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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为规范开展本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根据《生活垃圾分

类标志》（GB/T 19095）、《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及其评价标准》

（CJJ/T 102）、《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CJJ 27）、《市容

环境卫生术语标准》（CJJ/T 65）等标准以及国家、省、市垃圾

分类有关文件精神，制定本标准。 

1.2 本标准适用于常州市行政区域范围内的住宅区、农村居

民点、机关企事业单位、农贸（农产品批发）市场、公共场所及

公共区域。 

1.3 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设施的配置应与后续分类收集、分类

运输和分类处理环节相适应，与生活垃圾产生量、收运频次、收

运方式等相适应。 

2 术语 

2.1 住宅区 

被城市道路、自然分界线、人工分界线所围合，基础设施配

套相对完善，已建成并投入使用的相对封闭、独立的住宅群体或

住宅区域。包括商品房小区、福利房小区、保障性住房小区、城

中村、统建房小区的住宅建筑及其附属设施。 

2.2 农村居民点 

农村人口聚居的场所。包括农村集镇、中心村和基层村等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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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场所。 

2.3 机关企事业单位 

人员相对稳定，且在写字楼、办公楼等室内场所办理相关事

务的机关、企业和事业单位。包括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单

位、社会团体组织以及公共场所管理单位等。 

2.4 公共场所 

人员经常聚集、供公众从事社会生活的各种场所。包括交通、

住宿、餐饮、旅游、文化、体育、娱乐、商业等人员流动性较强

的场所。 

2.5 垃圾收集容器 

用于收集或存放垃圾的器具。包括垃圾桶、垃圾箱、废物箱

等。 

2.6 垃圾收集点 

在住宅区、农村居民点、单位等场所按照垃圾种类、居民投

放距离、占地面积等条件设置的用于收集垃圾的地点。包括垃圾

收集房、垃圾收集亭、垃圾移动收集车、垃圾收集容器等。 

3 分类标准 

本市生活垃圾以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

为基本分类标准，不同场所生活垃圾的分类方式见附录 A。装修

垃圾、大件垃圾、园林绿化垃圾施行专项分流。 

4 收集设施 

4.1 基本要求 

4.1.1 垃圾收集设施包括垃圾收集站、垃圾收集点。垃圾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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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点根据用途分为生活垃圾收集点、大件垃圾收集点、装修垃圾

收集点、园林绿化垃圾收集点等；根据型式分为垃圾收集房、垃

圾收集亭、垃圾移动收集车、垃圾收集容器等。 

4.1.2 新建、改建、扩建建设项目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

定以及环境卫生工程项目规范等相关标准配套建设垃圾收集设

施，并与建设项目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验收、同

时交付使用，所需资金应当纳入建设工程总投资。 

4.1.3 垃圾收集设施应满足分类投放、分类收集等要求，并

应符合下列规定： 

（1）应设置分类储存设备或场所，容量应满足垃圾暂存的

需求； 

（2）应设置分类标志，图案和色彩应符合《常州市生活垃

圾分类目录和分类标志》（常垃分办〔2023〕1 号）的规定，并

应符合 GB/T 19095 的规定； 

（3）应符合安全要求，位置应便于分类投放及收运车辆安

全作业，不应占用消防通道和盲道。 

4.1.4 垃圾收集容器应符合下列规定： 

（1）数量应根据垃圾量、垃圾容重、收运频次和容器规格

确定； 

（2）类型、规格、材料等应与生活垃圾的特性相适应，并

与垃圾收集运输车辆相匹配； 

（3）塑料垃圾桶应符合 CJ/T 280 的规定；金属材质收集容

器采用防锈、防腐蚀材质，或者内外表面均采取防锈、防腐蚀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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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连接、焊接牢固，焊缝平整； 

（4）采用垃圾桶时，应带盖并密闭； 

（5）颜色、标志要求应参照附录 B。 

4.2 住宅区 

4.2.1 住宅区应按照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

垃圾四个类别分别设置生活垃圾收集容器或暂存场所。 

4.2.2 住宅区生活垃圾收集点包括生活垃圾集中收集点和单

独设置的生活垃圾收集容器。单独设置的生活垃圾收集容器主要

为有害垃圾收集容器、可回收物收集容器等，均为专用收集容器。 

4.2.3 住宅区生活垃圾收集点应按便于投放、收运、维护、

管理的原则布局，并符合下列规定： 

（1）生活垃圾集中收集点服务半径应小于或等于 120m； 

（2）高层住宅区宜按每 200-600 户设置 1 个生活垃圾集中

收集点；多层住宅区宜按每 150-400 户设置 1 个生活垃圾集中收

集点；低密度住宅区宜按每 30-200 户设置 1 个生活垃圾集中收

集点；单独设置的生活垃圾收集容器可采用更低的设置密度。 

（3）每个住宅区至少设置 1 个生活垃圾集中收集点。 

4.2.4 住宅区生活垃圾集中收集点内垃圾收集容器的设置应

符合下列规定： 

（1）应设置厨余垃圾收集容器，一般选用 240L 或 120L 塑

料垃圾桶； 

（2）应设置其他垃圾收集容器，一般选用 240L 塑料垃圾桶； 

（3）可设置可回收物收集容器或场所，具备条件的可按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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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细化； 

（4）可设置有害垃圾收集容器，应按照电池、灯管、家用

化学品等不同种类分隔设置。  

（5）具备条件的住宅区应将生活垃圾集中收集点和单独设

置的生活垃圾收集容器相邻设置或合并设置。 

4.2.5 住宅区生活垃圾集中收集点单个面积不宜小于 10 ㎡；

总面积应根据人口数量、垃圾产生量、收集容器容积及收运频次

等确定。 

4.2.6 住宅区生活垃圾集中收集点应采用收集房（亭）型式，

新建住宅区生活垃圾集中收集点宜选用收集房型式。 

4.2.7 住宅区生活垃圾垃圾收集房（亭）应符合下列规定： 

（1）面积应满足服务范围内垃圾收集容器放置、可回收物

暂存的要求； 

（2）投放口高度应符合成人人体工程学的要求，高度宜为

1m-1.2m； 

（3）地面应硬化，并应满足防滑、防渗的要求； 

（4）应满足除臭、遮雨、通风、照明、消杀、破袋、闭锁

的要求； 

（5）应配置供电、给水、排水、消防、称重、洗手、冲洗

等设施设备，具备条件的可安装监控设施，地面坡度应有利于排

水，冲洗的污水应排入污水管网； 

4.2.8 住宅区生活垃圾集中收集点按照“定时定点定人撤桶”

要求进行管理，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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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开放时间每日应不低于 4 小时，宜选择在居民投放垃

圾的高峰时间段，并在开放时间组织督导员进行督导； 

（2）可根据需要设置 1-2 处误时收集点，误时收集点应组

织督导员进行督导； 

（3）应制定计划，有序取消主干道、楼栋、单元等场所分

散设置的生活垃圾收集容器； 

（4）垃圾分类投放工作进入规范化、常态化后，可逐步减

少误时收集点和督导员数量。 

4.2.9 住宅区装修垃圾收集点、大件垃圾收集点、园林绿化

垃圾收集点应符合下列规定： 

（1）场地条件有限、规模较小的已建住宅区，可采用移动

箱或临时收集点形式设置装修垃圾收集点，临时收集点四周应有

遮挡； 

（2）新建和具备条件的已建住宅区，宜设置收集房型式的

装修垃圾收集点，地面应硬化处理，面积不宜小于 30 ㎡，高度

应满足装卸要求，场地应满足车辆回旋转运要求； 

（3）大件垃圾收集点、园林绿化垃圾收集点宜与装修垃圾

收集点合并设置，并应设置隔档； 

（4）住宅区无条件设置装修垃圾收集点、大件垃圾收集点、

园林绿化垃圾收集点时，应按区域统筹设置。 

4.2.10 住宅区垃圾分类宣传设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1）宣传设施的型式可为宣传亭、宣传栏、宣传牌等，可

独立设置，也可依附设置，风格应与住宅区环境相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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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主要出入口、人行主通道、居民主要活动场所等地

点，应至少设置 1 处垃圾分类宣传栏，包括住宅区基本情况、分

类种类、分类知识、收集点布局、职责网络图、监督电话等信息，

分类宣传栏可参照附录 C； 

（3）在生活垃圾收集点、楼道口等明显位置，应设置激励

公示栏； 

（4）在每幢楼内或附近，应至少设置 1 处宣传标语，宣传

标语可参照附录 C； 

（5）在生活垃圾集中收集点，应设置分类收运、开关时间

等公示信息和分类投放指引。若采用收集房形式，应在投放口下

方设置与收集类别相对应的分类标志；若采用收集亭形式，应在

亭内宣传板上设置与收集类别相对应的分类指南；可设置电子屏、

宣传海报等提升宣教功能。分类公示牌、分类投放指引、分类标

志、分类指南应参照附录 C。 

4.3 农村居民点 

4.3.1 农村居民点应按照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

其他垃圾四个类别分别设置生活垃圾收集容器或暂存场所。 

4.3.2 农村生活垃圾收集点包括生活垃圾分散收集点和生活

垃圾集中收集点。 

4.3.3 农村生活垃圾分散收集点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农户单户或者联户配置厨余垃圾、其他垃圾收集容器，生活

垃圾收集容器放置于房屋院墙外侧。鼓励农户每户设置厨余垃圾、

其他垃圾收集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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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农村生活垃圾集中收集点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根据人口数量、村庄大小、生活垃圾日产生量、道路

条件和建筑物分布等，在村落内主要街巷两侧、村民委员会周边、

公共活动场所等人口密集或人流较大的区域设置生活垃圾集中

收集点，服务半径应小于或等于 200m。每个自然村宜至少设置

1 个生活垃圾集中收集点，较小的自然村可在多个自然村的中心

位置或主要出入口设置 1 个生活垃圾集中收集点； 

（2）农村生活垃圾集中收集点宜采用收集房（亭）型式，

宜参照 4.2.7 住宅区生活垃圾垃圾收集房（亭）的相关要求进行

设置，应配置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四类生

活垃圾收集容器，可回收物、厨余垃圾、其他垃圾一般选用 240L

或 120L 塑料垃圾桶，有害垃圾收集容器应采用有害垃圾专用收

集容器。 

4.3.5 农村垃圾分类宣传设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1）宣传设施的型式可为宣传栏、宣传墙、宣传亭、宣传

牌等型式，可独立设置，也可依附设置，风格应与周边居住环境

相协调； 

（2）在每个行政村主要出入口、村民主要活动场所、农村

公共宣传栏等醒目位置应至少设置 1 处垃圾分类宣传栏，包括行

政村基本情况、分类种类、分类知识、收集点布局、监督电话等

信息，分类宣传栏可参照附录 C； 

（3）在每个行政村明显位置，应设置激励公示栏； 

（4）在生活垃圾分散收集点，可设置与收集类别相对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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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标志，分类标志可参照附录 C； 

（5）在生活垃圾集中收集点，应设置分类收运、开关时间

等公示信息和分类投放指引。若采用收集房形式，应在投放口下

方设置与收集类别相对应的分类标志；若采用收集亭形式，应在

亭内宣传板上设置与收集类别相对应的分类指南；可设置电子屏、

宣传海报等提升宣教功能。分类公示牌、分类投放指引、分类标

志、分类指南应参照附录 C。 

（6）在每个自然村，应至少设置 1 处宣传标语或宣传海报。

宣传内容可参照附录 C。 

4.3.6 农户相对集中、居住区域封闭管理且有相关设施管理

条件的农村居民点可采用住宅区收集设施的设置和管理模式，具

体参见 4.2。 

4.4 机关企事业单位 

4.4.1 机关企事业单位应按照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

圾、其他垃圾四个类别分别设置生活垃圾收集容器或暂存场所。 

4.4.2 机关企事业单位生活垃圾收集点包括生活垃圾分散收

集点和生活垃圾集中收集点，并符合下列规定： 

（1）医疗废物收集点应单独设置，不应与生活垃圾收集点

合并设置； 

（2）大中专业院校生活垃圾收集点宜按照教学区、生活区

等功能区进行分别设置，宜单独设置可回收物收集点。 

4.4.3 机关企事业单位生活垃圾分散收集点应根据员工数量、

员工工作性质、工作场所布局特点等因素确定，并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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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楼梯口、电梯间、卫生间、茶水间、大厅等人流量较

大的位置和办公室、教室等宜设置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收集容器，

楼梯口设置垃圾收集容器时不应占用消防通道； 

（2）茶水间应设置厨余垃圾收集容器，有餐饮服务、集中

供餐、内部食堂的单位，应在就餐和食品加工区域单独配置厨余

垃圾收集容器； 

（3）有害垃圾收集容器宜设置在单位底层、地下室或门厅

等，学校的有害垃圾收集容器应设置在可监控范围内。 

4.4.4 机关企事业单位应至少设置 1 处生活垃圾集中收集点，

并符合下列规定： 

（1）具备有害垃圾、可回收物、厨余垃圾、其他垃圾的分

类收集或暂存的功能，宜兼顾装修垃圾、大件垃圾、园林绿化垃

圾收集功能； 

（2）集中办公的单位可合并设置、共同使用。 

4.4.5 机关企事业单位垃圾分类宣传设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1）在生活垃圾分散收集点，可设置与收集类别相对应的

分类标志，分类标志可参照附录 C； 

（2）在生活垃圾集中收集点，应设置与收集类别相对应的

分类指南，分类指南应参照附录 C； 

（3）在单位内部应充分利用电子屏、宣传栏等载体在醒目

位置开展垃圾分类宣传，宣传内容可参照附录 C。 

4.5 农贸市场、农产品批发市场 

4.5.1 市场内垃圾收集容器的布局和数量应根据市场特性、



- 12 -  

人流特点、垃圾量、市场摊位布局等确定。 

4.5.2 农贸市场、农产品批发市场内应按厨余垃圾、可回收

物、其他垃圾设置生活垃圾收集容器，根据需要设置有害垃圾收

集容器，宜在每个产生厨余垃圾摊位设置厨余垃圾、其他垃圾收

集容器。 

4.5.3 农贸市场、农产品批发市场宜设置 1 处生活垃圾集中

收集点，并符合下列规定： 

（1）具备有害垃圾、可回收物、厨余垃圾、其他垃圾的分

类收集或暂存的功能； 

（2）应设置与收集类别相对应的分类指南，分类指南应参

照附录 C。 

4.6 公共场所 

4.6.1 公共场所生活垃圾收集点的设置应根据场所性质、人

流特点等因素综合确定，收集点外观宜与场所建筑风格相协调，

并符合下列规定： 

（1）住宿与交际场所、文化娱乐场所、沐浴与美容场所、

文化交流与会展场所、体育竞技与游乐场所、购物场所、交通场

所等公共场所应设置可回收物、其他垃圾收集容器； 

（2）门厅（大堂）、出入口、电梯厅、休息厅（室）、售

票厅（处）、寄存处、等候区、候车（船、机）区等处宜设置可

回收物、其他垃圾收集容器，厨余垃圾集中产生区域宜增设厨余

垃圾收集容器； 

（3）火车站、客运站、机场、高速公路服务区、开放式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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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场站等交通场所应在茶水间等区域设置可回收物、厨余垃圾、

其他垃圾收集容器，宜在安检口设置有害垃圾收集容器； 

（4）宾馆、酒店、旅社、民宿等场所客房内应设置可回收

物、其他垃圾收集容器； 

（5）有餐饮单位、食堂或集中供餐服务的公共场所应设置

厨余垃圾收集容器； 

（6）产生有害垃圾的场所，应设置有害垃圾收集容器； 

（7）具备条件的公共场所，可回收物收集容器宜进行细分

类设置； 

（8）公共场所管理单位垃圾收集设施的设置应符合 4.3 机

关企事业单位的相关要求。 

4.6.2 生活垃圾产生量较大的公共场所应至少设置 1 处生活

垃圾集中收集点，并符合下列规定： 

（1）具备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的分

类收集或暂存的功能，宜兼顾装修垃圾、大件垃圾、园林绿化垃

圾收集功能。 

（2）应设置与收集类别相对应的分类指南，分类指南应参

照附录 C。 

4.6.3 举行大型活动、赛事或集会时，应综合考虑人流分布

密度、活动分区、活动时长等因素，增设临时性生活垃圾收集点。 

4.6.4 商务写字楼、商贸综合体、大型超市、大型宾馆酒店

等单位的垃圾集中收集点设在底层裙房、地下室货物配送区的，

应配置相应的除臭或通风设施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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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5 公共场所应充分利用电子屏、宣传栏等载体在醒目位

置开展垃圾分类宣传。 

4.7 公共区域 

4.7.1 道路两侧人行道、公交站台、广场绿地、社会停车场

等区域应设置废物箱。废物箱应卫生、耐用、美观，材质应能防

水、抗老化、防腐、阻燃。 

4.7.2 废物箱箱体一般分为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两类，并在

箱体表面喷涂或张贴符合规范的分类标识。 

4.7.3 城市道路两侧的废物箱设置应符合《环境卫生设施设

置标准》CJJ 27 相关规定，人流活动密集的商业街区可适当加密；

广场绿地可按每 1000m
2 左右设置 1 处；每个公交站台宜设置 1

处。 

4.7.4 含有购物、文化交流与会展、文化娱乐等经营性功能

的公共区域，垃圾收集设施的设置应参照 4.6 公共场所执行。 

4.7.5 公共场所应充分利用电子屏、宣传栏等载体在醒目位

置开展垃圾分类宣传，宣传内容可参照附录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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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序号 场所类型 区域类型 分类方式 

1 住宅区 

单独设置垃圾收集容器的区域 可回收物、有害垃圾 

集中收集点 
厨余垃圾、其他垃圾 

或者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 

2 农村居民点 
分散收集点 厨余垃圾、其他垃圾 

集中收集点 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 

3 
机关企事业单

位 

分散收集点 

楼梯口、电梯间、卫生间、

大厅等人流量较大的位置 
可回收物、其他垃圾 

办公室、教室 可回收物、其他垃圾 

茶水间 可回收物、厨余垃圾、其他垃圾 

集中就餐、食品加工区 可回收物、厨余垃圾、其他垃圾 

集中收集点 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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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类型 区域类型 分类方式 

4 
农贸市场、农

产品批发市场 

分散收集点 市场摊位 厨余垃圾、其他垃圾 

集中收集点 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 

5 公共场所 
分散收集点 

一般公共场所 可回收物、其他垃圾 

茶水间 可回收物、厨余垃圾、其他垃圾 

集中就餐、食品加工区 可回收物、厨余垃圾、其他垃圾 

集中收集点 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 

6 公共区域 可回收物、其他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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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1 颜色 

（1）可回收物收集容器为蓝色、有害垃圾收集容器为红色、

厨余垃圾收集容器为绿色、其他垃圾收集容器为黑色。 

（2）垃圾收集容器为不锈钢、塑木等材质时，可保持分类

收集容器自身款式与风格，仅在分类标志上进行规范。 

2 标志 

容器类型 容器位置 标志类型 标志图例 

垃圾桶 
顶面 简易标志 参见《常州市生活垃

圾分类目录和分类标

志》（常垃分办〔2023〕

1 号）附录 B 

正面 组合标志 

废物箱 

（果皮箱） 

顶面 简易标志 

正面、反面 简易标志 

备注：标志可采用白底彩图或者基材底色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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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1 类型与用途 

大类 小类 主要使用地点 主要使用位置及用途 

标语类 / 各类场所 公共区域 

图片类 

分类宣传栏 住宅区、农村居民点 公共区域 

分类公示牌 住宅区、农村居民点 生活垃圾收集房（亭） 

分类投放指引 
住宅区、农村居民点 生活垃圾收集房（亭） 

各类场所 公共区域、宣传活动、电子屏 

分类标志 
住宅区、农村居民点 生活垃圾收集房投放口下方 

各类场所 分散收集点 

分类指南 
住宅区、农村居民点 生活垃圾收集亭内宣传板 

各类场所 集中收集点 

分类宣传海报 各类场所 公共区域、宣传活动、电子屏 

分类指导手册 各类场所 宣传活动 

分类宣传展架 各类场所 公共区域、宣传活动 

视频类 
微电影：纸团历险记 各类场所 电子屏 

公益广告：分类成就美好 各类场所 电子屏 

备注：宣传资料电子版请登录 ljfl81000807@163.com 中“文件中心”下载，邮箱密码：8100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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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内容 

2.1 标语类 

（1）家里先分类，汤水要沥干，定时拎出门，定点分类投。 

（2）在家分好类、定时拎下楼、定点精准投。 

（3）千家万户垃圾分类，文明龙城更加洁美。 

（4）垃圾分而置之，利于分而治之。 

（5）垃圾分类迫在眉睫，减量行动势在必行。 

（6）能卖拿去卖，有害单独放，厨余要分开，剩下是其他。 

（7）废料再生，妥善分类，垃圾减量，避免浪费。 

（8）垃圾分类意义大，行动落实靠大家。 

（9）绿色环保在心中，垃圾分类在手中。 

（10）撸起袖子加油干，垃圾分类成习惯。 

（11）垃圾分类开头难，养成习惯就自然。 

（12）分类在指尖，文明在心间。 

（13）垃圾分分类，资源不浪费；垃圾减减量，家园更漂亮。 

（14）可回收物分好类，资源利用环境美；有害垃圾危害大，

专业处理无害化；厨余垃圾占比高，分类减量效果好；其他垃圾

量最大，焚烧发电资源化。 

（15）绿色龙城新时尚，垃圾分类记心上。 

（16）资源有限大难题，垃圾分类来解决。 

（17）多走一步路，垃圾有去处；多动一下手，垃圾分类投。 

（18）垃圾分类始于心，持之以恒在于行。 

（19）请为你手中的垃圾，找一个合适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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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养成文明餐饮习惯，助力厨余垃圾减量。 

（21）垃圾分类益处多，环境保护靠你我。 

（22）给垃圾一个正确的归宿，还我们一个清洁的世界。 

（23）垃圾分类一小步，低碳生活一大步。 

（24）要是垃圾变为宝，分类回收不可少。 

（25）混放是垃圾，分类成资源。 

（26）分类有道，垃圾成宝。 

（27）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美化家园。 

（28）为垃圾分家，给城市减负。 

（29）垃圾处理有法宝，分门别类利环保。 

（30）给垃圾选一条循环利用的路，给人类谋一条绿色发展

的路。 

（31）环境保护在心中，垃圾分类在手中。 

（32）人人参与垃圾分类，家家践行绿色生活。 

（33）一点分类，聚成绿洲。 

（34）垃圾分类细一点，健康生活多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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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图片类 

2.2.1 分类宣传栏 

 

2.2.2 分类公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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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分类投放指引 

 

 

 

 

 

 

2.2.4 分类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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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分类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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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分类宣传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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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 分类指导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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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 分类宣传展架 

2.3 视频类 

2.3.1 微电影《纸团历险记》 

2.3.2 公益广告《分类成就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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