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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的统
计，目前，全国有 237 个城市已
启动垃圾分类，上海、厦门、杭
州、宁波、广州、深圳等 18 个城
市生活垃圾分类居民小区覆盖
率超过 70%。 2019 年“全面启
动”和“强制分类”的按钮按下
后， 各地落实情况究竟如何？

“新华视点”记者进行了追踪。

多城通过立法助推垃圾
分类

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住
房城乡建设部生活垃圾分类制
度实施方案的要求，到 2020 年
底， 基本建立垃圾分类相关法
律法规和标准体系。 记者从住
建部了解到，浙江、福建、广东、
海南等 4 省已出台地方法规，
河北等 12 省份地方法规进入
立法程序。46个重点城市中，已
有 30 个城市出台生活垃圾分
类法规或规章，还有 16 个城市
将生活垃圾分类纳入立法计划
或已形成草案。

记者梳理发现， 出台法规
的 30 个城市均对垃圾分类提
出强制要求， 明确对违法行为
进行处罚，其中以罚款为主，警
告或限期整改为辅。 多数城市
规定对个人最高罚款 200 元，

对单位最高处罚 5万元。
截至目前， 广州执法立案

查处 613 宗，行政罚款近 72 万
元。西安市 2019年 9月份正式
实施垃圾分类，9月 3 日开出第
一张“行政处罚决定书”———雁
塔区一小区因垃圾分类引导员
不到位及垃圾未分类投放，被
罚款 1000元。

值得注意的是，在 46 个重
点城市中，太原、深圳等 16 个
城市还用信用惩戒手段， 将单
位和个人因拒不承担生活垃圾
分类责任被处罚的， 作为不良
行为记录纳入公共信用信息系
统，实施联合惩戒。

奖惩并重是此次垃圾强制
分类的一个突出特点。 北京、上
海、厦门、宁波等城市还对生活
垃圾分类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
人予以表彰或奖励。 上海市定
期发布垃圾分类的“光荣榜”，
评选出示范街镇。 深圳规定，分
类成 效显 著的家庭 可 获 得
2000 元补助资金，住宅区最高
30万元。

各地“花式”探索
值得关注的是，一些地方

探索通过物质鼓励，激发市民
对垃圾分类的积极性。

西安市长安区探索“垃圾
银行”模式，生活垃圾进行分
类，粘贴二维码后投入回收箱
积分，积分可在指定超市兑换
生活用品等。西安市浐灞生态
区一家物业公司自主研发了
一个线上绿色生活垃圾分类
管理平台， 其负责人介绍：

“小区住户在平台上实名注册
成为绿色会员，垃圾回收后可
累计积分， 积分可兑换获益。
目前浐灞生态区绿色会员用
户 5 万余户， 一个月大概有
10 吨的可回收物。 ”

还有一些地方通过科技
手段推动垃圾分类。 上海推
行智能垃圾箱房，需要在规定
时间内刷指定卡才能开箱投
放。 每张卡“绑定”一户居民，
投放时卡对应的居民信息会
自动传输到居委会后台。 通
过刷卡数据和频次，居委会可
以判断居民垃圾分类投放情
况，快速找到不遵守规定的个
体。

垃圾强制分类更带动了
相关产业发展。 随着源头端
分类垃圾规模的提高，后端处
理市场迅速扩大。西安市近期
将会有 4 家生活垃圾焚烧厂
投入运营，餐厨垃圾处理厂等

其他终端设施也在建设中。在
云南、广西、甘肃 、陕西等地
一些乡镇和农村地区，小吨位
的垃圾热解气化技术近年来
不断被投入使用。

覆盖率与达标率大幅提升
据了解，目前，在 46 个重

点城市， 生活垃圾分类覆盖
7.7 万个小区和 4900 万户家
庭，居民小区覆盖率平均达到
53.9%。 其中，上海、厦门、杭
州、 宁波、 广州和深圳等 18
个城市覆盖率超过 70%。

垃圾分类达标率也不断
提升。 广州的生活垃圾回收
利用率达 35.6%， 已经超过
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
2020 年底达到 35%以上的
要求。

上海居住区垃圾分类达
标率已从 2018 年的 15%提
升至 90%。 根据上海市绿化
和 市容 管 理局 最新 统计 数
据， 上海市日均可回收物回
收 量 较 2018 年 12 月 增 长
3.7 倍， 湿垃圾分出量增长 1
倍，干垃圾处置量减少 38%，
有害垃圾分出量同步增长 13
倍多。

与此同时 ， 记者采访发

现，目前垃圾分类政策落地仍
面临一些问题。 例如，一些地
方条 例明 确“不 分 类 不 收
运”， 制定了第三方不定期抽
查小区的方案。但基层人员表
示，对于没分好的垃圾，环卫
车辆不敢不收运，否则大片区
域垃圾腐烂影响城市环境和
正常运行。上海市一名基层人
员说，对小区分类抽查频次较
低，“小区一年可能只被检查
三四次，震慑作用不够”。

倡导使用环保循环袋的
“蔚路循环” 团队创始人王曦
认为，垃圾分类目前主要靠行
政手段和社区宣教引导，建议
厘清政府的管理和监督责任，
同时让居民看到垃圾分类的
经济和环保价值，全社会共同
发力做好垃圾分类。

上海市绿化市容局环卫
处处长徐志平建议，探索以技
术加管理的方式代替目前主
要靠人工值守的监督方式。阿
里巴巴环保业务负责人曹启
明建议，通过二维码、视频监
控识别、 物联网感知等技术，
实现从投放到处置全周期的
数据收集、共享并进行智能化
分析，更好地识别、监督混投、
混装、混运等行为。 /新华社

政策篇：
垃圾分类走进千家万户

北有北京、天津、沈阳，南
有广州、深圳、海口，东有上海、
南京、杭州，西有重庆、成都、西
安，中有郑州、武汉、长沙……
已经有 46 个城市被纳入首批
垃圾分类回收试点城市， 根据
住建部发布的信息， 目前这些
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平均覆
盖率达到 53.9%。 此外，全国已
有 237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启动
垃圾分类。

据规划，46 个重点城市
2020 年要基本建成生活垃圾
分类处理系统。 而其他地级城
市要实现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

类全覆盖， 至少有 1 个街道基
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片
区。 预计到 2025 年，全国地级
及以上城市基本建成生活垃圾
分类处理系统。

上海的垃圾分类在全国
“率先开跑”。 2019 年 7 月 1
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
例》实行，要求按照可回收物、
有害垃圾、湿垃圾、干垃圾 4 种
方式对垃圾进行分类。 全国现
在已有约 30 个城市出台垃圾
分类地方性法规或规章， 还有
16个城市将垃圾分类列入立法
计划。

更可喜的是， 在上海、厦
门、宁波、广州等 18 个城市，生
活垃圾分类居民小区覆盖率超

过 70%， 垃圾分类已经走进千
家万户。

实践篇：
垃圾分类执法愈发精细化

生活垃圾分类的效果如
何？ 作为全国率先正式实施垃
圾分类的上海， 精细化的城市
治理理念也渗透在垃圾分类推
广中。

最新数据显示， 上海市日
均可回收物回收量较 2018 年
10 月增长 4.6 倍， 湿垃圾分出
量增长 1 倍， 干垃圾处置量减
少 33%， 有害垃圾分出量同比
增长 9倍多。 半年来，上海市城
管执法局累计开展垃圾分类执
法检查 8.1 万次，共依法查处生

活垃圾分类案件 5500 多起，其
中单位 5000 多起、个人 460 余
起。 从查处案件类型来看，未分
类投放案件占 58.9%，未设置分
类容器案件占 37%。

在上海市普陀区城管执法
局，记者看到一块大型显示屏
正实时监测着辖区内垃圾分
类的执法工作情况。 有了大数
据后台的帮助，执法部门可以
更好地完成“双随机、一公开”
执法工作，即做到随机抽取检
查对象、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
员，并及时公开抽查情况和查
处结果。

记者跟随一路执法队员前
往随机抽取的餐饮门店检查，
两位执法队员身上都配备了执
法记录仪， 并通过手机里的执
法软件精确记录、 评估饭店的
垃圾分类事项完成情况。

上海市普陀区城管执法局
监督科相关负责人成俊伟表
示，有了大数据帮忙，工作更有

“数”了。 执法工作的法治化和
规范化水平不断提升， 也有利
于更好地服务市民群众。

“一流的城市要有一流的
社会治理水平， 推动垃圾分类
新时尚的精细化治理工作是一
项长期的系统工程， 需要我们
久久为功。 ”上海市城管执法局
副局长彭燕玲说。

数据篇：
垃圾分类还有新期待

搜索指数整体同比增长
642% ， 资讯指数同比增长
4871%，这是“垃圾分类”关键

词在百度指数中 2019 全年的
热度情况。 垃圾分类可以说是
2019 年当之无愧的“顶级流
量”。“垃圾分类顺口溜”“垃圾
分类知识” 又是其中最热门的
两大关键词， 可见大家愈发认
识到了垃圾分类的重要性，参
与垃圾分类的热情高涨。

在淘宝、京东等电商平台，
垃圾分类相关的产品也很热
销。 分类垃圾桶、分类垃圾袋、
垃圾分类标识贴纸等成为热门
商品。2019年 7月，部分畅销的
分类垃圾桶甚至处于缺货状
态，需要买家提前预购。 记者在
淘宝上搜索“垃圾分类垃圾
桶”，销量最高的产品最新月销
量超过 15 万件，最畅销的“垃
圾分类儿童玩具” 的月销量也
超过 1.5万件。

垃圾分类，全民参与，也引
发了大家对于快递垃圾、 外卖
垃圾处理的思考。 以快递垃圾
为例，2019 年中国的快递件数
超过 600 亿件。 根据国家邮政
局公布的数据， 在我国特大城
市中， 快递包装垃圾在生活垃
圾中所占比重不断提升， 前者
增量已占到后者增量的 93%，
部分大型城市为 85%至 90%。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刘
建国认为， 垃圾分类可以看作
是个人文明的培养基、 社会文
明的试金石、 生态文明的助推
器， 近年来我国垃圾分类取得
了实实在在的成果， 全民参与
的氛围正在逐步形成。 垃圾分
类是一项复杂艰巨的任务，需
要循序渐进持之以恒。 /新华社

这项低碳生活新时尚你跟上了吗？

全国237个城市启动
垃圾强制分类政策落地效果如何？

“每天阿姨都会灵魂提问：你是什么垃圾？ ”“小龙虾壳是干垃圾还是湿垃圾？ ”“猪可以吃的是湿垃圾，猪不能吃的是干垃圾”……过去的 2019 年，垃圾分类创造出不少有趣的生活瞬间，
也引领着低碳生活新时尚。 透过或宏观或微观的数据，不难发现垃圾分类正给我们生活带来诸多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