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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静态管理期间上海城市生活垃圾 

处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刘付春 杜欢政
1
 

(同济大学 上海 200092) 

【摘 要】：疫情静态管理期间，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受到严重影响，如投放环节垃圾不分类、乱丢弃，收运环节

清运不及时、“混装混运”,处置环节处置能力不足等。这些问题会对城市生产、生活环境带来负面作用，甚至会成

为疫情传播的风险点。管理部门应加大对疫情静态管理期间生活垃圾处理的重视力度，通过完善应急体系、优化基

层治理、强化队伍建设、加快设施建设等措施，筑牢生活垃圾处理防线，确保疫情静态管理期间生活垃圾能够得到

安全、规范、及时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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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危害人类生命健康，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一系列重大影响。为了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我国对于新冠肺炎疫情坚定不移地采取“动态清零”政策。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特别是城市静态管理期间，生活垃圾处理作为

城市运行的重要保障，受到明显影响。本文以上海为例，对疫情静态管理期间生活垃圾处理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对策建

议。 

一、常态下上海生活垃圾处理模式和处理能力 

上海土地面积为 6340.5 平方千米，截至 2021 年底全市常住人口为 2489.43 万人。其中，户籍常住人口 1457.44 万人，外

来常住人口 1031.99 万人。[1]2019 年上海出台《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成为我国最早全面推行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城市，

自此上海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进入快车道，管理部门采取一系列强有力的举措，推进分类投放、分类收运、分类处置的全过程分类

处理体系建设，取到了良好成效。2019 年以来，上海在住建部垃圾分类考核排名中始终名列前茅，生活垃圾分类成为全民参与

低碳生活的新时尚。 

根据《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上海将生活垃圾分为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易腐垃圾)、干垃圾(其他垃圾)4类。

可回收物是指废纸张、废塑料、废玻璃制品、废金属、废织物等适合回收、可循环利用的生活废弃物；有害垃圾是指废电池、废

灯管、过期药品、废油漆及其容器等对人体健康或者自然环境造成直接或潜在危害的生活废弃物；湿垃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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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垃圾(其他垃圾)是指除可回收物、有

害垃圾、湿垃圾以外的其他生活废弃物。据统计，2021 年上海生活垃圾日均处理量为 32731.2 吨，其中可回收物日均 7206 吨，

有害垃圾日均 2.2 吨，湿垃圾(易腐垃圾)日均 10497 吨，干垃圾(其他垃圾)日均 15026 吨。根据 4 种垃圾的特性，上海按照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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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处理的原则形成了相应的处理模式。 

(一)分类垃圾处理模式 

1.可回收物处理模式 

为促进低价值可回收物(塑料、玻璃、泡沫箱等)的回收利用，确保可回收物出路顺畅，上海推进生活垃圾清运网和废品回收

网“两网融合”,开展“两网融合”回收服务点(居村层面)、回收站(街镇层面)、集散场(区级层面)建设。目前，上海已建成“两

网融合”回收服务点 1.5万余个、中转站 201个、集散场 10个，可回收物“点、站、场”体系基本形成。回收服务点主要由物

业人员管理，回收站、集散场主要由市场主体企业专业化、市场化运营。 

2.有害垃圾处理模式 

有害垃圾运输实行环卫企业收运与专业企业收运相结合，各区设立有害垃圾中转站，环卫企业主要负责将有害垃圾从产生

源头运到中转站，专业企业主要负责从中转站运到末端处置企业。上海尚未统一规划建设有害垃圾处理设施，主要通过向市场主

体企业付费，由市场主体企业进行无害化处置。 

3.干垃圾(其他垃圾)处理模式 

干垃圾(其他垃圾)运输分为直运和转运两种类型。直运是指环卫企业直接从社区、单位等产生源头将干垃圾(其他垃圾)运

输到末端处置厂，该方式适合离处置厂距离较近的区域。转运是指环卫企业先将干垃圾(其他垃圾)从社区、单位等产生源头运至

压缩站或中转站，经过压缩处理，再通过大型车辆或船舶运至末端处置厂，该方式适合离处置厂距离较远的区域。干垃圾(其他

垃圾)处理有焚烧和卫生填埋两种处理方式，2021年上海初步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目标，干垃圾(其他垃圾)处理基本实

现全量焚烧处置。 

4.湿垃圾(易腐垃圾)处理模式 

湿垃圾运输方式与干垃圾(其他垃圾)类似，有直运和转运两种类型。对于末端处置，上海主要推行“集中”处置和“就地就

近”处置两种模式。“集中”处置是指环卫企业将湿垃圾(易腐垃圾)运至具有一定规模处置能力的湿垃圾处置厂，通过好氧堆

肥、厌氧产沼等工艺进行资源化利用。“就地就近”处置中的“就地”是指通过在学校、企事业单位、菜场等产生源头直接安装

小型生化处理机或脱水设备，通过生化处理可将湿垃圾(易腐垃圾)转化为肥料，通过脱水干化可大幅降低湿垃圾(易腐垃圾)的

含水率，脱水干化后可进入干垃圾(其他垃圾)处理渠道。“就地就近”处置中的“就近”是指以街镇为单位建设一处湿垃圾处

置站，周边的湿垃圾(易腐垃圾)可以运至湿垃圾处置站处置，该模式主要在少部分郊区施行。 

(二)分类垃圾处理能力 

干垃圾(其他垃圾)、湿垃圾(易腐垃圾)约占生活垃圾总量的 80%,是生活垃圾的主要处理对象。截至 2021年底，上海已有焚

烧设施 13座，总能力达 22000吨/日；湿垃圾集中处理设施 11座，总处置能力达 4880吨/日，超出处置能力部分主要通过“就

地就近”处置模式处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干垃圾(其他垃圾)、湿垃圾(易腐垃圾)量整体呈逐渐增长趋势，上海现有设施处置

能力还存在一定缺口。目前，上海继续推进干垃圾焚烧设施、湿垃圾“集中”处置设施建设工作，计划“十四五”期间全市生活

垃圾焚烧能力达到 29000 吨/日、湿垃圾处置能力达到 11350 吨/日(“集中”处置 10850 吨/日+“就地就近”处置 500 吨/日),

届时将全面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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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针对不同种类的生活垃圾明确不同的处理模式，并完善监督管理办法，加强处理能力建设，全面建成分类投放、分类收

运、分类处置的全程分类处理体系，居民和单位分类达标率均保持在 95%,无害化处理率已达到 100%,减量化、资源化水平明显提

升。 

2020 年 1 月，上海发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生活垃圾处理带来的影响，保障生活垃圾处理的正常进

行，上海统筹疫情防控和环境保护，2020年 2月发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期间环境卫生行业作业规程与要求》,涵盖

定点医疗机构和集中(居家)隔离观察点生活垃圾收集、运输、处置操作规程和要求，以及生活垃圾投放点、垃圾箱房、中转站、

焚烧设施、湿垃圾处置设施作业规程和要求，为疫情防控状况下生活垃圾处理提供了指南，确保疫情散发状态下生活垃圾处理能

够有序进行，但不足之处在于未充分考虑大规模疫情静态管理期间生活垃圾处理带来的影响，这为后续问题处置留下隐患。 

二、疫情静态管理期间上海生活垃圾特征分析 

2022 年 3月，新冠病毒变异毒株奥密克戎在上海开始大规模扩散，3 月 28日、4月 1 日黄浦江以东区域、以西区域先后进

入静态管理状态，人员、车辆流动均受到严格管制，整个城市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4月上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工业总

产值 1286.17亿元，同比下降 61.5%。
[2]
保障城市正常运行的生活垃圾处理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战，生活垃圾的产生量、组分等特

征发生明显变化。 

(一)产生量大幅下降 

2022年 4—5月，上海实施较为严格的全域静态管理，直至 6月 1日后，才陆续成规模地解除该状态。因疫情静态管理期间

有害垃圾少有产生，可回收物业务基本暂停，因此数据分析以与广大市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干垃圾(其他垃圾)、湿垃圾(易腐垃圾)

为主。本文以 2022 年 3 月 28 日—5 月 1 日期间上海干垃圾(其他垃圾)、湿垃圾(易腐垃圾)每周日均数值为例(表 1),说明静态

管理对生活垃圾产生量带来的变化。 

表 1 2022年 3月 28-5月 1日上海疫情静态管理期间干垃圾、湿垃圾产生情况 

类别

时间 

3月 28日-4月 3日 4月 4日-4月 10日 4月 11日-4月 17日 4月 18日-4月 24日 4月 25日-5月 1日 

日均产生

量/吨 

与上周

环比/% 

日均产生

量/吨 

与上周

环比/% 

日均产生

量/吨 

与上周

环比/% 

日均产生

量/吨 

与上周

环比/% 

日均产生

量/吨 

与上周

环比/% 

干垃

圾量 
13543.32 -12.71 13703.47 1.18 16096.79 17.47 16643.22 3.39 17840.42 7.19 

湿垃

圾量 
5039.92 -29.60 2817.28 -44.10 2894.81 2.74 3121.24 7.82 3172.67 1.65 

干湿

垃圾

总量 

18583.24 -18.04 16520.75 -11.10 18991.60 14.95 19764.46 4.07 21013.09 6.32 

 

注：部分静态管理区域干湿垃圾未分类，这对数据精准性带来一定影响。 

数据显示，上海静态管理开始后干垃圾(其他垃圾)、湿垃圾(易腐垃圾)产生量出现大幅下降，总量经过两周下降后才企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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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这充分说明“足不出户”的静态管理明显改变了市民正常生活状态。 

(二)垃圾组分有所变化 

正常状态下，湿垃圾(易腐垃圾)在干湿垃圾总量中的占比为 40%;静态管理状态下，一些区域暂停垃圾分类，部分湿垃圾(易

腐垃圾)混入干垃圾(其他垃圾),湿垃圾(易腐垃圾)在干湿垃圾总量中的占比为 20%,下降幅度明显。废弃口罩、手套、防护服等

涉疫垃圾数量大量增加。静态管理期间多次发放生活保障物资，盛放生活物资的白色泡沫塑料箱随之大量产生。据上海市绿化市

容局统计数据，2022 年 4月初至 5月中下旬，长宁、黄浦、普陀、徐汇、静安等区清运 600余吨泡沫塑料，较上年同期增长近

4倍。[3] 

三、疫情静态管理期间上海生活垃圾处理存在的问题 

上海在 2020年 9月就已制定生活垃圾处置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并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纳入其中，但应急举措多停留在一线

作业层面，对如何发动条块力量开展全面应对没有经验可循，以至于在全域静态管理下，无法及时有效地应对疫情冲击，原有的

全程垃圾分类体系受到影响，暴露出一些问题。 

(一)投放环节存在垃圾分类受影响、垃圾乱丢弃等问题 

为探究社区生活垃圾分类体系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的变化和响应特征，尹筱思、李馨予等人对全国范围内的居民开展

了系统性问卷调查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 30.6%的居民降低了垃圾投放频次，垃圾分类体系在疫情防控期间的响应主要表现在调

停分类措施和新增防疫措施两方面，85.5%的社区新增防疫相关分类举措，55.3%实施分类调停措施。
[4]
上海在本次静态管理期间

为了防止病毒传播，也暂时取消了垃圾强制分类要求，居民垃圾分类自觉性有所下降，垃圾分类实效受到影响。同时，静态管理

区域要求居民“足不出户”,居民产生的生活垃圾需由物业服务人员或志愿者上门收集，由于涉及范围大，任务较为繁重，即使

可以外出投放垃圾，部分居民担心垃圾投放点有病毒传播风险，便将垃圾随意丢弃，影响了社区环境。 

(二)收运环节存在清运不及时、“混装混运”问题 

2022 年 4 月，上海实行较为严格的全域静态管理，这导致一线环卫作业人员到岗率不足 50%,环卫作业力量受到严重削弱，

垃圾量虽比常规状态下降近 20%,在岗的环卫作业人员仍需加班作业，致使部分区域垃圾清运不及时。另外，新冠病毒在塑料、

气溶胶、纸板等多种环境介质表面均有较强的生存能力，
[5]
大量静态管理小区和一定数量的方舱医院、隔离酒店生活垃圾存有传

播风险隐患，为了作业安全，环卫作业人员须穿防护服作业，作业时须注意对垃圾容器、运输车辆、处理设备进行消杀，防疫新

要求增加了工作难度，也影响了作业效率。在这段非常时期，第一时间安全运走生活垃圾成为首要任务，部分区域分类运输能力

受限，难以支撑分类运输要求，只能采取“混装混运”。 

(三)末端处置存在作业“冷热”严重不均问题 

静态管理期间干垃圾(其他垃圾)中的专项垃圾量明显增加，专项垃圾含水率高，排放的废气污染物浓度较大，焚烧效率受到

影响，同时协同焚烧的医疗垃圾量也明显增加，专项垃圾、医疗垃圾须即到即焚，焚烧总量虽有所下降，但工作量大幅增加，设

施须“加码”运行。湿垃圾(易腐垃圾)末端处置量有所下降，处置能力一改往日“紧绷”状态，处置能力上有少量富余。白色泡

沫塑料箱体积大、占空间，运输多有不便，且专门处置的企业少，怎么处理成为突出问题，部分区域甚至出现“白色泡沫塑料

山”。 

四、疫情静态管理期间生活垃圾处理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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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垃圾处理与广大市民生活密切相关。目前，上海新冠肺炎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但现阶段新冠病毒还难以彻底根除，因

此如何对传统的生活垃圾处理体系进行调整，降低疫情静态管理对生活垃圾处理带来的影响，实现以“变”应“变”、以“快”

制“快”,维护好市民工作、生活环境，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具体而言，可从以下 4个方面着手。 

(一)完善应急体系，提升统筹协调能力 

管理部门应加大对静态管理期间生活垃圾处理的重视力度，将其作为提升环境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健全

现有生活垃圾处理应急体系，将大规模静态管理情形纳入其中，并进行分级、分类管理，如高风险区、中风险区、低风险区管理

级别不同，对生活垃圾处理采用不同的应对方式。建立和完善城市生活垃圾“一网统管”智慧平台，加强生活垃圾信息化管理，

做好投放、收运、处置各环节的衔接，强化末端处置设施风险抵御能力，坚决杜绝因静态管理垃圾处置链条断裂、生活垃圾处理

体系瘫痪的现象发生。 

(二)优化基层治理，提升源头治理能力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离不开广大市民的参与和支持，在静态管理期间，志愿者、物业企业在生活垃圾源头收集工作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为后续垃圾的及时运输、处置创造了条件。实践再次证明生活垃圾基层治理的重要性，管理部门应与属地基层政府加强

协作，形成条块合力，强化党建引领，充分发挥居委会、业委会、物业企业“三驾马车”在生活垃圾源头治理中的作用，将垃圾

治理纳入志愿服务作业范畴，建立监督投诉平台，广泛接受社会监督，使源头治理制度化、常态化，提高生活垃圾源头治理的韧

性。 

(三)强化队伍建设，提升行业应急能力 

管理部门应将生活垃圾处理纳入城市保障范畴，建立环卫作业人员“人员库”,予以身份识别。当城市进入静态管理时，对

环卫作业人员应区别对待，防止因“无区别”被封导致的“非战斗减员”,并为环卫作业人员创造出行、住宿、健康监测等条件，

确保静态管理期间有足够的环卫作业人员进行作业。对环卫作业人员加强疫情防控、安全作业等技能培训，提高环卫作业人员自

身的安全意识和技能水平。同时，可将城管、网格员、物业企业、志愿者群体作为环卫作业人员的后备力量，建立环卫作业人员

“替补”机制，当单靠环卫作业人员无法应对生活垃圾处理时，可从其他条线抽调力量予以补充，确保非常时期生活垃圾处理能

够稳中有序地开展。 

(四)加快处置设施建设，提升处置保障能力 

生活垃圾资源化、无害化处置能力存在缺口是当前国内大多数城市面临的共性问题，干垃圾(其他垃圾)、湿垃圾(易腐垃圾)

是生活垃圾处理的重点、难点，管理部门对其产生量、处置能力应进行科学评估，抓紧规划、建设处置设施，补足缺口。同时，

要重视医疗垃圾、有害垃圾、白色泡沫塑料箱等“小众垃圾”的处理，在非常时期，“小众垃圾”也会成为垃圾处理中的大问

题。管理部门应统筹考虑辖区内各类垃圾量及发展趋势，适度超前布局，确保非常时期有足够的场地、设备来应对各类垃圾处理

问题。 

参考文献： 

[1]上海市统计局.2021 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http://tjj.sh.gov.cn/tjgb/20220314/e0dcefec 

098c47a8b345c996081b5c94.html. 

[2]上海市统计局.2022 年 4 月本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生产情况[EB/OL].http://tjj.sh.gov.cn/sjxx/20220517/89c5f4bc 



 

 6 

323946599bd34e4d5055f6e3.html. 

[3]新民晚报.保供团购“后遗症”:巨量泡沫垃圾![EB/OL].http://k.sina.com.cn/article_1737737970_6793c6f201901 

c1e8.html. 

[4]尹筱思，李馨予，等.新冠肺炎疫情下社区垃圾分类的变化特征及其作用[J].环境污染与防治，2021(9):1213-1218. 

[5]孙佛芹，李文祥，等.疫情防控期村镇垃圾应急管理探讨[J].环境卫生工程，2020(2):12-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