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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番禺的垃圾焚烧厂选址，一度掀起轩然大波。也许，硬币的另一面，有着不一样的风

景。 

“收集后的生活垃圾经过分选后，利用厌氧技术发酵形成沼气，可以大规模地运用于城市

发电。”1 月 13 日，百玛士环保科技集团总裁施剑对记者勾画出另一番图景。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生活垃圾的处理一直是困扰中国城市规划建设的一大难题。不论是

填埋处理，还是采取焚烧发电，其处理过程中可能形成的污染，一直让人难以释怀。 

据记者了解，厌氧垃圾处理技术由于其环保性已在欧洲和日本市场被视为主流技术趋势。

与此同时，厌氧垃圾处理技术背后蕴藏的巨大的商业潜能也正在被激发出来——除了日常

垃圾处理的补贴性收入外，发电收入、沼气残渣制肥等都正在生成真正的财富效应。 

在中国市场，这项新兴技术及其产业化推进亦渐露头角。本报记者获悉，中国首批厌氧垃

圾处理项目有望在今年上半年分别在北京、上海两地落成。上述项目的投资方即为百玛士。 

对 于大众来说颇显陌生的百玛士背后是声名显赫的香港上市公司。2008 年 6 月，新世界

发展（00017.HK）通过其控制的新世界策略投资斥资约 2 亿元投资 于百玛士。2009 年 9

月，恒宝利（03989.HK）斥资 11.56 亿元收购百玛士全部股权。由于该收购以发行承兑票

据支付，倘新世界策略投资悉数行使 上述票据，其将成为恒宝利的第一大股东。1 月 7 日，

恒宝利（03989.HK）建议改名为“新环保能源控股“，新世界由此正式获得进驻这一中国内

地新能源 市场的资本平台。 

当然，在这场以新能源为号角的“垃圾大战”中，新世界并不是唯一的主角。 

解密“厌氧垃圾处理” 

据 记者了解，厌氧吸收技术应属第三代城市垃圾处理技术，此前在我国城市垃圾的处理主

要依靠填埋，直到 2008 年底，填埋模式占我国垃圾处理的 82.7%。垃 圾填埋的最大优势

是它的处理成本相对较低，但是，它要占据很大的土地资源，同时，垃圾填埋处理也会产

生比较严重的环境问题，主要表现有恶臭、排放甲烷气和 垃圾渗滤液等。 

此后，我国开始部分尝试采用垃圾焚烧处理模式。该模式能有效实现垃圾的减量化和资源

化，其中体积减量能做到 80%至 85%，而焚烧本身则可用于发电。到去年底，中国采取垃

圾焚烧处理的占比约 15%。但垃圾焚烧可能产生的二恶英污染，一直备受争议。 

在此背景下，厌氧垃圾处理技术开始走上前台，它能够有效实现垃圾的资源化、减量化、

无害化的同时，尽可能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厌氧垃圾处理技术”的核心为厌氧消化，即在无氧条件下，将城市垃圾中的有机物成分由

厌氧微生物进行降解和稳定。 

该技术实施的第一步是对回收的城市垃圾进行分选处理，将其分选为可燃物、有机物、残

渣、可回收物和固体废弃物。其中有机物则为厌氧垃圾处理技术的“原材料”。 

“中国是最适合利用厌氧技术处理垃圾的国家之一，因为中国城市垃圾的有机物含量比较

高，约占 50%。”施剑认为，相比之下，中国城市垃圾的热值较低，并不太适合垃圾焚烧

处理。 

通过厌氧吸收处理技术，垃圾中的有机物将通过厌氧发酵产生沼气发电。据施剑介绍，以

日处理量 1100 吨垃圾为例，每年能利用厌氧技术发电 6930 万千瓦时。 

这还不是厌氧技术的全部财富图景。据悉，厌氧发酵过程中产生的沼气残渣还可以作为农

业生产的肥料。施剑告诉记者：“目前，这一块产生的收益还有限，但是增长空间巨大。” 

北京、上海样本 

据施剑介绍，百玛士早在 2005 年就着手准备将厌氧垃圾处理技术引入中国市场，目前其

厂房建设和设备引进调试趋近完毕，“最早的两个项目将于今年 4 月和 7 月分别在北京、

上海正式启用”。 

这些也将成为中国的首批厌氧垃圾处理项目。为此，百玛士做了多方面的准备。2005 年 9

月，由百玛士投资的上海普陀区生活垃圾综合处理厂正式开建，这是我国动工的第一个厌

氧垃圾处理项目，项目总投资约 4.6 亿元。 

“通 常一个厌氧处理厂的建设周期在两年左右，但是我们花了约五年的时间。”施剑表示，

由于它是中国的第一个厌氧垃圾处理项目，前期建设颇费周折：首先是针对中 国城市垃圾

的调研分析，其中包括垃圾的供给量、有机成分构成等；在此基础上，还要对厌氧处理设

备进行有针对性的调试。 

“在厌氧垃圾处理项目中，最大的投资就是设备引进，约占据 70%。”据施剑透露。目前，

普陀项目的厌氧处理设备主要来自于德国和法国公司。 

而普陀项目的建设和运营采取的则是 BOT 模式。百玛士与普陀区政府签署一个 BOT 协议，

项目投资、设计、建设、运营均由百玛士提供，而政府将给予百玛士 27 年的特许经营权。 

据施剑介绍，普陀项目在今年 7 月投入运营后，将达到每日 1100 吨的垃圾处理量。利用

厌氧垃圾处理技术每年产生 6930 万千瓦时，其中 30%的电量自用，另外的 70%出售给电

网。 

由于厌氧发电属于再生能源发电项目，根据国家有关政策，其电价将在标杆电价的基础上

再上调 0.25 元。“我们一度电卖到电网可以卖到 0.6 元，要高于一般的火力发电。”施剑说。 



百亿市场变数 

据本报记者了解，厌氧垃圾处理项目还存在日益细分的趋势。同样由百玛士投资的北京垃

圾厌氧项目还将独设一条餐厨垃圾处理线。“由于餐厨垃圾有机物和水分含量高于普通生

活垃圾，其单独处理效率更高。”施剑告诉记者，这也会是未来厌氧垃圾处理模式的发展

趋势。 

事 实上，除处理厌氧发电产生的收入外，垃圾处理所获得的政府补贴也十分可观。我国

《能源发展“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努力构筑稳定、经济、清洁的能源体 系，以能源

的可持续发展支持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在普陀项目中，每吨垃圾处理将获得补贴

148 元，因此普陀项目仅补贴收入每天就有 16 万元左右，年度 补贴收入约 5000 多万元。 

据施剑介绍，目前厌氧垃圾处理项目的收入构成中，垃圾处理收入跟发电收益各占一半。 

“在中国这是一个新兴且极具 潜力的市场。”施剑认为，垃圾处理行业的背后，潜藏着巨大

商机，以中国市场的容量估计，到 2015 年以前国内至少要新增 200 个、日千吨级的垃圾

处理项 目，以每个项目 4.5 亿元投资计算，总投资逾 800 亿元，这其中厌氧项目至少在

100 亿元以上。 

2008 年，中国城市的垃圾产生量约在 1.55 亿吨，但其中仅有 60%的垃圾做过类似无害化、

资源化或减量化处理。 

据 本报记者了解，即使政府给予补贴，但目前厌氧项目的投资回报率并不会太高，以普陀

项目为例，其资本回报率约在 15%。“垃圾处理并非暴利行业，但运营稳健 且具有持续

性。”施剑认为，垃圾处理行业受经济波动影响较小，现金流稳定，因此在资本市场上备

受长期投资者青睐——这也是新世界投资百玛士的重要原因。 

除了百玛士，光大集团、天津泰达等企业也纷纷在国内投资垃圾处理等新能源项目。有业

内人士认为，在未来一段时间垃圾焚烧发电还会并存，但厌氧发电将成为行业趋势。 

面对百亿元市场蛋糕，各家厂商的争夺势所难免，而厌氧垃圾处理市场的排他性，也为各

家厂商的“收成”，带来一定变数。 

“一个城市所能容纳的垃圾处理厂是有限的。”施剑表示，以北京市为例，目前北京日产垃

圾约 1.8 万吨，如果集中处理，有两到三个大型的厌氧垃圾处理项目就能承载。 

另外，厌氧垃圾处理存在一个盈亏平衡点，必须保证日处理垃圾 600 吨以上方能盈利。

“目前在很多二线城市，中西部地区城市尚不能达到这个规模。”施剑告诉记者。 

一个业界颇有建设性的提议是将垃圾收集进行跨区域集中处理。“但这涉及到跨行政区域，

需要各地政府来协调。”施剑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