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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环卫服务市场化得到良好机遇。

另一方面环境保护要求越来越严格 ，国务院发布《打赢蓝

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因此开展环卫作业运行和监管模

式研究，对于环卫事业良性发展非常必要。

         前言



交流内容

 一、行业监管目的意义

 二、科学管理实现行业精细化监管

 三、精细化管理成效显著



一、行业监管目的意义

    政府购买服务使得环卫行业拥有巨大的市场空间。以道

路清扫保洁为主的环卫服务一体化项目为例， 中国城市环

境卫生行业年度发展研究报告（2016-2017）统计显示2017

年一至六月份合同金额接近600亿元，全年将轻松跳过1000

亿元关口。北京市道路总面积17839万平米，城市道路清扫

保洁服务市级市场化率达到92.44%，区级市场化率接近30%。

    另一方面行业监管相对落后，国家和行业以及各个省市

层面相关的监管政策法规或管理办法有待完善。监管机构在

组织架构、技术方法以及实施能力方面存在不足，监管权威

存在问题。



u保障政府投入产出效果：

      政府部门购买服务，就应该对服务质量提出要求。对    

  作业效果进行监管也是职责所在。

u提供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监管方法客观公正科学可

行，促进环卫作业工作市场的健康化发展。

u有利于企业提升能力：

      公平竞争确保行业优胜劣汰，促使企业提高服务质量，

引导行业良性发展。



扫路机产品性能质量参差不齐，需要严格监管规范行业运行。        



二、科学管理实现行业精细化监管

建立监管机制：

    完善招投标管理，积极引入市场竞争；市、区及作业单位

三级监管体系，利用监管平台对环卫车辆实施实时在线监督；

制定行业定额：

    引导各级政府对环卫事业进行合理财政的投入，指导环卫

作业单位合理配置产能。



二、科学管理实现行业精细化监管

选择作业工艺：

   积极推广“冲、扫、洗 收”的清扫保洁组合（新）工艺，

提高道路规范化作业水平。

执行质量标准：

   《城市道路清扫保洁质量与评价标准》CJJ/T 126-2020、

《城市道路清扫保洁质量与作业要求》DB11/T353-2020。



    《城市道路清扫保洁质量与评价标准》CJJ/T 
126-2020（待实施），对道路清扫保洁质量与评价提
出详细要求：

l 感观质量检查评价：道路整体清洁状况，检查成

片垃圾、污渍、积水等污染程度；

l 道路可见垃圾及污渍密度检测评价：检查一定面

积内的可见垃圾及污渍个（处）数。

l 路面尘土量检测评价：检测路面单位面积尘土残

存量，“以克论净” 。



二、科学管理实现行业精细化监管

开展结果监测：

    依据《城市道路路面尘土残存量检测方法》

DB11/T 1204-2015，开展道路尘土残存量监测，监测范围涵

盖全市所有一级道路；

确定考评办法：

    将监测结果折合为得分，定期在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

官方网站公示。



某月考核结果图表



二、科学管理实现行业精细化监管

制定应急预案：

   《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城市道路清扫保洁及建筑垃圾运输管

理工作应急预案》，规范了道路遗撒等应急任务处置流程，

明确重污染天气下道路清扫保洁应急处理办法。《北京市扫

雪铲冰应急预案》确保作业能力。



三、精细化管理成效显著

    精细化管理助力政府部门监管更加科学高效，使

行业运行更加标准规范。严格的监管为环卫作业市场

化提供了公平的竞争氛围，促进了环卫行业整体水平

的提高。



清洁质量好 清洁质量差

用于清扫保洁的设备性能显著提高：

     2006年扫路机扫净率多为50%左右； 

     2018年扫路机（洗地机）扫净率最高达95%。



道路尘土残存量监测成效显著

      北京市一级道路的尘土量年平均值从2008年
的25g/m2已经降至2018年的11.1 g/m2，2019年达
到8.6g/m2，道路变得越来越干净。



道路尘土残存量监测成效显著

        环保部门监测数据表明，北京市扬尘绝对贡

献量由2013年的8.8 ug/m3 ，下降为2017年的5.6 

µg/m3 ，扬尘源下降36%。精细化管理清扫保洁

作业使道路变得越来越干净，为蓝天行动计划作

出了贡献。



       科学化开展行业监管助力政府提高管

理水平，是行业管理的职责所在，势在必

行，我们必须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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