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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文件

沪绿容〔2024〕321 号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关于《浦东新区
环境卫生设施专项规划（2024-2035 年）》

的行业审查意见

浦东新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你局《关于报请审查〈浦东新区环境卫生设施专项规划

（2024-2035 年）〉的请示》（浦绿容〔2024〕159 号）收悉，

经专家论证及行业审查，提出如下审核意见：

一、关于规划原则、目标

同意按照环境优先、区域统筹、技术创新、功能综合、

协调一致的原则，推进浦东新区环境卫生设施规划布局完

善，提高浦东新区环境卫生设施建设、运营和服务水平。

同意规划提出的，远期（2035 年）浦东新区生活垃圾回

收利用率 50%等规划指标。（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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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规划主要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2025 年 2035 年 属性

无害化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100% 100% 约束性

原生生活垃圾填埋比例 0% 0% 预期性

资源化

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 45%以上 50% 约束性

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 75%以上 85% 预期性

装修垃圾和拆房垃圾资源化利

用率
75%以上 80% 预期性

低碳化
生活垃圾源头减量率 5%以上 10% 预期性

新增或更新车辆能源比例 100% 100% 预期性

集约化 着力打造环卫综合体 启动建设 7处 预期性

智慧化
建设完善环卫废弃物智能监管

平台（生活垃圾、建筑垃圾）
启动建设 1个 预期性

精细化
生活垃圾分类达标率 95%以上 95%以上 预期性

道路机械化清扫率 100% 100% 约束性

二、关于固废收运处置规划方案

（一）关于生活垃圾收运处理

近远期生活垃圾四分类垃圾预测量基本合理。同意干垃

圾、湿垃圾和残渣按“区级自行处置为主，市级统筹处置为

补充”的模式进行处理，其中主城区单元和郊区新市镇干垃

圾运往黎明再生能源利用中心（2000 吨/日）、海滨资源再利

用中心（3000 吨/日）进行焚烧处理。浦东新区有机质固废

处理厂（1000 吨/日）的残渣和黎明建筑装潢垃圾资源化利

用处置厂（70 万吨/年）的残渣运往黎明再生能源利用中心



3

处理，剩余残渣运至海滨资源再利用中心和老港生态环保基

地统筹处理。南汇新城干垃圾及残渣运往海滨资源再利用中

心及老港生态环保基地处理。主城区单元和郊区新市镇的北

片街镇的湿垃圾主要进入浦东新区有机质固废处理厂处理，

南汇新城的湿垃圾运至临港西片综合体集中处置设施（远期

规划新增，规模 800 至 900 吨/日）处理，剩余湿垃圾运至

老港生态环保基地统筹处理。（详见附表 1）

同意全区规划设置生活垃圾中转站（资源分类转运中

心）12 座，总中转规模 8590 吨/日（老港镇生活垃圾全部直

运，曹路镇、祝桥镇部分直运，其他街镇全部转运）；同意

按“一街镇一站”布局原则，在全区规划设置可回收物中转

站 29 座、总中转规模约 1400 吨/日，集散场 4 座、总规模

不低于 57 万吨/年；同意规划布局 2 座区级“标准化”有害

垃圾中转站。（详见附表 2、3、4、5）

同意规划近期焚烧炉渣通过市场化途径处理，焚烧飞灰

经螯合稳定化后运往老港生态环保基地无害化处理；规划远

期焚烧炉渣运至老港生态环保基地、黎明园区进行资源化利

用，焚烧飞灰运至黎明园区或其他飞灰资源化利用设施处

理。

（二）关于建筑垃圾等收运处理

近远期建筑垃圾预测量基本合理。同意按照“实施源头

申报、规范中转分拣、强化物流管控、落实属地消纳、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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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点付费”等要求实施建筑垃圾全程管控。其中工程渣土结

合环城公园建设、外环林带建设、待开发地块的土地整治建

设以及依托 N1 库区（主城区单元范围内产生的为主）进行

消纳，保留现状三海码头工程渣土中转功能的基础上，充分

利用区内现有码头岸线资源，中远期再布局若干外海和内河

工程渣土转运码头；工程泥浆以源头干化为主，并规划设置

1 座规模 20-40 万吨/年的工程泥浆集中干化设施；工程垃圾

（废弃混凝土）以市场化利用为主。

同意规划设置 3 座装修和拆房垃圾中转设施，总转运规

模3700吨/日（详见附表6）;同意以产业用地为导向，按“5+X”

布局模式设置装修和拆房垃圾资源化利用设施，其中“5”

为政府统筹布局设施、总处理规模280万吨/年（详见附表7），

“X”为市场化项目、总处理规模 120 万吨/年。同意结合装

修和拆房垃圾中转设施和资源化利用设施规划设置 6座大件

垃圾拆解中心，总规模大于 400 吨/日（详见附表 8）。

三、关于黎明固废资源化再利用园区

同意按“循环畅通、高效利用、生态友好、智慧创新”理

念推动黎明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再利用园区建设。园区总面积

约 80.82公顷，根据条件成熟度和实际需求，近期启动园区

污水一体化处理项目、农林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项目、废旧塑

料橡胶综合利用项目和沼气深度资源化利用项目；远期通过

对黎明生活垃圾填埋场（已封场修复）土地进行治理再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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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土地资源，开展装修和拆房垃圾骨料精分选及高值化利

用、低价值可回收物资源再利用、湿垃圾深度资源化、飞灰

资源化利用、炉渣再利用等项目建设，逐步完善园区内产业

链、创新链，努力实现园区内固废处理设施之间能源流、物

质流等协同循环以及园区“净负碳”等生态低碳建设理念。

四、关于其他环卫设施规划

同意环卫厕所、环卫停车场、环卫工人作息场所、水域

保洁码头等环卫设施的设置标准、原则与设施规划。

以上环卫设施规划主要包括：同意浦东新区内尚未实现

雨污分流的区域设置化粪池，由环卫作业企业定期抽吸至规

定场所处置；并结合污水管网改造，逐步推进粪便纳管处置。

同意全区城镇区域规划设置环卫公厕 1286 座，其中现状保

留 796 座、规划新增 490 座（详见附表 9），农村地区每个中

心村至少设置 1 处公共厕所。同意按大中型环卫车辆区域统

筹集中设置，小微型环卫车辆结合服务半径分散停放的原则

规划设置区级环卫停车场 8 座，其中现状保留 1 座、规划新

增 7 座（详见附表 10），规划新增环卫停车场应包括管理用

房、修理工棚、车辆保养、设施设备清洗、洗扫垃圾倾倒点

和新能源车辆充换电设施等功能；镇级环卫停车场根据各镇

环卫停车场用地需求自行落实。同意全区规划设置环卫工人

作息场所 259 座，其中现状保留 90 座、规划新增 169 座（详

见附表 11），新建环卫工人作息场所应具备工人作息、更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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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浴和停放小型车辆、工具等功能。同意保留现状 58 处水

域垃圾上岸点及保洁船只停靠点，结合河道分段改造逐步升

级为水域保洁管理站。

五、下一步实施意见

（一）对需要落实用地的各类环卫设施应按照相关规定

和程序启动选址专项规划编制工作，深化论证项目用地科学

性和可行性。鼓励各类环境卫生设施功能复合、用地集约，

建设环卫综合体；鼓励结合土地出让、城市更新、美丽街区

创建等区域整体开发工作落实环境卫生设施功能需求。

（二）鉴于本规划涉及垃圾源头收运、中转运输、末端

处置等全过程，管理条线众多，建议进一步与规划、住建、

交通、生态环境、水务等部门深入沟通，细化后续实施方案，

确保规划内容落地。

（三）对于近期需启动建设的环卫设施，应细化项目建

设推进计划，抓紧推进立项等前期工作。

附件：附表 1—11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2024 年 8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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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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