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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城市垃圾问题研究 

建设部环卫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徐海云 徐文龙 黎青松 

摘要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城市化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 的不断挺高 ，城 市生活 

垃圾产量 与 日俱增 ，由此而带来 的环境 污染问题 日益严 重 ，城 市生 活垃圾 处理 已成为影 响 

环境保护、城市建设 、人民生活和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 因素。这在大城市表现尤为突出 

本研 究通过 调查我 国一 些典型 的 大城 市如 北 京、天 津、上海 、武 汉 、成 都 、广 州等城 市 

垃圾 处理 的现状 ，分析 了我 国大城 市垃圾 处理 存在 的 问题 井提 出 了我 国大城 市 垃圾 处 

理应 实现的可待续发展 目标体 系和相应的对策。我 国还需进一步建立健全垃圾管理及处 

理的法律法规 、技术标准体 系，完善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的经济政策 ，利 用合理 的经济手段 

来促进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处理。进一步推进垃圾的分类收集和减量化。加 

强宣传与教育，提高全民环境意识 井提 出了目前我 国大城市适 宜的垃圾处理技 术选择 

序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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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城市 生活垃 圾产 量与 特性 分析 

大城市经济相对发达 ，多为一个地区的 

经济和政治中心 。大城市的垃圾处理水平可 

以反映其所在地 区或 国家的垃圾处理水平。 

1997年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和处理量统计 

分析表明：35个城市与全 国城 市相 比，城市 

非农业人口总和占 36 4％，生活垃圾清运量 

占3l 8％，而生 活垃圾 处理 量 占 44．08％。 

大城市的垃圾粪便处理水平明显高于全国城 

市平均水平 ，同时也说明，35个主要城 市的 

生活垃圾处理水平可以反映我 国城市生活垃 

圾的最高处理水平。 

表 l 1997年我国 35个主要城市垃圾粪便清运处理状况 

城市 非农业 生活垃圾 年清 生 活垃圾无 害 生活 垃圾无 害 统计 城市 

人 口(万人 ) 运 量(万吨 ) 化处 理量 (万 吨 ) 化 处理率 

(i)全 国城市 19476 9 l098l 6291 57．3％ 

(2)35个城市 7090．8l 3488．26 2770 99 79．4％ 

(2)／(i) 36 4％ 31．8％ 44 0％ 

注 ：35个城市：北京，天津，石寡庄，太原，呼和浩特 ．沈用，大连 ，长春、暗尔滨 ，上海，南京，抗州，宁波，音肥 ，福州，厦 

门，南昌，济南，青岛 ，郑州，武汉，长沙，广州，南宁，海口，重庆，成都，贵甩．昆明，西安，兰州-西宁，银川，乌鲁术齐 

以下将主要以北京 、天津、上海、成都 、广 

州、武汉等大城市为例分析大城市生活垃圾 

产量及其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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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1 大城 市生活垃 圾产量 

近几年，北京 、天津 、上海 、成都 、广．州、武 

汉等大城市的垃圾产量增长逐渐趋于平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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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l所示。1991年至 1999年 ，6个城市除 

上海外，其他 5个城市的垃圾清运量年平均 

增长率都低 于 4％，而天津的垃圾清运量年 

平均增长率接近零 ；1994年至 1999年 ，6个 

城市除上海外 ，其他 5个城市的垃圾清运量 

年平 均增长率则低 于 1．5％，其 中成 都、广 

州 、武汉的垃圾清运量则有所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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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991—1999年六城市生活垃圾清运■变化趋势 

1．2 城 市人 口对垃圾产量 的影响 

导致生活垃圾量变化的因素可以归结为 

城市人 口和人均生 活垃圾产量两个 变化 因 

素 ，其中在一特定的地区，城市人口增长是城 

市生活垃圾清运量增加 的最主要原因。 

尤其是最近几年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城市 

规模的扩大，城市人口迅速增长，经济多元化带 

来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以及旅游事业 

的大力发展，都促使城市生活垃圾产量增加。 

1．3 居 民收入 对垃圾 产量 的影 响 

通过调查 ，1997年北京市不同收入的家 

庭人均垃圾产量统计表明，人均月收人少于 

400元的低 收人家庭垃圾产 出量较大 ，家庭 

人均月收入在 400—800元之间，随着收入增 

加，垃圾产量呈下降趋势，但随着月收入增加 

超过 800元后 ，垃圾产量又逐渐增加。 

随着经济的发展 ，今后大城市低收人家 

庭数量的不断减少，居 民收入的不断增加 ，垃 

圾产 量将呈 上升态 势。 

1 4 燃料 结 构对垃圾 产量 的影 响 

城市的燃料结构对 垃圾产生影响较大 。 

通过调查 ，北京市城 8区家庭 中使用不同燃 

料的人均垃圾产量表 明，使用双气的家庭人 

均垃圾产量为 0 34千克／人 ．日，使用单气 的 

平房家庭人均垃圾产量为 0．67千 克／人 ．日。 

这说 明使用双气的家庭人均垃圾产量要远远 

低于使用单气的平房家庭 。另外我国北方许 

多城市燃料消费还 以燃煤为主，尤其是冬天 

取暖期较长，大量使 用燃煤 ，因此 ，垃圾产量 

较南方大城市高。 

1．5 垃圾 采 源及 成 分 

我国城市生活垃圾 主要来源 于居 民区 

街道、单位垃圾等。大城市生活垃圾中有机 

成分约 占总量的 6o％，无机物约 占 4o％，其 

中废纸、塑料、玻璃 、金属 、织物等可回收物约 

占总量的 30％。(如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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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i996年北京、上海、天津三市垃圾成分c平均)构成图 

近 lO年来大城市的生活垃圾成分发生 

了明显的变化 ，表现在 ：厨余类有机物在垃圾 

中含量较大 ，利用潜力增 加，但需要分类 收 

集 ；垃圾中灰土含量下降．垃圾容重进一步降 

低 ，运输车辆需求增加 ，填埋作业难度加大； 

垃圾中可回收物增加 ；垃圾热值升高 ，为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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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焚烧处理创造了条件。 

i．6 包装废 弃物 对垃圾成 分 的影 响 

包装废弃物的快速增长，是城市生活垃圾 

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实际上垃圾 中的废纸、 

金属、玻璃、塑料等绝大部分是使用后废弃的包 

装物。垃圾中的可回收物呈增长态势。如图3。 

92 94 95 96 97 年 

图 3 1992—1999年北京市{双气区)生活垃圾成分变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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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包装 工业的快速发展 ，商品包装形 

式越来越繁多 ，包装物的种类和数量增加很 

快 ，大大增加 了垃圾 的产 量特别是 体积量。 

目前 ，我国包装品废弃物约占城市家庭 生活 

垃圾的 20％以上 ，而其体积要构成家庭 垃圾 

的 50％以 E。 

2．大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存在的问题 

2．1 资金 

垃圾处理设施建设资金和运行费用的缺乏 

是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所面临的最大问题。 

垃圾处理经费主要靠政府财政拨款，大部分城 

市都缺口很大。城市生活垃圾处理作为城市环 

境卫生的～部分大多被纳A公益性事业单位的 

管理范畴。我国现有的财税体系中没有用于城 

市生活垃圾处理资金渠道。而城市生活垃圾处 

理设施的建设和运行维护费用，需要大量的资 

金并在不断增加。目前，北京等城市已开始着 

手收取垃圾处理费，国家计委 财政部、建设部 

也在积极制定垃圾处理收费的相关政策。 

2 2 管理 体 系 

2．2 l 缺乏完善的市场机制 和相应的 

政策体系 

当前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政策体系不 

能适应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发展的需要。很多 

城市都在利用政府拨款和国外贷款或其他资 

金来源建设垃圾处理厂 ，但 目前 面临的主要 

问题是 ：(1)环卫设施的建设主要依靠政府投 

资特别是国家投资，投资效率难 以提 高；(2) 

建设资金严重不足 ，大部分已建垃圾处理厂 ， 

特别是垃圾填埋场并不能真正达到卫生填埋 

标准 (3)郎使 已经建设的垃圾处理场 ，也 因 

没有稳定 的经费来源而影响运行效果 。 

2．2．2 管理与服务集～体的政府职能 

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管理体制是过去 

计划经济模式下的产物。大多数垃圾处理场 

(厂)是国有事业单位，集 管理职能和服务职 

能 为一体 。 

2．2．3 缺乏统～的垃圾管理体系协调机制 

目前我国与城市生活垃圾及其处理相关 

的部门达近十个 ，在垃圾处理 关系最密切的 

部门有三个 ：国家建设部 ，负责主管城市市容 

和环境卫生行业的管理工作 ；国家环保总局， 

负责对环境污染的法律监督工作和除城市生 

活垃圾外的所有 固体废弃物的管理工作；国 

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内贸局和全国供销合作总 

社 ，负责废旧物资的回收。 

垃圾处理 的环境保 护标准水 平 与经济 承 

受能力，垃圾处理 与废品回收利甩等关系缺 

乏协 调机制 。 

2．3 收 运 处 理 

2 3 1 分类收集与回收利用 

垃圾分类收集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目前的垃圾回收利用与垃圾处 理成 

本完全是分离的，主要是在 回收系统 自身成 

本规律下指导运行的。因而一些 回收价值低 

的或没有回收价值如塑料包装袋 、电池、有机 

垃圾就无人 回收或不愿回收，而报纸、纸板 、 

金属罐等回收率较高。 

(2)家庭有毒有害垃圾收集 系统还未建 

立。家庭有毒有害垃圾 如废 旧电池 、日光灯 

管、废旧药品以及 电子废品等大都混入城市 

生活垃圾 。这部分垃圾混^城市生活垃圾处 

理物流 ，就会带来潜在的环境污染。 

(3)垃圾分类收集和垃圾收运体系、垃圾 

处理系统 、废 旧物资回收利用 系统缺乏统筹 

规划。居民生活垃圾多为混合收集 。即使在 

一 些地区进行 了分类收集 ，在运送时又进行 

了混合的运输。 

(4)分类收集需要全 民参与 

分类收集是一个长期 的过程 ，需要 加强 

教育和宣传 ，特别要从儿童抓起。 

2．3．2 堆 肥处 理 

尽管大城市生活垃圾中厨余类有机物含 

量较高，但 由于垃圾中包装袋及其它的垃圾 

成分还不断增加，混合收集的城市生活垃圾 

使堆肥处理面临极大困境。一方面大量 的堆 

肥筛上物需要进行焚烧和填埋处理，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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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堆肥质量的下降，堆肥市场在进一步萎缩。 

堆肥产品质量不高 、肥效低、销路不畅，严重 

制约垃圾堆肥处理的发展。解决堆肥的关键 

是必 须实现 有机 垃圾 的分 类收集 。 

2 3 3填 埋处 理 

目前 ．我国大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的主要 

方式是填埋处理，垃圾的填埋处理在今后相 

当长时间内将 占垃圾各种处理方式的主导地 

位。但理想的垃圾填埋场越来越少。近几年 

来大城市聩续建设或 已建成大型甚至超大型 

的垃圾卫生填埋场 ．这些填埋场在技术水平 

上总体而言采用了和发达国家接轨的技术要 

求，填埋场的运营也具有相当高的水平。但 

由于经济、技术等历史原因 ，也还存在相当数 

量的垃圾堆放场或填埋场 ，未达到卫生填埋 

要求 ，场底防渗、渗滤液处理及填埋气体的回 

收利用方面存在许多阿题 。 

2 3．4 焚烧处 理 

我国许多地区人 口密度高，特别是东部沿 

海地区的许多城市，土地资源非常宝贵，焚烧 

处理会逐步发展成为这一地区生活垃圾处理 

的重要手段。大城市气化率高的居住区生活 

垃圾热值已满足焚烧处理的基本要求，加强分 

区、分类收集将促进垃圾焚烧的发展。制约城 

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发展关键因素是建设和 

运行资金来源。 

2 3．5 垃圾堆放 

虽然大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率已较高，但 

还有相 当数量的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场未能达 

标处理。其中现在运行 的一些垃圾填埋场 、 

露天的大型垃圾堆肥厂也因资金 、管理等原 

因，实际上如同垃圾堆放场，给周厨环境带来 

严重 的污染 。 

3．对策 

3 l 目标 与 原 刖 

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对策要充分借鉴 

发达国家的经验，并结合社会经济发展条件 

确立符台可持续发展要求的目标体系。首先 

- 36 · 

是尽可能避免垃圾产生 ，其 次是对产生的垃 

圾要尽可能进行 回收利用 ；最后 的处理 目标 

是进行有利于环境的处理 各城市要根据具 

体条件，制定明确的可行的目标。 

3．2 加 强法规 体 系建设 

国家“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明确规 

定了对生活垃圾 的倾倒 、清扫 、收集 、回收利 

用和处置的基本要求 ，应尽快完善执法 的保 

证和监督体系。此外 ，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处 

理技术标准体系也需进一步完善。 

3 3 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管理体 系 

我国现行的政企合一的垃圾管理体制不 

利于垃圾管理业的发展 。因此 ，要改变在管 

理体制上政企合一 的僵化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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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与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 

相适应 的城市生活垃圾管理体系。 

目前，我国实行企业 化管理 的垃圾处理 

厂还很少，也缺乏相关政策。垃圾处理厂不 

同于一般的生产企业 ，必须制定详细的政策 

并严格监督，才能使企业既自觉保护环境 ，又 

推行集约化管理。 

3 4 经济政 策 

利用台理的经济手段来促进垃圾的减量 

化 、资源化和无害化处理。 

3．4 1 征收垃圾 处理 费 

向居民和单位征收一定的城市生话垃圾费 

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之一，它体现了“污染者 

付费原则”。大城市由于经济相对发达，经济发 

展相对较高，居民收人也较高，有条件通过征收 

垃圾处理费来弥补垃圾处理的资金不足。 

3．4．2 对包装产品生产者牧费 

通过对包装材 料收取一定 的垃圾处理 

费，对于源头减量 ，防止包装废弃物 的增长 。 

具有重要意义。德国及欧盟许多国家的经验 

值得借鉴。德国通过包装条例的实施 ，落实 

了生产者 销售者的责任制；通过对不同包装 

材 料 、包 装材料 的使用量 收取不 同 的包 装 费 。 

引导生产厂改进产 品包装设计 、正确选择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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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材料 、限制包装大小；强制包装回收、循环、 

再利用等，通过经济手段组织 了专业的包装 

材料回收公司，既减少了垃圾量，又提高了垃 

圾回收利用水平。 

3．4．3 多渠道筹集垃圾处理建设资金 

由于总体上经济水平还比较低以及收入水 

平的不均衡性等原因，在一段时间内，还难 通 

过垃圾收费平衡垃圾处理的全部成本。建议国 

家允许有条件的城市通过 BOT、发行债券 、彩票 

等形式筹集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资金。 

3．5 推进 分 类收 集和减量化 

(1)优先做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规划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的完善是一个循序 

渐进、不断完善的过程，推行城市生活垃圾分类 

收集应根据城市的具体条件采取不同的措施。 

要建立家庭有害垃圾如废 旧电池、日光 

灯管等分类收集系统，对减少生活垃圾对环 

境污染有重要意义。要根据垃圾处理方式进 

行分类。如进行推肥和焚烧相结合 ，则要将 

有机垃圾和其他垃圾分类 ；进行焚烧处理和 

填埋处理相结合 ，则要将可燃物和不可燃垃 

圾分类收集 。 

(2)加强分类收集配套设施的建设 

配套设施应实现垃圾收集容器化 、密闭 

化 ，垃圾分类收集 ，分类运输 ，分类处理 。分 

类收集要求对分类的垃圾配备不同的收运车 

辆 ，且运输 到不同的配套处理场所。如果分 

类后的垃圾没有分类处理的场所，不得不进 

行混合处理 ，则分类 收集无法实行可持续发 

展 ，就无法真正得到推广。 

(3)强化废品回收 

需要将废 品 回收纳入城 市垃圾 处理 体 

系 ，统筹管理。 

(4)改变城市的燃料结构 

提高城市燃气化水平可以明显降低垃圾 

中的煤灰含量，提高垃圾热值。 

(5)改变生活服务 方式 ，大力推行精 、净 

菜上市 ，减少城市生活垃圾中厨余物的含量。 

3．6 加 强宣传与教育，提 高全 民环境意识 

城市生活垃圾的管理与所 有的居 民、机 

关 、单位、企业 都有关 ，需 要全社 会的参与。 

政府的各项管理政策的出台到实施 ，如垃圾 

的收费、分类收集 、垃圾减量等改革措施的实 

施也需要公众 的广泛参与和支持。政府要加 

强宣传教育 ，提高全民环境意识 ，并逐步建立 

公众参与垃圾管理的机制。 

3 7 适 宜的垃圾 处理 技 术选择 

总的来说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 向多元化方 

向发展 ，向综合处理 方向发展。具体而言 ，现 

阶段大城市对各种处理技术的选择排序如下： 

(1)首先应建设符合标准 的城 市生活垃 

圾卫生填埋场 ，逐步消除垃圾堆放场 ，优先解 

决大城市 日益增加的垃圾产量的出路问题 ； 

(2)在资金、条件容许 ， 及 国家的规划 

指导下 ，逐步建立符合国家烟气排放标准的 

垃圾焚烧厂，对热值含量 高可燃烧 的垃圾进 

行焚烧处理，并进行余热利用 ； 

(3)在推行分类收集的基础上，对已分开的 

厨余物采用适宜的堆肥技术进行堆肥或发酵处 

理 。 

(4)最后考虑选择其他资源综合技术 ，如 

废塑料的再生利用 ，焚烧废渣 的制砖 等综 合 

利用技 术 。 

各城市要根据自身的条件做 出垃圾处理 

规划 ，要立足 于可持续发 展和环境保 护的需 

要，要把近期 的垃圾处理 方案与远期 的垃圾 

处理需要统筹考虑。不管那一种 处理 方式 ， 

都有其局限性 ，需要采 用“生命周 期评 价方 

法”来优化综合处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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