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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关怀

中新天津生态城是中国、新加坡

两国政府间重大合作项目，2008年9

月28日开工建设。

2013年5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

亲临生态城视察时指出：生态城要兼

顾好先进性、高端化和能复制、可推

广两个方面，在体现人与人、人与经

济活动、人与环境和谐共存等方面作

出有说服力的回答，为建设资源节约

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供示范。



生态城位于天津市滨海新区，

距北京150公里，距天津市区

45公里。

2013年底，滨海新区实施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将原滨海旅

游区和中心渔港经济区并入生态

城，辖区面积由30平方公里扩

大为150平方公里。

区域位置

2018年

2008年原始地貌：1/3盐碱荒滩、1/3废弃盐田，1/3有污染的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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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城是首个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承担着为 “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探索新路的光荣使

命，“无废城市”建设将为完成这一使命发挥积极作用。

在生态环境部的大力支持下，生态城结合实际，从探索国际合作模式、践行绿色生活方式、推行生活垃

圾分类、完善综合管理体系、构建协同处理系统五方面探索创新，推动“无废城市”建设初显成效。

目前，52项任务已完成39项，完成率超过70%，其他工作正在加快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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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数量/任务总数（项）

无废城市建设工作任务梳理

制度与规划
监管体系

建立
无废细胞

创建
垃圾分类

实施
绿色生活
行为推广

宣传推广 国际合作
城市固废

分类
管理处置



坚持博采众长、吸收创新的原则

广泛开展交流合作，打造国际化的 “无废城市”建设新模式

 生态城开发建设之初，中新两国专家团队就共同编制了世界上首个生态城市指

标体系，在此基础上双方密切合作，成立“无废城市”工作协调小组，充分借

鉴新加坡“花园城市”“智慧国”先进经验，精心编制 “无废城市”建设指标

体系。

 与新加坡环境局及新方知名咨询机构开展合作，编制 “无废城市”总蓝图，成

为生态城“无废城市”建设的行动指南。

 借鉴新加坡“零废物”国家愿景，引进其餐厨垃圾实地处理技术，建设可再生

资源利用中心、“无废”展示交流基地。

 借鉴新加坡“邻里单元”模式，以共同缔造理念打造“无废社区”。

1 与新加坡合作

中新双方签署合作协议

一 、探索国际合作模式

中新专家团队交流研讨会



 学习东京废弃物资源回收管理模式，推动制定生态城废物资源化利用方案。

 学习日本有机垃圾处理厂运管模式，完善垃圾收运管理体系。

 借鉴镰仓“零塑料垃圾”理念，制定生态城限塑管理政策。

 与龟冈推动共建友好学校，让环保教育走进课堂。

 与九州、防府等城市开展友好互访，常态化交流“无废城市”建设经验。

2 与日本合作

 引进瑞典垃圾气力输送新技术，在已建成4套气力垃圾输送系统的基础上，

规划建设覆盖全城的、更为高效环保的生活垃圾输送体系。

 引入德国被动房技术，在已建成全国首个高层被动式住宅的基础上，积极

推广复制，提升绿色建筑水平。

 借鉴韩国垃圾除臭工艺设计，改造生态城垃圾收集站。

3 与其他国家合作

一 、探索国际合作模式

赴日本镰仓“资源化促进会”交流

德国被动房研究所授予生态城公屋二期被动房项目
“PHI被动房认证”称号



垃圾分类进校园

鼓励绿色回用：建设爱心中转站，

搭建二手交易平台，降低生活垃圾

产生量。

无废社区

无废酒店

鼓励绿色办公：全面推行无纸化办公，采

用智能系统降低耗能，打造更加精细的节

约型机关。

无废机关

鼓励绿色消费：规范绿色消费市场监管体系，

加强行业自律机制建设，大力开展绿色产品

公益宣传，让绿色消费理念深入人心。

无废机关

鼓励绿色服务：制订绿色服务规范，

建立鼓励约束机制，推动企业以新

的经营理念打造绿色酒店。

二、践行绿色生活方式

出台社区、商场、景区、学校、酒店、工地、公园、快递、机关9个场景的绿

色生活指南和考评细则，加快抓紧推出企业、市场、医院等场景指南，构建

成体系、全覆盖的无废生态圈。

1 创建无废细胞

居民投放可回收物

无废商场



二、践行绿色生活方式

2 培育无废文化

 在社区，全面推广居民绿色行动指南，编制生活垃圾分类指

导手册，组织评选“无废文明家庭”；在景区，以创建全域

旅游示范区为契机，组建景区无废宣传员队伍，设置“无废”

引导标识；在学校，发放 “无废教育”知识读本，开设垃圾

分类环保课堂，组织环保主题教育社会实践活动；在机关，

签订垃圾分类承诺书，开展“光盘”行动，崇尚厉行节约。

 利用主流媒体和自媒体平台，广泛宣传生态城“无废城市”

建设成果，在官方网站和公众号设置“无废城市”专栏，组

织拍摄主题宣传片，让无废理念家喻户晓。

 打造面向公众的宣传阵地，建成开放垃圾分类教育体验馆、

环卫科技体验馆、城市生活垃圾管理体验馆。

分类教育体验馆

环卫科技体验馆

生活垃圾管理体验馆



 出台《垃圾分类实施方案及细则》《生活垃圾计量收费管

理规定》《生活垃圾不分类不收运实施方案》，制定生态

城生活垃圾、餐厨垃圾、建筑垃圾、危废、医废等一系列

固废管理办法，将“无废城市”建设纳入法制化轨道。

 深化再生资源利用、餐厨垃圾处理等理论实践，探索 “监

管沙盒”机制，研究分类计价、计量收费办法，积极鼓励

应用新理念、新技术，为“无废城市”建设创造先行先试

的广阔空间。

 发挥“无废城市”试点优势，积极协助制定《天津市生活

垃圾管理条例》，将于今年12月1日正式实施，为打造美

丽天津贡献生态城力量。

三、推行生活垃圾分类

1 完善制度

生态环境部专家指导工作



配置分类设施、宣传设施，
集中设置转运区

对商户餐厨垃圾桶加装电子身
份（RFID）标签，实现追溯
监管

第一阶段：

将分类质量与收费标准
挂钩，实行计量收费

商户考核结果与商业扶
持政策挂钩，商业管理
单位、物业企业考核与
年底绩效挂钩

商圈

社区

• 写入建设项目修详规，作
为项目验收标准，新建小
区分类设施100%覆盖

• 合理配置投放点位，居民
步行2分钟之内可投放垃圾

• 前期为每户居民免费发放
分类垃圾桶、分类垃圾袋，
后期以物回积分换购

• 实行户卡相联，每户家庭配发
智能物回积分卡，以积分换购
日常生活用品

• 实行人机绑定，每户家庭绑定
垃圾智能分类应用系统

• 鼓励志愿服务活动，设 立
“生态值”，以对应分值享受
相匹配的公共服务

• 深化与阿里合作，积分对接蚂
蚁森林能量，扩展积分用途

第二阶段：

将分类计价标准扩展到
所有小区，达到“分好
少收、分差多收”的效
果

• 通过大数据对居民开展
抽查，评比“分类明星”
给予奖励

• 物业企业、管理单位、
督导员考核结果纳入年
度绩效

三、推行生活垃圾分类

2 创新举措

制定标准导则 推行实名管理 试行分类收费 开展全面考核



 通过撤桶建站、实名管理、强化督导等系列工作，高标准打造垃圾分类示范小区，并由点及面逐步在全城推广复制。

 目前，生态城生活垃圾分类居民参与率达到94%、分类准确率达到87%、餐饮单位收集覆盖率达到85%、餐厨垃

圾收运量增长55%。

3 试点成效

三、推行生活垃圾分类

实名管理 强化督导撤桶建站



 出台绿色建筑管理体系、技术体系、标准体系，实行100%绿色建筑标准，建成1400万平米绿色建筑，成为国内唯

一的地方标准与国家标准对标的试点区域，全力打造国家绿色建筑北方示范基地。

 全面普及绿色施工，全部精装交房，最大程度减少二次装修，有效降低建筑垃圾产生量。

1 推广绿色建筑开展源头减量

四、完善综合管理体系

低能耗建筑 屋顶太阳能光伏发电 被动房



 发挥国家首批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区优势，

建立起新能源与常规能源相互衔接、相互补充

的能源供应体系。

• 建设覆盖12千米道路的800座“风光互补路灯”

• 实施“金太阳示范工程”在所有住宅屋顶安装太

阳能光热系统

• 建成拥有5台风电机组的风电场

• 在公建、酒店、公寓等大规模使用地源热泵系统

 截至去年，光电风电总发电量9710万千瓦时，

加上光热系统，相当于节约标准煤1.48万吨。

 预计到2023年，可再生能源使用率将达到20%。

2 推广利用新能源节能减排

四、完善综合管理体系

风光互补路灯

风力发电 地源热泵 太阳能光伏发电

太阳能光热系统



垃圾气力输送系统工艺

气力输送系统投放口 地埋式转运站

 建设生活垃圾气力输送系统。利用真空负压原

理，通过地上投放口、地下管网和负压设备将

生活垃圾抽送至中央收集站，再经过压缩处理

转运至垃圾处理厂，以密闭化、自动化有效杜

绝二次污染。生态城共规划建设气力输送系统

12套，目前已建成投用4套，服务居民10万人。

 建成地埋站项目。作为气力垃圾输送系统的有

效补充，合理布局建设地埋站，运行无异味、

无污染，实现 “垃圾不见天” ，有效解决垃圾

站建设邻避问题。

 固废运输车辆智能管控。对全部固废运输车加

装GPS，安装自动称重设备，实时跟踪、监测。

3 推行垃圾收集转运全流程管理

四、完善综合管理体系

车辆智能管控



生态城是国家首批智慧城市建设试点，建成区已实现

5G全覆盖，连续三届深度参与世界智能大会，成为天津

智慧城市建设样板。利用这一优势，生态城积极搭建三

级智慧化管理平台，并融入智慧城市建设整体布局。

4 搭建智慧化固废管理平台

 一级平台：数据汇聚平台，已汇聚涵盖建设、环境、

城管等领域数亿条数据，打通数据壁垒，实现数据共

享，为“无废城市”建设提供强大的数据支撑。

 二级平台：无废信息化管理平台，实现过程监管赋能、

智能分析预警、多级评价考核、全民参与共管。

 三级平台：垃圾分类云平台、环卫信息化管理等应用

平台，对各类固废实行分类管理、智能管控。

四、完善综合管理体系

垃圾分类云平台

数据汇聚平台（生态城智慧中心）

无废信息化管理平台



可再生资源利用中心整体工艺路线

可再生资源利用中心效果图

通过区内循环、区外补充，形成完善的

固废内外协同处理体系。

 在区内，建设集有机垃圾资源化利用、可回收物分

拣加工、无废展示基地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

可再生资源利用中心。

 在区外，利用天津首座国内综合性危险废物处理处

置中心，妥善处理危险废物、医疗废物；利用周边

2座垃圾焚烧处理厂，有效满足日常生活垃圾处理

需求；目前紧邻生态城正在建设100万吨/日的建筑

垃圾处理场，将为解决区内建筑垃圾提供便捷场所。

五、构建协同处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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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深化国际交流合作，从“无废城市”理念、技术引进向制度、管理、
模式跃升，打造对外展示窗口。1

垃圾分类示范小区建设全面铺开，整合各类固废信息化平台，全面建成更
为高效的固废综合管理体系，大幅提高资源化利用水平。

2

年底前建成50个“无废细胞”，营造人人参与的“无废城市”建设良好氛
围，让绿色生活方式成为全民共识和自觉行动。3

与各兄弟试点城市深入交流，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
生态城模式，为全国“无废城市”建设提供借鉴。4

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城的重要指示精神，在生态环境部的指导下，兼顾先进性、高

端化和能复制、可推广，在“无废城市”建设领域持续探索创新，拿出有说服力的回答，努力完成国

家赋予的试点使命。



汇报结束，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