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印发《上海市建筑废弃混凝土回收利用管理办法》的通知

沪住建规范〔2018〕7 号

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提升本市建筑废弃混凝土回收利用水平和质量， 促进

循环经济发展，落实《上海市建筑垃圾处理管理规定》有关要求，市

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市交通委、市绿化市容局、市发展改革委、市

经济信息化委、市环保局、市规划国土资源局、市城管执法局共同制

定了《上海市建筑废弃混凝土回收利用管理办法》，现予以发布，请

遵照执行。

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

市交通委

市绿化市容局

市发展改革委

市经济信息化委

市环保局

市规划国土资源局

市城管执法局

二○一八年八月二日



上海市建筑废弃混凝土回收利用管理办法

第一条（目的和依据）

为进一步提升本市建筑废弃混凝土回收利用水平和质量， 促进

循环经济发展，根据《上海市建筑垃圾处理管理规定》要求，结合本

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定义）

本办法所称建筑废弃混凝土是指本市房屋建筑和交通基 础设施

新建、改建、扩建及大中修过程中产生的废弃水泥混凝土。房屋建筑

项目所产生的建筑废弃混凝土主要来源于地基与基础分部工程和室

外设施道路单位工程等。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所产生的建筑废弃混凝土

主要来源于路基和结构拆除工程等。

本办法所称建筑废弃混凝土回收利用是指对建筑废弃混 凝土进

行收集、运输、资源化利用和资源化利用建材产品推广应用。资源化

利用主要涉及再生处理和再生产品应用两个环节。再生处理是指将建

筑废弃混凝土破碎、加工制成符合相关标准要求的再生骨（粉）料等

再生产品的过程。再生产品应用是指将建筑废弃混凝土经再生处理形

成的再生骨（粉）料等应用于混凝土、预拌砂浆、墙体材料、路基等

成品或半成品的过程。

第三条（总体目标）

坚持建筑废弃混凝土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和“谁产生、谁负

责”的原则，形成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行业自律、属地监管的建筑

废弃混凝土回收利用常态长效机制。



第四条（责任部门）

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是本市建筑废弃混凝土回收利用的综合

协调部门，统一负责建筑废弃混凝土回收利用管理，加强建筑废弃混

凝土再生处理和再生产品应用的监督管理，以及资源化利用建材产品

推广。

市交通委配合做好本市交通基础设施项目的建筑废弃混凝土再

生处理和再生产品应用的监督管理。

市发展改革委负责会同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市经济信息化

委、市财政局等部门支持建筑废弃混凝土资源化利用和资源化利用建

材产品推广，适时开展有关政策研究。

市经济信息化委负责推动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应用新材料、新工

艺、新技术、新设备，鼓励企业开展清洁生产。

市环保局负责指导和监督本市建筑废弃混凝土再生处理（临时）

场所按有关环保要求进行改造。 市规划国土资源局负责指导和监督

本市建筑废弃混凝土再生处理（临时）场所按有关规划要求建设实施。

市绿化市容局负责会同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编制本市建筑废弃混

凝土资源化利用设施所需场所的专项规划，并按照法定程序报市人民

政府批准。

市城管执法局负责指导和监督对本市建筑废弃混凝土回收利用

管理中违法行为依法实施的行政处罚。

各区相关行政管理部门按属地原则做好所辖区域内建筑 废弃混

凝土回收利用监管和服务工作，协同实施本办法。



第五条（信息系统）

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市交通委共同建立本市建筑废弃混凝土

回收利用信息管理系统，实现建筑废弃混凝土“收、运、处、用”全

过程数据收集统计。

第六条（科研与标准编制）

本市鼓励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行业协会、企事业单位等开展相

关科学研究和技术合作，推广建筑废弃混凝土资源化利用相关新技

术、新材料、新工艺、新设备，适时编制形成团体标准；管理部门应

当组织编制地方性标准，完善再生产品应用标准体系。

第七条（扶持政策）

本市支持建筑废弃混凝土资源化利用项目建设，对符合条件的建

设项目，纳入本市循环经济政策予以支持。

第八条（建筑废弃混凝土收集管理）

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应当在工程招标文件、承发包合同中明确建

筑废弃混凝土回收利用的具体要求和措施。委托监理单位管理的，建

设单位应当将建筑废弃混凝土回收利用纳入监理范畴。

设计单位应当在施工图设计文件中明确建筑废弃混凝土 预计产

生量，以及预计就地利用量和利用部位，并由施工图审查机构上报设

计文件审查管理部门；若为基坑工程的，应当由施工图审查机构审核

建筑废弃混凝土预计产生量，审核通过后上报设计文件审查管理部门

备案。

第九条（再生处理合同管理）



本市房屋建筑和混凝土结构交通基础设施工程（投资额在 2000

万元及以上的），在新建、改建、扩建及大中修工程开工前，施工单

位应当与建筑废弃混凝土再生处理企业签订《建筑废弃混凝土再生处

理合同》（以下简称《再生处理合同》）， 并完成《再生处理合同》信

息报送。

第十条（施工现场管理）

建筑废弃混凝土从现场运出时，施工单位应当会同监理单位、再

生处理企业对每批清运量进行确认，并由施工单位负责将清运量上报

信息系统，全部清运完成后由系统生成经三方确认的《建筑废弃混凝

土再生处理合同履约情况表》（以下简称《再生处理合同履约情况

表》）。 施工单位应当对工程现场的建筑废弃混凝土进行分类堆放，

做好保护措施，便于运输车辆装载和清运，运输单位应及时外运。

第十一条（建筑废弃混凝土运输管理）

建筑废弃混凝土运输工作由《再生处理合同》确定的再生处理企

业负责，作为资源类运输不予核发建筑垃圾处置证，实施行业自律管

理。再生处理企业可自行组织或委托运输企业组织运输，运输车辆应

随车携带再生处理企业出具的《建筑废弃混 凝土运输单》，运输单须

注明“运输企业”“车牌号码”“工程 名称”“工程地点”“处理场所

地址”“有效日期”等可溯源信息。运输行为应当满足本市相关运输

管理规定。

第十二条（建筑废弃混凝土运输费用）

运输距离 20 公里（含）以内的，建筑废弃混凝土运输单位不得



向施工单位收取运输费；运输距离超 20 公里以上的，按市场化原则

由双方自行协商。

第十三条（再生处理场所及企业）

按照《上海市建筑垃圾处理管理规定》要求，各区有关单位应当

按照建筑废弃混凝土再生处理场所规划编制建设计划并负责组织实

施，规划场所建成前应落实建筑废弃混凝土再生处理临时场所（以下

简称“再生处理临时场所”）。

再生处理临时场所按照“不铺新摊子”的原则，主要利用现有建

筑废弃混凝土规模化处理点和建筑垃圾综合处置场所。再生处理临时

场所经整改后应当达到上海石材行业协会《上海市建筑废弃混凝土再

生处理临时场所建设与技术标准》的要求；再生处理企业生产的再生

骨料等再生产品应当按照本市有关规定实施备案管理。各区政府及相

关管理部门应当按照标准要求，督促再生处理企业对其场所完成改造

和建设，达到环保、安全等方面的要求。

建筑废弃混凝土再生处理企业入场处理率应当达到 100%，利用

率不得低于 95%。需资源化利用建筑废弃混凝土的滩涂整治工程、其

他大规模整治工程的现场移动式处理场所，参照再生处理临时场所管

理。

第十四条（再生处理产品质量保证）

再生处理企业对出厂的再生骨（粉）料等再生产品质量实行严格

把关，出具质量保证书，通过信息系统登记再生骨（粉）料等再生产

品的数量和流向情况。



第十五条（再生产品强制使用制度）

本市 C25 及以下强度等级混凝土生产企业应当按照相关标准要

求，在确保质量基础上合理使用再生骨料，再生骨料对同类材料的取

代率不得低于 15%。

本市交通基础设施及大中修工程，可使用再生骨（粉）料的结构

部位应当使用再生骨（粉）料，再生骨（粉）料对同类

材料的取代率不得低于 30%。第十六条（再生产品鼓励使用制度）

本市鼓励 C25 以上强度等级混凝土、预拌砂浆、墙体材料等生产企业，

按相关标准规定合理使用再生骨（粉）料等再生产品。

本市鼓励在海绵城市建设、绿色公路建设以及滩涂整治工程中推

广使用再生骨（粉）料等成品或半成品。

第十七条（资源化利用建材产品应用管理）

再生产品应用企业应当对出厂建材产品质量实行严格把 关，并

在出具的质量保证书中注明再生骨（粉）料取代率和掺量，通过信息

系统登记资源化利用建材产品数量（含取代率、 掺量）和流向情况。

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对符合标准的建筑废弃混凝土资 源化利

用建材产品实行备案管理，并建立产品目录。

第十八条（监督管理）

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市交通委应当依托信息系统加强事中事

后监管。市、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建设工程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等在日常检查中，应当核查《再生处理合同》签订、报送和

履约情况；施工单位未按要求或存在弄虚作假行为的，责令限期整改；



再生处理企业未按要求或存在弄虚作假行为的，责令限期整改，整改

期间不得承接再生处理业务。《再生处理合同》履约完成后，工程项

目方可组织竣工验收和实施竣工备案。

第十九条（信用管理）

施工企业出现下列情形的，列入不良行为清单，按照本市《在沪

建筑业企业信用评价管理暂行办法》，予以扣分：

（一）未按要求签订《再生处理合同》的；

（二）未按要求上报《再生处理合同》信息的；

（三）未按约定履行《再生处理合同》的。

第二十条（行业自律）

本市建设、施工、市容环卫等相关行业协会应当制定行业自律规

范，督促会员单位加强建筑废弃混凝土回收利用管理； 对违反自律

规范的会员单位，采取相应的自律惩戒措施。

第二十一条（参照执行）

建筑物、构筑物拆除工程中产生的建筑废弃混凝土回收利用管理

可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二条（生效日期）

本办法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