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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山东省机关事务管理局提出、归口并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山东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山东众成标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韩址楠、钟晨光、赵长领、邵青、许文坤、简文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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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评价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评价原则、评价组织及人员、评价筹备、评价实施、评

价等级和评价结果应用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9095 生活垃圾分类标志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公共机构 public institutions 

全部或者部分使用财政性资金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 

[来源：GB/T 29149—2012，定义3.1] 

3.2  

生活垃圾 municipal solid waste 

公共机构日常活动中产生的固体废弃物。 

3.3  

有害垃圾 hazardous waste 

生活垃圾中对人体健康或自然环境可能造成直接或潜在危害的物质。 

3.4  

可回收物 recyclable 

生活垃圾中适宜回收循环使用和资源利用的废弃物。 

3.5  

餐厨垃圾 food waste 

食堂的饮食剩余物以及后厨食物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 

3.6  

其他垃圾 residual waste 

有害垃圾、可回收物、餐厨垃圾分类之外的生活垃圾。 

4 评价原则 

4.1 全面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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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覆盖垃圾分类工作各个环节，具有可操作性，定性与定量评价相结合。 

4.2 公开透明 

在评价指标及评价过程中应全程公开。 

4.3 客观公正 

数据来源真实可信，实事求是地衡量和评价考核。 

4.4 激励引导 

充分发挥评价的引领作用，正向引导。 

5 评价组织及人员 

5.1 评价组织 

5.1.1 根据需要可选择自我评价、政府主管部门评价或第三方评价。 

5.1.2 成立由相关领域人员组成的评价组。 

5.1.3 应有与开展评价工作相适应的专（兼）职评价人员。 

5.1.4 应明确评价人员的职责、权限。 

5.2 评价人员 

5.2.1 应具备垃圾分类相关工作经验，熟悉国家有关方针、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掌握相关专业知识，

胜任评价工作。 

5.2.2 应遵守第 4章规定的评价原则。 

5.2.3 评价组组长应具有组织协调、文字表达和现场把控能力，并承担评价工作的主要风险责任。 

6 评价筹备 

评价筹备的内容应包括： 

—— 评价组的人员组成； 

—— 评价实施时间； 

—— 评价程序及依据； 

—— 出具评价方案，包括评价依据、评价程序、任务分工及时间安排等； 

—— 评价沟通； 

—— 特殊情况的处理。 

7 评价实施 

7.1 首次会议 

7.1.1 参加首次会议的人员应包括评价组成员、被评价公共机构管理者或管理者代表、与垃圾分类工

作相关的其他人员。 

7.1.2 首次会议应由评价组组长主持。 

7.1.3 首次会议内容应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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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布评价方案； 

—— 被评价公共机构介绍垃圾分类工作情况，主要包括：单位基本情况、组织管理、宣传教育、

投放收运、工作模式和先进经验等； 

—— 确认评价双方沟通的方式； 

—— 确认总结会议的信息。 

7.2 文件评价及赋分 

7.2.1 应对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形成的文件进行评价，评价方法、评价内容及赋分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查阅正式印发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按以下要求评价： 

1) 明确了垃圾分类工作管理部门和部门职责，得 2分； 

2) 设定符合国家、省有关规定垃圾分类工作目标，得 1分； 

3) 提出切实可行的垃圾减量化措施，每条措施得 1分，最高得 2分。 

b) 查阅制定的垃圾分类专项年度工作计划或年度工作计划中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部分。年度工作

计划等相关材料齐全，得 2 分； 

c) 查阅垃圾分类工作年度推进会议的会议通知、会议纪要、现场照片等相关材料。每年度组织

召开 1次垃圾分类工作年度推进会议得 2分，最高得 3分； 

d) 查阅垃圾分类工作激励和约束制度等相关材料，按以下要求评价； 

1) 制定出台垃圾分类工作激励约束制度，得 2分； 

2) 落实相关制度，对垃圾分类工作进行表彰奖励或通报批评，得 3分。 

e) 查阅垃圾分类制度、知识教育培训相关材料，如培训通知、签到表、现场照片、教材、试卷

等，按以下要求评价： 

1) 每年度至少组织一次面向全体干部职工的教育培训，得 3分； 

2) 每年度至少组织两次面向物业人员的教育培训，得 2分。 

f) 查阅垃圾分类志愿者队伍建设文件，以及每年度组织志愿者垃圾分类相关活动证明材料，按

以下要求评价： 

1) 组建垃圾分类志愿者队伍，得 2分； 

2) 每年度组织志愿者开展一次活动得 1分，最高得 3分。 

g) 查阅培养、选树垃圾分类工作的先进集体或个人文件，总结经验做法文件及进行推广的证明

材料。相关材料齐全，得 5 分。 

7.2.2 首先评出 7.2.1中每项得分，将各得分相加，得文件评价得分。 

7.3 现场评价及赋分 

7.3.1 应采用观察、测试、查阅资料或报告记录、调查统计等方法对垃圾分类工作进行现场评价，评

价方法、评价内容及赋分应符合以下要求： 

a) 通过观察现场张贴的垃圾分类宣传标语、宣传口号，印发的宣传手册、倡议书，电子屏播放

垃圾分类视频，查阅举办宣传活动等有关资料，评价垃圾分类知识宣传频率，最高得 5分； 

b) 观察分类投放设施配置，按以下要求评价： 

1) 按分类标准合理配置垃圾分类容器设施，得 5 分，垃圾分类容器设施或统一存放空间不

齐全，每少一类扣 3分，扣完为止； 

2) 垃圾集中投放点张贴有害垃圾、可回收物、餐厨垃圾和其他垃圾等四类垃圾分类投放指

南，得 5 分，垃圾集中投放点张贴垃圾分类投放指南不齐全，每少一类扣 3 分，扣完为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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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随机选择一定数量垃圾容器检查垃圾投放情况，其中分类标识应符合 GB/T 19095 规定，

以投放准确的容器数量占抽检容器总数的百分比计分，满分 6分。 

c) 通过观察、查阅资料或报告记录、调查统计，按以下要求评价垃圾分类收运落实情况： 

1) 按有关规定及时分类清运容器内垃圾，得 3 分，清运不及时的，每发现一处扣 1 分，扣

完为止； 

2) 有害垃圾单独存放，得 3分； 

3) 与具备有害垃圾处理资质的企业签订收运处置协议并及时收运，得 7分； 

4) 可回收物统一回收，得 3分； 

5) 与具备可回收物回收资质的企业签订收运处置协议并及时收运，得 7分； 

6) 设置餐厨垃圾专门密闭容器，得 3分，无餐厨垃圾的单位本项不扣分； 

7) 安装餐厨垃圾就地资源化处理设备或者与所在城市专业的餐厨垃圾收运处置机构签订收

运处置合同，得 7分，无餐厨垃圾的单位本项不扣分； 

8) 建立垃圾分类清运台账，得 5分； 

9) 定期公示垃圾清运量，得 2分； 

10) 按要求报送垃圾分类统计数据，得 3分。 

d) 按实际工作人数随机抽取 5 %以上人员进行生活垃圾分类知识测试，按答对人数占测试总数的

百分比计分，满分 6分。 

7.3.2 首先评出 7.3.1中每项得分，将各得分相加，得现场评价得分。 

7.4 沟通 

7.4.1 评价组与被评价公共机构之间的沟通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 要求提供必要支撑文件以及必要说明； 

—— 协调评价工作进度； 

—— 评价过程中发现的不符合项以及评价意见。 

7.4.2 评价组成员内部之间的沟通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 协调评价进度与分工； 

—— 出现重大不符合项； 

—— 形成评价结论。 

7.5 总结会议 

7.5.1 总结会议参加人员范围应与首次会议基本相同。  

7.5.2 总结会议应由评价组组长主持。 

7.5.3 评价组出具评价报告，评价报告应符合附录 A的要求。 

7.5.4 评价组向参评单位宣布评价结果，并就评价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建议向参评单位进行反馈。 

8 评价等级 

将文件评价（满分30分）和现场评价（满分70分）得分相加，得垃圾分类工作评价得分，评价等级

分为：得分≥90分为优秀，90分＞得分≥80分为合格，得分＜80分为不合格。 

9 评价结果应用 

9.1 总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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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机构根据评价结果，总结成功经验，分析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存在问题和不足，找出问题产生

的主要原因。 

9.2 改进提升 

公共机构在评价和总结分析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方法和改进措施，进一步完善和提高垃

圾分类工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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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垃圾分类工作评价报告 

垃圾分类工作评价报告格式如下： 

表A.1 垃圾分类工作评价报告 

被评价公共机构  

地址  评价时间  

法定代表人  联系人  电话  

评价专家组人员名单 

专家组职务 姓名 职务/职称 电话 签字 

组长     

小组成员 

    

    

    

    

    

参加人员  

评价依据  

评价范围及内容 

 

评价得分及等级 
文件评价得分 现场评价得分 得分（100 分） 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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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垃圾分类工作评价报告（续） 

评价综述及确认结论 

（一）评价综述 

1.综述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情况； 

2.综述评价方案实施情况（即评价过程情况）； 

3.综述文件评价情况； 

4.综述现场评价情况； 

5.综述垃圾分类工作成效情况。 

（二）评价结论 

评价组认真综合意见的基础之上,并结合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现状，得出评价结论和相应分值，确认相应

等级。 

（三）改进要求 

评价组应结合评价情况，给出改进建议。 

 

 

 

 

 

 

 

 

 

 

 

 

 

 

                                          评价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