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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output, origin, constitution and disposal status of the municipal solid waste in 
Guangzhou City were analyzed, and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refuse treatment have been investigated. Based 
on these, the disposal countermeasures for municipal solid wastes in Guangzhou City were put forward. 
Guangzhou as the center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cities, it is National Health City,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odel City.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expansion of urban scale, Waste produced in Guangzhou city of 9,776 
tons per day, increased 6% average annual rate of rapid, it has been high pressure for Guangzhou city and the 
surrounding ecological environment with huge number of municipal solid waste. Panyu incineration plant 
construction delay, "junk Besieged City" phenomenon intensified, it also reflects the treatment of MSW in 
Guangzhou. It is also the key problem for Guangzhou sanitatio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This research analyzes the Guangzhou municipal solid waste generation quantity, origin, 
composition and processing status of a Municipal Solid Waste. Based on this proposed, the problem and 
treatment of the Guangzhou Municipal Solid Waste Strategy has been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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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分析广州城市生活垃圾的产生量、来源、构成和处理现状，探讨城市生活垃圾处理中存在的

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广州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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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作为珠江三角洲的中心城市，又是国家卫生

城市、环保模范城市。近年来，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

城市生活垃圾也以年均 6％的速度迅猛增加，数量庞大

的城市垃圾给城市及周边的生态环境造成了沉重的压

力。番禺垃圾焚烧厂建设受阻、“垃圾围城”现象加剧，

更反映出广州城市生活垃圾的处理，是目前广州市环境

卫生、环境污染和环境治理亟待解决的问题。 

1 广州城市生活垃圾的产生量及构成 

1.1 生活垃圾的产生量 

广州市市容环卫局 2008 年的统计数据，广州市民

每天日产垃圾 9776t，年约产生 3.57×106t 垃圾，并以每

年 6％左右的幅度增长。近 5 年广州城市生活垃圾产生

量不断增加（表 1），表明城市垃圾已经成为影响广州

城市建设发展和城市居住环境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 

1.2 生活垃圾的产生量 

受城市经济状况、能源结构、自然条件、人口数量、

市民居住习惯等诸多因素影响，城市生活垃圾的产量、

成分等特点也不尽相同。 

在广州日产量为 9776t 的垃圾中，最多的是厨余垃

圾，超过四成，约为 3910t，其次是可回收的纸类、塑

料、玻璃和金属，数量约占 25%，为 2440t。剩下的竹

木、布类等可燃物质占 14%，渣石泥土等无机物为

20%[1]。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077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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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he amount of domestic waste generated in Guangzhou 
2004-2008 

表 1. 2004-2008 年广州市生活垃圾产生量 

年份 生活垃圾产生量/（万 t/a） 增长率/% 

2004 269.0  

2005 280.0 4.08 

2006 299.8 7.07 

2007 340.0 13.40 

2008 357.0 5.00 

注：数据引自《广州统计年鉴》。 

随着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包装产品消费快速

增长，塑料、废纸、织物、玻璃、金属、木等可回收

废弃物迅速增加。在生活垃圾中，有机垃圾占 60％-70

％，塑料占 8％-9％，玻璃占 3％-5％，纸张占 2％-3

％，其他（包括废金属制品等）占 l3％-21％[2]。高热

值的纸、布和塑料物增加，为采用现代化焚烧处理创

造了条件。这些组分的高位发热量占垃圾总发热量的

50％以上（表 2）[3]，是焚烧处理的主要成分。 

 
Table 2. The constitute of hair calories of different municipal solid 

waste (%) 
表 2. 不同垃圾组分（干基）发热量构成比例（%） 

厨余尘土 

粒径

≥15mm 

粒径

<15mm 

叶 布 
废

纸 
木 

塑料

橡胶
合计 

5.52 23.96 14.03 6.09 7.50 5047.00 37.42 100.00

2 生活垃圾处理现状 

2.1 生活垃圾主要处理方式 

目前，生活垃圾的处理方式主要包括 5 种：填埋、

堆肥、焚烧、热解和固化。填埋处理是将垃圾集中堆

置进行堆填。根据是否采用工程技术措施防止污染，

可分为传统填埋与卫生填埋 2 类；堆肥处理是在可控

条件下，依靠自然界广泛分布的微生物，使垃圾中有

机成分分解、转化为腐殖化的有机肥或土壤改良剂；

焚烧处理是将垃圾作为固体燃料送入垃圾焚烧炉中,

垃圾中的可燃成分与空气中的氧进行剧烈的化学反应

放出热量，转化成高温的燃烧气和量少而性质稳定的

固定残渣。燃烧气可以作为热能回收利用，性质稳定

的残渣可直接填埋；热解法是利用垃圾中有机物的热

不稳定性在隔绝空气条件下对垃圾进行加热，使其中

的有机物产生热裂解；固化处理是将凝结剂同固体废

弃物加以混合进行固化，或是在城市垃圾中加入添加

剂一起烧结固化（玻璃化），使得城市垃圾中所含的

有害物质封闭在固化体内不易浸出，从而达到稳定化、

无害化的目的。各种垃圾处理方法比较见表 3[4]。 

 
Table 3. Comparison of various waste disposal methods 

表 3. 各种垃圾处理方法比较 

处理

方法

投

资

额

营运

费用

减量化

效果 

资源化

效果 

经济 

效益 

环境 

效益 

卫生

填埋
小 低 

有一定

减量 

可开发

沼气 
一般 较差 

焚烧 大 高 

显著，可

达 80%，

随垃圾

组分而

定 

可利用

热能，

资源化

程度高 

好，可

出售热

能或电

能 

较好，节

省土地资

源，无害

化效果明

显 

堆肥 中 低 

一般，主

要与有

机质腐

含量物

有关 

50%以

上的垃

圾可直

接利用 

好 

较好，节

省土地资

源，无害

化效果明

显 

分类

回收
小 低 一般 好 好 

较好，节

省土地资

源，能物

质资源化

热解 大 很高 显著 好 差 

很好，无

害化效果

显著 

2.2 广州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方式 

广州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在经过了自行消化、粗放

堆放之后，现采取以“填埋为主、焚烧为辅”的处理

方式。在广州市民每天产生的 9776t 生活垃圾中，每

天填埋处理的垃圾多达 8776t，剩下的 1000t 作焚烧处

理，无害化处理率为 88.2％。填埋处理场主要位于兴

丰、火烧岗和花都狮岭，焚烧发电厂位于李坑[1]。 

3 广州城市生活垃圾处理中存在的问题 

3.1 职能部门责权混杂，管理体制有待改善 

现有管理体制不适应当前形势，垃圾管理一直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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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社会公益事业由政府一家包揽，环卫部门既是监

督机构，又是管理部门和执行单位，政企不分。这种

体制不能形成有效的监督和竞争机制，制约着垃圾管

理的发展；市容环境卫生管理队伍庞杂，多层次而不

集中，不利于城市垃圾的管理[5]。 

3.2 垃圾处理技术单一 

全市大部分垃圾仍采用卫生填埋的方式，占用了

大量土地资源，造成选址困难，且填埋形成的垃圾渗

滤液、重金属、恶性气体等会造成土壤污染、水污染、

大气污染；另外，由于自生沼气导气困难，填埋场存

在燃气爆炸等长期安全隐患。 

其他处理方式为垃圾焚烧，“先焚烧发电，再填

埋废渣”。焚烧对垃圾发热量、含水率有一定要求。

广州垃圾分类工作不佳，给焚烧带来不便。焚烧产生

的二恶英（Doxlin）等微量剧毒物未能得到很好的控

制。同时，焚烧处理技术先进化发展缓慢，在开发利

用国内技术、设备、降低单位处理投资上步伐未能跟

上。 

3.3 资金缺乏，收费制度尚未建立 

随着垃圾产生量的增加和环境保护要求的提高，

需要政府投入越来越多的资金，才能建设足够多的无

害化处理工程。由于城市垃圾治理长期被视作一项公

益性事业，其经费主要来源于国家和地方财政，给政

府财政造成巨大压力。 

为了减轻政府负担，自 2002 年 6 月原国家计委、

财政部、建设部、国家环保总局联合下文明确提出在

全国推行垃圾处理收费制度以来，广州市推出城市垃

圾处理收费标准为每月每户 5 元。按照四部委的《关

于实行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收废制度，促进垃圾处理产

业化的通知》精神，今后生活垃圾处理费属于环卫企

业的经营服务性收费，但由于环卫系统的体制改革不

到位，目前仍是按行政事业性收费操作，其费用征收

多采取三级政府—市、区、街道层层上收的办法，即

由市政管理部门牵头，各区县政府组织实施，街道办

事处负责上门收取，所收费用全额上缴财政，专项用

于城市生活垃圾的处理。由于环节较多，不仅使收费

效率低下，急需的资金无法及时到位，也容易使收费

在中途环节被截留。同时，费用征收阻力较大，存在

的争议较多，许多人对垃圾处理收费不理解，不支持，

认为是乱收费而抗拒交费，收缴率偏低，存在着严重

的拖欠现象，因而影响垃圾的处理[6]。 

3.4 分类收集与混合处理并存 

虽然政府强调垃圾分类，大部分居民也认为垃圾

分类好，但仍习惯于垃圾不分类，也不知道该如何分

类，垃圾仍然是混合倾倒。即使有些社区进行了分类，

但由于各级政府缺乏对垃圾分类进行长远规划，对垃

圾分类投入严重不足，垃圾分类相关设施比较缺乏，

回收体系也不完整，整个产业体系极不成熟，远不能

做到分类收集，混合运输、处理的问题始终得不到根

本解决，使垃圾分类徒有虚名。随着各垃圾填埋场纷

纷饱和封场，垃圾处理问题屡屡告急。 

3.5 法规不健全、全民环境卫生意识不高 

政府已颁布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对

防治城市环境污染做出了全面规定，是加强城市垃圾

管理的基础。此外，也颁布了《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

管理条例》。但这些法规缺少相应的实施细则，给依

法管理带来一定的困难。另外，也只有在一个全民环

境卫生意识较好的社会，各项管理制度、防治措施才

能得到顺利实施，因此，逐步提高市民的环境卫生意

识是处理好城市垃圾问题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4 广州城市垃圾处理对策 

广州城市生活垃圾治理的根本途径是：要求决策

准确、前瞻、科学，走“资源化、减量化、无害化”

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其中重点是以垃圾减量化和资源

化为中心，实现经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4.1 选用“四位一体”分类处理方式 

所谓“四位一体”处理路线[2]，就是根据垃圾处

理中的堆肥、热解、焚烧、填埋四种处理模式而产生

的效果，将四种处理模式高度统一起来，使垃圾中的

各种有用成分得到充分利用，在分类收集的基础上，

实现可堆肥垃圾经堆肥处理后制成肥料回用于农业；

可热解的混合废料经高温分解成燃气、燃油；可燃烧、

高热值垃圾经焚烧处理后用于发电并入电网；难以利

用又对环境无大危害的垃圾卫生填埋，从而形成一体

化的垃圾处理系统，达到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的最佳效

果。 

生活垃圾被分类处理后，30%～40 %是可以利用

的资源，具有很好的经济价值。每回收 1t 废纸可造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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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5t，节省木材 300kg，比等量生产减少污染 74%；

每回收 1t 废钢铁可炼好钢 0.9t，比利用矿石冶炼节约

成本 47%，减少水污染和固体废物 97%；回收食品废

物等有机垃圾 1t，可生产 0.6t 有机肥，也可生产垃圾

燃料用于发电、供热[7]。由此可见，城市垃圾资源化

利用具有极大的潜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4.2 加快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 

由于全市垃圾日产量大，增长速度很快，广州市

现有生活垃圾处理能力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处理需

求，正在运作的大田山和李坑垃圾填埋场，均已进入

使用后期将填满封场。兴丰填埋场预计到 2010 年填

满。而按照每座焚烧厂每天处理垃圾 1500t 的规模计

算，广州需建近 10 座垃圾焚烧发电厂，才能处理全部

的生活垃圾。如果不加快建设新的垃圾处理场，广州

市可能再度面临垃圾围城的危险。因此，加大环境基

础设施建设投资和运行费用已成为当务之急。 

4.3 深化机制改革，实现垃圾处理产业化、市场

化 

垃圾管理一直被作为社会公益事业由政府包揽，

环境卫生部门既是监督机构，又是管理和执行单位，

政企合一，不利于形成有效的监督和竞争机制。可以

采取招标方式组建公司或企业，对城市垃圾的收运、

回收及卫生处理的全过程实行企业化管理，采取政府

补贴和适当向单位、个人收取垃圾处置费的经济政策

以解决垃圾处置设施的运转费。拓宽资金筹措的范围，

确保为垃圾处置提供一个固定的资金渠道。 

4.4 完善法律法规，推进垃圾处理法制化 

在《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的基础上，结合

广州市市情，建立完善广州市垃圾管理办法，其内容

涵盖：垃圾分类实施细则、垃圾收费具体标准、废物

回收利用等方面，进一步明确垃圾处理的主体、责任、

权力和规范，提高政府调控与监管效能。 

4.5 合理征收居民生活垃圾服务费 

城市垃圾产业的投入应由服务收费、废物资源化

产品销售收入和政策性补贴三部分组成，前两项应成

为垃圾产业的主要收入来源。垃圾卫生填埋场由于无

资源产品，只有靠服务收费，所以建立和完善垃圾服

务收费制度是城市垃圾产业发展的经济基础。城市垃

圾产业由于其公益性的特点，决定收费标准不可能太

高，应该由地方政府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公众承受

能力等实际情况，遵照一定的法律程序而制定，并且

每隔一段时间应依据当时经济状况进行合理调整。 

4.6 注重宣传教育，提高环保意识 

从源头实现“减量化”，推行生活垃圾分类收集

处理和资源化利用。垃圾分类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

由政府决策、群众参与、企业支持三方面的合力才能

完成，其中群众参与是关键。因此要充分利用电视、

电台、报刊、图片展等各种形式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

工作，提高民众环境意识、参与意识，自觉上缴垃圾

费。同时，加强分类收集配套设施的建设，实现垃圾

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 

4.7 加强区域合作，提高垃圾处理能力 

垃圾围城现象，在广州及周边城市佛山、中山和

深圳等同样存在。广州政府在垃圾处理问题上应走出

地域限制，考虑珠三角同城化，和周边城市开展紧密

合作，把垃圾处理问题当成一个区域性的问题来解决。

应该在城市和城市的交叉点选择适合的位置，联合投

资兴建垃圾处理厂。合作设厂不但能扩大垃圾处理厂

的规模、保证垃圾处理能力，而且在资金相对充足的

前提下，政府部门可以扩大受影响居民的搬迁范围，

把原有的居民生活区，改造成为具有一定绿化面积的

隔离区域，从而使垃圾处理厂置身于一个相对封闭的

区域，这样可以减少垃圾处理过程中所产生的污染，

降低对周边居民的损害，减少市民对垃圾焚烧的抵触

情绪[8]。 

5 结语 

城市垃圾处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面广，

影响因素多。广州市垃圾污染防治任务仍然相当艰巨，

各项工作只是处于初级阶段，需要从管理、技术、观

念上强化垃圾治理。应大力发展环保产业，正确处理

经济与环境的关系，建立一套长期有效的良性机制，

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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