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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分析了我国城市垃圾产生和处理的现状 ,探讨了城市垃圾处理的主要方法及其特点 ,指出了当前城市垃

圾处理中存在的体制、资金和技术等问题 ,并提出了相应的管理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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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yields and treatment of municipal solid wastes in China were analyzed and major methods and their

characteristics were discussed. Some problems , such as management system , fund and techniques existing in cur2
rent municipal solid waste treatment were identified.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wer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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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发展和城市经济的高速发

展 ,城市垃圾问题变得日益突出。由于城市垃圾

产量与日俱增 ,且产生量远大于清运量和无害化

处理量 ,致使我国城市垃圾历史累计积存量高达

60 ×108 t ,侵占土地面积多达 5 ×108 m2 ,约有2/ 3

的城市处于垃圾包围之中 ,且有 1/ 4 的城市已无

适合场所堆放垃圾[1 - 3 ] ,垃圾污染事故频出 ,严重

破坏了城市生态环境系统的平衡。城市垃圾已成

为制约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1 　城市垃圾的来源与产生现状

1. 1 　城市垃圾的来源及其特征

根据垃圾产生源不同 ,可将我国城市垃圾主

要分为居民生活垃圾、街道保洁垃圾和集团 (机

关、学校、工厂和服务业) 垃圾三大类。居民生活

垃圾来自居民生活过程中遗弃的废弃物 ,主要有

易腐有机物、煤灰、泥砂、塑料、纸类等构成。它在

城市垃圾整体中 ,不仅数量占据首位 ,而且成分最

为复杂 ,其构成受时间和季节的影响 ,变化大且极

不均匀。街道保洁垃圾来自清扫马路、街道和小

巷路面。其成分与居民生活垃圾相似 ,但是泥沙、

枯枝落叶和商品包装物较多 ,易腐有机物较少 ,平

均含水量较低。集团垃圾系指机关、团体、学校、

工厂和第三产业等在生活和工作过程中产生的废

弃物。它的成分随发生源不同而变化。与居民生

活垃圾相比 ,具有成分较为单一稳定 ,平均含水量

较低和易燃物、特别是高热值的易燃物多的特点。

城市生活垃圾的构成主要受城市的规模、性

质、地理条件、居民生活习惯、生活水平和民用燃

料结构的影响。城市垃圾的产生大部分集中于大

中城市 ,其中大城市又占有优势。一般情况下 ,经

济发达、生活水平较高的城市 ,有机物如厨余、纸

张、塑料、橡胶的含量均较高。以燃煤为主的北方

城市 ,受采暖期影响 ,垃圾中煤渣、沙石所占的份

额较多。

1. 2 　城市生活垃圾产生现状

城市垃圾包括城市生活垃圾和工业固体废

物。近年来 ,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和居民生活水

平的提高 ,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的产生总量大幅度

增加。自 1986 年以来 ,我国的城市垃圾平均以每

年 9. 1 %的速度增长 (图 1) ,少数城市 (如北京) 的

增长率达 15 %～20 %。2000 年 ,我国城市生活垃

圾清运量已达 1. 18 ×108 t。直辖市和省会城市

在垃圾产生量方面占有重要比例。生活垃圾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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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60 %集中在全国 50 ×104 以上人口的 52 座重

点城市[4 ] 。此外 ,近年来中小城市生活垃圾产量

的高速增长趋势也不容忽视。

图 1 　我国历年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

生活垃圾总量大幅度增长首先与我国城市数

量增加有关 ,1986 年全国城市数量为 353 个 ,2000

年增加到 663 个 ,增加了近一倍 ;其次 ,城市规模

和城市人口的增加也是导致城市生活垃圾增加的

主要原因 ,2000 年的 663 个城市中 50 ×104 以上

人口的城市有 93 个。以消费性为主的省、市 ,居

民生活垃圾所占比例较大 ,如北京、海南和上海 ,

工业固体废弃物分别只占城市垃圾总量的 2 %、

11 %和 15 %。以上海市为例 (图 2) :上海市人口

密度从 1970 年的 1 743 人/ km2 ,增加到 2000 年的

2 084 人/ km2 ,增加了近 20 % ,而同时生活垃圾总

量也从 1970 年的 61 ×104 t ,增加到 2000 年的 641

×104 t ,年平均增长率高达 30. 7 %[5 ] 。

图 2 　上海市生活垃圾量与人口密度

　　我国城市垃圾在总量迅速增加的同时 ,构成

也相应地发生了很大变化 ,表现出生活垃圾中的

无机物含量持续下降、有机物含量不断上升、可燃

物增多、可利用价值增加的趋势[6 ] 。

2 　我国城市垃圾的处理技术及发展
趋势

　　长期以来 ,我国城市垃圾的处理主要是以寻

找合适地点加以“消纳”为目的。目前我国城市垃

圾处理的最主要方式是填埋 ,约占全部处理量的

70 %以上 ;其次是高温堆肥 ,约占 20 %以上 ;焚烧

量甚微。

2. 1 　填埋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无论从经济、技术 ,

还是废物管理现状来看 ,垃圾填埋都是一项较为

适合我国国情的实用技术。目前我国 70 %以上

的垃圾仍以简单填埋方式处理 ,由于其建设和运

行费用比较低 (仅为焚烧的 10 % ,堆肥的 30 %) ,

操作简便 ,易被决策者接受与采纳。但就此项技

术总体而言 ,我国城市垃圾卫生填埋技术尚属初

步应用阶段 ,由于技术上的不完善而造成的环境

问题仍很多。例如废物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填

埋场厌氧环境中产生的甲烷 ,增加了大气污染 ,并

易引起甲烷爆炸事故 ;填埋场的废物受雨水淋滤

或地下水的侵蚀 ,大量污染物进入地下水或地表

水 ,造成水体污染。当前我国大部分城市采用集

中堆放或简易填埋的方式处置城市垃圾 ,填埋场

的设计没有考虑对垃圾分解产生的渗沥水采取相

应的防渗、防漏及净化措施[7 ] ,今后将逐步为符合

国际标准的卫生填埋场所代替。

2. 2 　焚烧

焚烧法因其无害化彻底 ,减量幅度大 ,余热发

电实现资源化 ,节约大量填埋土地等优点而备受

关注。采用焚烧技术处理垃圾在我国尚处于起步

阶段。这与我国城市垃圾中的可燃物含量低 ,经

济技术条件差以及综合因素的影响有关。但近年

来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

提高 ,城市垃圾的质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据不

完全统计 ,在全国城市垃圾中有机物与无机物在

构成上分别为 15 %～51 %和 42 %～81 %。有燃

气和集中供暖的城市和社区有机物占 70 %～

75 % ,无燃气和集中供暖的城市和社区 ,无机物构

成占 67 %～82 %[2 ] 。部分大城市和部分沿海开

放城市垃圾成分中的可燃、易燃物已增长到 40 %

～60 % ,垃圾热值基本上适于焚烧处理 ,加之很多

城市都出现了垃圾消纳困难问题 ,因而很多城市

都在着手研究开发或引进垃圾焚烧技术。可以说

在未来几年间 ,在大城市尤其对那些土地紧张的

沿海城市发展垃圾焚烧技术已是必然的发展

趋势。

就目前我国的经济、技术条件而言 ,以焚烧作

为主要方式处理仅在少数城市可以考虑 ,在大部

分中小城市尚不具备建设大型垃圾焚烧厂的条

件。其原因在于 :采用垃圾焚烧处理的一次性投

资过高 ,超出了这些城市的经济承受能力 ,日后昂

贵的运转费用又会成为沉重的财政负担 ;中小城

市人民的总体生活水平不高 ,生活能源气化率低 ,

生活垃圾中的可燃、易燃成分少 ,不适于进行焚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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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垃圾产量小。

2. 3 　堆肥技术

堆肥技术是依靠自然界广泛分布的细菌、真

菌等微生物 ,有控制地促进可被生物降解的有机

物向稳定腐殖质转化的生物化学过程。我国是以

农业为基础的发展中国家 ,近年来 ,由于大量施用

化肥和缺少有机肥投入使农业环境日趋恶化 ,土

质下降。我国城市垃圾中的可堆肥物质 ,随着城

市燃料结构及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而增加。大量

城市垃圾加上城市粪便 ,经堆肥化处理后 ,可成为

良好的有机肥。目前全国有 20 余处堆肥场在运

转 ,上海、南京、武汉、重庆、广州等市都有一部分

垃圾堆肥处理 ,垃圾堆肥在我国有着良好的发展

前景。

垃圾堆肥处理不慎也会产生二次污染问题。

由于堆肥过程不可能完全去除重金属离子 ,重金

属离子会被土壤吸收 ,传给植物 ,最终影响到人

体。另外 ,我国城市垃圾堆肥现在还存在产品肥

效较低、质量较差等问题。近年来 ,由于受化学肥

料的冲击 ,堆肥的销售量逐年下降 ,市场前景欠

佳 ,使企业难以维持运转 ,有的堆肥场甚至将肥料

送至填埋场处理[8 - 10 ] 。

2. 4 　城市垃圾处理的发展趋势

由于受经济、技术等条件的限制 ,我国城市垃

圾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水平还很低 ,各地发展也

不平衡。城市垃圾处理今后的大致趋势 ,将是在

不断完善各种传统处理技术的同时 ,积极向垃圾

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的方向发展 ,尤其是垃圾

的资源化将成为世界各国共同研究的新领域。实

践证明 ,有效地控制垃圾产生的源头 ,推进垃圾中

可再生资源的分类回收 ,尽可能转化利用垃圾中

的潜在资源 ,科学地填埋废弃的固体垃圾是实现

城市垃圾减量化、资源化与无害化处置的重要途

径和手段[11 - 15 ] 。

3 　我国城市垃圾处理中的主要问题
及其对策

3. 1 　我国城市垃圾处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对城市垃圾治理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

财力 ,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从整体上看 ,仍不适应

城市建设和发展的需要 ,其主要存在以下几个

问题。

(1)我国现有管理体制不适应当前形势 ,垃圾

管理一直被作为社会公益事业由政府一家包揽 ,

环卫部门既是监督机构 ,又是管理部门和执行单

位 ,政企不分。这种体制不能形成有效地监督和

竞争机制 ,制约着垃圾管理的发展 ;市容环境卫生

管理队伍庞杂 ,多层次而不集中 ,不利于城市垃圾

的管理。

(2)垃圾治理缺乏资金 ,收费制度尚未建立。

随着垃圾产生量的增加和环境保护要求的提高 ,

需要政府投入越来越多的资金 ,才能建设足够多

的无害化处理工程。由于城市垃圾治理长期被视

作一项公益性事业 ,其经费主要来源于国家和地

方财政 ,给政府财政造成巨大压力。政府的投入

大都用于城市垃圾的收运 ,垃圾处理难以满足无

害化治理的要求。

(3)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未引起重视。我国大

部分城市垃圾还没有实现分类收集 ,增大了城市

垃圾的运输和填埋量 ,也增加了城市垃圾资源化、

减量化和无害化的难度。另外 ,随着生活水平的

提高和观念意识的变化 ,以及包装工业的发展 ,商

品的包装形式越来越多 ,种类和数量急增。一次

性商品消费也急剧增加 ,这不仅增加了垃圾产生

量 ,同时也是资源的极大浪费。

(4)法规不健全、全民环境卫生意识不高。我

国已颁布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对防治

城市环境污染做出了全面规定 ,是加强我国城市

垃圾管理的基础。国务院也颁布了《城市市容和

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但缺少相应的“子法”及实

施细则 ,给依法管理带来一定的困难。另外 ,也只

有在一个全民环境卫生意识较好的社会 ,各项管

理制度、防治措施才能得到顺利实施。逐步提高

我国公民的环境卫生意识也是处理好城市垃圾问

题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3. 2 　我国城市垃圾处理的基本对策

为从根本上解决城市垃圾问题 ,应当从加强

管理、改革现有管理体制、建立完善行政经济手

段、提高处理处置技术水平等方面出发 ,使城市垃

圾实现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 ,最终实现可持续

发展[16 - 20 ]。

(1)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城市生活垃圾

管理体系。由于我国现行的政企合一的垃圾管理

体制不利于垃圾管理走出困境 ,因此政府应顺应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 ,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 ,

对城市生活垃圾管理体制进行改革 ,实行环保部

门监督 ,环卫部门管理 ,专业公司提供社会化服务

的管理模式 ,培养和建立中国的城市垃圾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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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合理征收居民生活垃圾服务费。建立和

完善垃圾服务收费制度是城市垃圾产业发展的经

济基础 ,城市垃圾产业的投入应由服务收费、废物

资源化产品销售收入和政策性补贴三部分组成。

产业化的特点决定了其必须以自我盈利为主 ,服

务收费和资源化产品的销售收入成为垃圾产业的

主要收入来源。垃圾卫生填埋场由于无资源产

品 ,只有靠服务收费。城市垃圾产业由于其公益

性的特点 ,收费标准不可能太高 ,应该由地方政府

在中央政府的监控下 ,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公众

承受能力等实际情况 ,遵照一定的法律程序进行

制定。并且应该每隔一段时间依据当时经济情况

进行依次调整。

(3)推行垃圾分类收集 ,选择适宜的垃圾处理

方式 ,提高回收利用率和垃圾资源综合利用水平。

建设部在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的“以卫生填埋和

高温堆肥为主 ,有条件的地方可发展焚烧技术 ,提

倡分类收集”的技术政策在现阶段还是适用的。

目前国际上通常所用的填埋、焚烧、堆肥 3 种主要

垃圾处理技术 ,都是以垃圾分类收集为前提 ,即垃

圾分类是实现无害化综合处理的基础 ,也为更有

效、更经济地采用各种处理方法提供了可能。

(4) 从源头抓起 ,最大程度地减少垃圾产生

量。要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 ,大力推广清洁生产 ,

实现垃圾源头削减。通过改变居民地染料结构 ,

提高民用燃气的使用比例 ,降低垃圾中的煤灰含

量 ,减少生活垃圾总量 ;大力推行精、净菜进城 ,减

少城市垃圾中厨余物的比重 ;提倡少用包装物和

包装材料的回收和重复使用 ;应减少一次性商品

的使用。

(5)完善城市垃圾法律法规制度。城市垃圾

产业化发展离不开健全的法律法规制度。垃圾收

费标准的建立以及阶段性调整、垃圾费的具体收

缴方式以及各项税收政策等的制定和执行 ,垃圾

产业技术的应用及产品的推广使用等等 ,都需要

法律法规做依据。因此 ,要尽快制定和完善相应

的法规条令和技术标准 ,使有关部门能够依法加

强管理。逐步建立具有高效、竞争机制的适合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城市垃圾管理体制 ,实现城市

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 ,走可持续发展的

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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