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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通过对国内部分大城市厨余垃圾管理与处理状况的资料调查和实地考察,重点介绍了上海、北京、厦

门、杭州等城市厨余垃圾管理政策、处理技术。上海因其较完善的政策管理体系而在城市厨余垃圾的管理上处于

先进地位,目前厨余垃圾的处理方式主要是填埋、堆肥和生产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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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厨余垃圾是家庭、宾馆、饭店及机关企事业等饮食

单位抛弃的剩余饭菜的通称。较之其他垃圾, 其具有

含水率、有机物量、油脂及含盐量高, 易腐败等特

点
[ 1]
。因此, 厨余垃圾填埋存在着浪费土地、产生恶

臭气体及渗滤液等问题。此外, 由厨余垃圾派生的

/垃圾猪 0/潲水油 0等问题 [ 2]
, 危害人民健康, 引起了

社会的极大关注。

发达国家对厨余垃圾的管理与处理处置技术的研

究多开展于 20世纪 90年代, 而国内近年对厨余垃圾

问题也逐渐重视,但对其研究及分类处理主要集中在

大城市。本文对国内主要大城市厨余垃圾管理与处理

处置状况进行了实地或资料调查, 旨在为其他城市的

厨余垃圾处理工作提供参考。

1 上海
在国内,上海是最早实施全方位餐厨垃圾管理的

城市, 其厨余垃圾处理处置体系也是目前国内最为完

善的。上海市的做法是:政府牵头 (立法、出台政策法

规 ) ,环卫局管理 (统筹、协调、监管、培训 ), 企业运作

(设备、设施投入, 安装、运行 ), 社区参与 (垃圾收运、

处置, 服务 )。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部门先后制

定颁布了《上海市餐厨垃圾处理和管理工作的试行办

法》《上海市餐厨垃圾收运处置收费管理试行办法》

《上海市餐厨垃圾处理管理办法》等政策法规, 明确了

餐厨垃圾产生、收运、处理和管理等各单位的职责,制定

了各项工作具体程序、收费标准, 建立起整个厨余垃圾

管理与处理处置体系,使厨余垃圾处理真正可实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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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单位产生的厨余垃圾, 主要采取填埋、堆

肥、加工宠物饲料、生化处理等方式处置。 2005年的

统计表明,除填埋外, 上海市利用厨余垃圾堆肥、加工

宠物饲料等资源化处置厂的处置能力约为 700 t /d, 实

际资源化处置约 250 t /d。产生的废弃食用油脂每天

约 40 ,t其中超过 20 t已纳入有关部门组织的回收系

统,主要用于制造肥皂、硬脂酸等化工产品的原料
[ 3]
。

至 2006年 5月, 上海全市餐厨垃圾申报单位超过

7 300家,申报率超过 75%。通过宣传教育和加大监督

管理,申报率正在稳步上升,越来越多的厨余垃圾被纳

入有序收集运输体系中。已建成餐厨垃圾处置单位

10家,可以满足厨余垃圾无害化和资源化的要求。

上海市厨余垃圾资源化技术主要有堆肥和加工宠

物饲料两种。以上海耀丰生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为

例,该公司日处理厨余垃圾 10 ,t堆肥及生产饲料各

半。该公司应用自主开发的技术处理厨余垃圾, 其工

艺流程如图 1、图 2所示。

图 1 堆肥处理流程

  据调查,堆肥是相对比较成熟的技术,但产品的利

润并不大, 产品售价在 300) 500元 / ,t以致上海有几

家厨余垃圾堆肥厂已经倒闭。而最新的生产生物饲料

技术, 由于产品价格较高, 达 1 200) 1 500元 / ,t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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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路好,所以生产饲料的利润空间较大,现大多企业倾

向于生产饲料。

图 2 生物饲料生产流程

2 北京
北京市厨余垃圾产生量约 1 050 t/d

[ 4]
。《北京市

市容环境卫生条例》( 2002年 10月 1日起实施 )第六

十二条规定: /宾馆、饭店、餐馆和机关、部队、院校、企

业事业单位对本单位产生的泔水, 应当自行或者委托

收集、清运, 集中处理并在区、县人民政府指定的地点

消纳。泔水不得排入雨水、污水排水管道、河道、公共

厕所和垃圾收集设施等, 不得与其他垃圾混倒。运输

泔水应当使用密闭的专用车辆, 不得沿途泄漏、遗洒。

鼓励自建泔水处理设施,实现泔水的综合利用。0《北

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办法》( 2005

年 1月 1日起施行 )规定, 禁止使用饭店、宾馆、餐厅、

食堂产生的未经无害化处理的餐厨垃圾饲喂动物, 否

则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责令改正,并处 1 000元以上

5 000元以下的罚款。

北京市目前处理厨余垃圾有董村厨余垃圾处理厂

和北京市二清环卫工程集团下属南宫堆肥厂等。董村

厨余垃圾处理厂属于北京市一清环卫工程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为国有企业, 前期投资超过 200万, 后期处理

由于还未出台相关政策,尚未确定最终处理出路,目前

已做好相应的预处理和核心处理装置。处理厂日处理

量为 200 ,t采用清华大学提供的湿热处理技术, 在

150e 高温下膨化处理。对厨余垃圾固态部分处理流
程如图 3所示。对于餐厨垃圾液态部分,可以运用以

下处理方法为: ( 1)利用余热回流加热。 ( 2)生产液态

肥。 ( 3)沼气发电。

图 3 北京董村厨余垃圾处理厂流程

北京市二清环卫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属的南

宫堆肥厂已于 2004年底建成,总投资超过 500万元,

日处理量为 50 t。该厂采用固液分离技术, 盐分去除

率达 80%以上,解决了厨余垃圾盐分含量过高问题。

厨余垃圾放于室内, 避免其冬天结冰。厨余垃圾含油

量约 0. 1% ,可通过油、水、渣分离技术, 将油以 3000

元 / t的价格售与化工厂。

3 厦门
厦门市历来以优美的卫生环境著称,在厨余垃圾

处理方面也走在国内各城市前列。据厦门市经济研究

所调查,厦门市的生活垃圾日产量 1 500 ,t而厨余垃

圾占全市生活垃圾总量的 30% ) 40%。

自 2000年起,厦门市经过多年的探索, 已初步形

成了以企业为主体、多种技术综合应用的厨余垃圾处

理社会化运营模式, 基本杜绝了利用厨余垃圾喂养

/泔水猪 0和生产 /地沟油0的现象。2006年 3月, 厦

门发展循环经济领导小组办公室、厦门市市政园林局

等七个相关部门联合下发文件, 规定产生餐厨垃圾的

单位必须按照日产日销的环境卫生管理要求和无害

化、减量化、资源化处理的循环经济原则,积极采取科

学有效的措施及时清理达标排放餐厨垃圾,并将各单

位厨余垃圾产生及回收处理情况纳入厦门市发展循环

经济工作计划、环境保护和市容卫生考评计划, 由市、

区有关部门将定期或不定期对各单位的餐厨垃圾处理

情况进行检查,实施一定的奖惩制度。

目前,厦门市主要有四种厨余垃圾回收处理模式:

( 1)采用生物转化技术, 利用餐厨垃圾生产有机肥和

生物肥料 /蚯蚓粪 0。 ( 2)采用源头减量化的微生物处

理技术,把餐厨垃圾分解成二氧化碳、水和极少量的有

机残余物。 ( 3)采用生化技术, 利用废油脂生产工业

原料油脂及深加工产品。 ( 4)采用高温杀菌干燥深加

工,制成水产饲料和有机肥料等。其中,生物转化这种

模式以厦门市闽星环境工程服务有限公司为代表。该

技术以堆肥处理有机废弃物技术为基础,利用生态接

口技术,通过固液分离、油水分离、烘干、粉碎、生物发

酵、蚯蚓生物转化等工序, 最终产生具有高附加值的有

机、无机、微生物三维复合肥。采用有机垃圾微生物处

理机处理厨余垃圾,是以厨余垃圾为基质,创造适宜的

环境条件,利用由多种具有特定性能的菌株复合而成

的垃圾消灭型微生物菌群产生各种酶类,将厨余垃圾

中的有机成分分解成 CO2、H 2O和热能,以气体和能量

的形式排出,外理后只剩少量的残余腐熟物,其肥效与

有机肥相当,可直接回用于绿化和土壤改良
[ 5, 6]
。

4 杭州
杭州市餐厨垃圾管理以政府引导、统一管理、集中

收运、定点处置、社会参与、市场化运作的方式进行。

2002年 6月, 杭州市政府办公厅向各区政府、市

各有关部门转发了市环保局等三部门《关于杭州市畜

(下转第 272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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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距,实现 /用水越少价格越低, 用水越多价格越

高 0的办法, 让多用水的人失去心理平衡, 产生出 /吃

亏 0的感觉, 让用水少的人得到心理满足, 产生出 /占

便宜0的感觉,这样才能使消费者自动自觉地、心甘情

愿地节约用水,从而达到控制水消费的目的。

绿色消费,是指消费者从保护健康和个体利益的

角度出发对绿色产品的消费, 或者是消费者旨在保护

生态环境,在消费过程中从减少资源浪费和防止污染、

承担社会责任的角度考虑而采用的一种理性消费方

式。这种消费方式也符合城市水资源的状况。所以,

对城市用户群应大力提倡这样的绿色消费模式, 对水

资源的节约与合理利用都有巨大的积极意义。

5 小结
根据博弈理论, 如果用水者都把个人利益放在首

位,那么他们之间必将充满各种难以协调的矛盾, /囚

徒困境 0就不可避免,用水状况只能越来越差。因此,

在没有自我约束的情况下, 外部的约束和限制只能保

证水资源利用中的秩序和程序公正, 不能根本消除矛

盾与对立,也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水资源最优利用,

而问题最终的解决途径只能是采取自律模式 ) ) ) C模

式,也就是用水者自我约束、自觉节水。对城市用户

群的节水问题进行心理层面的剖析, 可以从心理根

源上挖掘城市用户群及其所含个体的用水行为特

点, 从而采取相应的对策措施, 促使用户形成自律行

为, 以达到国家、政府、社会所要求的行为规范,建设

节水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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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养殖业污染综合整治工作方案》, 拉开了有序推进

餐厨垃圾集中处置和资源化、无害化利用的序幕。

2003年 4月,市政府办公厅印发了《杭州市餐厨垃圾

处置管理暂行办法》,同年 5月,市固体废弃物处理有

限公司根据市市容环卫、环保部门的要求, 完成了《杭

州市餐厨垃圾集中处置方案》的研究和制定。 2004年

10月,杭州市通过《杭州市服务行业环境保护管理办

法》( 2005年 1月 1日起施行 ), 规定 /服务项目产生的

餐厨垃圾应按照城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的要求收集、运

输和处置0。2004年 12月,杭州市颁布了《杭州市城市

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2005年 7月 1日开始实

施 ),规定 /单位和饮食经营者产生的餐厨垃圾、弃食用
油脂,应当按照市或县 (市 )人民政府有关规定进行收

集、中转和处置,不得自行处理。违反规定的,由行政执

法机关责令改正,处以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0。

目前,一方面,市城市管理部门正在制定《杭州市

餐厨垃圾处置管理暂行办法实施意见》, 进一步细化

餐厨垃圾的收运处置方法、目标进度 ( 2004) 2006

年 )、职责分工、保障措施等, 报市政府批准后实施。

另一方面,市餐厨垃圾处置厂建设工程正在抓紧立项,

争取尽快开工建设。根据《杭州市餐厨垃圾处置管理

暂行办法实施意见》拟定的目标,至 2006年,杭州主城

区将有 90%左右的酒家、饭店、餐饮连锁店和机关企

事业单位食堂所产生的餐厨垃圾纳入统一收运、集中

处置的轨道,达到日处置单位餐厨垃圾 100 t
[ 7]
。

除以上介绍的四个城市外, 广州、深圳、重庆、成

都、银川等城市均对厨余垃圾处理处置开展了不同程

度的探索、试点工作。然而,目前国内对厨余垃圾实行

分类处理处置的范围仍较小, 工作进展缓慢且存在不

少问题亟等解决。鉴于厨余垃圾引发的健康、安全、环

境、经济等问题日益严峻, 从多方面借鉴兄弟城市相关

经验,实现厨余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势在

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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