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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全域“无废城市”建设工作专班办公室
2022 年第 19 届亚运会组委会办公室文件

浙无废办〔2023〕2 号

浙江省全域“无废城市”建设工作专班办公室
2022 年第 19 届亚运会组委会办公室关于印

发“无废亚运”实施指南（试行）的通知

各设区市“无废城市”建设工作专班，省全域“无废城市”建设工

作专班成员单位，亚组委各相关部门：

为落实《“无废亚运”提升行动方案》要求，现将《“无废

亚运”实施指南（试行）》印发给你们，请参照执行。

附件：1.“无废亚运”实施指南（试行）

2.省全域“无废城市”建设工作专班成员单位和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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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委各相关部门名单

浙江省全域“无废城市”建设工作专班办公室    2022年第19届亚运会组委会办公室

（浙江省生态环境厅代章）    2023 年 7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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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无废亚运”实施指南
（试行）

1　范围

本指南规定了“无废亚运”实施指南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要

求、无废实施、无废评估等内容。

本指南主要适用于亚运会等大型活动和体育赛事的“无废”

实施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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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J 94  饮用净水水质标准

GH/T 1355  包装废弃物回收、贮存与运输技术规范

GB18006.3  一次性可降解餐饮具通用技术要求

GB/T 50378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DB33_T 2362  绿色展览运营管理规范

DB3401/T 215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http://www.baidu.com/link?url=ZVae5Sj1XYIeyyFaVMBnDYBAQJmgrc5A7Nwd0qV08fK7Zl7lKXJn-lTetnp4L4fOj7FlPIeEFz7hoCAB40y55K
http://www.baidu.com/link?url=131D4I_vMKv6tRQpT-4Fv49cR75LgYYpjNy2wuqSLLtRArZMtotftOhPJ_EuYjP_rsMVtPmjAUeLK67R15eY96Dbr5MebS1Ogyar8OGrg5-uOzObSKBeO4K08DxdaZTRt0kmiN8jgb5SszStLAar_gyK9W0WBR8GGAIodXfIJiB-_dOkxo0nyzgbKKXvtTnM7zkGXkIVTlJz67kRAUHTfsbjydlw9ZBf1pdmuTH_V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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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18597、GB5085.1-GB5085.6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

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无废亚运 Zero-waste Asian Games

指在申办、组织和举办亚洲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运动会（亚

运会）的过程中，以及在举办亚运会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固

体废物能减尽减、办会物资可用尽用、100%无害化处置。

3.2　无废亚运细胞 Zero-waste Asian Games Cells

指亚运会的各个基本组成单元，包括亚运场馆、接待饭

店和赞助企业等，是践行“无废”理念、落实“无废”举措的重要

载体，体现“无废亚运”成效的具体单元。

3.3　涉赛区域 Competition District

指涉及亚运会保障的区域，包括亚运场馆、接待饭店、

亚运村（分村）等。

3.4　易腐垃圾就地处理设备 In-situ Equipment for Food 

Waste Recycling Treatment

指通过粉碎、脱水或发酵降解实现易腐垃圾减量以及就

地资源化处理。

3.5　净菜 Clean Vegetables

将新鲜蔬菜、肉类、鱼类、禽、蛋等食材经过初加工，

在无菌环境中，真空包装而制成的一种产品。

3.6　废旧物资 Waste Materials

指废旧纸张、塑料制品、布料、玻璃、金属材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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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公众十条 Ten Rules for the Public

围绕衣、食、住、行，聚焦社会和学校，提出十条举措，

引领公众践行生活垃圾分类、绿色观赛、光盘无瓶的“无废理

念”，倡导“无废行为”。

4　基本要求

4.1　总体目标

4.1.1　将新发展理念融入亚运会全生命周期，各类固体

废物能减尽减，各类办会物资可用尽用，无害化处置率

100%。

4.1.2　从赛前、赛中、赛后全过程，从建设、餐饮、办

公、住宿等各领域健全“无废亚运”工作体系、指标体系，努力

实现赛期人均固体废物产生量较同类型赛会明显下降。

4.2　原则

4.2.1　应引领亚运会在“绿色、智能、节俭、文明”的办赛

理念中融合“无废”管理思路，充分发挥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大

力提升固体废物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水平。

4.2.2　应对亚运会赛前、赛中、赛后基础设施和运行管

理的“无废”水平以及亚运会赛期各类固体废物减量化、资源化、

无害化和体系化程度进行综合评估。

5　无废实施

5.1　赛前阶段

5.1.1　无废机制



— 6 —

5.1.1.1　应建立健全工作机制，明确“无废亚运”组织管理

机构，负责谋划、统筹、督促各部门在“无废亚运”实施过程中

的理念贯彻与工作推进。

5.1.1.2　建立固体废物从源头到末端的检查机制。

5.1.1.3　将“无废亚运”建设内容纳入涉赛区域日常管理的

工作制度里，任务到岗，责任到人。

5.1.1.4　组织对涉赛区域开展“无废亚运”相关知识培训，

实现涉赛区域培训全覆盖。

5.1.1.5　将“无废亚运”列为涉赛区域日常宣传内容，通过

电子屏、海报、短视频等形式广泛宣传“无废”知识。

5.1.1.6　在组委会指定官方媒体，开设“无废亚运”专栏

（专题）。宣传内容应包含但不限于“无废亚运”行动方案、示

范细胞及典型案例。

5.1.1.7　定向开发“无废亚运”应用场景，设置公众参与模

块，对接亚运指挥平台、亚运在线等平台，引接亚运村（分

村）、亚运场馆、接待饭店等重点区域相关固体废物数据，

构建统一指挥调度平台，监控赛期相关固体废物产生、转运、

处置等情况，确保生活垃圾安全处理 100%，重点危险废物企

业安全监管。

5.1.1.8　编制亚运场馆、接待饭店等“无废亚运细胞”建设

指南，指导亚运组成单位推进各类固体废物减量化、资源化

和无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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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建筑

5.1.2.1　新建场馆建设过程或老旧场馆改造过程优先采

用绿色建材，应优先采用资源消耗少、对环境影响小以及便

于材料循环再利用的建筑结构体系。

5.1.2.2　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积极推进装配式装修，提

升新建绿色场馆中装配式建筑的占比。

5.1.2.3　在保证性能情况下，场馆设计应优先选用可再循

环材料、可再利用建筑材料或以各种废弃物为原料生产的建

筑材料，可再循环材料、可再利用建筑材料的用量比例不低

于 10%。

5.1.2.4　亚运村（分村）建筑应按照不低于二星级绿色建

筑及健康建筑标准进行建设，其中亚运村（分村）、技术官

员村、媒体村的居住类建筑和主要公共建筑应按绿色建筑三

星级及健康建筑三星级标准。

5.1.2.5　亚运村（分村）应结合赛后利用情况，考虑永久

性建筑和临建、缓建设施与临时场地之间的弹性与兼容，避

免资源浪费。

5.1.2.6　接待饭店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采用翻新改造旧

家具的方式，实现资源循环利用。

5.1.3　基础设施

5.1.3.1　涉赛区域应根据生活垃圾产生规模、种类和收集

方式等因素，合理设置生活垃圾投放点，非必要空间不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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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桶，实现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

5.1.3.2　涉赛区域可推行智能化回收装置或建设标准化

回收站点，设立单独的废旧塑料瓶和可降解塑料制品回收站

点。

5.1.3.3　涉赛区域应设置生活垃圾集置点，集置点应满足

垃圾收集容器暂存、收运的周转要易腐求，并设置相应的标

识标线。

5.1.3.4　亚运村（分村）、接待饭店可引进减量型和资源

型易腐垃圾就地处理设备，可设置垃圾冷藏存放设备，温度

维持在-4℃~0℃。

5.1.3.5　亚运场馆、亚运村（分村）内应独立设置医疗废

物暂时贮存间，使用面积不小于 20m2。

5.1.3.6　涉赛区域可配置直饮水设备，出水水质应符合

CJ 94-1999 要求；或配置大桶饮用水，减少瓶装水供应。

5.1.3.7　可利用场馆周边的生活垃圾分类驿站作为亚运

会宣传阵地，打造“环保驿站+宣教平台”。

5.1.4　绿色采购

5.1.4.1　优先选择绿色优质供应商，要求供应商采用绿色

设计、绿色原料、绿色工艺。

5.1.4.2　落实绿色采购相关要求，优先采购环境标志产品、

废物综合利用产品。

5.1.4.3　产品包装优先采用可重复使用、易回收利用的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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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物。运动器械包装材料优先选用绿色包装材料，实现纸质

类运动器械包装材料回收利用率达到 90%。

5.1.4.4　场馆装饰品优先采用可回收材料。特许商品的设

计开发、生产、销售等过程中应遵循绿色理念，优先采用环

保材料或可循环降解材料。

5.1.4.5　场馆和特许专卖店应使用可循环或可降解的环

保购物袋。

5.1.4.6　特许商品、场馆装饰品中可回收（再生）材料比

例达到 70%。

5.1.4.7　赛事所需体育器材、技术设备，赛时所需的电脑、

打印复印机等设施可采用以租代购，降低购买和仓储成本。

5.2　赛时阶段

5.2.1　无废餐饮

5.2.1.1　提倡净菜进村入店，亚运村（分村）净菜采购率

不低于 90%，接待饭店净菜采购率不低于 70%。

5.2.1.2　食材准备阶段，宜采购绿色、有机、无公害农产

品，优先选择绿色包装产品，通过研究需求波动进行采购，

将库存食材量降到最低。

5.2.1.3　烹饪阶段，通过合理预估每日消耗的食物量、进

行科学供应，并优化食材类型、食物数量、烹饪方式。

5.2.1.4　就餐阶段，提倡系列拼盘菜单、小份餐等，按需

取餐、按需订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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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5　倡导自助式点餐，使用电子点菜设备，减少纸质

菜单。

5.2.1.6　可循环使用或可降解餐具的使用率实现 100%。

5.2.1.7　提倡“光盘行动”“无瓶行动”，避免餐饮浪费，在

符合安保要求的前提下提倡自带水杯。

5.2.2　无废办公

5.2.2.1　推行无纸化办公，使用办公自动化系统，推行线

上会议，利用电子邮件取代打印和影印。

5.2.2.2　推广电子注册、电子登记、电子手册、电子门票，

电子门票使用率不低于 80%。

5.2.2.3　设立办公设备共享区，实现打印机、饮水机、复

印机、投影仪等设备共享。

5.2.2.4　办公室、会议室禁止使用一次性纸杯，减少一次

性签字笔使用。

5.2.3　无废住宿

5.2.3.1　接待饭店不主动提供“六小件”产品，倡导入住者

自带必备的洗漱用品，可通过设置自助购买机、提供续充型

洗洁剂等方式提供相关服务。

5.2.3.2　亚运村（分村）内提供可循环使用的大瓶包装洗

漱包，提供可循环利用或可降解的替代用品。

5.2.4　无废观赛

5.2.4.1　向观众、工作人员、运动员分发纸质垃圾袋，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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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生活垃圾随身带走，不遗弃在场馆内。

5.2.4.2　提倡低碳出行，把步行、自行车、公交车、地铁

等出行方式作为亚运会赛期交通的主体。

5.2.5　无害处置

5.2.5.1　各类固体废物应分类收集，分开存放，严禁露天

堆放。

5.2.5.2　应按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易腐垃圾、其他垃圾

四类对生活垃圾进行合理回收和无害处理，处理时限不应超

过 24h。

5.2.5.3　易腐垃圾统一运至易腐垃圾低温暂存室，在易腐

垃圾产生后 24h 内将其交给已取得易腐垃圾收运、处置特许

经营许可的单位。

5.2.5.4　可降解垃圾应作为可回收物进行物理回收再利

用。

5.2.5.5　建筑垃圾应有明确合法的处置渠道，并由相应的

单位运至终端处置，进行合规的资源化利用及无害化处置。

5.2.5.6　暂时贮存间内的医疗废物，常温下暂时贮存时间

不得超过 48h，应委托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且具备处置能力

的单位无害化处置，尽量做到日产日清。

5.2.6　无废共建

5.2.6.1　通过电子指引、志愿者引导、场馆大屏海报宣传

等形式，引导观众、工作人员、运动员践行“无废亚运”公众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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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举措，参照附录 A。

5.2.6.2　鼓励“无废亚运饭店”、“无废亚运场馆”等“无废

亚运细胞”建设，实现累计建成率达 60%以上。

5.3　赛后阶段

5.3.1　赛后场馆部分设施拆除过程中不污染周边生态环

境，并分类环保处理拆卸废料，做好回收利用工作。

5.3.2　改建与新建场馆将在赛后实施四季运营，持续对

公众开放。

5.3.3　永久性场馆应在赛后进行多元化再利用，永久场

馆赛后利用率实现 100%。

6　无废评估

6.1　亚运会组织方在“无废亚运”实施后应进行第三方评

估，确认并证明“无废亚运”的实施过程按本文件执行。

6.2　第三方评估结果可用于向公众公开并证明亚运会已

按本文件要求进行独立评估。

6.3　第三方评估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亚运会赛前、赛中、赛后基础设施和运行管理的“无废”

水平；

b）亚运会各类固体废物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和体系

化内容完成情况，参照附录 B；

c）“无废亚运”的评估方式和评估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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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无废亚运”公众十条

1.用餐饮食：少点一盘菜、不剩一粒米

2.饭店住宿：自带洗漱包、垃圾源头少

3.服饰着装：服饰讲环保、旧衣废变宝

4.消费购物：购物用布袋、消费可持续

5.交通出行：少开一天车、出行多公交

6.工作办公：办公无纸化、空调高一度

7.校园教育：无废小使者、家校共培育

8.快递物流：包装可降解、旧盒循环寄

9.垃圾分类：资源再利用、全民齐分类

10.运动健身：水壶随身带、健身零废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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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无废亚运”实施评估参考清单
序号 类别 内容 方法

1 人均生活垃圾日产生量
人均生活垃圾日产生量（kg）=涉赛区域日产出生活垃圾总

量÷涉赛区域总人数

2 易腐垃圾日清运量 赛时易腐垃圾日清运量逐步下降

3 净菜采购率
亚运村净菜采购率（%）=亚运村采购净菜总重÷采购净菜

总重×100%

4 垃圾分类收集容器规范设置
垃圾分类收集容器按《第 19 届亚运会场馆废弃物管理规范》

要求设置

5 可循环或可降解餐具使用率
可循环或可降解餐具使用率（%）=可循环或可降解餐具使

用量÷所有餐具数量 ×100%

6 新建建筑中绿色建筑占比
新建建筑绿色建筑占比（含改建、扩建）=绿色建筑面积÷
新建建筑总面积×100%

7 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的比例
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的比例（含改建、扩建）=装配式建

筑面积÷新建建筑总面积×100%

8

减量化

电子门票使用率
电子门票使用率（%）=亚运会期间使用电子门票进场的观

众数量÷所有观众数量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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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内容 方法

9 场馆、特许商店禁止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

10 不得在内部办公场所使用一次性杯具

餐饮服务提供者不得在餐饮服务场所主动或者免费提供一

次性餐具

塑料污染治理

住宿服务提供者不得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11

光盘行动
在显眼位置张贴“光盘行动”宣传海报、摆放提示牌、播放

滚动字幕等

12 无瓶行动
在显眼位置设置“无瓶行动”等宣传提示牌、优先使用小规

格瓶装水、提倡自带水壶水杯等

13 以租代购
租用电脑、打印复印机、亚组委日常出行交通车辆、亚运

村所需家具、部分体育器材和技术设备等

14 可再循环材料、可再利用建筑材

料的用量比例

可再循环材料、可再利用建筑材料的用量比例=可再利用和

可再循环材料重量÷项目建筑材料总重量×100%

15 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
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涉赛区域生活垃圾中可利用废

弃物实际回收量÷生活垃圾可回收利用废弃物总量 ×100%

16

资源化

纸质类运动器械包装材料回收利

用率

纸质类运动器械包装材料回收利用率（%）=纸质类运动器

械包装材料回收利用量÷纸质类运动器械包装材料总量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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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内容 方法

17 废旧物资回收站点覆盖率
废旧物资回收站点覆盖率（%）=废旧物资回收站点覆盖涉

赛区域数量÷涉赛区域总数×100%

18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置率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置率（%）=涉赛区域生活垃圾无害化处

置量÷涉赛区域生活垃圾产生总量×100%

19 易腐垃圾无害化处置率
易腐垃圾无害化处理率（%）=涉赛区域易腐垃圾无害化处

理量÷涉赛区域易腐垃圾产生量×100%

20

无害化

医疗废物无害化处置率
医疗废物无害化处置率（%）=（涉赛区域医疗废物无害化

处置量） ÷涉赛区域医疗废物产生总量×100%

21 “无废亚运细胞”建成率
“无废亚运细胞”建成率（%）=“无废亚运细胞”完成数量÷
（亚运 场馆+接待饭店）×100%

22 “无废亚运”培训覆盖面
“无废亚运”培训覆盖面（%）=开展“无废亚运”相关工作培

训的涉赛区域÷涉赛区域总数×100%

23

体系化

固体废物智慧监管

开发“无废亚运”应用场景，对接涉赛区域相关固体废物数

据，建立重点固体废物从源头分类、储存、清运的全过程

监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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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省全域“无废城市”建设工作专班成员单位和
亚组委各相关部门名单

省全域“无废城市”建设工作专班成员单位：省委宣传部、省

发展改革委、省经信厅、省公安厅、省建设厅、省交通运输厅、

省农业农村厅、省商务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卫生健康委、

省市场监管局。

亚组委各相关部门：合作联络部、竞赛部、宣传部、市场

开发部、场馆建设部、信息技术部、安全保卫部、后勤保障部、

医疗卫生部、志愿者部、环境保障部、各场馆运行团队。



— 20 —

 

  浙江省全域“无废城市”建设工作专班办公室 2023 年 7 月 20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