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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产业结构角度对“无废城市”进行分类

不同类型城市推进“无废”建设思路与对策

绿色制造体系建设与无废城市建设如何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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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是决定固体废物规模、结构和趋势的根本因素！

类别 范围与要求 共性特点

发改委：
大宗固体废
弃物综合利
用基地
50个

1、范围：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基地，
主要以利用各类产业在生产、流通及使
用过程中产生的大宗固体废弃物为主；
2、要求：固体废弃物处理量达到一定规
模，综合利用率超过65%；鼓励京津冀及
周边地区、长江经济带、东北地区老工
业基地等重点区域开展跨区域基地建设。

1、固废来源：生
活系消费系为主
2、适合城市：大
中城市，甚至跨
区域协同建设

工信部：
工业资源综
合利用基地

50个

1、范围：工业资源综合利用基地，主要
以利用工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粉煤灰、
冶金渣、赤泥、化工渣、工业副产石膏
以及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等再生资源类
工业固体废弃物为主。
2、要求：工业资源年综合利用总量1000
万吨以上，综合利用率65%以上，综合利
用年产值超过10亿元，形成协作配套的
综合利用产业体系。

1、固废来源：产
业系为主
2、适合城市：中
小城市，尤其是
传统重化工业城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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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产业结构角度对“无废城市”进行分类的建议

分类 固废来源 特点和趋势 典型城市

第一类

产业系为主：主要是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各
类典型工业固体废物，
并占据绝对多数，短

期不会改变。

 产业结构：传统重化工业为主
 人口数量和结构：稳中有降，

年轻人流出
 固废结构：工业固体废物为主
 产生趋势：稳中有降

 区域工业绿色转型升级试点城市：黄石、
铜陵、鹰潭、朔州、包头、鞍山、济源、
张家口、攀枝花、兰州、镇江等11个

 第一批工业资源综合利用基地：承德、朔
州、鄂尔多斯、本溪、丰城、招远、平顶
山、河池、攀枝花、贵阳市、个旧、金昌
等12个

第二类

生活系和消费系为主：
主要是流通消费过程
中产生的各类固体废
物，所占比例越来越
高，而产业系固废总

量下降。

 产业结构：先进制造业和服务
业为主

 人口数量和结构：增长态势，
年轻人大量流入

 固废结构：城市固体废物为主
 产生趋势：稳中有降

 北上广深等后工业化阶段的发达城市
 三亚、大理、丽江等旅游服务业为主体的

特色城市

第三类

产业系和生活系兼备：
产业系固废和生活系
固废总量同时增加，
城市正处于工业化城
镇化黄金发展阶段。

 产业结构：二产三产齐头并进
 人口数量和结构：增长态势，

年轻人大量流入
 固废结构：固废种类齐全
 产生趋势：增长态势

 省会城市多数属于这类，尤其是中西部省
会城市，如郑州、武汉、合肥、长沙、成
都、西安等

 东部地区经济发达的非省会城市，如苏州、
无锡、宁波、泉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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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产业结构角度对“无废城市”进行分类

不同类型城市推进“无废”建设思路与对策

绿色制造体系建设与无废城市建设如何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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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城市推进无废城市建设的切入点

序号 指标名称 单位 2018年基准值 2020年预期值

1 基地生产总值 万元 23715000 27661176

2 废弃物产生总量 万吨 1608.48 1750

粉煤灰产生量 万吨 375.68 400

煤矸石产生量 万吨 76.32 80

工业副产石膏产生量 万吨 276.96 300

3 废弃物无害化处置量 万吨 506.67 350

4 废弃物无害化处置率 % 100 100

5 废弃物综合利用量 万吨 1101.81 1670

6 废弃物综合利用率 % 68.50 80以上

7 废弃物综合利用产值（总产值） 万元 398000 1200000

产品1：煤矸石发电 亿度 5.7 6.2

产值 万元 23000 25000

产品2：石膏基干混砂浆 万吨 50 100

产值 万元 20000 40000

产品3：粉煤灰系列建材 万吨 450 650

产值 万元 135000 195000

产品4：电石渣生产水泥 万吨 150 240

产值 58090 75000

产品5：废电池资源综合利用 万吨 0 60

产值 万元 0 770000

8
废弃物无害化处置及综合利用技术研
发及推广占基地总产值的比重

% 3 5

9
废弃物无害化处置及综合利用领域实
施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个 12 15

10
培育废弃物无害化处置及综合利用领
域高新技术及创新企业

个 15 25

 XX市综合利用基地建设指标表
XX市工业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建设实施方案

一、基本情况

二、思路和目标

三、主要任务

（一）完善顶层设计

（二）推动重点行业协同链接

（三）开发和推广一批先进技术装备及高附加值产品

（四）培育一批骨干企业

（五）建立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发展新模式

（六）推进部门协同监督管理

四、重点项目

五、保障措施

集聚：固废、空间、企业、技术、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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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城市推进无废城市建设的切入点

 《北京市工业资源综合利用与循环经济研究》（2013年北京市经信委委托课题）

1981-2011年北京工业生产总值（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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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已进入后工业发展阶段，工业发展特征为技术密

集型、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高端化：

 传统的工业生产过程产生废物的综合利用没有前途；

“工业遗产”和“城市矿产”是未来综合利用的重点；

 工业“棕地”为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和城市废物综合利

用产业腾出空间；

 工业人口为综合利用产业提供劳动力。



8

第三类城市推进无废城市建设的切入点

成都市XXX产业功能区总体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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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各类“无废城市”建设的总体思路

城市 共性的基础分析 无废建设的总体思路

第一类

 产业的规模、结构与趋势

 人口的规模、结构与趋势

 固废的规模、结构与趋势

 固废的回收利用管理与技

术的现状和趋势

 重点：以工业固体废物为重点，分析重化工业产业发展
“拐点”和趋势，结合本地的实际，提出总体设计方案

 结构：推进产业结构和布局优化，淘汰落后产能，发展
绿色新兴制造业

 技术：突破关键技术，推进产业耦合链接，打造循环产
业链，提升资源循环利用产业效率

 管理：政府、园区、企业管理体系和信息平台

第二类

 重点：以城市固体废物为重点，分析城市发展“拐点”
和趋势，结合本地实际，提出总体设计方案

 回收：回收体系建设是核心，利用好“互联网+”，加快
推进城市固体废物回收体系建设

 区域协同：回收上来的固体废物资源，以区域协同利用
的方式进行处置利用

第三类
 重点：工业固废、城市固废并重
 规划：在产城融合规划中注入无废城市目标和要求
 方式：第一类、第二类城市的措施综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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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产业结构角度对“无废城市”进行分类

不同类型城市推进“无废”建设思路与对策

绿色制造体系建设与无废城市建设如何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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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五”：

工业快速扩

张的尾期

“十二五”：

工业降速并

逐步进入发

展新常态

“十三五”：

工业中高速

增长并全面

进入新常态

2008年成立工业和
信息化部，设立节
能与综合利用司。

围绕工业节能减排
目标，从结构、技
术和管理三方面重
点推进节能节水、
清洁生产与综合利
用工作。

围绕工业绿色发展
目标，重点推进传
统工作的同时，落
实2025，全面推行
绿色制造。

工业和信息化部绿色发展工作推进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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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工业自身看，其发展进入新阶段

 特征：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市场经济为基础，轻重工业均衡发展

——1979-2001年：告别“短缺时代”，基本确立市场经济框架；

——2002-2011年：中国加入WTO，在经济全球化浪潮和信息产业迅速发展的影响下，中国工业持续高速

发展，总体规模大幅提升；

——2012年至今：资源能源、生态环境、要素成本变化，工业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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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阶段：工业经济的新常态，及其带来

的拐点论。

新模式：产业发展新模式带来的

机遇和挑战。

—产业生态化

—技术竞争转向速度竞争

—全球产业格局深刻调整

新产业：战略新兴产业发展方兴

未艾，绿色经济竞争成为未来竞

争的重要领域。

 从工业自身看，其发展进入新阶段

新消费：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

网转变，新品控等消费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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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工业自身看，其发展进入新阶段

重点行业 拐点发展趋势

有色
有色金属产量将继续保持增长，但增幅将低于“十二
五”，预计在2020-2025年，有色金属产量与能耗进入
平台期，之后逐步下降。

石化
到2020年，石化行业总能耗将继续增加；但炼化行业污
染污染排放总量已于2005年出现拐点。

化工
化工行业能源消耗总量和碳排放总量将会继续增长，到
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

水泥
水泥需求量在2015年左右达到峰值，氮氧化物排放量拐
点大约在2015年，二氧化硫排放总量拐点已于2005-
2006年出现。

造纸
2012年我国造纸产量达到峰值，约1.025亿吨，COD与氨
氮排放总量已出现峰值。

钢铁行业“拐点”已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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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造强国战略：贯彻生命周期理念，构建绿色制造体系

绿色
产品

绿色
工厂

绿色
园区

绿色
供应
链

绿色
企业

强化生命
周期管理
构建绿色
制造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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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构建绿色制造体系的政策措施体系

开展创建
示范引领

财政支持
绿色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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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绿色设计与无废城市建设

无废与绿色设计：

 源头减量与利用

 生命周期管理

 在新产品设计开发

阶段同步开发回收

利用技术

 绿色设计产品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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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供应链与无废城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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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工厂示范名单绿色工厂与无废城市建设

评
价
指
标
体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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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工业园区与无废城市建设

一级
指标

序
号

二级指标
引领
值

类型

能源利
用绿色
化指标
（3）

1 能源产出率（万元/tce） 3 必选

2 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 15 必选

3 清洁能源使用率（%） 75 必选

资源利
用绿色
化指标
（6）

4 水资源产出率（元/m3） 1500 必选

5 土地资源产出率（亿元/km2） 15 必选

6
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
（%）

95 必选

7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90 必选

8 中水回用率（%） 30

4选2
9 余热资源回收利用率（%） 60

10 废气资源回收利用率（%） 90

11 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率（%） 80

基础设
施绿色
化指标
（3）

12 污水集中处理设施 具备 必选

13
新建工业建筑中绿色建筑的比
例（%）

30
2选1

14
新建公共建筑中绿色建筑的比
例（%）

60

15 500米公交站点覆盖率（%） 90
2选1

16 节能与新能源公交车比例（%） 30

一级指
标

序号 二级指标
引领
值

类型

产业绿
色化指

标
（3）

17
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园区工业总
产值比例（%）

30 必选

18
绿色产业增加值占园区工业增加
值比例（%）

30 必选

19 人均工业增加值（万元/人） 15
2选1

20 现代服务业比例（%） 30

生态环
境绿色
化指标
（6）

21
工业固体废弃物（含危废）处置
利用率（%）

100 必选

22
万元工业增加值碳排放量消减率
（%）

3 必选

23
单位工业增加值废水排放量（t/
万元）

5 必选

24 主要污染物弹性系数 0.3 必选

25 园区空气质量优良率（%） 80 必选

26 绿化覆盖率（%） 30

3选127 道路遮荫比例（%） 80

28 露天停车场遮荫比例（%） 80

运行管
理绿色
化指标
（3）

29 绿色园区标准体系完善程度 完善 必选

30 编制绿色园区发展规划 是 必选

31 绿色园区信息平台完善程度 完善 必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