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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安徽省“无废城市”建设行动方
案（征求意见稿）》起草情况的说明

一、起草背景及依据

开展“无废城市”建设，是深入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的重要举措，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和碳达峰碳中和

的重要抓手，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

见》提出，“十四五”时期，推进 100个左右地级及以上城市

开展“无废城市”建设，鼓励有条件的省份全域推进“无废城

市”建设。生态环境部等 18个部门印发《“十四五”时期“无
废城市”建设工作方案》，对建设目标、任务等提出明确要

求。

我省合肥、马鞍山、铜陵入围国家级“无废城市”。2023
年 7月，我厅联合省发改委、省经信厅、省财政厅等 17个

部门印发了《关于深入推进我省“无废城市”建设工作的通

知》（皖环函〔2023〕628号），梯次推进其他 13个市

建设省级“无废城市”。目前，浙江、江苏、山东等 7个省

（市）印发了省级全域“无废城市”建设方案，推进全域“无
废城市”建设。

2024年 1月，我厅联合 17个省直有关部门召开省“无

废城市”建设第一次联席会议，会上通报我省“无废城市”

建设进展情况，讨论修改我省“无废城市”方案，各单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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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内容基本达成一致意见。

2024年 2月，为进一步掌握我省部分大宗工业固体废

物产生、利用、处置情况，环评处会同固体处、固管中心工

作人员赴淮南、淮北深入调研我省火电行业粉煤灰利用处置

现状并形成调研报告。调研中发现我省粉煤灰综合利用存在

市场需求下降、地区利用不平衡、处理处置不规范、暂存能

力不足等问题，提出在环评审批中统筹兼顾粉煤灰应急暂存

能力、压实产废单位主体责任和拓宽利用渠道等建议，已在

第五条“持续提升工业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水平”和第 6条

“规范贮存和处置环节环境管理”中体现。

在上述工作基础上，我厅牵头起草《安徽省“无废城市”
建设行动方案（审议稿）》，广泛征求各市政府和省有关部门意

见、相关协会和企业意见。

二、主要内容

《行动方案》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

（一）总体要求，明确《行动方案》的指导思想和工作

目标。工作目标：以合肥、马鞍山、铜陵国家级“无废城市”

示范建设为引领，全省域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形成“示

范引领、以点带面、整体推进”的建设格局。到 2027年，

全省固体废物产生强度明显下降，综合利用水平显著提升，

无害化处置能力有效保障，“无废理念”得到广泛认同，固

体废物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得到明显完善和提升。

（二）主要任务，包括一是建立健全固体废物环境管理

制度和监管体系：持续完善固体废物环境管理制度、持续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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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固体废物监管体系建设、科学建立指标体系；二是推动工

业固体废物源头减量、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置：大力推动工

业固体废物源头减量、持续提升工业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水

平、规范贮存和处置环节环境管理；三是提升农业固体废物

综合利用水平：提升农业废弃物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水

平、加强废旧农用物资回收渠道建设；四是推动生活源固体

废物源头减量、资源化利用：践行绿色生活方式，促进源头

减量、规范生活垃圾分类回收处理、促进废旧物资循环利用；

五是推进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加强建筑垃圾全过程监管、

推广绿色建筑，促进建筑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六是健全危

险废物风险管控机制：提升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能力、健全医

疗废物收集转运处置体系；七是加强体系建设，提升建设“无

废城市”保障能力：完善固体废物环境管理技术标准体系、

建立健全固体废物环境管理市场体系。

（三）保障措施，包括加强组织领导、强化支持力度、

抓好宣传引导。

三、主要特点

（一）建立我省“无废城市”建设指标体系。一是结合

《国家方案》，立足我省实际，从固体废物减量化、资源化、

无害化、保障能力、群众获得感等 5个方面研究制定省级“无

废城市”建设指标内容。省级指标一共有 40个，其中必选

指标 24个，省级必选指标 2个，可选指标 14个，均列出

具体的计算方法和数据来源单位。二是根据省政府印发的

《安徽省碳达峰实施方案》《安徽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关于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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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加快推动工业资源综合利用实施方案的通知》《安徽省发

展改革委关于印发安徽省“十四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的通

知》等文件，在与各有关省直单位的达成一致意见后，分领

域提出 2027年绿色矿山建成率、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

城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绿色建筑占新建建筑的比例、危

险废物集中处置能力等 18项具体目标，让“无废城市”建

设目标具体化、可量化。

（二）聚焦重点领域、产业，因地制宜提出工作要求

一是聚焦建筑垃圾管理领域，提出“建筑垃圾全过程监

管，推动各市制定建筑垃圾污染环境防治工作规划等”要求。

二是以点带面，指导铜陵市开展“磷石膏、铜尾砂路基

材料验证应用，制定铜尾矿道路材料应用技术规程”工作，

该项工作已列入国家 2024年度“无废城市”建设工作推进

计划。

三是聚焦新能源汽车产业，提出“加强新能源汽车动力

蓄电池回收利用，到 2027年，创建一批省级新能源汽车动

力蓄电池回收利用产业基地。”等工作要求。

四是结合“秸秆变肉”暨肉牛振兴计划等重点工作，提

出“促进肉牛产业绿色健康发展，配备与设计生产能力、粪

污处理利用方式相匹配的处理设施设备，畅通畜禽粪污还田

“最后一公里”。”等具体举措。

（三）建立部门间沟通协作机制

我厅已与 17个有关部门共同建立省级“无废城市”建

设联席会议制度，指导帮扶各市开展建设工作。根据工作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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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进行任务分工并与有关省直单位达成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