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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文件

沪绿容〔2024〕304 号

关于印发《上海市可回收物回收体系建设和
运营管理导则（2024版）》的通知

各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为进一步优化提升可回收物回收体系，增强可回收物回

收体系的视觉统一性、服务便利性、运营稳定性和管理规范

性，提高可回收物回收服务、中转运输和集散水平，特制定

《上海市可回收物回收体系建设和运营管理导则（2024

版）》，现印发给你们，请参照执行。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2024 年 8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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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可回收物回收体系建设和运营管理导则

（2024版）

1 总则

1.1 本导则适用于本市可回收物回收服务点、中转站、

集散场的建设和运营管理，执行国土空间规划、建筑、环境

保护、消防安全和市容环境等有关方面规定。

1.2 本导则明确了本市可回收物回收体系的建设、运营

和监管等要求。

1.3 本导则所称可回收物回收体系是指以可回收物回收

服务点、中转站、集散场为基础，包含可回收物投放、收集、

运输、中转分拣、转运集散等在内的各类回收活动的全过程

体系。

1.4 可回收物回收体系建设以视觉统一、因地制宜、安

全规范、环境友好、低碳高效为原则，整体形象参照《生活

垃圾分类标志标识管理规范》（DB31/T 1127）与本导则附录

B执行。

2 分类和定义

2.1 可回收物、低价值可回收物

可回收物是指废纸张、废塑料、废玻璃制品、废金属、

废织物等适宜回收、可循环利用的生活废弃物。

低价值可回收物是指日常生活中产生的具有一定回收

利用价值，单纯依靠市场自发调节难以有效回收利用，需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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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集中规模化回收和处理，才能产生循环经济效益的可回收

物。本市低价值可回收物回收指导目录详见本导则附录 A。

2.2 可回收物回收服务点

居住区、公共场所或商业广场等专门设置的，供居民、

单位和社会团体交投或交售生活垃圾分类中产生的可回收

物的场所。根据回收服务点形态和功能，分为固定、流动、

惠民三种类型。

2.2.1 固定型可回收物回收服务点

具备可回收物交投、回收、初级分类和暂存功能，且具

有固定建（构）筑物或固定安装的智能回收设备的回收服务

点。鼓励有条件的回收服务点，为居民提供可回收物交售服

务。

2.2.2 流动型可回收物回收服务点

具备提供定时或定点回收服务等功能，采用电话、网络

预约或车辆流动回收等方式，可供交投或交售常见品类可回

收物的回收服务点。

2.2.3 惠民回收服务点

提供可回收物精细化分类回收、交易服务，兼具垃圾分

类和资源循环科普、闲置物品交换或交易等功能，面积相对

充裕、服务可辐射周边街区的固定型可回收物回收服务点。

2.3 可回收物中转站

对街道（乡镇）区域范围内的可回收物进行集中回收、

分拣、减容、打包、存储和转运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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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可回收物集散场

以区为服务范围，具有一定区域辐射能力，对由回收服

务点、中转站转运并聚集的可回收物进行专业化精细分选、

拆解、打包和仓储的场所。

2.5 可回收物回收主体企业

由区绿化市容管理部门通过比选、招标等多种方式确定

的，承担区域内可回收物回收以及回收服务点、中转站、集

散场管理的可回收物回收经营者。

3 设置要点

3.1 可回收物回收服务点

3.1.1 按照因地制宜、便捷交投的原则，城区按每

500-1000户、乡镇按每 1000-1500户标准设置 1个可回收物

回收服务点。

3.1.2 居委会或村委会范围内宜设置 1 个固定型回收服

务点。新建小区宜同步建设固定型回收服务点，已建成小区

可结合垃圾房改建，或利用社区内其他建筑物设置。无法设

置固定型回收服务点的区域，可设置流动型回收服务点。

3.1.3 根据区域面积、人口数量等实际情况，街道（乡

镇）范围内宜设置 3-5个惠民回收服务点。惠民回收服务点

一般设置在居民活动集中、交通出行便利的区域。

3.2 可回收物中转站

按照功能要求，每个街道（乡镇）宜设置 1个可回收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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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转站。外环内区域考虑空间限制，相邻两个街道（或相邻

镇和街道）可统筹共建。

3.3 可回收物集散场

按照因地制宜、城郊统筹原则，每个郊区宜设置 1个可

回收物集散场，中心城区可采取委托市场化企业，与邻近郊

区统筹共建，或依托本市大型国企等方式，实现区域内可回

收物的转运、集散。

3.4 可回收物回收主体企业

3.4.1根据集约化、规模化原则，区绿化市容管理部门在

招标等过程中，宜统筹考虑区域面积、人口数量、可回收物

产生量等因素，可参照城区每 15万户、郊区每 10万户配置

1个主体企业的标准合理确定辖区内主体企业数量和服务范

围。

3.4.2同一区域范围内，宜由同一家主体企业负责提供源

头回收服务和中转站、集散场运营管理服务，不宜分开招投

标，不得进行分包、转包。

3.4.3辖区内主体企业服务范围过小、回收规模不足或源

头回收与中转站、集散场采用不同主体企业分段运营等模式

的区，宜按照 3.4.1和 3.4.2的要求在后续招标等过程中逐步

完成过渡、转型。

4 建设要点

4.1 可回收物回收服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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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固定型可回收物回收服务点

4.1.1.1 固定型回收服务点宜为封闭式固定建筑。采用非

封闭式结构的，应具备符合安全规范的顶棚和围墙。外观醒

目位置应设置“沪尚回收”标识。地面一般作防水、防渗处

理。内部一般设置交投区、存放区等功能分区。

4.1.1.2 独立设置的固定型回收服务点，面积原则上不小

于 8平方米；利用垃圾房或其他建筑物综合设置的，用于可

回收物回收的单独面积不小于 6平方米。

4.1.1.3 采用智能回收箱等形式的固定型回收服务点，需

具备多品类可回收物综合回收功能，且具备自助交易或积分

兑换的功能。

4.1.2 流动型可回收物回收服务点

4.1.2.1 采用流动回收方式的，回收服务频次宜为每周一

次，农村地区可放宽为每两周一次。

4.1.2.2 采用流动车辆提供回收服务的，车辆应符合可回

收物车辆涂装和喷绘规范。

4.1.2.3 采用回收活动日提供回收服务的，应选取相对固

定的场所开展活动，并在区域内以公示牌形式进行公示。

4.1.2.4 采用电话、APP、小程序等提供预约回收服务的，

宜在收到预约订单一周内完成回收服务。

4.1.3 惠民回收服务点

4.1.3.1 惠民回收服务点宜设置在居民日常活动区域范

围内，并面向社会公众开放回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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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2 惠民回收服务点宜为封闭式固定建筑，面积原则

上不小于 20 平方米。醒目位置应设置“沪尚回收”招牌或

侧招，地面应作防水、防渗处理。

4.1.3.3 内部应设置独立的交投区、分类存放区等功能分

区，配置废纸张、废塑料、废玻璃制品、废金属、废织物五

大类及以上精细化分类回收容器或设置相应分类存放区域，

并具备科普宣传、二手交易等功能。

4.1.3.4 现场应提供可回收物惠民回收服务，回收价格达

到市场正常水平。

4.2 可回收物中转站

4.2.1 中转站宜采用市政用地建设，可优先结合环卫设

施共建。采用租赁形式的，经营者宜持有该场所 10 年及以

上租赁合同或用地协议。

4.2.2 中转站应具备符合安全规范的围墙，分拣、打包、

存储等作业区域有屋顶或顶棚。

4.2.3 中转站面积宜参考所在区域可回收物产生量设

计，原则上街道可回收物中转站面积不小于 150平方米、乡

镇可回收物中转站面积不小于 500平方米。条件有限的街道，

可由辖区内 2-3处面积不小于 50平方米的点位合并建设成总

面积不小于 150平方米的可回收物中转站。

4.2.4 中转站内部一般结合运营需求设置称量区、分拣

区、存储区、装卸区等作业区域。

4.2.5 中转站一般在显著位置设置“沪尚回收”招牌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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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招。地面一般做防水、防渗处理。

4.3 可回收物集散场

4.3.1 集散场宜采用市政用地建设，可优先结合环卫设

施共建。采用租赁形式的，经营者宜持有该场所 10 年及以

上租赁合同或用地协议。

4.3.2 集散场一般具备商品交易、分拣加工、仓储配送、

配套服务、办公区等完善的功能分区，并与居民区有一定的

安全防护距离，不影响居民日常生活。

4.3.3 集散场一般在显著位置设置“沪尚回收”招牌或

侧招。地面一般做防水、防渗处理。

5 设施设备配置要点

5.1 称重计量设备

回收服务点、中转站、集散场一般配备电子秤、地磅等

检定合格的衡器，并定期校准送检。

5.2 分拣、打包设备

中转站、集散场宜配备与回收规模和工艺相适应的分

拣、减容、装卸等精细化分拣设备，提升可回收物资源化利

用水平。

5.3 运输设备

5.3.1 运输设备宜采用封闭式运输车辆。车辆应符合相

关规范，并采取措施防止撒漏、掉落。

5.3.2 流动回收车、机动运输车等可回收物运输设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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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本导则附录 B.4进行涂装。

5.4 消防设备

回收服务点、中转站、集散场应按照消防安全管理规定

规范配备消防设施、器材，张贴消防安全标志，并定期组织

检验、维修。

5.5 其他设备

5.5.1 中转站、集散场宜配备排水系统或液体载流、收

集等设施设备来规范收集和排放回收物品中残留的液体、回

收活动中产生的废水。

5.5.2 中转站、集散场宜配备电子监控系统。

5.5.3 中转站、集散场配备生产性废金属切割、破碎设

备的，应具备相应资质。

5.5.4 中转站可采用立体分拣等设施设备，增加空间利

用率。

6 运营管理要点

6.1 信息公开

回收服务点、中转站、集散场应在场所内显著位置设置

公示牌。公示牌应包括回收种类、回收价格、服务时间、运

营主体企业、服务及投诉电话、点位负责人等信息，样式参

照本导则附录 B.3。

6.2 回收服务

6.2.1 回收品类参照《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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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版）》和本导则附录 A执行。

6.2.2 主体企业宜按照统一标识、统一车辆、统一服装、

统一价格、统一计量、统一管理等要求规范开展回收活动。

6.2.3 主体企业宜通过市级可回收物回收公共服务平台

开展回收活动，包括但不限于固定点位回收、回收活动日、

预约回收等方式。

6.3 作业管理

6.3.1 主体企业宜健全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包括但不限

于人员管理、安全管理、环境管理、设备管理等制度，并逐

项落实责任人。

6.3.2 工作人员应接受作业、环保、安全、职业道德知

识和实际操作技能培训，配备劳动防护用品和安全保护措

施。特种设备操作人员需取得相应的特种设备操作上岗证。

6.3.3 回收服务点、中转站、集散场应保持内部非作业

区域及周边环境干净整洁，可回收物堆放有序、堆体稳固。

日常经营活动中，不得超范围占地，不得占道经营，不得影

响道路通畅，不得露天堆放。

6.3.4 各类作业设备应符合相关要求，并定期进行维修

维护或更换，确保正常使用。

6.3.5 分拣打包后的可回收物应交付给合法、合规的加

工利用企业，并保留交付凭据。涉及跨省转移利用的，应按

照本市相关要求向生态环境部门进行备案。

6.4 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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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 中转站、集散场应严格控制噪声、粉尘、污水、

异味等污染，排放污水应符合相关标准。

6.4.2 分拣、切割、减容、装卸等设备宜采用低噪声设

备，并采用屏蔽、隔声等减震降噪处理措施。

6.5 信息化管理

6.5.1 本市建立市级可回收物回收公共服务平台，为主

体企业提供整合的回收服务技术支持。主体企业可通过平台

对回收服务点、中转站、集散场基础信息以及回收活动日安

排等进行统一管理、定期维护和及时更新。

6.5.2 中转站、集散场可回收物统计数据应按要求通过

计量设备直传至市级可回收物回收公共服务平台。

7 监督管理要点

7.1 区绿化市容管理等部门应加强与主体企业的服务合

同或协议有效期管理，对已撤销的回收服务点、中转站、集

散场应及时通知经营企业清除 “沪尚回收”等相关标志标

识。

7.2 区绿化市容管理等部门应会同街道（乡镇）相关管

理部门定期对主体企业运行状况进行评议，强化合同或协议

履行情况监管。评议结果的应用应纳入合同或协议相关条款

中，对回收服务长期不及时、回收量严重不足、发生违法行

为等情形的主体企业，按照合同或协议约定予以清退。

7.3 区绿化市容管理等部门应会同街道（乡镇）相关管

理部门做好日常监督管理，定期开展现场检查并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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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上海市低价值可回收物回收指导目录

品类 常见实物

废玻璃

碎玻璃、食品及日用品玻璃瓶罐（调料瓶、酒瓶、化妆

品瓶）、玻璃杯、玻璃制品（放大镜、玻璃摆件）、窗玻

璃等。

废塑料

塑料包装盒、软塑包装、塑料袋、泡沫塑料、塑料玩具

（塑料积木、塑料模型）、其他杂塑料（衣架、脸盆、油

壶、洗衣液瓶等塑料制品）以及纳入专项回收体系的塑

料餐盒（PP）、塑料杯（塑料奶茶杯、咖啡杯等）等。

废纸张

纸塑铝复合包装（牛奶盒、饮料盒、果汁盒）、其他杂纸

（打印纸、广告单、信封）以及纳入专项回收体系的纸

塑复合包装和容器（一次性餐盒、一次性纸杯、包装袋）

等。

废织物
衣物（外穿）、裤子（外穿）、床上用品（床单、枕头）、

鞋（双）、毛绒玩具（布偶）等。

废木类 小型木制品（积木、砧板）、木板、木制家具等。

注：各区可结合本区低价值可回收物补贴政策及实际市场回收情况

增加低价值可回收物具体品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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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B.1“沪尚回收”标志

B.2招牌、侧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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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公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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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车辆

B.5 人员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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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公开发布）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办公室 2024 年 8 月 14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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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见实物
	废玻璃
	碎玻璃、食品及日用品玻璃瓶罐（调料瓶、酒瓶、化妆品瓶）、玻璃杯、玻璃制品（放大镜、玻璃摆件）、窗玻璃
	废塑料
	塑料包装盒、软塑包装、塑料袋、泡沫塑料、塑料玩具（塑料积木、塑料模型）、其他杂塑料（衣架、脸盆、油壶
	废纸张
	纸塑铝复合包装（牛奶盒、饮料盒、果汁盒）、其他杂纸（打印纸、广告单、信封）以及纳入专项回收体系的纸塑
	废织物
	衣物（外穿）、裤子（外穿）、床上用品（床单、枕头）、鞋（双）、毛绒玩具（布偶）等。
	废木类
	小型木制品（积木、砧板）、木板、木制家具等。
	注：各区可结合本区低价值可回收物补贴政策及实际市场回收情况增加低价值可回收物具体品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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