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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垃圾处理现状与小镇项目垃圾处置对策

于敬星*

摘 要：在乡村振兴战略和建设美丽中国背景下，结合十九大推进绿色发展，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

体系和近年来关于培育和创建特色小镇的相关要求，特色小镇是绿色发展中的一个新亮点，垃圾处理必将纳入特色

小镇建设考量的重要因素。在生态文明和绿色循环发展理念下，垃圾处理需探索新模式、新路径、整合新技术、新功

能，在解决城市固体废弃物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等问题。做好垃圾分类，最大限度实现垃圾资源利用，减少垃圾

处置量，亦是实现小镇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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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活垃圾概述

生活垃圾简介

生活垃圾一般可分为四大类：可回收垃圾、餐厨垃圾、有害垃圾和其它垃圾。

可回收垃圾包括纸类、金属、塑料、玻璃等，通过综合处理回收利用，可以减少污染，节省资源；餐厨垃圾包括

剩菜剩饭、骨头、菜根菜叶等食品类废物，经生物技术制成堆肥，每吨可生产0.3吨有机肥料；有害垃圾包括废电池、

废日光灯管、废水银温度计、过期药品等，这些垃圾需要特殊安全处理；其他垃圾包括除上述几类垃圾之外的砖瓦陶

瓷、渣土、卫生间废纸等难以回收的废弃物，采取卫生填埋可有效减少对地下水、地表水、土壤及空气的污染[1]。

生活垃圾的危害

①水污染。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随意丢弃或者简单堆放的垃圾很容易造成水污染，主要的原因是当这些垃圾中含

有的有害物质渗透到土壤中后，会导致地表水或地下水受到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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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大气污染。露天堆放的垃圾会迅速发酵，释放着令人难以忍受的臭味，造成蚊、蝇、鼠等四害滋生。露天堆放

的垃圾还容易释放出大量的氨化物、硫化物等有害气体，致使大气层被逐渐污染，雾霾天气增多。

③土壤污染。购物更加便捷化，塑料包装袋使用量大增，丢弃的塑料包装袋造成的白色污染日益严重。这些难以

分解的垃圾，如果不经过处理直接堆放在地表之上，就会污染土壤。

④影响身体健康。垃圾中存在很多致病微生物，且垃圾堆一般都会成为老鼠、蝉螂、蚊蝇等四害的栖息地和繁殖

场所，致使它们经常在居民区附近流窜，容易引发一系列的传染疾病，严重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2]。

2 常见的生活垃圾处理方式

常见的城镇生活垃圾处理方法有三种：焚烧、填埋、堆肥。除了以上三项常见技术以外，还有垃圾裂解技术、水

泥窑协同处置技术、废纸再生利用技术、废塑料再生利用技术、废橡胶再生利用技术等，由于不是常用的技术手段，

本文将不展开赘述。

垃圾焚烧

垃圾焚烧即通过适当热分解、燃烧、熔融等反应，使垃圾经过高温下氧化进行减容，成为残渣或者熔融固体物质

的过程。垃圾焚烧是一种较古老的传统的处理垃圾的方法，由于垃圾用焚烧法处理后，减量化效果显著，节省用地，

还可消灭各种病原体，将有毒有害物质转化为无害物，故垃圾焚烧法已成为城市垃圾处理的主要方法之一。

垃圾填埋

垃圾天面技术就是将垃圾填入到洼池或者是大坑当中，用防渗材料将地面与垃圾接触部位覆盖住，避免垃圾渗滤

液进入地下水发生污染；并在场地的底部铺设排水管道，把渗滤液引到场外；在垃圾体内设置导气系统，把填埋气导

出利用或者燃烧；在场地的四周挖设截洪沟，避免洪水进入场内。

垃圾堆肥

堆肥法处理生活垃圾是指凭借微生物的生化作用，在人工控制条件下，将生活垃圾中有机质分解、腐熟、转换成

稳定的类似腐殖质土的方法。堆肥处理的原理大致可分为厌氧性发酵和好氧性发酵两种。厌氧性发酵是使垃圾减少

或者完全隔绝与空气接触，利用厌氧菌分解有机质，产生二氧化碳、水、甲烷和腐殖质土的过程；好氧性发酵是用翻

堆、强制送抽风，以好氧菌分解有机质使其稳定的方法，产物为二氧化碳、水和腐殖质土等[3]。

3 国内城镇生活垃圾处理现状

在我国，各省生活垃圾处理水平和方式有较大的差异，大多数地方垃圾处理刚刚起步。目前，我国仍主要采用卫

生填埋、堆肥、焚烧这三种传统处理方法，主要为填埋和焚烧，其中填埋一直是最主要的处理模式，占比较高，部

分地区还有相当简易的填埋场在运行。但近年来，填埋模式占比持续下滑，焚烧处置率逐步上升，在海南、浙江、江

苏、云南这些省份城市生活垃圾焚烧比例相对较高，达到或超过50%。

我国生活垃圾处理政策正在不断完善。2013年，北京试行垃圾定量定时定点投放、上海市政府推行《上海市促进

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办法（草案）》、广州实行垃圾计量收费、南京市实行《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虽然垃

圾分类效果有所改善，但由于市民对于垃圾分类知识匮乏，垃圾正确投放率仅为10%~20%。

我国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建立始于2002年，虽有相关政策推动但实施情况并不理想，导致收费制度的推广和实

施就此搁浅，近几年垃圾分类收费制度多次被重被提起。2019年全国人大审议通过《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修订草

案》，提出“产生者付费”原则。目前国内大型城市居民生活垃圾收费形式仍以定额收费和附征于公用事业收费系统

为主，计量收费制度正处于探索制定阶段[4]。

4 国内城镇生活垃圾处理存在的问题

政府提供服务的弊病

生活垃圾处置长期由政府主导或直接提供，政府既是服务的提供者，也是监督者，这种传统而单一的管理模式，

也暴露出许多问题。例如，实际工作中服务质量低劣、效率低下、成本高昂、技术更新缓慢。

当前城市生活垃圾处置的绝大部分费用来源于财政，随着城市生活垃圾的进一步增多，处置缺口进一步增大，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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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在各环节需要投入更多的资金，给财政带来更大的压力。引入多元化的市场主体，已是必经之路。

垃圾分类体系不完善

目前，全国范围内对生活垃圾的源头减量和分类回收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还存在不少困难和许多不规范的地

方。一方面，分类体系还不畅通，分类投放后做不到分类收运、分类处理，打击了居民的分类热情。另一方面，垃圾

分类是一项长期且复杂的工作，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和奖惩机制，居民难以保持。

居民垃圾分类回收意识淡薄

我国城市居民垃圾分类意识仍然比较淡薄，部分居民在垃圾分类的环保意识中存在被动性。居民在生活垃圾处理

方面依赖政府，被动等待政府出台相应政策，没有意识到需要个人的配合才能解决垃圾问题。

管理体制和收运体系不完善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具有很强的专业性、社会性，需要多部门、多人员的共同合作完成，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由

于这项工程涉及机构部门较多，若缺乏明确的政策制度指导，则会导致各部门在行使职责时不能形成合力。各个城市

垃圾收运系统完整度不同，大多数都是初步形成，垃圾中转站在数量、层次上的分布未形成网络。另外，环卫设施标

准偏低，垃圾收运体系效率不高，也对垃圾清运效果的提高造成了阻碍[5]。

生活垃圾处理资源化程度低

生活垃圾资源化处理的前提是垃圾分类，但是我国还没有完全实现在源头将生活垃圾分类，垃圾分拣技术也不成

熟，不能将混合垃圾中的有害物质剔除，从而造成了我国垃圾资源化程度不高。

5 小镇项目应用建议

基于以上垃圾处理应用方式，针对特色小镇营造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引入生态系统专篇，组织专项设计评审

小镇规划方案设计中增加生态系统专篇，可针对几方面进行分项说明：①绿色出行方式。②绿色材料应用。③垃

圾回收处理及再利用。④生态补偿措施。⑤水土、环境保护措施。

制定落地实施方案，派驻专人跟踪落实

营造期间派驻专人负责设计方案的落地，根据现场实际情况，从水土保持、建筑垃圾外运路径、废品回收的处理

等方面，制定相应的措施，切实将生态专项方案实施落地。

建立服务体系保障，倡议业主家人自治、共建

通过引入完善的物业服务体系，以及生活服务体系的搭建，保证小镇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争取政策支持，获得费用补贴以及相应的制度保障

小镇前期阶段主动沟通当地政府，了解生态补偿政策，争取税收优惠政策。

研究不足与提升

关于课题研究还有一些不足。

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课题研究资料来源于文献搜集、网络查找等，由于时间原因、工作事项等不足，

针对国内优秀小镇、部分垃圾处理厂，未能进行实地考察、研究，收集一手资料。

②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课题研究成果在小镇项目上的应用还处于理论探索阶段，未能展开实施，

作为项目领导者，希望进一步推动垃圾处理在小镇中的应用，积极响应国家政策以及集团号召，躬身入局[6]。

6 结语

当代中国，特色小镇既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乡村振兴的基础环节。对小镇来说，人口基数庞大，居住

人口可达数千甚至上万人，这意味着小镇可持续发展需要一个有效的发展形态。生态文明是小镇营造与存续的重要因

素。要构建完善的生态文明管理体系，需综合考虑业主家人健康和环境保护，充分运用全新的生态理念，建立一种低

碳、环保、节能、健康的生活模式，实现资源的多层次利用，推进小镇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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