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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资源循环利用基地的产业及规划布局研究

宋�伟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北京�100038

摘　要：发展循环经济是我国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构

建资源循环型产业体系和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对完善国家资源支撑体系，实现碳中和、碳达峰双碳目标，促进生

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某资源循环利用基地为例，对基地的规划定位、产业布局、循环经济发展规划、基

地布局及空间组织发展结构进行分析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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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随着资源稀缺性问题的突出和环境保护意识的加

强，对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和处理水平的要求也日益规范

和严格，低水平、低效率的处理模式将逐步被淘汰。废

旧物资的回收处置市场将会从无序状态到有序发展，废

旧物资回收再利用行业将会成为一个市场规范的、盈利

的新型行业。建设规范化和规模化的固废处理和资源化

利用设施，有利于形成固体废物闭合循环链、能量梯级

利用、污染集中控制，开创新的产业发展道路，引领固

废行业发展，实现较好的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

当前，城市资源循环利用基地已经成为我国各大城

市进行固废处理处置、资源综合利用和循环经济发展的

关键市政基础设施之一，建设集固废综合处置、资源

循环利用、环卫科技研发推广、环保宣传教育等功能于

一体的综合型固废处置循环利用基地，创建循环经济体

系，是贯彻“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方针的重要举措，

是探索绿色发展之路的领航之旅，是全面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的关键节点。

2  基地总体概况

该循环利用基地位于市辖区南部，距离中心城区直

线距离约60公里，所处区域主要为商品林地，含部分公
益林地。基地内已有在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一期项

目，建筑规模1000t/d，用地103亩，位于基地东北角，二
期用地约67亩，位于一期工程用地北侧。
基地建设范围内地形较为复杂，地形起伏较大，自

然地形标高296.56m-443.93m，最大高差147.37m，总体地
势呈南北高中低之势，地形高点集中于西南部，基地中

部有占地约40亩深约两米的鱼塘，鱼塘东北侧为生活垃
圾焚烧发电厂一期工程用地。[1]

基地所在区域交通便利，基地西南侧距离县道距离

1200米，该县道往东连接国道，往南连接城际高速，项

目拟从西南侧县道北侧利用原有村道拓宽往东北方向延

伸至基地。

3  基地规划定位及产业布局

（1）规划定位
1）高效整合，有力保障，惠民生、补短板
规划围绕“无废城市”建设方案，通过整合各区县

环保资源，强化政策、资金、用地等要素保障，有序有

力地推进环保基础设施民生工程建设，补短板，实现环

境保护及治理整体品质的进一步提升与改善，逐步推动

环卫设施全覆盖。

2）聚焦“热能”，精准谋划，科学布局
依托基地在建生活垃圾焚烧厂热能资源，将基地热

能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以热能辐射联动基地内固废产业

及基地周边产业发展，有针对性地围绕基地热能核心优势

及周边环卫需求对基地建设项目进行谋划与布局，为服务

区内社会及生态环境治理、产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3）立足长远，打造“三层级”“邻利型”循环经济
产业示范区。

以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为目的，以优化城乡能源结

构、保护城乡生态环境、实现废弃物资源化为核心，打

造废弃物处理、资源能源循环利用、绿色生态示范“三

层级”循环经济产业体系，构建“技术最优、设施齐

全、标准最高”的邻利型循环经济生态示范基地。

（2）产业布局
结合周边区域的再生资源条件、现状基础等因素进

行分析、论证，确定为发展以废弃物无害化、减量化、

资源化为主导，其衍生产业为辅的多元化资源再生产

业，为区域的固体废物回收处置与循环利用提供解决方

案，解决市域范围内某类或某几类固体废物利用不成规

模、处置不够专业规范的问题。

通过对基地服务范围内各领域固体废物产生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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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现状摸排，对固体废物行业内的不同细分领域的建设

需求及规模进行分析及预测，形成以生活垃圾焚烧、餐厨

垃圾、焚烧炉渣、再生资源、建筑垃圾等无害化处理、资

源化利用等为主导、以循环利用为方向、以城市环境服务

为中心，拓展固废处理处置产业链条，在保证企业稳定的

投资回报率的前提下，全力构建循环经济产业链，打造资

源循环利用产业园的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样板工程。

基地内规划的建设项目包括：生活垃圾焚烧厂项

目、餐厨废弃物应急处置项目、炉渣资源化利用中心、

医疗与酒店布草洗涤中心项目、建筑装修垃圾处理项

目、再生资源回收分拣加工中心项目、焚烧飞灰资源化

利用项目、第二生活垃圾焚烧厂二期项目、综合污水处

理站、基地管理中心及环保公园等多个项目。[2]

（3）循环经济发展规划
资源循环利用基地就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以

循环经济和清洁生产为基本理念，在处理城市固废并防止

二次污染的同时，实现环保产业园物质能源的三级循环：

1）大循环——基地项目与社会动脉产业之间的循环。
循环利用基地和社会形成一个大的循环体系，即社

会流通的商品经过消费，废弃的部分进入基地，经过基

地内部处理，形成电力、肥料、建材、塑料等原材料返

回到社会商品加工体系，经过生产再产生商品，供社会

使用。

2）中循环——基地项目之间的循环；

基地内不同设施之间的物质循环是建设的重点，包

括生活垃圾焚烧产生的电力、蒸汽等能源供基地内其他

项目综合利用，有机固体废弃物进行厌氧消化制沼气的

内部利用，垃圾渗沥液、沼渣等废弃物的集中处理等。

基地工艺循环：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产生的电能，能够提供整个基

地的自用电，剩余电量可上网出售；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产生的余热蒸汽，即可提供给

布草洗涤子项作为热源进行烘干、烫平等工序；又可供

给餐厨垃圾、污水处理站等子项作为厌氧消化系统升温

和保温的热源；

餐厨垃圾、建筑垃圾、炉渣处理、再生资源分拣中

心等子项分选出的固渣、轻质物、惰性物等进入生活垃

圾焚烧发电厂子项作为原料进行生产电力；

基地内各种处理设施产生的污水集中收集最终进入

污水处理站进行协同处理利用，污水处理站产生的浓缩

液回喷到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焚烧炉喷炉处理；污水处

理站出水，基地内进行循环利用，用于园林灌溉、景观

水域、生产用水等。

餐厨垃圾、污水处理站等子项中的厌氧消化系统产

生的沼气，是一种清洁能源，一部分沼气进入生活垃圾

焚烧厂子项作为二次风入炉掺烧发电，另一部分转化为

生物天然气或经过净化发电上网，转化成生物质能源，

供整个产业基地碳减排。基地的工艺循环如图1所示。

图1  基地项目工艺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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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物资循环：

对一个以固废处理为主要任务的资源循环利用基地

来说，应能使进入基地的所有城市固体废物得到有效的

处理处置，使物料在整个基地项目之间实现最大的循

环，实现最佳的经济利用和最彻底污染治理，期间物质

得到有效循环、能量被有效转换利用、废物归口并分别

集中焚烧厂和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必须排出的废气也

应经处理并达到相应的排放标准后进行排放，尽可能减

少对环境的潜在危害。[3]

3）小循环——单个项目内部的工艺衔接和物质能量
的循环

小循环是指基地中单个项目内部的工艺衔接和物质

能量的循环，如生活垃圾焚烧厂产生的电力可供自身运

营使用，有机固体废物产的清洁能源沼气可为其工艺提

供热源等。

4  基地布局及空间组织发展结构

（1）布局原则
1）实现建设，满足建设用地，满足交通物流的要求
建设首要的是满足各类设施的建设用地要求，并实

现交通顺畅。在用地满足基本需求的前提下，考虑的合

理布局。

2）遵循循环经济理念，实现内物流、能流、水流的
循环利用

充分利用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产生的余热，为其他

处理设施提供热源，基地内主要使用垃圾焚烧发电厂产

生的电能，实现能流循环利用；渗沥液处理厂的中水可

作为绿化灌溉用水。

3）优化建筑外形、美化景观环境，提高的观赏性
综合考虑外形景观的风格一致，建筑结构错落有

致，并对内绿化景观等进行优化，提高的观赏性。

4）一体化产业布局，体现用地的集约性、布局的合
理性

结合地形、已建项目及交通、区位特征，围绕核心

节点，体现产业协同一体化，体现用地布局的集约性、

经济性、合理性。

（2）功能布局
通过对基地内部现状土地功能的梳理，结合未来发

展导向，促进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环保产业、文教科研

等不同功能的联系，设置功能分区如下（图2）：
资源化利用区：

资源化利用区按固体废弃物类别又可划分为生活垃

圾焚烧发电、餐厨废弃物应急处置厂、炉渣资源化利用

中心、建筑装修垃圾处理厂、再生资源回收分拣加工中

心等，各功能区集中布置，并在物流、能流方面保持一

定的联系。

综合服务及配套区：

综合服务区指基地的办公、监控、生活等服务设

施；环保展示及宣教场所，员工休闲场地。配套区作为

整个所需的公共市政设施配套区，根据需求可规划供电

站、供水站等。

终端处置区：

主要包括焚烧飞灰资源化利用厂、基地污水处理站

项目，形成飞灰处置及综合污水处理的终端处置区。

预留贮备发展区：

指基地预留的贮备发展区，根据产业发展及产业链

延伸的需求，预留部分贮备用地。

图2  基地功能布局图

（3）空间组织发展结构
基地总体布局基于基地现状自然条件及场地边界条

件，以在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为核心，形成“一心一

廊一核多组团”的空间组织发展结构，见图3。

图3  基地规划空间组织发展图

一心：指管理中心，集环保教育、综合管理中心、

研发中心，环保公园为一体，以智能化、信息化、系统

化、体系化手段对整个进行统筹管理，以创新科研研发

促进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一廊：自西南沿基地南侧谷地往东渗透，围绕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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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水体连接基地管理中心，形成横贯东西的基地南部

游憩休闲景观通廊。

一核：指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作为基地内动

力的主要来源，带动内各项目发展。

多组团：指基地污水处理站、餐厨废弃物应急处置

厂、炉渣资源化利用中心、建筑装修垃圾处理厂、再生

资源回收分拣加工中心、焚烧飞灰资源化利用厂。[4]

（4）竖向布局
场地标高的确定首先要考虑的是防洪因素对场地标

高的影响，根据国家相关标准、规范，本工程的防洪标

准至少需采用100年一遇设计，而受江、河、湖、海的洪
水、潮水或内涝水威胁的工业企业，场地设计标高应符

合《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规定。

场地设计标高应高于设计频率洪水位0.5m以上，当
有波浪侵袭和壅水现象时，尚应加上波浪侵袭高度和壅

水高度。

场地标高的确定同时还需考虑以下因素：

1.方便生产联系，满足道路运输及排水设施的技术
条件。

2.减少土（石）方工程量，填挖基本平衡。
3.防止地下水对建筑物基础和道路路基产生不良

影响。

4.与所在城镇的总体规划相适应。
根据场地自然地形状况，结合外现有和规划的道

路、排水系统、周围场地标高等因素，根据生产、运

输、防洪、排水、管线敷设及土（石）方工程、护坡挡

墙等要求，确定竖向设计。

结束语

从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颁布
以来，全国各大城市高度重视循环经济发展，大力推进

资源循环利用基地建设，至2020年，全国范围内已布局
建设50个左右资源循环利用基地。
本文以某市待建资源循环利用基地为例，立足于规

划层面，对基地的规划定位、产业布局、功能布局及空

间组织发展结构进行分析及阐述，为资源循环利用基地

的前期规划及建设提供一种布局及规划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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