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区管理办法

（2014 年 12 月 5 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 24 号公布）

第一条 （目的和依据）

为了加强本市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区管理，维护市容环境卫生整洁，根据《城市市容

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管理部门）

市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是本市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区（以下简称“责任区”）工作

的主管部门，主要履行以下职责：

（一）组织制定本市责任区管理的相关政策、标准与指导意见；

（二）组织检查、考核各区（县）责任区市容环境卫生状况；

（三）协调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将责任要求纳入行业管理的有关事项。

本市工商、商务、食品药品监管、房屋管理、经济信息化、建设、交通、卫生计

生、教育、旅游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实施本办法。

第三条 （区县和街镇管理职责）

区（县）人民政府负责本辖区内责任区管理相关事项的综合协调。

区（县）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本辖区内责任区的监督管理，主要履行以下职

责：



（一）布置、落实本辖区内的责任区工作；

（二）开展责任区相关宣传、动员、培训、监督、检查工作；

（三）指导镇（乡）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推进责任区自律管理工作。

镇（乡）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组织本辖区内的相关单位、个人落实责任区制

度，主要履行以下职责：

（一）落实具体责任人、责任区范围；

（二）推进建立责任区自律管理机制；

（三）引入社会第三方参与责任区相关工作。

第四条 （责任人确定及责任区范围划分）

责任人按照《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确定。

本市陆域责任区范围的划分，遵循下列基本规定：

（一）实行物业管理的居住区的责任区范围，为其物业管理区域外侧至人行道外

沿；

（二）轨道交通、隧道、高架道路、公路、铁路的责任区范围，为其出入口向外延

伸的一定范围以及建筑物、构筑物外侧；

（三）文化、体育、娱乐、游览、公园、公共绿地、机场、车站、码头等公共场所

的责任区范围，为该公共场所区域外侧至人行道外沿；

（四）集市贸易市场、展览展销场所、商场、商铺、饭店、施工工地、待建地块等

场所的责任区范围，为其经营、使用区域外侧至人行道外沿；

（五）机关、团体、学校、部队、医院、企事业等单位的责任区范围，为其建筑

物、构筑物外侧至人行道外沿；



（六）保税区、科学园区、独立工业区和经济开发区的责任区范围，为其所辖区域

的公共区域。

市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前款规定，制定本市责任区范围的具体划分标

准，并向社会公布。

按照第一款、第二款规定不能确定责任区范围的，镇（乡）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应当根据实际情况，提出划分建议，报所在地区（县）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确定。

城乡结合部或者行政辖区的接壤地区责任区范围不清的，由市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

门予以确定。

第五条 （责任要求）

按照《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责任人的责任要求确定如下：

（一）保持市容整洁，无乱设摊、乱搭建、乱张贴、乱涂写、乱刻画、乱吊挂、乱

堆放的行为；

（二）保持环境卫生整洁，无暴露垃圾、粪便、污水，无污迹，无渣土，无蚊蝇孳

生地；

（三）按照规定设置环境卫生设施，并保持其整洁、完好。

责任人除了应当履行前款规定的义务外，在责任区内还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及时清除影响通行的积雪残冰；

（二）按照规定投放生活垃圾；

（三）不擅自超出门窗和外墙经营。

责任人对责任区内违反市容环境卫生管理规定的行为，有权予以劝告和制止，有权

要求市或者区（县）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和城管执法部门处理。市或者区（县）绿化



市容行政管理部门和城管执法部门应当按照投诉处理规范确定的时限，及时处理，并将

处理结果予以反馈。

第六条 （公共设施保洁）

邮政、供水、供电、电信、交通等公共设施的产权单位应当按照城市容貌标准的要

求，做好公共设施保洁工作。

责任人发现责任区内的上述公共设施不符合要求的，应当向区（县）绿化市容行政

管理部门报告。区（县）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应当要求公共设施的产权单位及时处

理。

第七条 （责任告知书）

区（县）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制作《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区责任告知

书》（以下简称《责任告知书》）。《责任告知书》应当载明责任人、具体责任区范

围、责任要求以及相应的法律责任等内容。《责任告知书》由镇（乡）人民政府、街道

办事处向本辖区内的责任人发放。

责任人应当将《责任告知书》在其办公或者经营场所的醒目位置公示，并保持整

洁、完好。

《责任告知书》示范文本由市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制定。

第八条 （责任人信息档案）

镇（乡）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建立本辖区责任人信息档案，及时记录和更新

责任人名称、具体责任区范围、责任人经营范围、责任要求履行情况等基本信息。



第九条 （自律管理机制）

本市鼓励镇（乡）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所辖一定区域内的责任人成立责任区自律

组织，对履行责任要求实行自我管理。

第十条 （自律性规约）

责任区自律组织应当制定自律性规约，明确责任区自律组织的组成、具体形式、责

任人履行的具体责任要求和责任人履行情况的评价机制等事项。其中，自律性规约约定

的具体责任要求可以在本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基础上，增加其他市容环境

卫生责任等要求。

参加责任区自律组织的责任人应当遵守自律性规约的约定。

第十一条 （政府推进自律）

镇（乡）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根据本辖区实际情况，推进实施责任区自律管

理，做好以下具体工作：

（一）引导本辖区一定区域内的责任人成立责任区自律组织，或者依托现有的社区

自治组织，将责任要求纳入社区自治组织的相关规范；

（二）对自律性规约的制订提供指导服务；

（三）制定相关配套措施，激励参加责任区自律组织的责任人参与市容环境卫生相

关工作；

（四）其他有利于推进责任区自律管理的服务工作。

第十二条 （测评）



镇（乡）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对责任人履行责任要求的情况进行测评，并公

布测评结果；测评时，应当听取公众意见。镇（乡）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可以对自觉

履行责任要求的责任人给予奖励；测评结果应当作为实施奖励的依据之一。镇（乡）人

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社会组织开展相关工作。

第十三条 （合同指导）

镇（乡）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指导居住区、商业办公楼等区域的业主在签订

物业服务、商铺租赁、单位装饰装修等合同时，将责任要求纳入合同内容。

第十四条 （行业指导和单位示范）

市商务、房屋管理、经济信息化、建设、交通、卫生计生、教育、旅游等有关行政

管理部门应当督促本行业单位遵守责任要求。相关行业协会应当将责任要求纳入本行业

规范，并督促会员单位遵守责任要求。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应当在执行责任区制度的过程中，发挥示范带头作

用。

第十五条 （精神文明创建评选）

本市文明小区、文明单位、文明社区、文明村镇、文明行业、文明城区等精神文明

创建项目的评选标准中，应当包含责任区制度的实施情况。

第十六条 （宣传工作）

市和区（县）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有关协同实施本办法的行政管理部门、镇

（乡）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通过多种形式，宣传责任区制度，增强单位和个人参



与市容环境卫生管理的意识。

第十七条 （绩效考核）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将责任要求的落实情况，作为对本级有关部门和下一级

人民政府及其负责人考核的内容。考核结果应当作为政府和各有关部门绩效考核的重要

内容，并向社会公布。市、区（县）人民政府进行绩效考核时，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的方

式，委托社会组织开展社会满意度测评等工作。

第十八条 （行政处罚）

违反本办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责任人未履行相关责任要求的，由城管执法部门按

照《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予以处理。违反本办法第五条第二款第

（一）项规定，责任人未及时清除影响通行的积雪残冰的，由城管执法部门责令改正；

拒不改正的，予以警告，并可处 50 元以上 500 元以下罚款。

第十九条 （行政责任）

违反本办法规定，市和区（县）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城管执法部门、镇（乡）

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以及其他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造成

不良影响的，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依法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一）未依法履行落实责任人、责任区范围等职责的；

（二）未依法处理责任人投诉的违反市容环境卫生管理规定行为的。

第二十条 （水域环境卫生责任区）



本市水域环境卫生责任区的管理活动，适用《上海市水域环境卫生管理规定》以及

其他有关规定。

第二十一条 （施行日期）

本办法自 2015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