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规划规划规划规划》》》》六大任务点亮垃圾处理业六大任务点亮垃圾处理业六大任务点亮垃圾处理业六大任务点亮垃圾处理业    2012-07-19 15:29  作者：吴妍  来源：中国固废网   主要目标：  到 2015年，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生活垃圾全部实现无害化处理，设市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90%以上，县县具备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县城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70%以上，全国城镇新增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能力58万吨/日； 到2015年，全国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能力达到无害化处理总能力的35%以上，其中东部地区达到48%以上； 到 2015年，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在 50%的设区城市初步实现餐厨垃圾分类收运处理，各省（区、市）建成一个以上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城市； 到 2015年，建立完善的城镇生活垃圾处理监管体系。 主要任务：  加快处理设施建设；完善收转运体系；加大存量治理力度；推进餐厨垃圾分类处理；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加强监管能力建设。 投资估算：  



“十二五”期间，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总投资约 2636 亿元。其中：无害化处理设施投资 1730 亿元（含“十一五”续建投资 345 亿元），占 65.6%；收运转运体系建设投资 351 亿元，占 13.3%；存量整治工程投资 211 亿元，占 8.0%；餐厨垃圾专项工程投资109亿元，占 4.1%；垃圾分类示范工程投资 210 亿元，占 8.0%；监管体系建设投资25亿元，占 1.0%。 ——《“十二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 日前，国务院印发《“十二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该文一经发布，即引起各地政府和相关业界的极大关注，相关环保企业和投资者加速入驻垃圾处理行业的脚步。 “作为指导各地加快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和安排投资的重要依据，《规划》值得关注的点非常多，其中，6 大主要任务中，加大存量治理力度、推进餐厨垃圾分类处理、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加强监管能力建设，这 4项显得尤为新颖特别。”近日，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环保产业研究所副所长钟晓红在接受固废网专访时这样评论。他认为，上述 4项具体内容首次放置在主要任务中进行规划，笔墨篇幅较大，值得关注。 垃圾处理设施建设高峰期到来垃圾处理设施建设高峰期到来垃圾处理设施建设高峰期到来垃圾处理设施建设高峰期到来     将“十一五”末全国城镇生活垃圾处理情况与《规划》目标作对比，“十二五”期间是垃圾处理行业难得的机遇期。“以垃圾分类为例，以前国家对于垃圾分类的说法是‘鼓励’、‘试点’，而此次《规划》将垃圾分类放置在主要任务中，提出具体要求并相应地安排了投资预算。”钟晓红分析道，“另外，加强监管能力建设也被列入主要任务，并安排了 25 亿元投资数额，因此，监测检测设备及安装服务业务板块蕴含丰富机会。” 值得一提的是，相较于‘十一五’城镇污水处理投资的超额完成目标，‘十一五’城镇生活垃圾投资规划目标未完成任务，“目前，随着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大规模建设趋于尾声，



城镇环保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重点将转移到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垃圾处理行业领域机会随之增多。”钟晓红告诉固废网记者。 存量治理存量治理存量治理存量治理““““战战战战””””垃圾围城垃圾围城垃圾围城垃圾围城     近年来，我国城镇生活垃圾收运网络日趋完善，生活垃圾处理设施数量和能力快速增长，《规划》显示，截至 2010年底，全国设市城市和县城生活垃圾年清运量 2.21亿吨，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63.5%，其中设市城市 77.9%，县城 27.4%。 但是与此同时，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快速发展，生活垃圾激增，存量垃圾（胡乱堆放、不规范堆放的垃圾）在许多城镇出现，不达标或非正规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工程急需整治与升级改造，这是以前垃圾处理的欠账。对此，《规划》将“十二五”期间新增收转运和运输能力量化为 45.7 万吨每日，实施存量治理项目 1882个。 “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城镇，垃圾围城现象愈发地显著。”钟晓红指出，根据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固体所所长王琪研究员领衔的调查研究表明，垃圾围城现状令人堪忧，《规划》将存量治理问题作为主要任务提出来，国家对此重视程度可见一斑。“虽然这一议题被纳入主要任务，但是政府和企业各扮演什么角色、如何运作尚需探讨。”钟晓红告诉固废网记者。 餐厨垃圾餐厨垃圾餐厨垃圾餐厨垃圾更需成熟商业模式更需成熟商业模式更需成熟商业模式更需成熟商业模式     餐厨垃圾处理业务领域是近年来垃圾处理行业炙手可热的议题之一，相关部委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文件推动了餐厨垃圾处理市场的快速形成。 据中国固废网研究团队统计，截止到目前为止，已有 20多个省市的餐厨垃圾管理办法陆续出台，33 个试点城市中，有 13 个试点城市出台相关管理办法。另外，住建部等 16 个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作的意见》、国务院下发的《关于加强地沟油整治和餐厨垃圾废弃物管理的意见》、国家发改委公布的《关于组织开展城市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试点工作的通知》分别对餐厨垃圾议题提出要求和指导。



“《规划》更是将餐厨垃圾议题提升到主要任务层面，并量化至 3万吨每日的处理能力，可见餐厨垃圾处理业务领域发展前景广阔。”钟晓红说道。 另外，在餐厨垃圾处理的资源化议题上，有一些人士认为通过资源化可以实现盈利，而业界专家对此并不赞同。“如果没有其他支持，仅靠餐厨垃圾处理后资源化来产生收入，指望其经济上可持续只是一个梦想”。钟晓红认为，目前，在餐厨垃圾资源化领域，虽然一系列政策、文件的出台推动了餐厨垃圾处理市场的形成，但是恰当的商务模式尚未形成， “这还需业界在前进中探索。” 垃圾焚烧能力年增速超四倍垃圾焚烧能力年增速超四倍垃圾焚烧能力年增速超四倍垃圾焚烧能力年增速超四倍     《规划》主要目标中，对于垃圾焚烧技术的选用有了明确约定指标：到 2015 年，全国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能力达到无害化处理总能力的 35%以上，其中东部地区达到 48%以上。而 2010年全国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设施采用焚烧技术占 20%。 “将垃圾焚烧处理能力纳入规划的主要目标之一，是这个规划的一个亮点。”钟晓红作出这样的判断。根据《规划》数据显示，2010 年全国城镇生活垃圾采用焚烧技术处理能力为 8.96万吨每日，到 2015 年该能力指标将达到 30.71 万吨每日，此规模相当于 2010年焚烧技术处理能力规模的 3.42倍。要完成该目标，“十二五”期间，垃圾焚烧技术处理设施年均新增规模需达到 4.35万吨/日。 “这首先表明，垃圾焚烧发电将有上很多项目，带来许多的产业机会。此外，关于工艺技术选择，《规划》还做了专门说明，肯定了垃圾焚烧技术路线，尤其是在土地资源稀缺、经济发达地区。这相当于是对过往几年有关争论的一个定论。”钟晓红如是评述。 指引资金渠道指引资金渠道指引资金渠道指引资金渠道     总投资 2636 亿元，数额巨大，对行业提振、对企业给力。但是钱从何来？《规划》在投资估算和资金筹措中提出，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资金以地方投入为主；促进投资主体与融资渠道的多元化；国家将根据规划任务和建设重点，继续对设施建设予以适当支持。 



“以地方投入为主、投融资渠道多元化、国家予以适当支持，上述几点说法为各地政府对设施建设的资金来源指明方向。那些既想上项目、又缺钱的地方政府就要积极向中央政府寻求支持。”钟晓红给出了这样的指引。 执行评估提上日程执行评估提上日程执行评估提上日程执行评估提上日程     值得一提的是，《规划》以这样一句话作为结尾：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环境保护部要加强对《规划》实施情况的监督评估，中期评估结果向国务院报告，并向社会公布。 钟晓红认为，上述条目体现了国家对中期评估的重视程度提升，这也为民众对《规划》后续工作的关注提供了桥梁，“我国长期以来对政策的后评估环节是不重视的。本项规划明确提出了中期评估及要求，是在这个方面的重要进步。”钟晓红如是说。（中国固废网 吴妍） 编辑：吴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