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建设长江经济带“无废”之城
重庆市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以及重庆“在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中发挥

示范作用”的重要指示精神，在中心城区（9+2)开展全国“无废城市”建设试点，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努力建设山
清水秀美丽之地。

顶层引领   系统构建“无废”制度体系
坚持规划引领

印发《重庆市危险废物集中处置设施建设布局规划》，编制《重庆市固体废物处置规划》，作为城市基础设施纳入国土空间
规划，实现“一图统筹”

提升能力   建立健全“无废”管理体系

公众参与   构建“无废”全民共建体系

完善标准规范

出台锰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制定危险废物填埋场封场维护预提资金制度等9个管理规范、重庆市危险
废物填埋场封场技术指南等5个技术规范

落实部门责任

打造汽车产业“一核七环”循环链体系

无废景区⸺洪崖洞“无废城市·绿色生活”短视频大赛启动仪式 无废城市美陈巡回展

原生生活垃圾实现近零填埋川渝首创白名单区域联防联控机制

经营单位和接收量，
废铅蓄电池、废荧光
灯管、废线路板

双方商定
白名单

实际接收量、处置量白名单范围内
直接审批

所在地省厅审批

定期交换
转移数据

发现问题立即通报

守法情况

定期会商

及时调整白名单

“白名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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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资源共享
避免重复建设

简化审批程序
提升工作效率

就近转移处置
减少环境风险

提升管理水平
促进产业升级

重庆春兴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创新小微源危险废物综合收集制度

收运总量覆盖数量

0.05万吨

1.39万吨
上升

212家

5138 家

上升

非工业源企业、年产废量3吨及以下的小微企业

覆盖行业

学校 高校 监测 检测 汽修 船舶 有害垃圾 医院

收运更及时 管理更规范 服务更精准

建设工业危废信息化、精细化管理体系

实现危险废物产生、贮存、转移、处置全过程、可追溯管理

产废单位 运输单位

处置单位

分批次
分数量、分形态
(全程二维码监管)

产生、入库
转移预约

确认、车辆调度、转移运输

签收入库
处置登记

200家重点产废企业、31
家经营单位、二甲及以
上医疗卫生机构实施精
细化管理

5917家镇级及以上医疗
卫生机构全部实现医疗
废物集中处置

二级及以上医疗卫生机
构全面运行医疗废物电
子转移联单

城镇污水污泥无害化处置率近100%

中心城区城镇污水污泥无害
化处理规模达1770吨/日

无害化处置比例100%水泥窑协同处置、生产建
材等为主的多元处置模式

政府统筹 企业施治 特许经营 市级财政补贴

餐厨垃圾资源化利用率100%

日均收运处置
1800吨

处置能力
2100吨/日

3.6万余家餐馆
纳入收运体系

资源化
利用率100%

区收运、市处理，处置费市财
政承担、收运费区级承担

首批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
无害化处理试点城市，出台《重
庆市餐厨垃圾管理办法》

实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重点产废企业（含经营单位）纳入环境信用评价、6家涉危废企业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重庆市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清单》

经济信息委
固体废物综合利用

卫生健康委
医疗卫生机构
医疗废物管理

交通局
危险废物道路运输
机动车维修行业

商务委
报废机动车拆解
再生资源回收

供销合作社
废弃农膜回收 . . .

 . . 
. 

全民
共建

专家访谈 报纸 电视 广播

新闻宣传

社会宣传

宣传产品 短视频 户外广告 主题活动

无废景区 无废公园无废小区无废学校

无废城市细胞创建

制定创建标准 开展细胞创建 打造精品细胞

         巡展

短 视 频 大 赛

主 播 星 主 张

无废城市创意展

博物馆无废展区

绿色生活小程序

……

……

百果园第三垃圾焚烧发电厂

公众缴纳处置费 政府购买服务 企业无害化处置 区域生态补偿

实现“装、树、联”
日 处 理 能 力
8 1 0 0 吨 原 生 生
活垃圾近零填埋

中 心 城 区 生 活
垃 圾 焚 烧 发 电
厂 3 座

以汽车行业
为突破口

轻量
化设计

清洁
生产改造

报废
汽车拆解

无废
4S店

零部件
再制造

废砂
再利用

废电池
回收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