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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废城市”是一种发展模式

我们经常说的固体废物，通俗讲就是垃圾，包括
工业固体废物、农业固体废物、生活垃圾、建筑垃圾、
危险废物等。目前，我国各类固体废物累计堆存量达
到 600亿至 700亿吨，年产生量近 100亿吨，且呈逐年
增长态势。这些固体废物不能完全得到有效处理与
回收，以致部分城市出现了“垃圾围城”现象。

为解决这一发展难题，“无废城市”概念应运而
生。2022年4月，生态环境部公布“十四五”时期开展

“无废城市”建设的城市名单，包括青岛在内共有上百
座城市在列。

什么是“无废城市”？解释为“没有废弃物的城市”
显然有失精准。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无废城市”建
设试点工作方案》开篇是这样定义的：“无废城市”是以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引领，通
过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持续推进固体
废物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最大限度减少填埋量，将
固体废物环境影响降至最低的城市发展模式。

“‘无废城市’并不是不产生固体废物，也不意味
着固体废物能完全资源化利用，而是通过资源的循环
利用和废物的源头减量，最大限度地降低固体废物对
环境的影响，实现城市废物产生量最小化的科学的城
市管理模式，需要长期探索与实践。”青岛市“无废城
市”建设工作专班负责人吕海峰表示。

在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李金惠看来，“无废城
市”的核心都是为了建设一种新的经济体系和社会发
展模式，从根本上解决自然资源瓶颈，以及废物处置
对稀缺土地资源的占用问题。

往前追溯的话，与“无废城市”类似的相关概念都
有一个共同的理念源头“零废弃（zero waste）”。这是
美国环境学者保罗·帕尔默在上世纪70年代初首次提
出的，主要指从化学品中回收原料。21世纪以来，欧
盟、日本、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等国家和区
域都制定了零废弃战略。

客观来讲，青岛打造“无废城市”的底子相当不
错。

就拿2021年来说，全市建筑垃圾产生总量为
5211.5 万吨，其中资源化利用 3702.3 万吨，资源

化利用率达71.04%。截至目前，全市累计资源
化利用建筑垃圾2.14亿吨，节约土地约2.1万

亩，减少对周边约6.4万亩土壤和地下水源
的污染，创造产值230亿元。

2021 年全市生活垃圾清运量为
403 万吨，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

率达100%。目前青岛共有6座焚烧
设施、5 座卫生填埋设施和 32 座

厨余垃圾处理设施，总设计处
理能力已达12480吨/日，高

于青岛市生活垃圾日均
11500 吨清运量，基

本满足当前生活
垃圾日产日

清需求，全市全域于2020年6月底就已实现原生生活
垃圾“零填埋”。全市一般工业固废产生量为 828.46
万吨，综合利用量737.81万吨，综合利用率达89.05%；
畜禽粪污产生量为 995万吨，综合利用量 948.5万吨，
综合利用率达95.3%。

青岛“无废城市”建设订立的目标是，到 2025年，
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不断推进，固体废物源头减量、资
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置水平持续提升，减污降碳协同
增效作用充分发挥，基本实现固体废物管理信息“一
张网”，“无废”理念得到广泛认同，固体废物产生强度
低、循环利用水平高、填埋处置量少、环境风险小的长
效体制机制逐步完善。

简言之，推进“无废城市”建设，要在生产、收集、
转移、利用、处置每个环节，圈出更多“变废为宝”的闭
合曲线。

从工厂园区入手培育“细胞”

如果把城市看作人体，社区、学校、景区、酒店、
工厂等，甚至每一个个体都可以看成是其细胞。建
设“无废城市”，最基本的工作是从培育“无废细胞”
开始。

作为产废的“主力军”，工厂企业在“无废城市”建
设当中承担着重要角色，理应成为践行绿色发展方式
的先行者。青岛率先从“无废园区”“无废工厂”这些
相对独立的单元发力，涵盖工业固废、农业固废、建筑
垃圾及生活垃圾等各类固废。

在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涂装车间
可以看到，生产线上产生的废水性溶剂通过企业研
发的盐析分离设备，将水和危废品分离出，危废品交
给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安全处置，这种方式可以实
现废水性溶剂危废减量 90%以上，年降低危险废物
量 1800 吨，仅这一项危废的处理费一年就可以省下
几千万元。

而在这座年产30万辆整车的汽车制造工厂，废物
减量化的做法远不止这些。汽车在加工制造中产生
大量废铝、废铁、废包装、废塑料等一般工业固废，这
是工厂最大的固废源头，通过交给有关单位进行资源
化利用，综合利用率可达 98%。“从工厂建设投入以
来，我们就在积极推动汽车行业的‘无废’建设，通过
优化提升生产工艺，在污泥减量、涂装溶剂源头减量、
清漆溶剂循环利用等多方面节能减排，源头减量化取
得一定成效。”公司工厂服务科经理张华健介绍，2022
年一般工业固废产生量较2021年降低17%以上，危险
废物产生量降低近34%。

有了良好的“无废”功底，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
司青岛分公司今年启动了“无废工厂”创建，从固体废
物源头减量、综合利用等方面入手，通过实施污泥减
量、涂装溶剂源头减量、清漆溶剂循环利用、光伏发
电、余热回收等5大工程项目，力求打造行业“无废工
厂”标杆。

固体废物并非“毫无价值”，而是“放错位置的资
源”。有机构曾评估，“无废城市”市场潜力达数万亿
元，增量空间就集中在“资源化”环节。

走进海尔智家再循环互联工厂，一台废旧冰箱通
过回收进入这里后，经过预拆解、冷媒回收、自动打孔
沥油、破碎、分选等8个关键工序后，可以拆解再生成可
用部件、再生金属、造粒塑料等，实现材料 100%再利
用。换句话说，在这里，“退休”的废旧家电经过数字化

生产线处理后，可以变成可用材料，实现“再生”。
“零废物”成为这家废旧家电拆解

处理“灯塔工厂”的关键词。作为中国

家电行业首个再循环互联工厂，通过实施线上线下两
条路径，推进家电拆解“无废工厂”建设。线下建设废
旧家电拆解能力300万台/年的再循环样板工厂，打造
家电回收、拆解、再利用绿色再循环体系；线上搭建废
旧家电回收示范平台建设，利用数字赋能，通过海尔
销售服务网络和“海鲸绿色回收平台”，实现废旧家电
一站式预约回收，减少流通环节，让废弃物从产生到
处置全流程可追溯。

今年以来，我市钢铁、化工、汽车制造、废旧资源
利用等部分行业在“无废工厂”建设中不断开展实践
探索。根据《工作方案》，“无废工厂”建设重点从推进
绿色低碳发展、落实固体废物管理制度、加强固体废
物全过程管理、实施绿色办公和绿色生活等方面入
手，推进工业固体废物源头减量、资源高效利用、无害
化处置。到 2025 年底，推动完成青岛市“无废园区”

“无废工厂”创建，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新模式、
新机制。全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达到
92%，基本形成工业领域资源高效利用新格局。

让小“细胞”聚合大能量

“无废城市”建设是一项长期的系统性工程，涉及
的固体废物种类多、领域广、体量大。除了工厂、园区
等，学校、医院、景区、商场等社会生活的组成单元，都
是建设“无废城市”的重要“细胞”，也是推动“无废城
市”走向深入、做到实处的必由之路。

“‘开展‘无废细胞’创建工作，在推动全市固体废
物源头减量与资源化利用、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与
节能减排等方面可以起到以点带面的作用，带动经济
社会各个领域都动起来，同时结合城市更新建设项
目，不断补齐和完善关键短板。”吕海峰介绍，今年是
我市“无废城市”建设正式实施的第一年，关键一步是
建章立制，从技术力量、管理体系相对完善的工厂、园
区入手率先开展“无废细胞”建设，可以起到很好的示
范引领作用。

《工作方案》以工业园区和企业为主体，以绿色指
标体系为评价标准，对“无废园区”“无废工厂”创建任
务、创建程序、保障措施作出全面部署，明确了 20 项

“无废园区”创建指标和15项“无废工厂”创建指标，到
今年底要基本建立“无废园区”和“无废工厂”建设、评
价体系。

事实上，自全国“无废城市”试点建设工作开展以
来，多个城市不断探索各领域“无废细胞”建设模式，

部分城市已经发布相关执
行方案和指南，不断推动

“无废细胞”建设规范化、标
准化。

浙江已持续多年谋划
推进全域“无废城市”建设，
眼下正如火如荼地开展无
废工厂、无废学校、无废医
院、无废景区等 22 类“无废
城市细胞”培育。目前已建
成各类“无废城市细胞”1万
余个。其中绍兴采取“系统
谋划+过程创新+全民参
与”模式，三年间共打造出
1473个“无废细胞”。

威海市全域开展“无废细胞”创建质量提升行动，
优先在大宗工业固体废物趋零增长、农业废弃物全量
利用、海洋经济绿色发展和旅游绿色发展4个工作领
域，筛选“无废工厂”“无废航区”“无废景区”“无废农
业”“无废岛屿”“无废小镇”等 6大类型 12个“无废细
胞”，形成示范效应。

除了工厂企业等，其他“无废细胞”涉及更多的是
生活垃圾的处置。在这一点上，青岛拟从生活垃圾产
生源头到过程及综合利用处理全过程发力。

在李沧区越秀星汇蓝湾小区，居民们享受到了垃圾
分类回收带来的“红利”。居民在“爱回收·爱分类”智能
回收机投递可回收物时，结算时除了可将积分积累到自
己账户外，还可以选择捐赠至小区公共账户，用于在小
区里添置公共设施。小区中的休闲座椅，就是由小区居
民投递的回收塑料和废弃旧衣物再生制成的。

小“细胞”聚合大能量，绿色跃迁指日可待。到
2025 年，青岛计划全市建成“无废城市细胞”不少于
1000个，创建主体包括乡村、社区、工业园区、企事业
单位等，范围涵盖“无废机关”“无废小区”“无废医院”

“无废景区”“无废岛屿”等多种具体类型，并根据不同
类别“无废细胞”制定相应的建设标准和规范。

“无废城市”建设给生态环境带来改变的同时，也
给固废处理市场带来巨大发展空间。有专家表示，企
业的盈利模式不能仅仅着眼于单个工业、农业或者商
品消费环节，需要从更宏观和系统的格局来统筹，从
而寻求更大市场价值。未来，“无废城市”建设有望成
为固废产业发展的又一个强力引擎，为环保产业带来
无限商机。

建设“无废城市”，更多“无废细胞”正养成
青岛从“无废园区”“无废工厂”创建入手，计划到2025年在乡村、社区、工业园区、企事业

单位等建成不少于1000个“无废城市细胞”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吴 帅

一座城市就如同一个有生命的人，每时每刻都在消耗着各种资源，同时，也制造出各种垃圾或者废弃物。它们看似渺小，聚集却可成围城之势，仅我国一年新增固体废物就可达
100亿吨。如何处理废弃物，考验着每座城市的治理智慧。

2022年，青岛被列入生态环境部公布的“十四五”时期“无废城市”建设名单。随着《青岛市“无废城市”建设实施方案》的公布实施，青岛正式开启了“无废城市”建设，以工业固体废物、农业
固体废物、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危险废物五大类固废为重点，从8个方面提出了63项主要任务，努力实现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并提出到2025年建成不少于1000个“无废城市细胞”。

在无废城市建设领域，“细胞”正从一个生物学概念，变为探索城市治理的切入口。“无废细胞”这个新名词，也让“无废城市”这个看似庞大的目标，逐渐细分为人们日常触手可及的
微小改变，以润物无声的姿态走入百姓生活。“无废工厂”“无废社区”“无废商场”“无废景区”……无废城市建设，从“细胞”养成开始。

近日，青岛市“无废城市”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正式印发《青岛市“无废园区”“无废工厂”创建工作方案》（以下简称《工作方案》），在“无废细胞”建设中
率先启动“无废园区”“无废工厂”创建工作，通过探索实践形成一批可复制推广的新模式、新机制，并逐步从工厂、园区向社区、景区、学校、医院等这些社会最
小单元延伸，发挥“无废细胞”的裂变聚合效应，让无废单元在岛城遍地开花。

■在一汽-大众汽车有
限公司青岛分公司涂装车
间，通过提升生产工艺对产
生的废物实施减量化处置。

■在青岛
绿帆建筑废弃
物资源化利用
产业园，建筑垃
圾被加工成再
生骨料及各类
再生建材制品。
王冰洁 摄

■静脉产业园
中央控制室，可完
成对静脉产业园的
全方位智慧管控。

梁 超 摄

在海尔智家再循环
互联工厂拆解车间，空调等
电器在这里被拆解，并实现

“再生”。 吴 帅 摄

▲

■青岛首个
大型厨余垃圾专
业化处置项目，
设计处理能力
500吨/日。

吴 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