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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加快推进无废城市建设，指导无废工地建设，

规范无废工地评价，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建筑工程和市政工程无废工地建设的评价。 

1.0.3   无废工地建设的评价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规范和标

准的规定。 

 

  



 

2  术语 

2.0.1   无废工地 zero-waste construction site 

加强源头控制与过程管控，推动形成绿色施工和绿色拆除，持续推进建筑

垃圾源头减量和综合利用，最大限度减少建筑垃圾外运量和场外填埋量，实现

建筑垃圾产生最小化，综合利用最大化，将施工对环境的影响降至最低的工地

管理模式。 

2.0.2   七分法 seven types method 

施工现场建筑垃圾按物料特性分为工程渣土、工程泥浆、金属类、无机非

金属类、木材类、塑料类和其它类 7大类 

【条文说明】本标准七分法适用于施工现场的所有建筑垃圾的分类管理和

报表统计。 

2.0.3   资源化利用 resource reuse and recycling 

建筑垃圾经处理转化成为有价材料或物质的方法。 

【条文说明】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包括渣土类建筑垃圾用作制砖和道路工

程等的原料；废旧混凝土、碎砖瓦等作为再生建材的原料；废沥青作为再生沥

青的原料；废金属、木材、塑料、纸张、玻璃、橡胶等作为再生产品的原料再

生利用。 

2.0.4   资源化利用率 recourse reuse and recycling rate 

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量占建筑垃圾产生量的比值。 

【条文说明】该指标用于促进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减少资源、能源和其

他原生建筑材料的开采和生产过程产生的碳排放。 

2.0.5   综合利用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除填埋以外的建筑垃圾利用方法。 

【条文说明】建筑垃圾综合利用包括建筑垃圾制作再生骨料及制品等资源

化利用；还包括土方平衡、堆山造景、修建道路、林业用土、环境治理等直接

利用。 

2.0.6   综合利用率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rate 

建筑垃圾综合利用量占建筑垃圾产生量的比值。 



 

2.0.7   就地利用 on-site utilization 

建筑垃圾在施工现场工地场界内进行综合利用。 

2.0.8   就地利用率 on-site utilization rate 

建筑垃圾就地利用率占建筑垃圾产生量的比值。 

2.0.9   就近利用 nearby utilization 

建筑垃圾在距离施工现场物流大门 30公里内进行综合利用。 

2.0.10   就近利用率 nearby utilization rate 

建筑垃圾就近利用率占建筑垃圾产生量的比值。 

  



 

3  基本评价规定 

3.0.1无废工地建设评价应以建设工程项目的施工过程及现场为对象进行评价。 

3.0.2无废工地建设评价应分为开工控制评价和竣工验收评价。无废工地开工控

制评价应在项目开工时进行；无废工地竣工验收评价应在工程竣工验收时进行。 

3.0.3申请评价方可以是建设单位或施工单位，配合提供相应评价资料，并对其

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 

3.0.4申请评价方应对参评工地进行技术和经济分析，对施工现场全面了解并进

行全过程管理协同，在评价时提交相应资料文件并对所提交资料的真实性和完

整性负责。 

 3.0.5“无废工地”评价应划分为基本级、一星级、二星级、三星级 4 个等级。 

3.0.6“无废工地”评价与验收等级应根据控制项和评分项的综合评价结果确定。

具体可按下列规定操作： 

1 控制项 

1）基本级 

建筑工程施工现场建筑垃圾（不包括工程渣土、工程泥浆）排放量不高于

300 吨/万平方米，装配式建筑施工现场建筑垃圾（不包括工程渣土、工程泥浆）

排放量不高于 200吨/万平方米。 

市政工程施工现场建筑垃圾排放量指标根据项目类型、特点、项目所在地

政策，由 7人或以上行业专家组会议确定该市政工程排放量基准值。 

注： 

1.基准值的确定宜由地方主管部门或行业协会组织专家确定，同一地区、

同类项目基准值应一致。 

2.分部分项工程的现场建筑垃圾排放量指标根据项目类型、特点和项目所

在地政策，由 7人或以上行业专家组会议确定该市政工程排放量基准值。 

2）一星级：在基本级所规定数据的基础上再减废 30%以上（即排放量不高

于 210吨/140吨每万平方米）。 

3）二星级：在基本级所规定数据的基础上再减废 50%以上（即排放量不高

于 150吨/100吨每万平方米）。 



 

4）三星级：在基本级所规定数据的基础上再减废 90%～100%（即排放量不

高于 30 吨/20吨每万平方米）。 

2 评分项 

1）评分项分值按照源头减废、现场综合利用、最终处置、保障能力、减废

统计 5类进行计算，见附录 A。 

2）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2007 年发布的《注册建造师执业工程规模

标准》（试行），建筑工程项目和市政工程项目按照建筑规模可分为大型、中

型和小型 3个等级，评分项分值分别乘以减废难度系数 0.9、1.0、1.1。 

3）评分项分值达到 80 分及以上的工地，评价等级提升 1 星，当评价等级

为三星级时不再提升；评分项分值得分少于 60 的工地，评价等级降低 1 星，当

评价等级为基本级时不再降低。 

3.0.7   “无废工地”的评价与验收以建筑工程项目和市政工程项目为对象，也可

按照单一分部分项工程进行评价。 

【条文说明】建筑工程主要包括大型公共建筑、高层办公建筑、多层住宅、工

业厂房、私人住宅等；市政工程主要包括路桥、给排水、电力电信、供暖、燃

气等。国家标准《建筑与市政工程施工质量控制通用规范》GB55032-2022 以附

录形式，分别规定了建筑工程、室外工程及市政工程的分部分项工程划分，作

为最新的最高规范依据。本规范参照执行。 

3.0.8   “无废工地”评价应遵循因地制宜原则，结合各地具体要求和工程项目实

际情况进行评价。 

【条文说明】“无废工地”的建设难度随不同地域特征、政策要求、地质特点、

周边环境等不同而不同。比如有些施工现场本身距离填埋场或资源化利用工厂

近，因此项目中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与利用的成本偏低；或施工现场本身土质

比较符合再生利用的要求，可以基本就地利用，大大减少外运与处理费用，提

升建筑垃圾的综合利用率。同时，也有很多施工现场不具备就地就近利用条件。

因此，“无废工地”评价也应遵循不同地域、政策、环境的特点，在符合前文

条文规定的基础上进行综合评价。 



 

3.0.9   “无废工地”评价由申报评价方组织，应邀请 7 人或以上单数相关领域专

家成立评价专家组。 

【条文说明】该条文规定了“无废工地”评价的一般组织方和评价方。申报评

价方可以是施工单位、建设单位或建设主管部门；专家组成员应是建筑垃圾资

源化或“无废工地”建设领域高级及以上工程师或副教授、教授，以及专业研

究人员，保证评价的客观和高水平。专家组成员可包含当地无废城市主管部门

领导。 

 

  



 

4  控制项 

4.1  建筑垃圾产生量指标要求 

4.1.1   建筑工程施工现场及装配式建筑施工现象建筑垃圾（不包括工程渣土、

工程泥浆）排放量应满足本标准 3.2.2 条文中规定的控制项下的基本级指标要求。 

【条文说明】在建筑垃圾排放量统计与管理中，“无废工地”建筑垃圾分类宜

按照“七分法”原则将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垃圾分为工程渣土、工

程泥浆、金属类、无机非金属类、木材类、塑料类和其他类七大类，以便从源

头分类管理。 

4.1.2   新建工程金属类、无机非金属类、木材类、塑料类、其他类建筑垃圾预

估产生量可参照下式计算： 

Wx=Ax×qx                                         （4.1.2） 

式中：Wx—新建工程各类建筑垃圾产生量（kg）； 

Ax—新建工程总面积（m2）； 

qx—新建工程各类建筑垃圾产生量指标（kg/m2），参考表 4.1.2，或者根据实

际情况现场测试取得。 

表 4.1.2新建工程各类建筑垃圾产生量指标 

建筑类别 
总产量指标

q(kg/m2） 
七分法分类产量指标(kg/m2) 

住宅建筑 32 

01钢、铁等金属类 4.0 

02-1砖瓦、陶瓷、玻璃类等无机非金属类 2.1 

02-2 混凝土及水泥制品、砂石等无机非金

属类 
18.7 

03木材类 5.5 

04塑料类 0.7 

05其他类 1.0 

公共建筑 30 
01钢、铁等金属类 3.5 

02-1砖瓦、陶瓷、玻璃类等无机非金属类 2.8 



 

02-2 混凝土及水泥制品、砂石等无机非金

属类 
17 

03木材类 5.0 

04塑料类 0.7 

05其他类 1.0 

工业建筑 27 

01钢、铁等金属类 2.3 

02-1砖瓦、陶瓷、玻璃类等无机非金属类 2.0 

02-2 混凝土及水泥制品、砂石等无机非金

属类 
17 

03木材类 4.0 

04塑料类 0.7 

05其他类 1.0 

注：本表中建筑垃圾的产生量指标均不包含渣土类、泥浆类建筑垃圾；如需对建筑垃圾总

量进行估计，需再额外加入渣土类、泥浆类建筑垃圾的产生量。本表中指标值仅适用于对

施工现场建筑物产生的建筑垃圾的估算，容易受项目个体情况的影响，如需准确的产生量

数据，需结合具体情况另行估算。 

【条文说明】建筑垃圾产生量估算=建筑面积×表 4.1.2 中的指标 qx。建筑垃圾

产生总量=建筑面积×总产量指标 q，建筑垃圾某具体分类产生量=建筑面积×

相应分类产量指标 qx。表 4.1.2 中提供的指标参考深圳市地方标准《建筑废弃

物减排技术规范》SJG21，同时根据多个无废工地建筑垃圾的实际产生量情况复

核后给出；以下表 4.1.3 和表 4.1.4中的指标数据同样参考给出。 

4.1.3    住宅建筑和公共建筑不同施工阶段所产生的建筑垃圾可按表 4.1.3 进行

估算。 

表 4.1.3不同施工阶段建筑垃圾产生量指标 

指标 qj施工阶段 

kg/m2 

 

建筑垃圾类别 

地下结构阶

段 

地上结构阶

段 

装修及机电

安装阶段 
建筑类别 

01金属类 6.0 5.0 1.5 住宅建筑 



 

02无机非金属类 12.5 11.1 4.0 

其他类建筑垃圾 7.8 5.6 3.3 

01金属类 5.5 6.0 1.8 

公共建筑 02无机非金属类 11.3 13.4 4.7 

其他类建筑垃圾 6.5 7.1 3.8 

注：1 住宅建筑和公共建筑不同施工阶段所产生的建筑垃圾按 4.1.2 条公式进行计算，其中

qx参见表 4.1.3 的预估指标取值，Ax为不同施工阶段所对应的建筑面积，装修及机电安装阶

段时 Ax取建筑总面积； 

2 工业建筑相关统计样本量较小、统计结果有待完善更新，因此暂未给出其不同施工阶段

的估算指标，目前可参照其他建筑类型数据计算。 

【条文说明】不同施工阶段所产生的建筑垃圾量=建筑面积×表 4.1.3 中相应阶

段的指标 qj。 

4.1.4   拆除工程建筑垃圾量可按下式计算： 

Wc=Ac×qc                     (4.1.4) 

式中：Wc—拆除工程建筑垃圾产生量（kg)； 

Ac—拆除工程建筑物总面积（m2）； 

qc—拆除工程建筑垃圾产生量指标（kg/m2)，可参考表 4.1.4。 

表 4.1.4拆除工程建筑垃圾产生量指标 

建筑类别 
总产量指标

q(kg/m2) 
七分法分类产量指标 qc(kg/m

2) 

住宅建筑 1450 

01钢、铁等金属类 18 

02-1玻璃类等无机非金属类 1.7 

02-2混凝土等无机非金属类 900 

02-3砖和砌块等无机非金属类 200 

02-4砂浆等无机非金属类 200 

03其他类 132 

公共建筑 1480 

01钢、铁等金属类 20 

02-1玻璃类等无机非金属类 1.7 

02-2混凝土等无机非金属类 1000 



 

02-3砖和砌块等无机非金属类 150 

02-4砂浆等无机非金属类 240 

03其他类 141 

工业建筑 1130 

01钢、铁等金属类 30 

02-1玻璃类等无机非金属类 1.9 

02-2混凝土等无机非金属类 830 

02-3砖和砌块等无机非金属类 35 

02-4砂浆等无机非金属类 150 

03其他类 105 

注：本表中建筑垃圾的产生量指标主要包含金属类和无机非金属类。 

【条文说明】拆除工程建筑垃圾产生量估算=建筑面积×表 4.1.4 中的指标 qc。

建筑垃圾产生总量=建筑面积×总产量指标 q，建筑垃圾某具体分类产生量=建

筑面积×相应分类产量指标 qc。 

4.1.5   扩建建筑工程建筑垃圾产生量的估算可参照 4.1.2 条、4.1.3 条确定。 

4.1.6   改建建筑工程拆除部分的建筑垃圾产生量的估算可参照 4.1.4条确定，新

建部分建筑垃圾产生量的估算可参照 4.1.2 条确定。 

4.2  建筑垃圾利用率指标要求 

4.2.1   对产生的建筑垃圾，应根据场地条件，优先选用场内加工、工程回填、

洼地填充、绿化用土或堆山造景等处置方式进行减量化处理，建筑垃圾总体综

合利用率宜达到 90%或以上。 

【条文说明】用于场内加工、工程回填、洼地填充、绿化用土或堆山造景的建

筑垃圾应确保其质量满足使用要求，使用后可对其进行标识。 

4.2.2   对施工现场不具备就地利用条件的建筑垃圾，优先进行资源化利用，建

筑垃圾总体资源化利用率宜达到 30%或以上。 

【条文说明】资源化利用指将建筑垃圾经处理转化成为有价材料或物质的方法。

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包括渣土类建筑垃圾用作制砖和道路工程等的原料；废旧

混凝土、碎砖瓦等作为再生建材的原料；废沥青作为再生沥青的原料；废金属、

木材、塑料、纸张、玻璃、橡胶等作为再生产品的原料再生利用。 



 

4.2.3   各类工程新建、扩建、改建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垃圾在确保使用安全的前

提下应优先用于本工程中，实现就地利用；无法消纳的建筑垃圾宜就近利用。

就地就近综合利用量宜达到 60%或以上。 

【条文说明】施工现场中建筑垃圾的就地就近利用，宜通过简单加工，作为施

工材料或工具，直接回用于工程；不能在现场综合利用的应作为再生资源分类

回收利用。 

4.2.4   施工现场暂不具备就地利用条件的建筑垃圾，应按规定进行分类并及时

转运给有相应能力的就近建筑垃圾综合利用和处置场所进行利用和处置。 

  



 

5  评分项 

5.1  源头减废 

5.1.1   施工现场应实行源头减废，包括设计减量和施工减量。该项评价总分值

为 20 分。 

5.1.2   建设单位应明确建筑垃圾减量化目标和措施，并纳入招标文件和合同文

本，将建筑垃圾减量化措施费纳入工程概算，评价总分值为 5 分，其中： 

1减量化目标和措施纳入合同，并提供相应证明资料，评价分值为 1 分； 

2 建筑垃圾减量化措施费纳入工程概算，并提供相应证明资料，评价分值

为 4分。 

5.1.3   设计文件应包含建筑垃圾减量化的具体措施，评价总分值为 5 分，其中

每包含一条有效措施计 1 分，最高评价分值为 5 分。 

5.1.4   设计文件应包含建筑垃圾再生产品应用设计等内容，评价总分值为 5 分，

其中每包含一类再生产品的应用设计计 1 分，最高评价分值为 5 分。 

5.1.5   施工单位在总体施工组织设计和主要施工方案确定后，应对建筑垃圾产

生量进行预测，编制施工现场建筑垃圾减量化专项方案，其中每包含一类建筑

垃圾减量化措施计 1 分，最高评价分值为 5 分。 

5.2  综合利用 

5.2.1   “无废”措施应以最大限度减少建筑垃圾外运量和场外填埋量、实现建

筑垃圾产生最小化、综合利用最大化为重要目标，实现建筑垃圾场内和场外综

合利用。该项评价总分值为 45 分。 

5.2.2   建筑垃圾场内及场外利用总计的综合利用率评价总分值为 10分，并按下

列规则分别评分和计算： 

1 综合利用率达到 90%及以上，评价分值为 10分； 

2 综合利用率达到 60%（含），最低评价分值为 5分； 

3 综合利用率在 60%～90%之间，按照每 10%为间隔进行差值评分； 

4 综合利用率达到 30%（含），最低评分分值为 2分； 



 

5 综合利用率在 30%～60%之间，按照每 10%为间隔进行差值评分； 

6 综合利用率不足 30%，不得分。 

5.2.3   建筑垃圾场内及场外利用总计的资源化利用率评价总分值为 10分，并按

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和计算： 

1 资源化利用率达到 30%及以上，评价分值为 10分； 

2 资源化利用率达到 10%（含），最低评价分值为 5分； 

3 资源化利用率在 10%～30%之间，按照每 5%为间隔进行差值评分； 

4 资源化利用率为 0，评价分值为 0分； 

5 资源化利用率在 0～10%之间，按照每 2%为间隔进行差值评分。 

5.2.4   建筑垃圾就地利用率评价总分值为 10分，并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和计算： 

1 就地利用总量达到综合利用总量 60%及以上，评价分值为 10分； 

2 就地利用总量达到综合利用总量 30%（含），最低评价分值为 5分； 

3 就地利用总量占比综合利用总量在 30%~60%之间，按照每 10%为间隔进行

差值评分； 

4 就地利用总量达到综合利用总量 10%（含），最低评分分值为 2分； 

5 就地利用总量占比综合利用总量在 10%~30%之间，按照每 10%为间隔进行

差值评分； 

6 就地利用总量占比综合利用总量不足 10%，不得分。 

5.2.5   建筑垃圾就近（30 公里含及以内）利用率评价总分值为 5 分，并按下列

规则分别评分和计算： 

1 就近利用总量达到综合利用总量 60%以及上，评价分值为 5分； 

2 就近利用总量达到综合利用总量 30%（含），最低评价分值为 2分； 

3 就近利用总量占比综合利用总量在 30%~60%之间，按照每 10%为间隔进行

差值评分； 

4 就近利用总量占比综合利用总量在 10%（含）~30%之间，评价分值为 1 分； 

5 就近利用总量占比综合利用总量不足 10%，不得分。 



 

5.2.6   施工现场宜设置可进行现场分类、利用和处置得设备设施，评价总分值

为 5 分，其中每包含一种专业设备计 1 分，最高评价分值为 5 分。 

5.2.7   施工现场宜充分利用建筑垃圾再生建材，评价总分值为 5 分，其中每包

含一种再生产品的利用计 1 分，最高评价分值为 5 分。 

5.3  排放处置 

5.3.1   施工现场应对各类建筑垃圾分别开展排放处置优化措施，该项评价总分

值为 15 分。 

5.3.2   对无机非金属类建筑垃圾进行“无废”化排放处置，评价总分值为 3 分，

并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和累计： 

1按进入资源化利用设施或综合利用场的比例计分，最高评价分值为 2分； 

2 规范处置、消纳且记录完整，评价分值为 1分。 

5.3.3   再生资源销售的比例可能根据地域、项目类型、规模等有所不同，专家

根据现场情况与客观条件综合判断。 

5.3.4   对金属类建筑垃圾进行“无废”化排放处置，按作为再生资源销售的比

例计分，最高评价分值为 3 分。 

5.3.5   对木材类建筑垃圾进行“无废”化排放处置，按作为再生资源销售的比

例计分，最高评价分值为 3 分。 

5.3.6   对塑料类建筑垃圾进行“无废”化排放处置，按作为再生资源销售或能

源化（送垃圾焚烧发电厂等）的比例计分，最高评价分值为 3 分。 

5.3.7   对其他类建筑垃圾进行“无废”化排放处置，规范处置、消纳且记录完

整，评价分值为 1 分。 

5.3.8   施工现场应采取扬尘监测与控制措施，评价总分值为 2 分，并按下列规

则分别评分和累计： 

1 制定扬尘治理监测方案，评价分值为 1分； 

2 安装扬尘监测系统，评价分值为 1分。 



 

5.4  保障体系 

5.4.1   工程建设、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应根据国家现行法规规定，履行减

废保障体系的相应主体责任。该项评价总分值为 5 分。 

5.4.2   施工单位建立管理组织机构、技术管理制度、实施管理制度、监督管理

制度和处置管理制度，评价分值为 1 分。 

5.4.3   施工单位留存现场垃圾分类、处置和应用的相关记录及影像资料，最高

评价分值为 3 分。 

5.4.4   施工现场设置建筑垃圾减量的相关宣传，评价分值为 1 分。 

5.5  减废统计 

5.5.1   施工现场宜进行建筑垃圾的减废统计，依据国家行业相关标准规范，采

取科学合理的统计方法，确保统计结果可靠、统计数据准确。该项评价总分值

为 15 分。 

5.5.2   施工单位在大门及相关区域对出场的建筑垃圾进行分类称重、计量与记

录，评价分值为 2 分。 

5.5.3   工地大门按要求对施工现场建筑垃圾的处置消纳合同进行公示，评价分

值为 1 分。 

5.5.4   施工单位可提供建筑垃圾综合利用率、资源化利用率的相关统计计算资

料，评价分值为 2 分。 

5.5.5   施工现场的建筑垃圾减废统计包含了云平台、区块链、人工智能等信息

和智能手段，评价分值为 2 分。 

5.5.6   施工单位制定碳排放的核查、统计以及减碳方案，评价总分值为 8 分，

并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和累计： 

1 建立碳排放的核查与统计体系，并可提供完整的运行数据，最高评价分

值为 2分； 

2 制定减碳方案并可提供执行效果记录，最高评价分值为 2分； 

3 碳排放体系、减碳方案及减碳效果得到第三方专业机构书面报告认可或

联合书面发布，评价分值为 4分。  



 

6  评价组织 

6.1  开工控制评价程序 

6.1.1   “无废工地”开工控制评价和竣工验收评价应由申请评价方书面申请，提

供“无废工地”评价所需的材料，并对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 

6.1.2   “无废工地”开工控制评价专家组应对相关资料进行审查，通过现场踏勘、

质询、会议讨论等评价程序后给出评价结论。 

【条文说明】申请评价方应牵头组织专家组进行现场踏勘、资料审查、评审会

议等具体工作，保证“无废工地”评价结果的完整性和真实性。 

6.1.3   第三方评价机构可公开发布“无废工地”开工控制评价的等级，第三方评

价机构自行承担发布的责任。 

【条文说明】鼓励申请评价方或第三方评价机构公开发布评价结果，推广“无

废工地”建设评价体系，同时也可向社会大众公开征集相关意见，为本标准的

后续修订提供宝贵意见，进一步完善评价体系。同时，除有其他协议外，发布

方应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6.1.4   申请评价方或第三方评价机构宜将开工评价结果在报县级或以上“无废

城市”主管部门备案，备案成功的工地可进入该城市建设的“无废工地”数量统计

和管理体系。 

【条文说明】鼓励申请评价方或第三方评价机构将开工评价结果在政府相关部

门备案，作为政府政策发布、示范建设、补贴奖励等的重要数据依据与存储项

目。 

6.2  竣工验收评价程序 

6.2.1   “无废工地”竣工验收评价前，申请评价方宜进行自评价。 

【条文说明】申请评价方可按照附录 A 进行自评价。鼓励申请评价方在施工的

不同阶段分别进行自评价，以便对施工全过程的“无废”情况充分掌握和随时

调整，并在正式竣工验收评价前及时整改，提升最终评价等级。 



 

6.2.2   “无废工地”竣工验收评价应由申请评价方组织，聘请第三方机构对“无废

工地”进行竣工验收评价。 

【条文说明】在“无废工地”建设评价过程中，申请评价方提供被评价项目的

“无废”相关资料、牵头评审组织工作、以及专家在项目踏勘等的组织工作；

但评价工作须由第三方有能力进行评价的权威机构完成，保证评价结果的客观

性和专业性。 

6.2.3   申请评价方应提供项目实际垃圾统计数据、“无废工地”施工方案、技术

交底、实施记录等相关技术和管理资料，并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

责。 

6.2.4   评价完成后，评价结果宜在第三方网站上进行为期七天的公示，公示期

间社会各界无异议的项目，评价方授予级别荣誉。 

6.2.5   申请评价方或第三方评价机构宜将验收评价结果在报县级或以上“无废

城市”主管部门备案，备案成功的工地可进入该城市建设的“无废工地”数量统计

和管理体系。 

【条文说明】鼓励申请评价方或第三方评价机构将验收评价结果在政府相关部

门备案，作为政府政策发布、示范建设、补贴奖励等的重要数据依据与存储项

目。 

6.3  评价资料 

6.3.1   申请评价方应提供项目垃圾预估数据、实际产生数据、减量化目标、施

工现场建筑垃圾减量化专项方案、“无废工地”施工方案、技术交底、实施记录

等文件资料，并作为“无废工地”建设专项资料存档。 

【条文说明】申请评价方宜在规划阶段确定“无废工地”建设方案，在施工各

阶段对各类建筑垃圾的产生量、收集量、堆放量、外运量、利用与处置量进行

提前规划与数据统计，同时记录各阶段的“无废工地”施工方案与实际落地情

况，作为“无废工地”建设评价的重要依据。 

6.3.2   施工单位应建立实施记录和影像资料留存制度，留存现场垃圾分类、处

置和应用的相关记录及影像资料，并作为评价依据。 

【条文说明】现场实施记录包括文字记录与影像记录，逐渐形成项目“无废工



 

地”建设专项记录。比如对于建筑垃圾分类堆放点，将每个堆放点进行编号、

命名、注明建筑垃圾种类与时间等重要信息，并拍摄正面、侧面、俯瞰、容器

的照片留存。建议周期性（比如每月）留存相关资料。 

6.3.3   申请评价方应基于源头减废、综合利用、排放处置、保障能力、减废统

计五方面对建筑垃圾从产生到处置、利用的全过程进行记录与资料留存。 

【条文说明】该条文与本标准的“无废工地”建设评价体系吻合，具体按照附

录 A执行。 

6.3.4   申请评价方应编写建筑垃圾产生量计算书，综合利用率、资源化利用率

等相关建筑垃圾处置与利用情况统计计算书，并对数据的真实性负责。 

【条文说明】计算施工现场建筑垃圾产生量、综合利用率、资源化利用率的数

据应确保真实、准确。基于每个项目的实际情况，可能实际数据与统计数据略

有出入，项目总工应总体把控数据的偏差程度，以纸质记录、电子磅秤记录数

据、项目总体管控平台数据、建筑垃圾“无废”专项管理平台数据等为依据，

合理计算各类指标，以应对专家评价与社会公示。必要时，项目可请第三方机

构进行专业审计。 

6.3.5   申请评价方宜提供建筑垃圾相关管理组织机构、技术管理制度、实施管

理制度、监督管理制度和处置管理制度文件。 

【条文说明】申请评价方宜依据各类管理制度文件对参与工地建筑垃圾各管理

和处置环节的单位进行无废措施、减碳措施和管理制度等方面的培训，以保障

施工现场的低碳建设。 

6.3.6   申请评价方可对建筑垃圾产生、收集、运输、处置、利用全过程进行碳

排放核查与统计，形成减碳成果支撑文件。 

【条文说明】申请评价方宜建立碳排放管理体系，包括碳排放管理平台，碳排

放监测系统等，利用科学的手段进行碳排放核查与统计，形成可管理的数据系

统。现场减碳的综合利用措施包括工程渣土回填、金属类和木材类再生利用、

无机非金属类资源化利用、采用绿色低碳的技术工艺和设备或设施等。 

  



 

附录 A 无废工地指标评价调整表 

 

类别 评分项 应得分数 实际得分 

源头 

减废 

(共 20

分) 

1.施工现场建筑垃圾减量化

专项方案 

有专项方案，包含每类减

量化措施得 1 分，最高得 5

分 

 

2.建设单位明确建筑垃圾减

量化目标和措施，并纳入招

标文件和合同文本；将建筑

垃圾减量化措施费纳入工程

概算 

减量化目标和措施纳入合

同得 1 分，建筑垃圾减量

化措施费纳入工程概算得 4

分，共 5 分 

 

3.设计文件包含建筑垃圾再

生产品应用设计等内容 

包含每类再生产品的应用

设计得 1 分，最高得 5 分 
 

4.设计文件中包含建筑垃圾

减量化的具体措施 

每一条得 1 分，最高得 5

分 
 

综合 

利用 

(共 45

分) 

1.综合利用率 

综合利用率不足 30%，不

得分；达到 30%，最低得

1 分；达到 60%，最低得 5

分；达到 90%及以上得 10

分；中间部分全部按 10%

的间隔差值计算 

 

2.资源化利用率 

达到 10%，最低得 5 分，

达到 30%以上得 10 分，中

间按 5%的间隔差值计算；

0~10%中间按 2%的间隔从

0~5 分进行差值计算 

 



 

  

3.就地利用 

就地利用不足 10%，不得

分；达到 10%（含），最

低得 2 分；达到 30%

（含），最低得 5 分，达

到 60%及以上得 10 分，中

间部分全部按 10%的间隔

差值计算 

 

4.就近利用 

就近（30 公里含及以内）

利用达到综合利用的 10%

（含）~30%之间，得 1

分；达到 30%，最低得 2

分，达到 60%及以上得 5

分，30%~60%中间按 10%

的间隔差值计算 

 

5.现场分类、利用和处置设

备设施 

每种设备得 1 分，最高得 5

分 
 

6.建筑垃圾再生建材在施工

现场利用 

每种产品得 1 分，最高得 5

分 
 

排放 

处置 

(共 15

分) 

1.无机非金属类 

按进入资源化利用设施或

综合利用场的比例计分，

最高得 2 分；规范处置、

消纳且记录完整得 1 分 

 

2.金属类 
按作为再生资源销售的比

例计分，最高得 3 分 
 

3.木材类 
按作为再生资源销售的比

例计分，最高得 3 分 
 



 

4.塑料类 

按作为再生资源销售或能

源化（送垃圾焚烧发电厂

等）的比例计分，最高得 3

分 

 

5.其他类 
规范处置、消纳且记录完

整得 1 分 
 

6.扬尘控制与监测 

有扬尘治理监测方案得 1

分，有扬尘监测系统得 1

分，共 2 分 

 

保障 

能力 

(共 5

分) 

1.施工单位建立管理组织机

构、技术管理制度、实施管

理制度、监督管理制度和处

置管理制度 

得 1 分  

2.施工单位留存现场垃圾分

类、处置和应用的相关记录

及影像资料 

最高得 3 分  

3.设置建筑垃圾减量的相关

宣传 
得 1 分  

减废 

统计 

(共 15

分) 

1.施工单位在大门及相关区

域对出场建筑垃圾进行分类

称重（计量），并记录 

得 2 分  

2.工地大门应按要求对建筑

垃圾处置消纳合同进行公示 
得 1 分  

3.综合利用率、资源化利用

率的相关统计计算资料 
得 2 分  

4.减废统计增加云平台、区

块链、人工智能等信息和智

能手段 

得 2 分  

5.施工现场碳排放的核查与 工地建立了碳排放的核查  



 

 

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

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可”。 

2 标准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时，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

（或要求)”或“应按……执行”。 

 

 

  

统计以及减碳方案 与统计体系并有完整运行

数据，最高得 2 分；工地

既有碳排放体系又制定了

减碳方案并有执行效果记

录，最高得 2 分；碳排放

体系、减碳方案及减碳效

果得到第三方专业机构书

面报告认可或联合书面发

布，得 4 分 

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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