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对《朔州市城市垃圾管理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

征求意见的公告

为增强立法的公开性和透明度，进一步提高立法质量，按照立法程

序，现对《朔州市城市垃圾管理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

求意见。公众可登录朔州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查阅征求意见稿。请有关

单位和各界人士于 6月 23日前将意见和建议以信函形式寄送至下列地

址和联系人，或者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发送至邮箱。

感谢参与和支持！

联系人：崔国栋 肖 娇

联系电话：0349—8800816

地 址：朔州市朔城区安泰街 21号

邮 编：036000

邮 箱：szscsgljzfdck@163.com

朔州市城市垃圾管理条例（草案）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城市垃圾管理，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促进经济

社会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和

《山西省城乡垃圾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市实际，

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垃圾的产生、收集、贮存、

运输、利用、处置及相关监督管理等活动。

本条例所称垃圾指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

第三条 城市垃圾处理遵循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原则。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采取措施，减少垃圾的产生量，促进垃圾的

综合利用，降低垃圾的危害性，对所造成的环境污染依法承担责任。

第四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城市垃圾污染环境

防治工作的领导，应当将城市垃圾污染环境防治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规划、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分类

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生活垃圾管理系统，提高生活垃圾的综合

利用和无害化处置水平。

https://huanbao.bjx.com.cn/topics/shenghuolaji/
https://huanbao.bjx.com.cn/topics/jianzhulaji/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城市建筑垃圾分类处理制度，

应当制定包括源头减量、分类处理、消纳设施和场所布局及建设等在内

的建筑垃圾污染环境防治工作规划。

第五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

域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城市垃圾主管部门负责城市垃圾管理工

作，建立城市垃圾全过程管理制度，规范城市垃圾的产生、收集、贮存、

运输、利用、处置行为，加强城市垃圾处置设施、场所建设。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建筑垃

圾、生活垃圾管理的相关工作。

第六条 农村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推行村收集、乡（镇）转运、区

域处理的集中收运处理模式。不具备条件的农村地区，就近就地利用或

者妥善处理生活垃圾。

城乡结合部、人口密集的农村地区和其他有条件的地方，应当建立

城乡一体的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管理系统。

第七条 产生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规定缴纳生活垃圾处

理费。



建筑垃圾的处置收费，应当按照国家、省以及本市有关规定执行。

第八条 本市鼓励社会资本和各类市场主体参与城市垃圾的清扫、

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促进城市垃圾处理的产业化发展，逐

步建立和完善城市垃圾污染环境防治的社会服务体系。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城市垃圾主管部门应当制定市场主体的

准入和退出条件，可以通过招标等公平竞争方式选择具备条件的单位从

事城市垃圾的处理。

第二章 生活垃圾管理

第九条 生活垃圾分为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

具体按照下列要求分类：

（一）可回收物，是指适宜回收利用的生活垃圾，包括废弃的玻璃、

金属、塑料、纸类、织物、家具、电器电子产品等。

（二）厨余垃圾，是指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包括居民家

庭日常生活中产生的家庭厨余垃圾，相关企业和公共机构在食品加工、

饮食服务、单位供餐等活动中产生的餐厨垃圾，以及农贸市场、农产品

批发市场、菜市场产生的其他厨余垃圾。



（三）有害垃圾，是指对人体健康或者自然环境具有直接或者潜在

危害且应当进行专门处理的生活垃圾，包括废电池、废荧光灯管、废温

度计、废血压计、废药品及其包装物、废油漆和溶剂及其包装物、废杀

虫剂和消毒剂及其包装物、废矿物油及其包装物、废胶片及废相纸等。

（四）其他垃圾，是指除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以外的其

他生活垃圾。

第十条 鼓励再生资源回收单位在住宅区、商场、超市、便利店等

设置便民回收点或者回收设施，建立预约回收平台，公开交易目录以及

价格，通过定点回收和上门回收等方式，提高可回收物的回收率。

废旧的家具、家电等大件垃圾可单独投放，单独收集。

第十一条 产生餐厨垃圾的宾馆、饭店、餐馆以及机关、企事业单

位、学校等应当落实餐厨垃圾源头减量、分类工作责任，按照规定单独

收集、存放餐厨垃圾，并交由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收集、运输、处

理。

第十二条 产生医疗废物的单位应当单独收集医疗废物，交由医疗

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处置。

医疗卫生机构和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不得将医疗废物混入生活

垃圾处理。



第十三条 收集、运输生活垃圾的单位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按照环境卫生作业标准和作业规范，在规定的时间内及时清

扫、收运城市生活垃圾；

（二）将生活垃圾分类运输至符合规定的转运或者处理场所；

（三）配备使用符合标准的运输车辆密闭化运输生活垃圾，在运输

过程中不得丢弃、遗撒垃圾以及滴漏污水；

（四）清扫、收运城市生活垃圾后，对生活垃圾收集设施及时保洁、

复位，清理作业场地，保持生活垃圾收集设施和周边环境的干净整洁；

（五）不得混合收集、运输已分类的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

医疗废物、工业固体废物、建筑垃圾、农业固体废物等混入生活垃圾；

第三章 建筑垃圾管理

第十四条 建设单位应当履行建筑垃圾源头减量义务，采取有效措

施预防和减少建筑垃圾的产生和排放，并将建筑垃圾减量化措施费用、

处理费用纳入工程概预算。



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和设计单位应当在工程招标文件、承包合同、

施工组织和工程设计等文件中明确施工现场建筑垃圾源头减量的具体

要求和措施，以及建筑垃圾综合利用产品的使用要求。

第十五条 工程施工单位应当编制建筑垃圾处理方案，采取污染防

治措施，并在开工前报工程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城市垃圾主管部门（或

行政审批部门）备案。建筑垃圾处理方案内容有调整的，应当及时报告

接受备案的部门。

建筑垃圾处理方案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施工单位基本信息；

（二）工程概况和建筑垃圾产生的种类、数量；

（三）建筑垃圾源头减量、分类收集、综合利用、污染防治的措施

和目标；

（四）需要外运的建筑垃圾种类、数量；

（五）运输单位与运输的时间、路线和运输工具信息；

（六）建筑垃圾贮存、利用、处置场所名称；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内容。



建筑垃圾处理方案应当由施工单位、建设单位、运输单位和贮存、

利用、处置单位签字盖章确认。

第十六条 建筑垃圾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实行全

过程联单管理制度，并逐步推进信息化电子联单管理。

建筑垃圾转移联单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移出单位、承运单位、接受单位信息；

（二）转移建筑垃圾的种类、数量信息；

（三）运输建筑垃圾的时间、路线和运输工具信息；

建筑垃圾转移联单的格式由市级城市垃圾主管部门制定。

第十七条建筑垃圾的运输应当按照建筑垃圾处理方案确定的运输

时间、路线和运输工具进行运输。

建筑垃圾的运输单位的资质要求和运输工具的技术条件按照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十八条 居民装修房屋和不需办理施工许可的小型工程产生的建

筑垃圾，应当与生活垃圾分别收集，并堆放到指定地点。



住宅小区物业服务人为装修垃圾投放管理责任人。无物业服务人的，

产生垃圾房屋的业主为管理责任人。

第四章 资源化利用和处置

第十九条 本市鼓励和扶持发展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和其他固体废

物综合利用项目，整合不同类型的垃圾处理，促进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园

区化、规模化和产业化。

第二十条 建设贮存、综合利用、处置城市垃圾的项目，应当依法

进行环境影响评价，遵守国家有关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的规定。

建设项目属于建设工程的，还应当遵守国家有关建设工程的规定。

第二十一条 城市垃圾处置单位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按照规定的分类标准接收、处理城市垃圾；

（二）保持垃圾处理设施、设备正常运行，严格按照工程技术规范、

操作规程、污染控制标准处理垃圾以及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废气、

废渣等；

（三）建立处理台账，记录城市垃圾的运输单位、种类、数量；



（四）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安装使用监测设备，实时监测污染物的

排放情况，将污染排放数据实时公开；

（五）制定应对设施故障、事故等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

（六）国家和省有关生活垃圾处理的其他规定。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由有关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以及《山

西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山西省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条例》《山

西省城乡垃圾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 本条例自 年 月 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