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年底北京将可日处理垃圾 2.3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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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特大城市的北京，常住人口已突破 2200 万，每天产生生活垃圾 1.84 万吨，
如果用装载量为 2.5吨的卡车来运输这些生活垃圾，这些卡车连成一串，能够整
整排满三环路一圈。令人担忧的是，生活垃圾的数量仍在不断增长。 

 

当前在国际上垃圾处理的方式主要有卫生填埋、生化处理和垃圾焚烧三种。2009

年以前，北京市 90%以上生活垃圾通过卫生填埋方式进行处理，每年要消耗掉 500

亩土地，按照每年 8%的生活垃圾产量增长速度，几年之后全市现有垃圾填埋场
将全部填满。 

 

为此，北京将加快垃圾焚烧设施建设破解垃圾困局。 

 

全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已达 37座 

 

此前，有市人大代表和市政协委员分别在十三届二次会议和政协十一届委员会常
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提出要加快垃圾焚烧厂的建设，进一步推进垃圾分类工
作，建设宜居城市。 

 

对此，2009年 4月 28日，市委、市政府公开发布《关于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处理
工作的意见》。提出了按照“增能力、调结构、促减量”的要求，到 2015年底，实
现新增生活垃圾日处理能力 18000吨，处理能力达到每天 23100吨的工作目标。 
 

2009年，高安屯垃圾焚烧厂投入运行，每天可以处理生活垃圾 1600吨，每年可
发电 2.2亿度。2013年，日处理 3000吨生活垃圾的鲁家山焚烧发电厂投入运行。 

目前全市有生活垃圾处理设施 37 座，日处理能力达到 2.2 万吨。其中，垃圾转
运站 9座，焚烧厂 4座，卫生填埋场 16座，堆肥厂 6座，餐厨垃圾处理厂 2座。 

 

生活垃圾处理结构不断优化，焚烧、生化等资源化处理能力达到了 50%以上。 

 

垃圾焚烧处理已成主流 

 

据市市政市容委称，北京市近年来建成的高安屯、鲁家山焚烧厂，排放指标优于
国家和北京市相关标准，定期对外开放，接受群众参观，已成为北京推进生活垃



圾资源化处理和环保教育的宣传基地。 

 

据市市政市容委有关人士表示，垃圾焚烧发电技术的主要优点：一是无害化处理
充分，高温焚烧可使垃圾中有害成分得到有效分解，先进的焚烧技术可以通过控
制炉膛温度、烟气在炉内的停留时间，以及对烟气进行处理，促进二噁英的完全
分解；二是减容减量明显，焚烧后可使垃圾的体积减小 90%左右；三是占地面积
小，节约土地资源；四是资源化利用率高，焚烧 1吨生活垃圾可发电 400多度。 
 

背景 

 

生活垃圾处理体系已基本形成 

 

一般来说,城市人均每天的垃圾生产量是 0.8公斤到 1公斤，而作为有着 2200多
万人口的北京，每位市民每天产生的垃圾数量十分惊人。 

 

为了能够从源头有效控制垃圾产生量，2010 年，北京开始在 600 个小区开展垃
圾分类试点工作，目前已经有 3000多个小区实施了生活垃圾分类管理。为适应
垃圾分类工作的开展，先后对 750 余座密闭式清洁站进行了改造，建成了 4600

多个可回收垃圾站点。初步形成了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
理的生活垃圾处理体系，再生资源回收率逐年提高。 

 

废旧电器、废旧家具等通过二手交易，增加了物品的利用周期，避免形成垃圾，
这些垃圾实现了再利用。 

 

废旧纸张、金属、橡胶等通过分类回收，这些可回收垃圾得到了利用，作为原料
进入了再生产环节。 

 

同时，为了加快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全市还开展了周四垃圾减量日活动和垃
圾文明一日游活动，建立完善了生活垃圾绿袖标指导员队伍。通过这些措施和活
动，首都市民参与垃圾分类的热情逐年提高，生活垃圾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了遏
制。 

 

2011年 11月，北京通过《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提出了生活垃圾管理要遵
循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方针，要按照城乡统筹、科学规划、综合利用的原
则，坚持政府主导、科学规划、社会参与、全市统筹和属地负责的要求，逐步建
立和完善生活垃圾处理的社会服务体系，把生活垃圾处理确定为关系民生的基础
性公益事业。 

 



释疑 

 

垃圾焚烧如何遏制二噁英 

 

随着技术的改进和知识不断的更新，一些发达国家对二噁英产生来源有了科学认
识；并且随着垃圾焚烧技术的进步，尤其是高温焚烧技术和更先进的烟气净化技
术，在垃圾焚烧过程中已能充分控制焚烧过程中二噁英的产生。 

 

事实上，科学专家经过检测发现，城市生活垃圾的焚烧并非产生二噁英的主要原
因。有数据显示，大气环境中的二噁英 90%来源于一些污染较重的工业，如炼钢、
火力发电等工业锅炉燃烧、纸浆漂白过程以及医疗垃圾的低温焚烧等。其中，炼
钢工业中产生的二噁英数量就远高于普通垃圾焚烧的数量。 

 

他山之石 

 

垃圾焚烧厂变身风景线 

 

近年来，随着焚烧处理技术的进步，国外对生活垃圾焚烧厂实施了大规模的结构
调整，通过更高的环保标准来改造旧的焚烧厂，关小厂、建大厂，使焚烧发电厂
向规模化、大型化发展。 

 

据统计，2010 年，有 35 个发达国家和地区建有 2000 多座生活垃圾焚烧厂，主
要分布在欧洲、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有意思的是，很多垃圾焚烧厂不
仅是垃圾处理设施，还因为新颖独到的外观设计，成为当地标志性建筑，成为一
道亮丽的风景线。 

 

截至 2009年底，日本垃圾焚烧率已达到 79.8％；整个欧洲拥有 423座垃圾焚烧
厂，人均焚烧量约为 0.25千克/日；德国、加拿大等国，把埋在地下几十年的垃
圾重新挖出来进行焚烧发电；美国现有焚烧炉共 220 台，总规模 93943 吨/日，
垃圾焚烧处理能力是中国同期的 2倍。 

 

2010 年数据统计，世界范围已有 35 个发达国家和地区建有 2000 多座生活垃圾
焚烧发电厂，主要分布在欧洲、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70%至 90％的生
活垃圾均焚烧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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