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垃圾分类指南 

当前，国家高度重视垃圾分类管理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四

次中央财经工作会议上作出重要指示，“要加快建立分类投放、分类

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垃圾处理系统，形成以法治为基础，政

府推动、全民参与、城乡统筹、因地制宜的垃圾分类制度”。推进生

活垃圾分类管理是解决生活垃圾现状的迫切需求，随着经济社会的迅

猛推进，生活垃圾总量逐年增多，生活垃圾处理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迫切需要建立生活垃圾分类处理体系，实现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

无害化。 

一、垃圾分类优点 

进行垃圾分类收集可以降低处理成本，减少土地资源的消耗，具

有社会、经济、生态三方面的效益。 

垃圾分类处理的优点如下： 

减少占地 

生活垃圾中有些物质不易降解，使土地受到严重侵蚀。垃圾分类，

去掉可以回收的、不易降解的物质，减少垃圾数量达 60%以上。 

减少污染 

目前我国的垃圾处理多采用卫生填埋甚至简易填埋的方式，占用

上万亩土地；并且经常虫蝇乱飞，污水四溢，臭气熏天，严重污染环

境。 

土壤中的废塑料会导致农作物减产；抛弃的废塑料被动物误食，

导致动物死亡的事故时有发生。因此回收利用还可以减少危害。 



变废为宝 

中国每年使用塑料快餐盒达 40 亿个，方便面碗 5～7 亿个，一次

性筷子数十亿双，这些占生活垃圾的 8～15%。1 吨废塑料可回炼 600

公斤的柴油。回收 1500 吨废纸，可免于砍伐用于生产 1200 吨纸的林

木。一吨易拉罐熔化后能结成一吨很好的铝块，可少采 20 吨铝矿。

生活垃圾中有30%～40%可以回收利用，应珍惜这个小本大利的资源。  

而且，垃圾中的其他物质也能转化为资源，如食品、草木和织物

可以堆肥，生产有机肥料；垃圾焚烧可以发电、供热或制冷；砖瓦、

灰土可以加工成建材等等。各种固体废弃物混合在一起是垃圾，分选

开就是资源。如果能充分挖掘回收生活垃圾中蕴含的资源潜力，仅北

京每年就可获得 11 亿元的经济效益。可见，消费环节产生的垃圾如

能及时进行分类，并回收再利用，将是解决垃圾问题的最好途径。 

二、垃圾分类类别 

 



 



 

 

三、垃圾分类流程 

投放前 

纸类应尽量叠放整齐，避免揉团；瓶罐类物品应尽可能将容器

内产品用尽，清理干净后再投放；厨余垃圾应做到袋装、密闭投

放。 

投放时 

应按垃圾分类标志的提示，分别投放到指定的地点和容器中。



玻璃类物品应小心轻放，以免破损。 

 

投放后 

应注意盖好垃圾桶上盖，以免垃圾污染周围环境，蚊蝇滋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