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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海洋大学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实施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校园生活垃圾管理，改善校园环境，强

化源头减量，提高师生环保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推进绿色生

态校园的建设，根据《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上海市

党政机关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导则》《关于建立完善本市生活

垃圾全程分类体系的实施方案》《上海市高等学校生活垃圾

分类指南（试行）》以及《上海海洋大学关于进一步规范校

园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通知》《上海海洋大学关于成立校园

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等要求，结合学校实际，制

定本办法。 

第二条 校内生活垃圾的源头减量、分类投放、收集、

运输、处置、资源化利用及其监督管理等活动，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的生活垃圾，是指在日常生活中或者为日常

生活提供服务的活动中产生的固体废弃物以及法律、行政法

规规定视为生活垃圾的固体废弃物。 

第三条 以实现校园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

为目标，建立健全校园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

运输、分类处置的全程分类体系，遵循谁产生、谁负责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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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鼓励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充分回收和合理利用，创造绿 色、

生态的校园环境。 

第四条 校内各单位和个人应当积极参与绿色校园建

设行动，自觉减少生活垃圾产生,履行生活垃圾分类投放义 务，

并承担生活垃圾产生者相关责任。 

 

第二章 分类标准 

第五条 校内生活垃圾分类标准按照《上海市生活垃圾

管理条例》中规定的四种类别进行分类。 

（一）可回收物，是指废纸张、废塑料、废玻璃制品、废

金属、废织物等适宜回收、可循环利用的生活废弃物。 

（二）有害垃圾，是指废电池、废灯管、废药品、废油 漆

及其容器等对人体健康或者自然环境造成直接或者潜在危害

的生活废弃物。 

（三）湿垃圾，即易腐垃圾，是指食材废料、剩菜剩饭、过

期食品、瓜皮果核、花卉绿植、中药药渣等易腐的生物质生活

废弃物。 

（四）干垃圾，即其他垃圾，是指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

湿垃圾意外的其它生活废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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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职责分工 

第六条 学校成立校园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由

校长担任组长，分管宣传、学工和后勤的校领导担任副组长， 

成员单位由宣传部、组织部、党校办、教师工作部、教务处、

学生工作部、研究生工作部、国际交流学院、财务处、保卫

处、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工会、后勤与基建管理处、团委

等部门组成，从制度、组织、宣传、人员、经费、设施等多

方面综合推进。相关部门单位的主要任务职责如下: 

（一）党校办负责督促各部门根据分工履行职责；全面负

责军工路校区的垃圾分类指导、督办工作。 

（二）宣传部负责营造校园浓厚的垃圾分类氛围；负责多

方面、多渠道对垃圾分类相关知识、先进经验、优秀典型 进行

宣传，提高全校师生垃圾分类意识，推动形成全校师生共同

参与的良好氛围。 

（三）组织部组织师生开展以垃圾分类为主题的主题党日

活动；组织党员干部参与志愿活动；将各学院（部门）垃圾

分类工作实施情况纳入到领导班子考核内容。 

（四）党委教师工作部、人事处负责宣传教育和发动全校教

职员工参与垃圾分类工作，让所有教师成为生活垃圾分类的

践行者和引领者；对表现突出的教职工进行表彰，对违反本

办法规定的教职员工进行批评教育及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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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学工部、研工部、国际交流学院、团委定期在本科生、

研究生、留学生中开展垃圾分类教育、动员和引导工作；将

相关专题教育纳入每年新生培训内容；组建校园生态 文明大学

生志愿者组织，开展相关志愿者活动；组织学生开展以垃圾分类

为主题的主题团日教育和社团活动等；对表现突出的学生进

行表彰，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学生进行批评教育和处理。 

（六）工会在教职工中组织相关主题活动，加强教职工宣

传、引导和教育，并强化工会系统在校园垃圾分类的引领作

用；组织教师代表一起参与到校园垃圾分类督导工作中。 

（七）财务与资产处负责校园垃圾分类、处置等常态化经费

保障；为垃圾分类处置等设立专项经费。 

（八）教务处负责垃圾分类教育课程配置和建设，与大学

生劳动教育相结合探索相关课程建设。 

（九）保卫处负责在学生社区等垃圾集中投放点实现视频

监控全覆盖，对违反垃圾分类管理有关规定的单位和个人进

行身份识别、视频资料留档。 

（十）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负责制订实验室废物分类和包

装相关制度，指导学院做好校内实验室废弃物暂存及集中外

送的处置工作，落实日常检查工作。负责做好待报废固定 资产

保管和处置，指导学院（部门）完成待报废固定资产的暂存；

督促有关部门及时落实低值物资耗材、大件设备的外包装垃

圾等非固定资产类物品处置；建立良好机制，杜绝将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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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废弃物品投放到生活垃圾桶中。 

（十一）后勤与基建管理处负责校园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相

关制度文件、工作机制及实施方案的拟定；对校内各单位垃

圾分类工作进行指导、监督和管理；开展面向校内相关人员的业

务培训；牵头组建垃圾分类工作督导队伍；统筹校园垃圾分

类收容器配置，负责校园所有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分类运输

及校内生活垃圾压缩站的管理；负责监督和督促施工单位做好

工程现场及临时设施周边的建筑垃圾管理和清运 工作；负责

校内各餐厅垃圾分类和处置工作；负责校内第三方经营性单

位的垃圾分类管控；负责与校外垃圾分类相关管理、业务部

门的工作对接。 

第七条 按照生活垃圾谁产生谁负责的原则，学校实行

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责任人制度并进行责任分区。各使用单位

为所在楼宇或区域的垃圾分类直接责任人。具体如下： 

(一) 室外公共区域、教学楼、体育场馆、公共会议室、

食堂等公共场所，后勤与基建管理处下设科室及物业企业为

直接责任人，后勤与基建管理处为管理责任人。 

(二) 办公、实验楼宇，各使用单位为直接责任人，校

园物业单位提供垃圾分类指导和保障。 

（三）学生宿舍区内学生为直接责任人，学生所在院系 

为管理责任人，公寓物业单位提供垃圾分类指导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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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程现场及临时设施周边，施工单位为直接责任 

人，归口管理单位为后勤与基建管理处。 

(五) 校内各类商铺等经营场所，经营单位为直接责任

人，归口管理单位为后勤与基建管理处。 

(六) 隶属科技园、校办企业、悦海宾馆使用单位为直

接责任人，归口管理单位为资产经营公司。 

(七) 校内举办大型会议或活动时，校内主办方为直接

责任人，所在场地审批单位为管理责任人。 

第八条 各相关人员在垃圾分类工作上需定岗定责，具

体要求如下： 

（一）管理人员职责： 

1．清楚垃圾分类要求，培训指导项目内相关员工，让 其熟

悉垃圾分类要求； 

2．监督考核员工是否按要求垃圾分类，且分类正确、 到位； 

3．对照学校要求，检查垃圾收集点分类废弃物容器和 标识

是否规范、到位，是否配备正确颜色的分类垃圾袋； 

4．监督垃圾是否分类驳运至垃圾中转站或垃圾房。 

（二）保洁人员职责： 

1．清楚垃圾分类要求，引导师生正确分类； 

2．检查分类容器中的垃圾是否正确分类，不正确的能 及

时更正，做好二次分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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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将正确分类的垃圾收集摆放至收集点，由垃圾运输 车

分类驳运； 

4．监督垃圾运输车，不得将分类好的垃圾混肴。 

（三）垃圾站管理人员职责：  

1．清楚垃圾分类要求； 

2．检查运送来的垃圾分类是否正确，不正确的可以拒收； 

3．对干垃圾进行压缩处理，湿垃圾联系环卫日产日清，有

毒有害垃圾一旦收满及时联系环卫清运； 

4．确保各类垃圾正确摆放在相应场地； 

5．建立生活垃圾分类台账，与收运单位做好交接、登记和

统计工作。 

 

第四章 分类容器配置要求 

第九条 学校按照《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和《上

海市高等学校生活垃圾分类指南》的要求，结合校内各区域

出现生活垃圾的类别，相应配置垃圾容器。 

（一）教学、办公、实验楼宇，一楼配置一组四分类垃圾

容器，其余各楼层可配置干垃圾、湿垃圾和可回收物三分类

垃圾收容器，并标明有害垃圾投放地点。严禁将危险废物（生

物、医药、物理、化学、环境等实验产生，有危险特性或列

入于《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的废弃物）混入生活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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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区产生的废弃包装物、废弃实验设备按照学校规定

处 理。 

（二）室外体育场所、室外道路和广场等公共区域配置

干垃圾和可回收物收集容器。为进一步推进垃圾减量和垃圾

分类，应逐步合理缩减校园公共道路垃圾桶数量，保证校园

清洁卫生。 

（三）学生宿舍区设置集中投放点，采取定时定点投放 

举措，由垃圾分类督导员和学生党团志愿者教育并引导将生

活垃圾在指定时间内分类投放。每个寝室可根据自己实际情

况自行配置相应的分类垃圾桶。 

（四）食堂就餐区各楼层应设置湿垃圾、干垃圾、可回

收物收集容器，一层应配置有害垃圾桶；后厨区域应设置干

垃圾、湿垃圾收集容器，必要时设置可回收物容器或可回收

物暂存区域。鼓励各食堂开展湿垃圾就地资源化处理。 

（五）宾馆、招待所、经营性商铺，根据垃圾产生类别， 

配置相应垃圾收容器。 

 

第五章 垃圾分类投放、收运 

第十条 落实生活垃圾分类“一严禁、两分类、一鼓励” 

(严禁将有害垃圾混入其他各类生活垃圾，做好日常干、湿

垃圾两分类，鼓励将可回收物通过售卖方式纳入再生资源回

收利用体系，或投至可回收物收集容器。)校内单位和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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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按照规定，用符合要求的垃级袋或者容器分类投放生活

垃圾，不得随意倾倒、堆放生活垃圾。 

（一） 学生宿舍区 

宿舍内干湿分离，可回收物和有害垃圾单独放置。师生

将室内垃圾带到集中垃圾投放点分类投放。房间内产生的生

活垃圾，不得随意丢弃到走廊、卫生间等公共区域。 

(二) 教学、实验及办公楼宇 

物业部门监督指导师生分类投放，各楼宇垃圾桶由楼宇

物业及时收集，并定时放置到楼宇外指定位置，湿垃圾日产

日清。 

(三) 食堂 

师生用餐完毕后，应将餐具和垃圾统一带至餐具回收处

分类投放。食堂湿垃圾对接资源回收企业日产日清，其余垃 圾

运至校园垃圾压缩站统一处理。 

(四) 校内经营性单位 

校内经营性单位生活垃圾自产自清，分类收集后自行投

放至校内垃圾集中投放点或垃圾压缩站，不得将垃圾随意倾

倒、堆放。 

(五) 校园道路和室外公共区域 

校园道路垃圾桶由物业单位单位负责清运，并进行必要

的二次分拣，对于垃圾易满溢时间及区域，增加清运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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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收集、运输单位应当按照下列规定，对生活

垃圾进行分类收集和运输： 

（一）按照学校环境卫生作业标准和作业规范，在规定 

的时间内及时清扫道路、收集和运输生活垃圾，做好二次分拣； 

（二）严格实行分类驳运管理，禁止混合驳运，将分类收

集的生活垃圾运到学校指定的垃圾压缩站； 

（三）清扫、收运垃圾后，对生活垃圾收集设施及时保洁、

复位，清理作业场地，保持垃圾收集设施和周边环境的干净

整洁； 

（四）用于收集、运输垃圾的车辆应当做到密闭、完好和

整洁，张贴分类标识，具有防臭味扩散、防遗撒、防渗沥液滴

漏功能。每日垃圾清运量记录清晰准确。 

（五）对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实行定期或预约收集、运 
 

输。 

 
 

第六章 鼓励源头减量 

第十二条 各单位和个人应当积极使用有利于保护环境

的产品、设备和设施，提高再生纸的使用比例，减少使用一

次性办公用品，内部办公场所原则上不使用一次性杯具。政

府采购应当按照规定，优先采购可循环利用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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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鼓励到食堂用餐时自带餐具，校内食堂和各

餐饮服务提供者不得主动提供一次性餐具，不得无偿提供一

次性餐具，校内订餐逐步取消一次性餐具。 

第十四条 餐饮服务场所应张贴节俭标识，提醒师生按

需取餐，减少浪费。校内快递单位应鼓励包装循环使用，促

进快递包装减量。 

第十五条 鼓励各单位、个人积极探索垃圾源头减量的

新方式。 

 

第七章 宣传引导 

第十六条 各学院（部门）、二级党组织应充分利用电

子屏幕、宣传栏、广告牌等硬件设施，因地制宜地使用易拉宝、

展板、条幅等载体，将宣传垃圾分类的政策法规、引导 垃圾

分类行为、营造垃圾分类氛围的相关工作常态化。鼓励有条

件的学院和单位结合各自专业优势开展垃圾分类研究和宣

传教育工作。 

第十七条 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官网、微博、微信、

短视频等）发布生活垃圾分类制度，通过各条线层层传达、

广泛动员。学校垃圾分类的相关要求应纳入新生入学教育和

教职工年度培训内容，确保全校师生知晓垃圾分类知识和垃

圾分类政策，熟悉垃圾分类容器位置，践行垃圾分类新风尚。 

第十八条 学院（部门）党政联席会（处务会）每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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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开展一次专题研究，分析问题、总结经验，制定后续推

进计划。学院（部门）定期开展内部自查，并根据学校飞行检

查的整改意见，及时做好整改落实；每学期至少针对全院

（部门）教职工开展一次集中垃圾分类培训、教育或情况通

报；每学期至少开展一次全体学生垃圾分类宣导会，将垃圾

分类教育工作纳入到新生入学教育环节。辅导员在深入到学

生公寓时，要将垃圾分类投放和公寓安全、卫生等同宣传、

同引导、同教育。 

第十九条 大力支持学生开展生态文明志愿活动，组建

生态文明志愿者组织，开展引导、督查和特色主题活动。 

各学院要在院党委领导下，组建生态文明志愿者团队。

按照学院及月份排序每月由一个学院负责举行一次主题教育、

一次特色活动、一次全校督查。组织师生积极参与校级垃圾

分类知识学习及主题活动。 

组建校级生态文明志愿者组织，每年组织校级垃圾分类

品牌活动；对各学院、职能部门开展情况开展抽查、督查不 定

时段进行考核。 

第二十条 鼓励师生开展并参与生活垃圾分类主题的

各项活动，引导师生围绕生活垃圾分类开展课题研究和发

明创造，改善垃圾投放容器，优化垃圾投放和收运流程，创

新工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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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一条 学校垃圾分类领导工作小组及办公室要定

期或不定期开展垃圾分类检查，每月对检查中存在的问题

以简报形式进行通报，督促各部门落实整改。 

第二十二条 组织部要将各学院（部门）垃圾分类工作

实施情况纳入到领导班子考核内容，层层压实管理责任。 

第二十三条 学工部、团委要加强学生劳动观念的培养，

加强对学生行为的引导和制约。在新生入住、毕业生离校等重

要节点加强宣传教育和引导，与学生签署生活垃圾分类承诺

书。将学生投放垃圾行为的奖惩纳入学生的评奖评优体系中。

对学院在学生中开展垃圾分类工作成效纳入到学生工作评价。

团委要在广大团员中开展宣传，组织团员青年开展形式多样

的志愿活动，主动参与校园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第二十四条 后勤与基建管理处在宿舍日常管理中要充

分发挥公寓楼层长、寝室长和学生党员的示范引领作用， 

将垃圾分类成效作为文明寝室评比、安全免检寝室评比的重

要内容。 

第二十五条 保卫处在学生公寓定点投放点及外围公

共区域通过监控系统加强监督，实施问题追溯制度，将垃圾分

类的不规范师生，定期通报学院，交由学院开展教育和处理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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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条 垃圾分类督导员队伍应多元参与，除上级

部门、校外执法单位、校级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外，鼓励班级、

党团组织、校级生态文明志愿队等团队结合自身优势，多种

方式积极参与到垃圾分类监督管理和宣传动员工作中来。 

 

第九章 其他 

第二十七条 各类非生活垃圾按原有途径进行清运。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后勤与基建 

管理处负责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