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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垃圾被加工后，成为可重新利用的碎石等施工原材料。 （杨绪忠 摄）

这几天，位于江北区庄桥街道
九龙大道旁的浙江星益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厂房内，一条建筑垃圾处理
流水线正在繁忙地运转，各种装潢
类的建筑垃圾通过分类去杂、粉
碎、过筛、给料输送等工艺流程，
制作成护坡砖、草坪砖、免烧砖等
建材成品。

“我们在生产过程中无二次污
染，低噪声，不扰民，成本也相对
低廉，建筑垃圾进入投料口之后，
30 分钟就可以‘变废为宝’。”公
司创始人丁兆连说。

面对建筑垃圾处理难题，丁兆
连的探索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记者了解到，建筑垃圾一般分
为建筑渣土、工程泥浆、装潢与
拆迁垃圾三大类。按照来源，建
筑 废 物 来 自 土 地 开 挖 、 道 路 开
挖、旧建筑物拆除、建筑施工、
建材生产和房屋装修等活动，具
体细分主要有表层和深层渣土、
碎石块、砖瓦碎块、混凝土块、
沥青块、废塑料、废金属、废竹
木等材质种类。

“建筑废弃物 90％以上是泥
土、石块、砖瓦等无机材料，具有
体量大、不易消解、易于资源化等
特点，分类越细则越容易处理和再
利用。将建筑废弃物进行妥善处
理，特别是资源化利用，已成为实
现高质量发展、绿色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标志。”市住建委新墙办相关
负责人介绍，目前建筑废弃物主要
有两种处理方式：一是投入环境成
本，将建筑废弃物倾倒或填埋到消
纳场所，需要占用大量空间；二是
投入运营成本，使用再生设施将建
筑废弃物分拣、粉碎、加工成新型
建材，变废为宝。

根据相关统计，我市中心城区
近 3年年平均建筑垃圾清运量约为
2000 万立方米。2017 年约为 2670
万立方米，其中渣土约占95%，泥
浆约占 4.5%，其余为装潢垃圾。
这些建筑垃圾的六成以上用于围垦
和基础回填，用于绿化、制砖、低
洼地改造等方面比例偏低。

按照现有的法规，建筑废弃物

处置应当遵循减量化、资源化、无
害化、产生者承担处置责任和陆上
消纳为主的原则。据此，我市积极
探索海上和陆上建筑废弃物解决方
案。

在海上消纳方面，我市相继开
启 5座中转码头，将建筑废弃物运
往舟山金塘北、六横小郭巨、大小
鱼山三个围填海工程进行处置。但
随着围垦工程进度的推进以及国家
海洋围垦政策的收紧，目前建筑废
弃物的海上消纳能力已大幅缩减。

在陆上消纳方面，处置能力缺
口较大，易引起违规偷倒等问题。
此外，无论是消纳场填埋、基础回
填还是山塘倾倒，都易产生二次污
染和灾害。相比而言，资源化利用
是建筑废弃物最合理的消纳方式。

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资源
化利用是指将建筑废弃物粉碎取骨
料用作新型建筑材料的过程，目前
我市在这方面尚处于起步阶段，但
已有部分基础。

以建筑渣土为例，其类同于普
通粘土，经过简单的泥石分离就可
加以利用，技术和设备相对来说较
为成熟。目前全市有 23 家非粘土
烧结多孔砖隧道窑企业，每年可消
纳建筑渣土约 700万立方米，约占
全市每年渣土产生量的三成。

同时，我市有 9家陶粒生产企
业，每年生产陶粒 25 万立方米，
可消纳建筑渣土 20 万立方米。陶
粒具有轻质、耐腐蚀、抗冻、抗
震、隔绝等多种优异性能，可广泛
应用于建材、园艺、耐火保温材
料、化工、石油等行业。

在工程泥浆方面，目前全市有
10 多家混凝土砖认证企业可利用
管桩余浆代替水泥制砖，每年可生
产混凝土标砖约 4亿块，节约水泥
约 15 万吨，消纳管桩余浆 16 万立
方米左右。此外，全市已有 7家建
筑泥浆固化处理公司，每年可处理
建筑泥浆360万立方米左右。

值得注意的是，在拆迁和装潢
垃圾处理方面，目前我市已有一些
企业具备了相关处理技术，每年可
消纳装潢垃圾60万吨左右。

追求绿色可持续发展

资源化利用势在必行

目前，我市建筑废弃物处置和
利用体系已基本形成，但存在消纳
能力不足、资源化利用率低、区域

限制大等问题。我市的建筑废弃物
资源化利用率只有 5%左右，许多
深层次问题有待解决：

消纳不足资源化率低
深层次问题有待解决

相关部门已认识到建筑垃圾
资源化利用的紧迫性和“困局”
所在，开始着手破解。

建筑垃圾管理相关法规制度
正在完善推进中。《宁波市建筑垃
圾管理条例》 已经列入市人大立
法项目库，围绕 《条例》 的相关
配套细化制度也在研究制订中。
未来，我市将强化建筑垃圾源头
管理责任和源头减量，使属地管
理和区域协调相结合，在属地管
理基本原则不变的同时，增强区
域联动协调性，形成较为完整的
建筑废弃物处理管理制度。

“今年，我们主动对接相关部
门，起草了 《宁波市建筑垃圾资
源化利用专项行动计划》，计划至
2022 年建立起规模适中、可持续
的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产业集
群，建筑渣土资源化利用率达到
15%，中心城区拆除 （装修、工
程） 垃 圾 资 源 化 利 用 率 超 过
80% ， 各 区 县 （市） 拆 除 （装
修、工程） 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超
过 60%，全市新建建筑垃圾资源
化利用企业2家至3家，改造提升
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试点企业 10
家。”市新墙办相关负责人介绍。

市人大代表吴宗良多年来一
直为解决建筑垃圾综合利用问题
而奔走。他认为，要结合宁波
2049 发展战略，强化包括建筑垃
圾在内的废弃物治理。规划形成
完整稳固的废弃物无害化和资源
化处理产业，建立治废产业发展
规划，巩固和拓展废弃物资源化

利用范围；规划建立政府引导、
市场开放、国企兜底的治理体
制，明确国企兜底要求，鼓励民
间企业参与；规划建设精细化、
信息化的全市废弃物监督管理体
系。

市发展规划研究院日前出具
的研究报告认为，建筑垃圾资源
化利用是相对稳定和具有综合效
益的陆上消纳渠道。一般建筑垃
圾利用企业还能协同处置河湖淤
泥、处理厂污泥、粉煤灰等废弃
物，发展建筑垃圾再利用是必要
的城市静脉功能和具有综合效益
的产业经济增长点。因此，我市
要破解建筑垃圾消纳空间不足的
困局，就必须大力发展建筑废弃
物资源化产业，培育具有技术优
势、经济实力和规范运作的资源
化利用企业，形成建筑废弃物资
源化产业链。

“和建筑垃圾相比，我们更愿
意将之称为建筑废弃物，以更好
地突出其可再生利用‘变废为
宝’的特性。近几年，我市已经
形成一支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企
业队伍，可以此为基础，发展建
筑废弃物资源化产业，制定相应
的产业发展规划，布局设施空
间，在政府引导下推行市场化的
分工协作，出台税费减免等激励
政策和产业规范，帮助有技术有
公益心的企业走上规范化发展道
路，优化我市建筑废弃物处理体
系。”上述报告的起草者之一余旭
东博士说。

政策加码“困局”渐消
建筑垃圾变废为宝

河南省许昌市探索出了“政府
主导、市场运作、特许经营、循环
利用”的建筑垃圾处置和利用模
式。2013 年，许昌市建筑垃圾管
理和资源化再利用项目获得“中国
人居环境范例奖”。“许昌模式”主
要有以下经验：

完善管理法规、实施全面监
管、注重源头治理。把市建成区划
分若干个管理网格，实行 24 小时
巡查、值班制度，将白天排查与夜
晚监管相结合、设点举报与台账管
理相结合，对重点区域实行严格监
控；由市政府牵头，建立部门联动
机制，组织城管、住建、公安、交
通、公路等部门开展集中联合整
治。

调动市场机能。依据国家相关
法律法规，将建筑垃圾清运、处置
和资源化利用工作推向市场，采取
公开招标的形式，确定特许经营单

位。特许经营企业累计投资 2亿多
元，建设建筑垃圾堆放处理场、建
筑垃圾再生产品生产厂和建筑垃圾
再生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引进
国外先进设备，建设再生骨料和再
生产品生产线。年消纳建筑垃圾
400 万立方米，生产再生骨料 400
万吨，生产地砖、步砖、砌块等再
生建材8大类50多种，年产值超过
3.2 亿元，市区建筑垃圾资源化再
利用率在95%以上。

实行有效的产业支持政策。
2013 年以来，许昌市从建设规划
入手，抓好再生产品的推广应用，
要求全市市政工程、政府投资工程
等能够使用再生产品的项目，在设
计图纸上必须标明使用再生产品；
对能用未用的不予审核图纸，不予
工程验收，只有在再生产品供应不
足时，才可使用其他建筑材料和产
品。 （杨绪忠 整理）

建筑垃圾处置
和资源化的“许昌模式”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新建、改建、扩建、修缮或者拆除等建设工程
以及房屋装饰装修过程中产生的弃土、弃料和其他废弃物日益增多——

记者 杨绪忠

消纳能力不足。目前，我市
建筑废弃物消纳渠道主要依靠舟
山市围海工程和镇海区、慈溪市
等围涂工程，受工程进度限制较
大。相关部门提出以陆上为主、
海上为辅的建筑废弃物消纳思
路，但陆上消纳场建设周期长，
直接消纳能力弱；山塘倾倒、基
础回填、绿化基底用土消纳能力
有限且随机性较大；资源化利用
理论上消纳能力比较稳定，但是
企业经营和发展受多方因素影
响。因而，从全市层面来说，建
筑废弃物的直接消纳能力不足与
资源化利用能力不够同时存在。

资源化率低下。建筑废弃物
资源化水平受政策影响很大，我
市鼓励和支持建筑废弃物资源化
利用，但缺少具体的执行抓手，
源头管理、清运管理和资源化管
理这三者之间存在一定的脱节现

象。相关企业的设备投入、运
营、运输、产品推广成本较高，
缺少一定的政策扶持，影响了企
业的发展后劲。

区域限制过大。目前，我市
建筑垃圾采用的是“属地管理”
原则，目的在于提高属地消纳能
力和区域内部协调能力。但从执
行的效果看，“属地管理”强调的

“渣土禁止跨区运输”这一规定，
在将建筑废弃物消纳限制在行政
区域内的同时，也弱化了区域统
筹的管理效率。一些资源化企业
只能收集属地运距内的渣土资
源，因原料来源受限，导致实际
产量和效益下降。

一名从事建筑垃圾清运处理
的企业主认为，导致这些问题的
深层原因在于现行法规政策不完
善、组织体制不顺畅、监管执法
难以做到协调一致。

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
期待加速“破局”

韩立萍 制图

被拆解运输至处理中心的混凝土块等建筑垃圾。 （杨绪忠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