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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榕政办规〔2023〕15号 

  

 
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福州市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高新区管委会，市直各委、办、局（公

司），市属各高等院校，自贸区福州片区管委会： 

《福州市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实施方案》已经市政府研究同

意，现予以印发，请认真组织实施。   

 

                          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3年 8月 3日 

（此件主动公开） 



— 2 — 

福州市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加强建筑垃圾管理，加快推进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

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

的指导意见》（闽政办〔2023〕15 号）、《福州市建筑垃圾管理规

定》等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引，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

新发展格局，牢牢把握“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总抓手，坚持统筹

规划、政策引导、市场运作原则，按照源头减量、过程控制、末

端利用方式，构建布局合理、管理规范、技术先进的建筑垃圾资

源化利用体系，实现建筑垃圾资源化、减量化、无害化的目标，

改善城市人居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二、工作目标 

到 2025 年，福州市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力争在 2022 年

（9.58%）基础上增加 20个百分点以上。到 2023年底，建筑垃圾

资源化利用率达到 15%；到 2024年底，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

到 20%；到 2025年底，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到 30%。 

三、工作重点 

规范建筑垃圾排放、运输、消纳利用处置行为，严格建筑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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圾全过程管理，深化源头减量，推进末端资源化处置设施建设，

加强日常监管，严厉打击建筑垃圾违法违规行为。 

（一）完善顶层设计 

1.修订法规政策。立足建筑垃圾管理实际，2023年出台《福

州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实施细则》，进一步完善相关部门职责，严

格建筑垃圾处置核准，明确源头减量、分类收集、贮存、排放、

运输、消纳利用全过程处置要求，推进建筑垃圾再生产品推广和

应用，持续提升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水平。2023年完成编制《福

州市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建筑垃圾分类排放工作指引》，以末端处置

为导向对建筑垃圾进行细化分类，实行分类收集、分类存放、分

类运输、分类处置，实现精准有效管理，为建筑垃圾处置与利用

形成源头制度保障。〔责任部门：各县（市）区政府、高新区管委

会，市城管委、市司法局、市建设局、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市

交通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2.编制专项规划。推进《福州市环境卫生专项规划（2021—

2035 年）》贯彻落实，并在此基础上，根据区域建筑垃圾产生、

处置需求，编制《福州市建筑垃圾消纳及综合利用专项规划》，适

时将红庙岭、高新永福等建筑垃圾处置场所及具备提升条件的拆

旧垃圾、工程泥浆、装修垃圾等社会小型处理厂纳入规划，持续

完善处置设施布局。赋能既有建筑垃圾处置场所，增加工程渣土、

泥浆、水厂污泥等类型建筑垃圾的资源化利用功能，实现提档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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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倡导固定式处置设施、移动式处置设施和现场就地处置设施

相结合的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模式。〔责任部门：各县（市）区政

府、高新区管委会，市城管委、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林业局、

市生态环境局〕 

3.培育典型示范。结合海上丝绸之路福州核心区建设和海上

经济发展规划，拓展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区域和范围，充分发挥

经验丰富、技术一流等大型建筑固废资源化利用企业技术和优势，

鼓励其开展海港等疏浚清淤物资源化处置利用。培育我市资源化

利用典型示范企业，打造 3家以上年处理量 100万吨级建筑垃圾

资源化利用企业，鼓励各县（市）区因地制宜规划、建设建筑垃

圾消纳与资源化利用综合基地，促进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产业和

循环经济发展。〔责任部门：各县（市）区政府、高新区管委会，

市城管委〕 

（二）规范处置核准 

各县（市）区要依法开展建筑垃圾处置核准，严格实行建筑

垃圾运输公司化运作，建立管理台账，加强建筑垃圾日常监管，

实行“企业登记、源头申报、中转分拣、物流管控、定点消纳”

全过程管控。建设项目施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建筑垃圾分类收集、

贮存、合法装载等台账管理制度，编制建筑垃圾处置方案，依法

委托具有建筑垃圾准运资格的企业承运。鼓励各县（市）区根据

实际需要，在符合用地、环评、安全等前提下，设置建筑垃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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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站，保障建筑垃圾及时清运。加强建筑垃圾运输企业管理，加

大消纳场所安全排查，严厉打击无证运输、超速超载、随意倾倒

等违法违规行为。对具腐蚀性、放射性、污染性的建筑垃圾应按

规定评估后规范处置。〔责任部门：各县（市）区政府、高新区管

委会，市城管委、市建设局、市房管局、市生态环境局、市公安

局交通管理局、市交通局、市园林中心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推进源头减量 

积极推广装配式建筑、全装修住宅、建筑信息模型（BIM）应

用、绿色建筑设计标准等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标准，促

进建筑垃圾源头减量。建立健全施工现场建筑垃圾减量化全过程

管理机制，落实建设单位建筑垃圾减量化主体责任，推动施工单

位编制施工现场建筑垃圾减量化专项方案，推动建筑垃圾的源头

减量。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不断推进老旧小区改造，逐步开展旧

村庄整治、旧厂房改造，打造精品城区，杜绝大拆大建，从源头

上实现垃圾减量。〔责任部门：各县（市）区政府、高新区管委会，

市建设局、市房管局、市园林中心〕 

（四）严格分类收运 

1.推进科学分类贮存。施工现场应设置建筑垃圾专用堆放场

地，按照工程渣土、工程泥浆、工程垃圾、拆除垃圾等种类对建

筑垃圾进行科学有效分类。工程渣土应结合场地条件临时存放，

并做好覆盖，确保安全稳定。工程泥浆应排入泥浆池集中堆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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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垃圾和拆除垃圾按照材料的化学成分设置临时存放场所。全

面开展中心城区拆除垃圾源头分类试点工作，拆除工程施工单位

要按照建筑垃圾的成份，对房屋拆除垃圾按金属类、无机非金属

类、混合类进行源头分类，2023年中心城区 50%的拆旧工地进行

分类试点；2024年中心城区拆旧工地全部开展建筑垃圾源头分类

工作。〔责任部门:各县（市）区政府、高新区管委会，市房管局、

市建设局、市园林中心、市城管委〕 

2.推行分类处置利用。加强施工现场建筑垃圾的就地处置利

用，工程渣土、工程泥浆采取土质改良等措施，符合回填土质要

求的，可用于土方回填。新建工程产生的工程垃圾，根据垃圾化

学成分通过现场分类，运用移动式设备处理后就地再利用。对于

建筑面积 1万平方米以上的拆除工程，鼓励施工企业与资源化利

用企业联合体投标，实施“拆除、清运、资源化”三位一体处置

模式，提高资源化利用率。装修垃圾应在分类、袋装后，投送至

小区物业企业或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设置的装修垃圾临时堆

放点或者收集容器。施工现场不能就地处置利用的建筑垃圾，应

当由具有建筑垃圾准运资格的企业按规定运往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进行处置。〔责任部门:各县（市）区政府、高新区管委会，市房

管局、市建设局、市城管委、市园林中心〕 

3.建立市场收运机制。建筑垃圾由经核准的运输企业进行收

集转运，建筑垃圾产生单位或个人向运输企业付费。以市场为基



— 7 — 

础，参照建设造价部门发布的建筑垃圾运输指导价，引导建筑垃

圾运输市场良性有序竞争。鼓励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企业参与垃

圾收集、运输，支持开展建筑垃圾收集、运输和处置利用一体化

运作。各县（市）区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要及时向社会公

布取得建筑垃圾准运证的企业名录，逐步完善“上门服务、按量

收费、便民利民”的市场化收运机制。〔责任部门：各县（市）区

政府、高新区管委会，市城管委、市建设局〕 

（五）加快设施建设 

加快推进红庙岭建筑垃圾资源化和低价值物资智能分拣项

目、仓山义序建筑垃圾资源化项目建设落地，2023年底分别启动

红庙岭、仓山义序建筑垃圾资源化项目招标，力争 2025年底前建

成投产。加快推进晋安区坂中村二次装修垃圾资源化利用项目建

设审批落地，力争在 2024年底前建成投产。加快长乐龙峰工程泥

浆处置项目及渣土洗砂工程在 2023年底前建成投产。推进福清鸿

生建筑垃圾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产业化项目在 2024年底前建成。鼓

励现有建筑垃圾资源化企业采用土地租赁等多种方式延伸建筑垃

圾产业链，谋划建立新的拆除垃圾资源化处理厂。〔责任部门: 各

县（市）区政府、高新区管委会，市城管委、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市林业局、市土地发展中心，市水务集团、市城乡建总〕 

（六）力推再生产品 

1.完善产品推广应用手段。严格落实《福州市建筑垃圾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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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利用及再生产品推广应用实施细则（试行）》，按照“财政性资

金占主导的建设工程项目，应当优先使用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再

生产品。市政工程、园林工程、道路工程、水务工程等项目，在

可使用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再生产品部位，应使用再生产品且使

用比例不低于 15%；房屋建筑工程项目，在可使用建筑垃圾资源

化利用再生产品部位，应使用再生产品且使用比例不低于 5%”比

例要求，促推再生产品应用，将再生产品的推广应用贯穿于工程

项目全过程。探索建立建筑垃圾再生产品使用比例与财政结算相

结合的机制，对财政性资金占主导的建设工程项目，须在招标文

件及有关协议中明确约定再生产品使用比例及未达使用比例的结

算方式，由建设项目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对再生产品比例进行认定

并经市城管委确认后，由市财政评审中心按协议有关约定核算结

算费用，完善再生产品推广应用手段。〔责任部门：各县（市）区

政府、高新区管委会，市城管委、市建设局、市财政局（市财政

评审中心）、市水利局、市园林中心〕 

2.提升企业生产技术水平。鼓励、引导符合要求的建筑垃圾

资源化利用企业申报循环经济示范项目，积极争取财政相关专项

资金支持。鼓励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企业

开展科学研究和技术合作，推广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新技术、新

工艺、新材料、新设备等活动。鼓励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企业加

强技术攻关，提升产能，根据市场需求，有前瞻性地积极研发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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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对路的建筑垃圾再生产品，不断提升再生产品的竞争力。对再

生产品研发、应用等关键技术研究项目优先列入市科技计划项目。

〔责任部门：各县（市）区政府、高新区管委会，市发改委、市

工信局、市城管委〕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实施 

各县（市）区政府应当履行本辖区内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的

主体责任，加强组织领导，理顺工作机制，加快建立建筑垃圾资

源化利用工作体系，推动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再生产品应用。市

直各有关部门应当履行指导、监督、考核等管理职责，建立协调

机制，明确任务目标，强化任务落实。 

（二）推进部门协作 

建设和城管部门共同牵头负责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工作，协

调推进设施建设管理，指导房屋市政工程领域建筑垃圾资源化利

用和再生产品推广应用等；发改部门负责指导建筑垃圾资源化利

用项目立项、资源循环利用基地设立等；工信部门会同建设、城

管部门负责指导培育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企业并申报列入《建筑

垃圾资源化利用行业规范条件》名单等；财政、税务部门负责落

实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企业依法享受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增

值税即征即退和企业所得税减免政策等；自然资源部门负责指导

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设施供地等；生态环境部门负责对建筑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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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化利用过程中的环境污染实施监督管理等；交通、水利等部

门负责指导所在行业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和再生产品推广应用

等；市场监督部门依职责加强相关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等；金融监

管部门负责引导各银行金融机构积极对接并提供绿色金融服务

等。 

（三）强化基础支撑 

各县（市）区应做好各类建筑垃圾产生、排放、运输、消纳

利用处置等数据统计工作，为科学统计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情况

提供数据支撑。将再生产品列入建筑节能产品推荐目录，定期向

社会公布，完善再生产品工程造价体系，及时发布更新再生产品

价格信息，夯实市场应用基础。 

（四）抓好宣传引导 

依托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企业，开展宣传教育，适时组织公

众、中小学生参观学习,建立有效的交流、科普、宣传和咨询平台。

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引导和宣传作用，增强社会公众节约资

源和环保的理念，提高公众优先使用再生产品的积极性，引导全

社会凝聚共识，营造全社会理解和支持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的良

好氛围。 

（五）加强监督考核 

将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相关工作情况纳入各级单位年度绩效

管理考核内容。各县（市）区要定期组织开展本辖区建筑垃圾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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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处置和再生产品推广情况的监督检查，每年 6月 20日前、12

月 20日前将工作推进情况报送市城管委，市城管委适时将工作完

成情况报市政府。 

本实施方案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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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3年8月4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