点，可提供洗手、消毒等便

民服务。开展可回收物交售、积分兑换、闲置物品交换等惠

民活动，提升市民群众分类交投体验。设置方便环卫工人、

户外工作者饮水、纳凉等的休憩站点，增加人文关怀。

（五）制度完善

针对细化分类的生活垃圾建立全程细化分类物流和配

套管理规程，落实专人做好收集、驳运、整理、贮存和收运

对接工作，杜绝生活垃圾作业扰民情况。在样板区域内服务

的可回收物回收主体企业应依据实际产生投放情况，优化调

整细分可回收物的收集作业频率，采用定期、预约、不同品

类可回收物错时、错日等方式，提升收集效率。设置单一品

类可回收物回收容器的，应做好回收服务对接，记录交付数

量，并做好后续利用，为不同场所开展精细化分类积累经验。

（六）机制健全

生活垃圾管理规范、有序，环境整洁，无脏乱、异味、

噪音等问题。生活垃圾精细化分类体系运行有序，公共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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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参与率和准确率得到提升。鼓励对样板区

域生活垃圾精细化分类情况开展数字化监管，纳入属地网格

管理，提高对生活垃圾分类管理问题的发现率和处置率。

三、管理要求

（一）项目建设及区级验收

各区分减联办根据年度指标，组织开展本区生活垃圾精

细化分类样板区域建设工作，对照标准（附件 1）完成区级

验收。按照“成熟一个上报一个”的原则，上报样板区域信息

（附件 2）。

（二）复核认定

市分减联办根据年度工作目标，结合各区建设推进和信

息上报情况，开展生活垃圾精细化分类样板区域复核工作。

原则上，市级复核每年开展 1次，11月底前完成当年度复核

认定工作，并适时公布建成的样板区域名单。

附件：1.生活垃圾精细化分类样板区域建设标准

2.生活垃圾精细化分类样板区域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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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生活垃圾精细化分类样板区域建设标准
项目 建设标准 要求

1.实效达标

1.1实效测评

达标

1.1.1 居住小区生活垃圾分类实效测评达标。

约束性

1.1.2 村民聚居区生活垃圾分类实效测评达标。

1.1.3 单位生活垃圾分类实效测评达标。

1.1.4 沿街商铺垃圾分类实效及道路废物箱分类收集、运输测评达标。

1.1.5 可回收物中转站实效测评达标。

1.2精品示范

1.2.1 鼓励居住小区、村民聚居区建设生活垃圾分类精品小区（村）。

提升性1.2.2 鼓励建设可回收物惠民回收服务点。

1.2.3 鼓励建设示范型中转站。

2.设施精致

2.1细化分类

类别

2.1.1 对主干道路、广场出入口及主要活动区域的废物箱，以及公园绿地、商业服务、文化场

馆等场所出入口、大厅、楼层集中投放点等人流量较大的公共场所的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容器，

进行类别细化。

约束性

2.1.2 细化改造包括增设单品类回收、按材质细化类别等，可采取其中一种或多种组合的方式。 提升性

2.2改造容器

投口

2.2.1 容器或容器投口精细化改造覆盖率达到 100%。
约束性

2.2.2 公共场所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容器全量进行投口改造，选用适宜的投口形状。

2.2.3 选用生动形象的容器外形，更加便于市民群众辨识投放。

提升性2.3提升设备

品质

2.3.1 外观设计宜充分融合区域特色，与周边环境风格相符、观感和谐。

2.3.2 融入儿童友好、绿色低碳等先进理念，合理应用环保节能或再生材料，能够传达对于生

活垃圾分类新风尚的倡导。

2.3.3 鼓励应用智能设备和技术，通过增添互动趣味、正向激励，激发市民群众学习了解环保

知识、主动参与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的内生动力。

3.引导有效 3.1宣传引导 3.1.1 生活垃圾分类宣传氛围浓厚，传达内容准确且具有针对性。 约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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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建设标准 要求

3.1.2 设置一目了然的分类投放指示，引导市民群众在公共场所仍然保持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好

习惯。

3.2市民科普

体验线路

3.2.1将样板区域纳入辖区生活垃圾分类市民科普体验线路，进一步扩大样板区域辐射带动作

用。

3.3公众活动
3.3.1 每年至少组织开展 1次面向公众的生活垃圾分类主题或包含生活垃圾分类内容的宣传活

动。

4.惠民便捷
4.1便民惠民

4.1.1 生活垃圾投放点位设置数量合理、位置适宜，方便市民群众分类投放。

4.1.2 具备条件的投放点，提供洗手、消毒等便民服务。

提升性4.1.3 开展可回收物交售、积分兑换、闲置物品交换等惠民活动，提升市民群众分类交投体验。

4.2人文关怀 4.2.1 在样板区域内设置方便环卫工人、户外工作者饮水、纳凉等的休憩站点，增加人文关怀。

5.制度完善

5.1管理制度
5.1.1 针对细化分类的生活垃圾建立全程细化分类物流和配套管理规程，落实专人做好收集、

驳运、整理、贮存和收运对接工作，杜绝生活垃圾作业扰民情况。

约束性5.2收运作业

5.2.1 依据实际产生投放情况，优化调整细分可回收物的收集作业频率，采用定期、预约、不

同品类可回收物错时、错日等方式，提升收集效率。

5.2.2 设置单一品类可回收物容器的，做好回收服务对接，记录交付数量，并做好后续利用。

6.机制健全

6.1环境质量 6.1.1 生活垃圾管理规范、有序，环境整洁，无脏乱、异味、噪音等问题。

6.2分类投放 6.2.1 公共场所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参与率和准确率得到提升。

6.3数字化监

管

6.3.1 鼓励对样板区域生活垃圾精细化分类情况开展数字化监管，纳入属地网格管理，提高对

生活垃圾分类管理问题的发现率和处置率。
提升性

注：1.约束性要求应全部满足，提升性要求可根据实际选择完成。

2.上报信息的样板区域在第一次复核后，有 1次整改反馈机会。

3.发生有责投诉并引起重大舆情的，当年不得认定为样板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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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生活垃圾精细化分类样板区域信息

序

号

所属

区

名

称

地址

(范围)

类型

（历史景观风貌区、商业综合区、公

园绿地、文化场馆、其他）

区域内涉及的场所明细

居住小区 村民聚居区 单位 沿街商铺及道路废物箱 可回收物中转站

数量 明细 数量 明细 数量 明细 道路数量 明细 数量 明细



10

（此件公开发布）

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减量推进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 2024 年 7月 30 日印发


	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减量推进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代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