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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简述了广州生活垃圾生成与处理的现状。指出了广州生活垃圾处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对广州市未来 10 a�

15 a生活垃圾产生量进行了预测。在对生活垃圾填埋和焚烧处理成本进行比较的基础上, 提出了广州生活垃圾处理的行

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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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 ituat ion of domestic w aste generation and treatment in Guang zhou w as briefly described. Prob-

lems ex isting in domest icw aste treatment in Guangzhou w ere discussed. The amount of domest icw aste w as est-i

mated in the next 10 years or 15 years o f Guang zhou. So lution and countermeasure w ere proposed for domestic

w aste treatment in Guangzhou after cost comparison betw een landfill and inc in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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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广州生活垃圾生成与处理的现状分析
1. 1� 生活垃圾产生量呈逐年递增趋势

近年来,随着广州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和城市

化的快速推进,广州市生活垃圾日产生量呈逐年递

增的趋势。到 2008年, 全市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

总量估测为 18 000 ,t经过一定的分捡、分类回收

后,进入终端处理的约 12 000 ,t其中,中心城区是

生活垃圾产生的主体区域, 约占全市垃圾生成总量

的七成左右。 1995年 � 2009年, 中心六区日产生

活垃圾年均增长率为 4. 6%, 日垃圾产生量从

2 875 t大幅提升至 8 148 t。见图 1。

图 1� 广州市 1995年 � 2009年生活垃圾日产生量增长情况

F ig. 1� Grow th of da ily dom estic w aste o f Guang zhou from 1995 to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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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据有关统计,在进入终端处理的生活垃圾构成

中, 餐厨垃圾、塑料及橡胶、果叶、纺织物、废纸等可

回收利用品种占据主体地位,合计占比 95%以上。

1. 2� 生活垃圾现状处理能力和容量接近饱和

目前,广州生活垃圾处理主要以填埋为主, 全

市垃圾填埋所占比重高达 90%以上,其中:中心城

区垃圾填埋与焚烧处理的比例为 87. 50�12. 50, 见

表 1。由于容量所限, 兴丰和番禺生活垃圾卫生填

埋场将于 2012年填满封场。由此可见, 在生活垃

圾生成量快速增长的同时,垃圾现状处理能力却趋

近极限和饱和。

从广州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现状来看, 除了兴

丰卫生填埋场和李坑生活垃圾焚烧电厂外, 其他生

活垃圾处理设施多数不达标并且基本接近饱和状

表 1� 2008年广州生活垃圾日处理量 t /d

Table 1� Da ily trea ted am ount o f Guang zhou dom estic

w aste in the year o f 2008 t /d

广州生活垃圾产生量 18 000

生活垃圾分类回收量 6 000

生活垃圾终端处理量 12 000

其中:中心城区终端处理量 8 000

兴丰垃圾填埋场 7 000

李坑垃圾焚烧发电厂 1 000

番禺、花都、从化、增城终端处理量 4 000

中心城区垃圾填埋比例 /% 87. 50

中心城区垃圾焚烧比例 /% 12. 50

态,见表 2。如果不新增垃圾处理设施, 到 2012

年,中心城区的生活垃圾只有李坑焚烧发电厂一期

和二期合计 3 000 t的处理能力,缺口约 9 000 t。

表 2� 广州市十区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现状

Table 2� S ituation o f fac ilities for domesticw aste treatm ent o f ten districts in Guangzhou

区域 处理设施 处理方式 处理能力

中心区 (含新塘 ) � 兴丰填埋场一期 卫生填埋 剩余填埋容量 500万 m 3

李坑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焚烧发电 1 000 t /d

其他小型生活垃圾填埋场 填埋 (不达标 )

花都区 花都狮岭垃圾综合处理厂 填埋 (待扩容改造 ) 剩余填埋容量 100万 m 3

其他小型生活垃圾堆放场 填埋 (不达标 )

番禺区 番禺火烧岗填埋场 填埋 (已改造、无再扩容可能、不达标 ) 剩余填埋容量 40万 m3

其他小型生活垃圾堆放场 填埋 (不达标 )

小型生活垃圾焚烧厂 焚烧 (不达标 )

南沙区 运往兴丰填埋场处理 卫生填埋

� 中心区指越秀、天河、海珠、荔湾、黄埔和白云。

1. 3� 生活垃圾分类回收主要由回收市场和垃圾分

拣者完成

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推进较早。 2004

年, 由广州市环卫局主编的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及
评价标准 �,由国家建设部作为国家行业标准颁布
实施。随后,市环卫局又印发了 �广州市生活垃圾

分类收集工作方案 �和 �垃圾分类标志和分类方
法�, 将生活垃圾分可回收物、大件垃圾、有害垃
圾、餐厨垃圾和其他垃圾等 5大类。广州市生活垃

圾回收主要依托废品回收市场来进行, 垃圾分拣主

要由垃圾拣拾者、环卫工人、家庭等来完成, 分拣出

来的废弃物通过废品收购站收运后交由利废企业

处理利用。据不完全统计,广州市垃圾拣拾者队伍

从业人员约 10万多人, 废品收购站及临时性的收

购点约 5 000个 (其中有登记注册的 2 160个 ) , 每

年约 480万 t废弃物被回收利用,其中含生活垃圾

回收利用 160多万 t。

2� 广州生活垃圾处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2. 1� 以填埋为主的处理方式造成土地资源紧缺
目前,广州生活垃圾处理仍以填埋为主, 以广

州中心城区垃圾填埋处理占垃圾处理量的 87. 5%,

焚烧处理不到 12. 5%。按照目前广州垃圾产生量

及人口增长的情况,如果继续采取填埋为主的垃圾

处理方式, 广州每天约需要土地 0. 067 hm
2
, 一年

要增加土地 24 hm
2
, 这对土地资源日益紧缺的广

州来讲, 无疑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2. 2� 生活垃圾分类回收系统建设不尽完善

关于生活垃圾分类问题在广州已实施多年,但

成效并不明显。原因主要有: � 在垃圾回收实际操

作过程中,很多地方市民在前端分类,环卫工作人

员在后端处理上又都混淆在一起。� 受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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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驱动,垃圾回收人员往往只回收有经济价值的垃

圾, 而对那些缺乏经济价值但仍有回收用途的垃圾

不回收。 �餐厨垃圾和其他垃圾没有分开, 餐厨垃

圾湿的成分较多, 和其他垃圾混在一起, 既不方便

处理,也容易造成二次污染。

2. 3� 生活垃圾处理投资结构不尽合理

在垃圾处理的投资结构中,大量资金用于后端

填埋厂和焚烧厂建设,广州每年投在垃圾分类和回

收的资金投入约 2 000万元,而建设一个垃圾处理

厂通常要 5亿 ~ 6亿, 也就是说 95%以上的资金用

于末端处理,这明显是一种被动的垃圾处理方式,

而在发达国家, 2 /3的资金花在减量化和资源化的

处理和管理上。

2. 4� 对垃圾处理厂所在区域的生态补偿机制欠缺

到目前为止,广州并没有建立一套完善的垃圾

处理厂的生态补偿机制,例如, 兴丰卫生填埋厂建

在白云区,南沙区的垃圾要经过 42 km的运输距离

运送到白云区兴丰填埋厂处理,但南沙及其他区对

白云区未有任何生态补偿及财政转移支付, 区域之

间的补偿机制严重缺失。

2. 5� 未能形成从垃圾收集、运输到处理完善的产

业链条

目前,广州垃圾分类回收主要由废品回收市场

和拣拾者自发进行,政府缺乏对垃圾分类回收的统

一规划, 垃圾的收集、运输、再利用和终处理等环节

是脱节的,没能像发达国家那样, 在相关政策的刺

激下形成垃圾分类收集、运输、处理完整的产业链,

形成企业化、专业化和规模化的垃圾产业体系。

2. 6� 政府对垃圾焚烧的引导不利, 媒体不负责任

和有失公允的报道

居民对垃圾焚烧认识上的偏差主要是政府在

这方面的疏导和引导不利, 导致居民过度恐慌, 使

政府建设垃圾焚烧厂的计划不得不暂时搁浅。

3� 广州生活垃圾增长预测和终端处理成本比较

3. 1� 广州城区生活垃圾增长预测
( 1)广州城区历年生活垃圾处理量及增长情

况 (该预测所指的广州城区是指除番禺、花都、增

城、从化之外,包括南沙区在内的城区 )。见图 2。

图 2� 广州城区历年生活垃圾处理量及增长情况

F ig. 2� Amount and g row th o f dom esticw aste treatm ent o f Guang zhou ove r the years

� � 由图 2可见, 2002年 � 2007年广州中心城区

生活垃圾终端处理量增长迅速,平均每年的增长率

超过 6%。 2007年以后广州中心城区的终端垃圾

处理量增长缓慢, 不到 3%, 2008年的增长率甚至

只有 0. 24%。其中主要原因: 一是因受金融危机

的影响导致广州的外来人口大量减少; 二是广州经

济转型对低端劳动力需求有所减少。

( 2)根据美国、欧洲、日本和我国北京、上海、

武汉等城市的垃圾增长规律,采用对数增长预测。

�根据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 (美国、欧

洲和日本 )人口和城市化与生活垃圾的增长规律,

城市生活垃圾增长主要受人口增长的影响较大,而

生活水平提高所带来的生活垃圾的增长影响较小。

�今后 10 a� 15 a内, 广州人口增长不会出现

较大规模的增长, 2009年广州市总人口约比 2008

年减少 30万 ~ 50万。

对数预测比较符合世界大多数城市和广州未

来发展的实际, 如图 3所示。广州城区 2015年、

2020年和 2025年垃圾处理量分别约为 306万 t、

320万 t和 331万 t。

�8�

第 22卷 � 第 6期 郭艳华等. 广州生活垃圾处理的思路与对策 2010年 12月



图 3� 广州市 2010� 2025年生活垃圾增长预测

F ig. 3� Estim ating grow th o f dom estic w aste o f Guang zhou from 2010 to 2025

3. 2� 广州现有垃圾处理模式的土地需求
按照目前焚烧 1 000 t的规模, 广州每年填埋

垃圾的土地需求, 根据前述所采用的对数增长预

测, 在现有的以填埋为主的处理模式下, 到 2015

年、2020年和 2025年, 广州中心城区每年垃圾填

埋的土地需求每年分别为 27. 15 hm
2
、28. 41 hm

2

和 29. 41 hm
2
。

根据番禺、花都、增城、从化的人口现状和未来

发展变化,整个广州市生活垃圾处理量将是上述城

区垃圾处理量的 1. 5倍。在现有垃圾处理模式下,

2015年、2020年和 2025年, 整个广州分别需要

40. 75 hm
2
、42. 62 hm

2
和 44. 09 hm

2
的垃圾填埋用

地。实际垃圾终端填埋法处理总社会成本高达

100亿元左右;采用焚烧法处理的社会总成本也将

高达 50亿元。

3. 3� 填埋和焚烧的成本 � 效益比较
在现有技术条件和处理方式的情况下, 网络民

意代表、媒体、乃至专业研究人员在比较垃圾填埋

和焚烧处理方式的时候,往往更多地看到垃圾焚烧

的高额投资成本, 而忽略了垃圾填埋的最大成本,

即日益稀缺的土地资源
[ 1]
。

根据价值补偿标准,利用微观福利经济学的分

析方法,在采用填埋的方式下, 广州城区垃圾填埋

采用租用法测算,年社会总成本约为 15亿元;采用

价值补偿法测算, 年社会总成本约为 30亿元, 见

表 3。

由于租用法并没有考虑未来的土地增值,两种

测算方法有较大的差距,这种差距在考虑到土地增

值趋势后,二者结果大致相等
[ 2]
。

从垃圾终端处理社会总成本的角度来看,焚烧

成本大概只有填埋成本的 50%左右 ,这也可以解

释为什么发达国家和土地资源相对稀缺国家和地

区更多的采用焚烧而非填埋的原因。如果广州采

表 3� 广州城区垃圾填埋和垃圾焚烧成本测算
Tab le 3� Cost estim ation of landfill and w aste inc ineration

in Guangzhou

项目 � � � � 垃圾焚烧 垃圾填埋

用地面积 A /m2 101 778. 00 917 000. 00

项目区域影响面积 A /m2 407 112. 00 900 000. 00

项目初始投资 /万元 169 552. 00 68 300. 00

运营成本 / (元� t- 1 ) 147. 00 22. 54

管理成本 / (万元� a- 1 ) 200. 00 100. 00

垃圾总处理量 m /万 t 2 190. 00 1 650. 00

单位管理成本 / (元� t- 1 ) 0. 80 0. 40

单位初始投资成本 / (元� t- 1 ) 77. 42 41. 39

单位年投资利息成本 ( 5% ) / (元� t- 1 ) 3. 87 2. 07

单位运营成本 / (元� t- 1 ) 147. 00 22. 54

租用法下单位占地成本 / (元� t- 1 ) 65. 51 266. 80

价值补偿法下单位占地成本 / (元� t- 1 ) 105. 46 429. 54

租用法下单位影响成本 / (元� t- 1 ) 60. 00 260. 00

价值补偿法下单位影响成本 / (元� t- 1 ) 100. 00 420. 00

实际单位处理成本 (租用法 ) / (元� t- 1 ) 354. 60 593. 20

实际单位处理成本 (价值补偿法 )

/ (元� t- 1 )

999. 26 1 182. 35

年处理成本 (租用法 ) /万元 90 506. 84 151 408. 12

年处理成本 (价值补偿法 ) /万元 127 430. 30 301 779. 68

用以垃圾焚烧发电为主的终端处理模式,未来广州

每年可节约用地约 33. 35 hm
2
, 比目前的处理模式

节省 80%的处理用地。德国因为垃圾发电的效益

明显,更是从国外进口垃圾进行发电
[ 3 ]
。

该项测算没有考虑二噁英问题。根据国家环保

部门的测算,垃圾焚烧产生的此类气体只占国民经

济社会活动产生总量的 1%左右
[ 4 ]
。此外,该项测

算没有过多地考虑垃圾发电的效益, 如果把垃圾发

电效益考虑在内,粗略测算可降低总成本 5% ~ 6%。

4� 广州生活垃圾处理的行动内容

4. 1� 着力推进垃圾分类, 建立覆盖 �集运理 �全过
程的分类处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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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危为机 �, 推进垃圾分类。在全市范围内

推广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

分类运输、分类处理, 在全市建立起完善的生活垃

圾分类运输、处理管理体系。明确分类原则。对垃

圾分类要设定近、中、远期的不同目标, 在当前推广

阶段,争取达到分离干、湿和危险品垃圾,或者只要

分离占垃圾成分较大比重的餐厨垃圾和其他垃圾,

通过干湿分离,有利于焚烧厂原料热值的提高, 减

少有害气体的产生和排放
[ 5]
。

探索餐厨垃圾处理技术。使占比很大的餐厨垃

圾在进入垃圾压缩站以前已经部分得到分离和处

置,打通原料处置、收集运输、集中处理、产品销售整

个产业链,使餐厨垃圾有一个完整的处置通道。

环卫分类处置要先行一步。环卫部门要对市

民的垃圾分类进行对接,不同的垃圾要有不同的处

置方式,环卫部门要增加设备投入,设置分类设施,

进行人员培训,巩固和扩大垃圾分类成果。

4. 2� 完善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进一步打通垃

圾减量化的产业通道

设计源头减量化的制度安排。提倡生产者责

任延伸,促使生产企业建立废弃物减量和回收机

制, 减少包装物的产生, 回收和处置废旧电池、灯

管、电子产品等。政府要对企业的废弃物减量化和

回收给予适当的鼓励,建立奖惩机制。

建立资源回收的网络化社会系统
[ 6]
。充分利

用广州业已充分发育的资源回收产业, 形成由市

民、废旧物质回收企业、环卫部门、包装物产出企业

等相关链条组成的网络化社会系统, 给予税收、工

商、场地等方面的优惠和便利, 鼓励用经济手段回

收有再生价值的废旧物品,促进资源的再生利用。

提高资源再生企业科技和工艺水平。政府要

加强对这些地区和企业的监管,运用法律和行政手

段对污染问题进行整改,同时扶植大型企业进入这

个产业,提高科技含量和工艺水平,提高产业规模

和人员素质,用先进的生产要素替代落后、污染的

生产要素,使得垃圾回收的后处理产业走向良性循

环的轨道。

4. 3� 构建以焚烧为核心的终端处理体系, 稳步推

进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焚烧发电无论在无害化和减量化程度、土地资

源占用方面都优越于填埋,因此,广州城市发展的

垃圾处理战略,是建立以焚烧发电厂为核心, 包括

餐厨垃圾堆肥、资源再生利用、危险品集中处置的

综合体系。

强化项目示范效应。环卫部门要加强对李坑

垃圾焚烧厂的管理,保证焚烧发电厂的各项运行指

标达到设计要求。李坑垃圾焚烧发电厂要成为垃

圾焚烧的一个示范点, 有计划邀请各界人士参观,

打消市民对于垃圾焚烧的疑虑, 为今后其他项目的

推出扫清障碍。

4. 4� 优化空间布局,科学规划垃圾焚烧厂选址

集约化利用土地。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建设既

要顾及垃圾运输的经济半径和服务范围,也要考虑

发电厂的征地绿化成本, 尽量把垃圾焚烧发电、垃

圾分拣回收、堆肥、炉渣建材制造和填埋、污水处理

等相关项目集中连片设置
[ 7]
,节约土地资源, 降低

运营成本。

适度隔离、绿化环绕。根据国内外有关垃圾焚

烧发电厂建设的标准, 根据国家和地方的相关规

定,选址要和民居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并尽量留有

余地。在厂周围征地、租地大量种植常绿乔木, 起

有效阻隔和吸附烟尘的作用。

靠山进山、靠水傍水。在山地较多的区域, 可

以利用森林公园核心区建设焚烧发电厂。在靠江

近海的区域考虑利用未开发的江州、离岛, 或者通

过填海成陆兴建垃圾焚烧发电厂。在垃圾储运方

面,充分利用江河水道, 降低运输成本, 提高运输

量,减少汽车运输对空气和路面的污染。

4. 5� 完善管理运营机制, 加强和改善政府对企业

的市场选择与运行监管

根据政府引导与市场运作相结合的原则,灵活

处置环卫产业的资源配置。焚烧发电产业需要顾

及环保、效益和社会形象, 如果企业运营方式以外

资来主导,容易出现管理失控等问题。因此, 在对

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引进吸收的基础上,由国有控

股企业运作垃圾焚烧产业, 是一个比较理性的

选择
[ 8]
。

稳定垃圾收集基层员工队伍。从垃圾收集的

层面来看,当前广州城区的保洁工作,是通过公开

招标形式产生选择竞标单位, 通常是价低者中标。

这种经营模式,降低了基层清洁工人的收入, 影响

了他们的劳动积极性, 加大了垃圾分类收集的难

度,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稳定。因此, 要考虑适

度改变经营机制, 提高基层清洁工人的收入, 稳定

职工队伍,从而提高广州环卫工作的质量。

(下转第 13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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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体系的运行、公众调查、环境风险等
[ 1]
, 对于

特征因子和敏感目标应加以重点分析和评估。

4. 4� 预期效果

通过环境影响后评价的实践, 进一步规范环境

影响后评价的程序和内容,提高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后评价的针对性和完整性,弥补环评及竣工环评验

收监测对环境管理提供依据的不足,提高建设项目

环境管理的科学性, 促进环境和经济的可持续

发展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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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6� 以 �低碳、环保、减物质化 �为导向,大力倡导

绿色生活方式

从源头上减少生活垃圾的产生是垃圾处理的

基本要求,这就需要倡导绿色生活方式。首先需要

减少包装物的产生, 提倡简约包装和有机包装, 引

导鼓励生产厂家回收利用包装材料
[ 9]
, 废止对产

品的过度奢华包装。

减少塑料袋的使用,鼓励使用环保购物袋; 提

倡合理饮食和自助餐, 反对铺张浪费和大吃大喝,

减少餐厨垃圾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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