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垃圾发电仍存在诸多发展瓶颈 
2012-10-16 08:58  来源：北极星电力环保网 

 在近日召开的“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高新技术推介会暨垃圾清运处理高峰论坛”上，国家发改委环资司副司长赵鹏高表示，目前我国生活垃圾处理压力不小，但政府政策、资金支持力度也很大。“目前我国每个家庭每天制造 1~1.2 公斤生活垃圾，2011 年全年共产生生活垃圾3亿吨，但只有2/3得到清运处理，这2亿吨中得到无害化处理的垃圾只有1.57亿吨。”赵鹏高表示，“十二五”期间将重点关注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国家将投资 60 亿元予以支持，并将推出相关利好政策鼓励企业投资。各地方政府也有 450 亿的投资鼓励垃圾清洁处理，民营资本将进入垃圾焚烧投资领域。这表明，生活垃圾处理，已经越来越受到各方关注。  垃圾焚烧：垃圾无害化处理的最彻底方式   目前，我国每年产生的生活垃圾有 3 亿吨，能够得到处理的只有 80%。有上百个城市、近千个县没有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出现了严重的“垃圾围城”现象。  据了解，我国城市垃圾的产生，随着我国城市化进展的加快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也在不断加快，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平均以每年 2%的速度持续增长。据统计，2010 年，全国生活垃圾清运量为 1.58 亿吨，其中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量为 1.23 亿吨，比 2002年增加了 20%，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78%。大量村镇生活垃圾以及部分城市生活垃圾露天堆放或简易填埋，对环境造成巨大危害。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已成为影响人们生存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事实上，专家指出，目前，城市建设部门统计的城市垃圾清运量基本不能反映“废品”(城市生活垃圾中可回收的物品)部分，这与国外的垃圾处理方式存在一定差异。“在国外，提到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方式，往往包括回收、填埋和焚烧 3 种方式。而在中国，回收这个部分就基本不属于垃圾处理的范畴了。”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城市垃圾处理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徐海云在接受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中国，生活垃圾是由环卫部门负责处理，而“废品”的收运和处理，则是由其他部门负责。“这说明我国对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的意义以及生活垃圾的回收利用水平还存在一定的认识差异。”  对此，清华大学固体废物处理与环境安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环境学院副院长蒋建国也



表示，我国对于生活垃圾清运量和生活垃圾的回收量存在区别，“垃圾回收清运量与回收量之间存在差异，是因为很大一部分已经在源头就进行回收了。”  有专家预计，“十二五”期间，全国垃圾处理行业产值年均将增长 30%以上，到 2015 年末，行业总投资将达 2600 亿元以上，垃圾处理市场化、产业化的趋势将会越来越迅猛。  对于生活垃圾的处理方式，赵鹏高表示，“十二五”期间，国家和地方政府将通过资金和政策支持，推动垃圾无害化处理，而推动无害化处理的重要手段，就是垃圾焚烧。“除了国家投入的 60亿，还有 450亿的地方投资鼓励垃圾清洁焚烧。”  垃圾焚烧是垃圾处理市场化的一个突出表现，近年来发展迅速，已经成为垃圾处理市场的先行者，并将成为未来垃圾处理的发展主要方向之一。资料显示，垃圾焚烧技术可有效减少垃圾容量 75%以上，一来节省有限的土地资源，二来不易产生污水渗透等污染，再就是可以用来供热、发电等。“垃圾清洁焚烧是实现城市生活垃圾减量化最有效、最彻底的方式。”蒋建国对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透露，目前国内很多大中城市，土地资源越来越稀缺，但与此同时，垃圾产生量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也越来越多。“垃圾填埋不仅需要占用大量的土地资源，而且在填埋过程中，若控制不当，也容易产生其它污染，如填埋场渗滤液泄漏对周边环境的污染。”  “当然，不是所有的城市都适合发展垃圾焚烧，那些人口相对较多，经济相对发达的城市，往往才具备发展垃圾焚烧的条件。”蒋建国指出。  发展瓶颈：公众误解、垃圾热值不高   事实上，即便垃圾焚烧对城市发展极为必要，但目前来看，仍存在诸多发展“瓶颈”。  业内人士指出，目前普通居民对于垃圾焚烧厂的态度基本都是负面和回避的，大家都把焚烧厂看成是一个“风险”。由于目前我国垃圾焚烧设备还不完善，百姓因为担心垃圾焚烧厂垃圾焚烧产生的二恶英会给他们环境造成污染，会抵制在当地选址建厂。“在生活垃圾焚烧厂厂址比选过程中，社会因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徐海云指出，从环保上看，垃圾焚烧主要污染物指标，特别是大家关注的二恶英，国内标准已经与世界最先进的欧盟标准相差无异，但反对声音仍很大。“生活垃圾焚烧厂毕竟不是公园、高尔夫球场，对环境多少都有影响，这样，就会对公众心理无形中产生压力。因此如何克服公众在生活垃圾焚烧厂选址中的敏感性，打消公众疑虑，这是政府面临的一个问题。”  事实上，专家指出，垃圾清洁焚烧在发达国家已经存在了近百年，只要监管到位、设备运行良好，垃圾焚烧不会造成大气污染，也会降低二恶英的排放量。“发展垃圾焚烧本身就应该是"清洁"的，谈到垃圾焚烧，就应该是清洁焚烧，只是某些地方在垃圾焚烧过程中技术标准



未能达标，才容易造成公众对于垃圾焚烧的误解。”蒋建国表示。 除此之外，业内人士指出，我国进入生活垃圾处理厂的生活垃圾水分高、灰分高、热值低。资料显示，对比人均生活垃圾年处理与处置的热值量，我国约为日本、德国的 50%，不到美国的 1/3。  “发展垃圾焚烧的原因，除了减量化以外，另一个就是实现垃圾资源化利用利用热能发电，这就要求进入垃圾焚烧炉的垃圾热值要比较高，符合焚烧标准，具有较高的发电价值才行。”蒋建国指出，垃圾回收时在源头对垃圾进行一定分类，尽量减少含水率比较高的，热值很低的垃圾进入焚烧厂。专家认为，从技术角度来说，进入垃圾场的垃圾热值，如果含水率比较高、热值比较低，可以在垃圾储坑发酵一段时间，从而降低垃圾含水率，提高进入垃圾焚烧炉的热值。“但这也可能会带来其他问题，如垃圾发酵后产生的高浓度渗滤液如何处理。要防止渗滤液的污染，也是一笔不小的投资，从而增加垃圾处理成本，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资源利用价值。”  民营资本准入：在设置“门槛”同时更需规范行业   在东盟博览会上，赵鹏高指出，将鼓励民营资本进入垃圾焚烧投资领域。而对于民营资本该不该进入垃圾焚烧领域，又该注意哪些问题，社会各界也有多方声音和观点。 “垃圾焚烧的投资成本和运营成本很高，而且垃圾焚烧的清洁标准越高，焚烧厂建设成本也就越大。因而对于某些经济支付能力无法达到一定水平的地方政府，民营资本的进入，可以促进垃圾焚烧行业的发展。”蒋建国表示。  但与此同时，业内人士认为，对于民营资本进入垃圾焚烧领域，也需要设置一定的门槛标准并进行考核审查。“垃圾焚烧处理本身是属于公共服务领域，本身应该由政府进行提供。而民营资本进入，必然会讲求经济上的回报。这样的话，政府就需要对民营资本的投资回报进行核算，然后以另外的方式对民营资本进行补偿。比如说，建设一个垃圾焚烧厂要投资 8亿元，地方政府拿不出来，让民营企业出钱，这样政府可能就要从垃圾回收费、垃圾处置费、垃圾发电费中拿出一部分来反馈给企业。这部分成本，政府也应该予以考虑。”蒋建国认为。  专家指出，对于民营资本的准入，需要设置一定的“门槛”。“"门槛"的设置主要表现在 3个方面，一个资金的"门槛"，一个是技术的"门槛"，还有一个是社会责任的"门槛"。”蒋建国强调，对于民营资本的进入，首先要考察其是否具备一定的资本实力，其次要考察其在垃圾处理行业里的经验，而经验则来自于企业自身的技术背景和水平。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考察进入该领域的民营资本的企业社会责任，尤其是环保责任。“假如企业纯粹为了挣钱去从事垃圾焚烧，那么就很难保证在运行阶段严格执行操作规范。企业进入垃圾焚烧领域，政府应根据企业之前的环保记录来予以评定准入资格。”蒋建国指出。  事实上，业内人士指出，民营资本进入垃圾焚烧行业的过程中，政府应大力完善加强各方监



管。“垃圾焚烧处理不规范的现象在国外也屡见不鲜，而且这与资本的所有制属性无关，很多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也存在技术不达标，污染严重的情况。因此对于民营资本进入，政府也应"一视同仁"，最重要的是对行业自身进行规范和监管，而并非仅仅针对民营企业一方。”  编辑：杨瑞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