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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市装饰装修垃圾全链条分类处理研究及发展建议

薛 洁
临沂市园林环卫保障服务中心 山东 临沂 276000

摘� 要：近年来，国内装修垃圾由于难收运、难消纳、难处理等特点，成为制约城市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临沂

市在建筑垃圾治理试点城市的基础上大力探索装饰装修垃圾分类收集、运输、处理的全链条管理模式，本文通过对临

沂市装饰装修垃圾分类处理及资源化利用现状分析，提出优化装饰装修垃圾全链条分类处理及资源化利用的意见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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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近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高效进步，居民

生活环境有了很大变化，建筑、装修业日渐发达，特别

是我国的住房大部分属于毛坯房，装饰装修改造过程

中更容易产生大量的垃圾，与城市中其他固体废弃物相

比，装饰装修垃圾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其成分比较复

杂，对装饰装修垃圾进行分类投放、资源化处理可以减

少建筑装修垃圾源头总量，是国家发展循环经济、建设

生态文明环境、促进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基本要

求[1]。本文以构建绿色循环利用为核心理念，对我市装修

垃圾全链条分类处理及资源化综合利用进行探索研究。

1.2  研究意义
我国的装饰装修处理多采用简易填埋甚至随意漏天

堆放的方式，严重污染了城市居民生活环境；有价值的

物品可以进行二次循环利用，可以实现装饰装修垃圾变

废物为宝贝，减少对城市环境的污染，甚至还能减少建

筑、装饰原材料的消耗，增加社会经济效益。考虑到国

家近来年积极推行的绿色低碳、碳中和、碳达峰双碳目

标等，开展装饰装修垃圾全链条分类处理工作是非常必

要的。

2 装饰装修垃圾分类处理发展历程

2.1  什么是装饰装修垃圾
装饰装修垃圾指的是居民在对房屋进行装饰装修从

开始进场到装修结束过程中产生的所有废弃物。其成分

复杂、部分物质粒径范围较大，装饰装修垃圾中含有瓷

砖、砖瓦、混凝土块、塑料、编织袋、地保膜、墙纸、

油漆桶、涂料、石膏板、木板、电线、瓷砖大理石边角

料等，体积大、重量高，个人处理难度较大[2]。

2.2  我国装饰装修垃圾分类处理历程
1995年以前，我国没有可以落实的建筑装修垃圾处

理政策。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大

量的建筑、装修垃圾没有得到有效处理，开始包围城市

和郊区。1995年，我国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体废
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这是我国第一个关于固体废弃物

的法律法规，从这以后，我国固体废弃物治理开始有法

可依。

2005年，住建部出台了《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
第一次提出了居民应当将装饰装修房屋过程中产生的建

筑垃圾与生活垃圾分别收集，并堆放到指定地点。

2018年，住建部下发了《关于开展建筑垃圾治理试
点工作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选取35个城市开展建筑
垃圾治理试点工作。

2020年，新修订了《固废法》，将建筑垃圾从生活
垃圾中分类，新增了建筑垃圾处理的法律条文。住建部

印发了《关于推进建筑垃圾减量化的指导意见》，将减量

化措施落实到位，促进了建筑、装修垃圾的绿色发展[3]。

2022年，住建部和发改委共同印发了《城乡建设领
域碳达峰实施方案》，提出在十四五期间，全国城市要

新增建筑装修垃圾消纳能力４亿吨／年，建筑装修垃圾

资源化利用能力要达到2.5亿吨／年，这是国家从政策上
的倡导转变为要求的实质性变化。

3 临沂市装饰装修垃圾全链条分类处理现状

3.1  临沂市装饰装修垃圾全链条分类处理
2018年，临沂市抓住获批首批全国建筑垃圾治理试

点城市的契机，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

定落实循环经济发展理念，实行法治化、市场化、资源

化推动，探索出了“源头精准分类、中端智能运输、末

端资源利用”的装饰装修垃圾全链条、全过程分类处理

临沂模式。

3.2  源头精准分类减量化
针对装饰、装修源头居民乱倾乱倒的现象，市政府

主管部门以建构“政府+物业+群众”等多方共同参与的
工作目标，明确了在处理装饰装修垃圾过程中的审批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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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处置体系建设、处理进度安排和处理工作责任等各

项职责，将装饰装修垃圾分类处理工作经费列入财政预

算，大力支持装饰装修垃圾资源化分类处理工作。

强化小区物业公司管理责任。参照生活垃圾分类投

放“三定一督”模式，严格设置分类投放指定区域，建

设标准化装饰装修垃圾暂存点，在暂存点投放可移动

智能化装修垃圾分类投放箱，实行定时、定点、定人管

理，明确业主或装修施工单位在装修过程中应该履行的

有关规定，做好装修垃圾的分类收集和分类投放，物业

设专人监督，对业主或装修施工单位投放的装修垃圾进

行开袋检查，并分类投放；充分发挥“网格+微信群”
作用，从“细”处着手，突出精准分类，按照装饰装修

流程、用途和材质，将装饰装修垃圾分为直接回收利用

类、再利用类和危废类3个大类，细分为废纸箱、废金
属、废塑料、废木块、混凝土块、砖石、废保温材料、

废石膏及其他物品9个小类别，着力从源头上最大限度的
减少垃圾的产生[4]。

发动群众积极参与。给城区居民发放《致全区居民

的一封信》，介绍装饰装修垃圾分类投放、处理的重要

意义和注意事项，由处置企业免费向装修业主或施工单

位提供9种颜色的垃圾分类编织袋；充分发挥基层社区党
建引领作用，物业、业主委员会、街道社区、运输和处

置企业均积极参与宣传发动，提升装修垃圾源头分类投

放的群众知晓率和参与度。

3.3  建立运输中端智能化监管模式
创新智能方箱分类收运，运用物联网手段进行实时

监测，自动发送“满箱预警”和“问题警报”，并与钩

臂运输车匹配定制，确保装修垃圾精准化投放，密闭

高效化运输。推行新型全密闭环保装饰装修垃圾运输车

辆，根据各小区垃圾产生总量，按照交警部门审核的处

理流程，合理确定分类收运频次、时间和路线，实施运

输全天候24小时无尘化管理手段。
创新“四点一线”监管。将装修垃圾运输车辆接入

全市建筑垃圾在线监管平台，建立施工点位、运输车辆

停车场、 消纳场（资源化利用厂）和运输路线“四点一

线”的全过程、智能化监管体系，实行全域、全链条、

全时监管，第一时间将违法行为推送至装饰装修垃圾运

输执法人员，同时利用轨迹回放和车载视频等功能，实

现对运输过程污染违法行为的追溯取证，大幅减少了车

辆违法违规行为。

3.4  实行末端处置回收资源化
针对装饰装修垃圾资源利用回收低效，行业发展滞

后、产业集中度偏低等问题，探索“政府引导、市场主

导、社会参与”的发展模式，加大力度推进装饰装修垃

圾资源化处理，构建政企合作模式，积极推动社会资本

参与。招引环保公司进行特许经营，投资1000余万元建
设了垃圾装饰装修垃圾资源化回收再利用生产线；引进

落地占地40亩的再生资源项目，进行废塑料资源化处理
工作。针对装饰装修垃圾一般只能回收砖石混凝土类的

问题，引入新技术，增加年处理能力30万吨的装饰装修
垃圾处理生产线，采用全封闭及半地下设计，配合GPB
袋式除尘器，有效降低噪音及粉尘污染。2022年，临沂
市共处理装饰装修垃圾3万多吨，装饰装修垃圾安全处置
率达到100%，资源化回收利用率达到89%。

3.5  总结并推广试点经验
为进一步方便群众，研发了装修垃圾智能化管理平

台，物业、业主或装修施工单位通过装修垃圾微信小程

序，实现网上下单和预约，推行“小区物业-运输企业-处
置企业-监管部门”电子联单、线上监管制度，加强用户准
入备案、车辆可视化监控，实现清运处置、监管一体化。

3.6  生态、民生、经济效益
装饰装修垃圾全链条分类处理能够减少源头垃圾处

理量，为政府及社会节约成本，培养了人民对环境负责

的态度和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在生态、民生、经济

效益等方面产生了较大收益。

3.6.1  生态效益
以河东区为例，试点之前，河东区新建和老旧小区

在装饰装修过程中年均产生3.2万吨的垃圾，私拉乱倒、
简易堆放、扬尘污染等乱象严重。试点工作之后，装饰

装修垃圾随意倾倒、随意回填等违规行为有效减少。原

来的3处装饰装修垃圾“堆场”，经规划建设后变成“口
袋公园”。2021年，资源化处理装饰装修垃圾15万吨，
根据国家标准测算，可以实现碳减排1万吨以上。另外，
以临沂蓝泰河东站的年处理能力150万吨为例，150万吨
建筑废弃物得到有效利用，可节省天然矿石资源100万
方，可减少取土180万立方米，节约耕地约270亩，节约
废弃物堆放占地120亩。

3.6.2  民生效益
以河东区为例，智能化收集箱投入运行后，大幅减

少了过去因运营时间管控所造成的夜间扰民现象，垃圾

抛洒、滴漏等问题投诉率同比下降88%，群众幸福感和满
意度明显提升。

3.6.3  经济效益
分类成本较试点之前未分类处置的174元/吨降至120

元/吨，有效节约了垃圾处置财政资金，削减财政支出约
三分之二。特许经营公司通过对建筑垃圾资源化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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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处理制成再生产品进行销售获益，上缴税收达489.6
余万元。使用再生骨料代替传统绿网覆盖拆迁工地，使

用寿命延长1倍，单次费用成本由原来的15元/m2降为4.3
元/m2，年均花费由原来的9000万降为2556万，实现了建
筑垃圾资源化良性循环利用。

４ 装饰装修垃圾全链条分类处理发展建议

目前是信息化时代，装饰装修垃圾要想实现全链条

分类处理发展也要紧跟时代要求。

首先，要搭建信息平台，实现全程监管。通过对投

放源头实行监控共享、运输车辆的卫星定位、末端处置

的全过程数字化监管，全部接入数字化城市管理平台，实

现全过程信息化管理，确保全过程问题可溯、责任可追。

其次，要实现平台信息共享，形成合力。在数字化

城市管理平台基础上，联合公安部门的“天网工程”和

交警部门的“道路交通监控系统”等平台，实现信息共

享，形成合力。

第三，合理利用经济激励手段，树立成本观念。积

极奖励装饰装修垃圾源头减量、分类投放和回收利用的

做法，惩罚混合投放，严惩偷排偷运等行为；鼓励根据

垃圾的污染性、资源性、社会性及其处理成本制定装修

垃圾处理费征收标准。

结束语

要想优化装饰装修垃圾全链条分类处理模式，应坚

持法治思维，采取政府部门监管、小区物业监管、第三

方专业监管等部门监管和新闻媒体、社区居民等社会监

管手段相结合的形式，建立健全长效化监管和日常巡查

监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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