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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中建筑垃圾的产生和排出数量也在快速增长。人们在享

受城市文明同时，也在遭受城市垃圾所带来的烦恼，其中建筑垃圾就占有相当大的比例，约

占垃圾总量的30%~40%，因此如何处理和利用越来越多的建筑垃圾，已经成为各级政府部门

和建筑垃圾处理单位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中国垃圾处理起步较晚，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较低，曾出现垃圾包围城市的严重局面。

自2006年以来，中国环境卫生行业有了较大的发展，使城镇垃圾处理水平提高，垃圾包围城

市的现象有所缓解。但还有一些问题存在，垃圾处理的投入与垃圾处理的需求相比仍明显不

足，垃圾处理的水平还很低，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还处于由粗放到处理的发展阶段。主要表现

为垃圾堆放现象普遍存在，垃圾处理场的二次污染相当普遍。

    我国城市在对建筑垃圾处理上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重要问题：

    ①高度重视，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建筑垃圾的处理和回收利用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社

会的各个层面，该如何处理就需要有组织进行协调解决，各建筑施工有关单位要站在讲政治

、讲大局、讲稳定的高度，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分工负责，齐抓共管；要建立健全

渣土设置与管理专项方案，对工地内建筑渣土的产生、防尘措施、处置等实行统一领导，统

一管理。

   ②提高建筑垃圾的技术处理水平。城市建筑垃圾一般采用直接填埋的处理方式，缺乏对建筑

垃圾的有效技术处理。尤其是对建筑垃圾做混凝土骨料必需破碎、筛分分级、清洗堆存的技

术国内企业还少有研究。城市相关部门应尽快帮助协调并依靠企业技术研发解决在建设垃圾

处理等方面存在的技术问题。

   ③降低建筑垃圾对环境的污染。我国建筑垃圾处理技术及回收利用率较低，建筑垃圾大部分

被运往垃圾填埋场堆放或填埋，不但占用了大量宝贵的耕地，而且对土壤、水源、植被等自

然环境造成了相当大的危害。同时，在运输过程中给城市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严重影响了

城市环境和城市形象。

   所以对于那些分拣出来不能利用的垃圾要合理处置，把对环境的污染降到最低。

   ④政府要为建筑垃圾处理提供资金保障。建筑垃圾废料不是商品，本身是没有价值的，只有

经过加工处理再利用后才会产生新的价值。在建筑垃圾的回收处理利用过程中，常常使处理

单位无利润可图，缺少了积极性，直接影响利用工作的进行，因此必须由政府通过某种渠道

在利用过程中给予经济补助。

   ⑤建立健全合理的政策法规。近些年来，我国对建筑垃圾回收再利用的重要性虽已有清醒认

识，但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国家还没有建立完善的相关法律法规，      对违反规定的处罚



条例，禁止填埋可利用的建筑垃圾及规定建筑垃圾必须进行分类收集和存放的条款还不完善

。所以，应出台相关政策法规，实行有效地奖惩制度。

   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据，从理论到实践、

从宏观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研究分析。本报告是全面了解行业以及对本行业进行投资不可

或缺的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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