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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苏分办〔2020〕5号 

 

 
关于印发苏州市生活垃圾分类 
投放设施配置指南的通知 

 

各市、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市生活垃圾分类工

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 

    经研究决定，现将《苏州市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设施配置指南》

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苏州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年 4月 9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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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设施配置指南 
 

1．总则 

1.1 为贯彻落实《苏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有效推

进生活垃圾分类，实现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处理目

标，规范本市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设施配置，制定本指南。 

1.2 本指南适用于本市居民小区、行政村、机关及企事业单

位以及各类公共场所。 

1.3 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设施配置应与区域分类收集、分类运

输、分类处理系统相适应，与生活垃圾产生量、收运频率要求相

适应。 

1.4 各县市应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生活垃圾

分类投放设施配置指南。 

2．分类标准 

本市生活垃圾按照以下标准分类。 

2.1 可回收物，是指适宜回收和可循环利用的生活垃圾，包

括废纸、废塑料、废玻璃、废金属、废旧纺织物、废旧家具、废

旧电器电子产品等。 

2.2 有害垃圾，是指对人体健康或者自然环境造成直接或者

潜在危害的、应当专门处置的生活垃圾，包括废充电电池、废扣

式电池、废荧光灯管、废药品、废油漆及其容器、废杀虫剂和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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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剂及其包装物等。 

2.3 厨余垃圾，是指易腐的生物质生活垃圾，包括食材废料、

剩菜剩饭、过期食品、瓜皮果核、花卉绿植废弃物、中药药渣等

家庭厨余垃圾，农副产品集贸市场产生的有机垃圾。 

2.4 其他垃圾，是指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之外

的其他生活垃圾。 

3．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设施的配置 

3.1 居民小区 

3.1.1 居民小区设置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

垃圾四种分类收集容器。 

3.1.2 本市按照定时定点定人督导模式推行生活垃圾。生活

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应根据开展形式设置投放容器。 

3.1.2.1 定时定点定人督导居民小区，可按照每 300～500

户居民设置一个定时定点投放点，投放点设置应根据小区居民原

有投放习惯及垃圾房位置，适度考虑便民原则，合理确定点位，

并根据小区空间条件、志愿者人数等因素合理确定投放点数量。

定时定点投放点的参考样式详见附录 A。 

定时定点投放点开放时长每日宜设置 3～4 小时，开放时间

段宜选取居民投放垃圾的高峰时间段（一般为上午和傍晚两个时

间段），并在开放时间段组织督导员进行督导。开放时间段和时长

可根据小区实际情况，适当调整及增减。可根据小区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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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制宜设置 1～2处误时投放点，误时投放点需组织督导员进行

督导。待垃圾分类常态化开展取得实效后，可逐步减少督导员。 

居民小区公共宣传栏、主要出入口等醒目位置应公示定时定

点投放点点位、投放时间及其他要求等。 

3.1.2.2 实行定时定点定人督导模式后，小区主干道及楼道

口不得再设置垃圾分类收集亭（点）和收集桶。既有小区取消原

投放点的，原投放点可根据小区情况复绿或改作其他公共用途。 

3.1.2.3 居民小区也可根据实际情况，探索其他有效的源头

四分类收集模式。 

3.1.3 新建居民小区应设置建筑（装修）垃圾、大件垃圾和

园林绿化垃圾临时堆放点；既有居民小区应根据实际情况，指定

建筑（装修）垃圾、大件垃圾、园林绿化垃圾等临时堆放点，建

筑（装修）垃圾做到袋装投放，收集到的建筑（装修）垃圾、大

件垃圾和园林绿化垃圾纳入相应的专项分流体系。各类临时堆放

点设置应方便收运车辆运输，设置明显标志，安排专人清理维护，

避免在堆放点投放其他生活垃圾，避免堆放点对周边环境产生影

响。 

3.2 行政村 

3.2.1 行政村设置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

圾四种分类收集容器。 

3.2.2 村民家中配置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家用分类垃圾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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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垃圾桶容量根据农户日常垃圾产生量合理选择确定，参考样

式详见附录 B。 

3.2.3 村落内根据人口数量、村庄大小、垃圾日产量等，合

理设置垃圾分类投放点，较大自然村单独设置，较小自然村可在

多个自然村区域中心位置或主要出入口设置一个。每个垃圾分类

投放点均配置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四种分

类收集容器。其中可回收物收集容器采用绿色 120升或 240升脚

踩垃圾桶，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采用有害垃圾专用收集箱，每个分

类亭各设置 1个；厨余垃圾收集容器采用灰色 120升或 240升脚

踩垃圾桶，其他垃圾收集容器采用蓝色 120升或 240升脚踩垃圾

桶，每个收集点可根据村民人数各设置 1～5个。 

3.3 机关及企事业单位 

3.3.1 政府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的日常生活垃圾设置可

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四种分类收集容器。 

3.3.2 政府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可在每个办公室和教室

设置其他垃圾收集容器，有条件的可设置可回收物收集容器，收

集容器的大小和样式可根据办公室和教室垃圾产生量确定。鼓励

将可回收物直接投放至公共区域垃圾收集点。 

3.3.3 政府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有条件的可在每层楼的

卫生间、茶水间等适当位置或每幢建筑物的主要出入口等公共区

域设置 1个分类收集点。收集点至少设置可回收物、厨余垃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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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垃圾收集容器各 1个，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收集容器宜为 120

升或 240升脚踩垃圾桶，厨余垃圾收集容器宜为 30～60升脚踩垃

圾桶，也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配置合适的收集容器。收集点的设

置不能影响安全通道的畅通。公共区域收集点的参考样式详见附

录 C。 

3.3.4 政府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应至少在主要出入口设

置 1个有害垃圾收集容器，容器应设置在安全区域。学校的有害

垃圾收集容器应设置在可监控范围内，避免学生接触有害垃圾。 

3.3.5 政府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有条件的可在户外活动

场所、垃圾收集房等区域设置垃圾分类收集点，收集点设置可回

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四类收集容器，收集容器

宜为 120升或 240升脚踩垃圾桶及专用收集箱，户外收集点宜置

于垃圾分类收集亭下。垃圾分类收集亭的参考样式详见附录 C。 

3.3.6 有食堂或集中供餐的单位，应设置餐厨垃圾收集点，

餐厨垃圾收集容器宜采用灰色 120升或 240升垃圾桶，餐厨垃圾

收集后纳入餐厨垃圾专项分流体系。餐厨垃圾收集点的参考样式

详见附录 D。 

3.3.7 在装修、绿化修剪期间，应指定建筑（装修）垃圾、

大件垃圾、园林绿化垃圾等临时堆放点，建筑（装修）垃圾做到

袋装投放，收集到的建筑（装修）垃圾、大件垃圾和园林绿化垃

圾纳入相应的专项分流体系。临时堆放点设置应方便收运车辆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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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设置明显标志，安排专人清理维护，避免在堆放点投放其他

生活垃圾，避免收集点对周边环境产生影响。 

3.3.8 医院内应至少设置 2 处垃圾集中收集点，1 处为生活

垃圾集中收集点，1 处为医疗废物集中收集点。生活垃圾严禁混

入医疗废物。 

3.4 公共场所 

3.4.1 公共场所指车站、地铁、影剧院、文化宫、图书馆、

展览馆、纪念馆、游乐场、大型广场、体育场（馆）、大型商场（超

市）、旅游景点、城市公园、城市道路等。 

以上公共场所应设置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两类分类收集容

器，在合适的场所可设置有害垃圾收集箱。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

收集容器可根据实际垃圾产生量，采用分类垃圾桶或废物箱形式。

公共场所也可根据实际情况，设置适宜的可回收物细分类收集容

器。其中，城市道路及公交站台的果壳箱宜设置可回收物和其他

垃圾两类分类收集容器，收集容器应标识清晰，便于市民投放。 

3.4.2 有餐饮单位、食堂或集中供餐的公共场所应单独设置

餐厨垃圾收集点，餐厨垃圾收集容器宜采用灰色 120升或 240升

垃圾桶，餐厨垃圾收集后纳入餐厨垃圾专项分流体系。餐厨垃圾

收集点的参考样式详见附录 D。 

3.4.3 在装修、绿化修剪期间，应指定建筑（装修）垃圾、

大件垃圾、园林绿化垃圾等临时堆放点，建筑（装修）垃圾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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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装投放，收集到的建筑（装修）垃圾、大件垃圾和园林绿化垃

圾纳入相应的专项分流体系。临时堆放点设置应方便收运车辆运

输，设置明显标志，安排专人清理维护，避免在堆放点投放其他

生活垃圾，避免收集点对周边环境产生影响。 

3.5 农贸市场 

3.5.1 农贸市场有条件的可在每个摊位设置 1 个厨余垃圾收

集容器，厨余垃圾收集容器的大小可根据摊位实际情况，采用灰

色 60～120 升垃圾桶。每个农贸市场设置 1 个厨余垃圾集中收集

点，农贸市场有就地处置设施的，集中收集点和就地处置设施可

合并建设；农贸市场采用收运单位至摊位直接收运的，可不设厨

余垃圾集中收集点。 

3.5.2 根据农贸市场垃圾产生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设置有害

垃圾、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收集容器。 

4．生活垃圾分类标志及收集设施标准 

4.1 分类容器标志 

4.1.1 分类容器标志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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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生活垃圾分类标志 

4.1.2 分类容器标志颜色 

生活垃圾分类标志的颜色采用基材底色图，基材底色图中标

志图形的配色采用白色。 

4.2 收集容器标准 

4.2.1 可回收物收集容器标准 

可回收物的收集容器应分别在容器正前方、盖顶和盖背面标

识分类标志。其中容器正前方一面应标识可回收物种类及示意图；

盖顶和盖背面分别标识垃圾分类标志。具体样式参照图 2： 

 

图 2 可回物物收集容器外观参考样式 

4.2.2 有害垃圾收集容器标准 

有害垃圾的收集容器应采用专用的有害垃圾收集箱，根据有

害垃圾收集量大小，选用以下图 3 所示的有害垃圾收集箱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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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有害垃圾收集容器参考样式 

    4.2.3 厨余垃圾收集容器标准 

厨余垃圾的收集容器应分别在容器正前方、盖顶和盖背面标

识分类标志。具体样式参照图 4。 

 

图 4 厨余垃圾收集容器外观参考样式 

4.2.4 其他垃圾收集容器标准 

其他垃圾的收集容器应分别在容器正前方、盖顶和盖背面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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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分类标志。具体样式参照图 5。 

 

图 5 其他垃圾收集容器外观参考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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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垃圾分类定时定点投放点参考样式 

垃圾分类定时定点投放点可包括投放间和管理间，投放间面

积可根据投放垃圾数量确定，宜不小于 20 m
2
，管理间宜不小于

10 m
2
。分类投放间应具有分类投放区、可回收物暂存区、有害垃

圾暂存区、洗手池等功能区域，配套设置宣传栏（分类知识、投

放时间、投放要求、公示信息等）；管理间应具有清洗区、储存

区等功能区域。分类投放间和管理间可合建。 

既有小区可利用原有垃圾房、其他构筑物或装配式构筑物建

设定时定点投放点；新建小区应采用土建方式建设定时定点投放

点。外观样式参考下图： 

 

 

附图 A-1 定时定点投放点参考样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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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A-2 定时定点投放点参考样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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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A-3 收集亭生活垃圾分类标志 

 

 

   

附图 A-4 收集亭信息公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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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行政村上门收集点参考样式 

 

附图 B 行政村上门收集点参考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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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公共区域收集点参考样式 

公共区域的收集点可选择在卫生间、茶水间等合适位置，样

式可参见下图： 

 

附图 C-1 公共区域收集点参考样式 

 

 

 

 

 

 

 

附图 C-2 垃圾分类收集点参考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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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餐厨垃圾收集点参考样式 

产生餐厨垃圾的企业、单位等应在合适的场所设置餐厨垃圾

收集点，并根据餐厨垃圾的产生量配置灰色 120 升或 240 升脚踩

垃圾桶。餐厨垃圾收集点样式参考下图： 

 

附图 D-1 餐厨垃圾收集点参考样式 

  

附图 D-2 餐厨垃圾收集点标志及信息公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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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厨余垃圾标志用于居民小区、机关及企事业单位办公

区域产生的生物质生活垃圾，包括食材废料、剩菜剩饭、过期食

品、瓜皮果核、花卉绿植废弃物、中药药渣等，以及农副产品集

贸市场产生的有机垃圾。餐厨垃圾标志用于机关及企事业单位、

餐饮单位等有食堂或集中供餐产生的剩菜剩饭、食物残余、食品

加工废料和废弃食用油脂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