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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无废社会”提出背景



“无废社会”提出的背景

我国是人口大国，必然也是固体废物产生大国。据统计，

我国目前各类固体废物累积堆存量约600－700亿吨，

年产生量近100亿吨，且呈现逐年增长态势。

如不进行妥善处理和利用，将对资源造成极大浪费，

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对社会造成恶劣影响。

13.9亿

800亿

资源的循环利用水平，是社会进步

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而“固体废

物是放错位置的资源、宝贵财富”。



2015年

2017年

“无废社会”提出的背景

中国工程院杜祥琬、钱易、陈勇、

郝吉明等院士联合专家向党中央、

国务院上报院士建议

 “无废社会”和“无废城市”概念

在我国首次提出

 该建议得到中央深改委的高度重视

中国工程院开展重大咨询研

究课题：固体废物分类资源

化利用战略研究



2018年

“无废社会”提出的背景

 中央深改委将“无废城市”建设试

点列入2018年工作重点

 生态环境部牵头编制《“无废城市”

建设试点工作方案》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无废城市”

建设试点工作方案》 （国办发

〔2018〕128号）

2019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北雄

安新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

指导意见》专门提出雄安率先建成

“无废雄安”，现已成为行动。



废弃物的减量化和资源化利用水平

是国家进步和现代化水平的标志，

是一个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指标，

也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和提高公民素质的

一个具体而有力的抓手。

经过几年的深入研究和广泛调研，我们认为：



社会要从一个吞噬资源的消耗体，

变为一个将消耗转化为资源的循环体，

这个“变”是社会的“核心能力之一”，

是拥有未来的战略制高点。



通过创新生产和生活模式、构建固体废物分类资源化

利用体系等手段，动员全民参与从源头对废物进行减

量和严格分类，并将产生的废物通过分类资源化充分

甚至全部得到再生利用，整个社会建立良好的废物循

环利用体系，实现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共赢。

内 涵

“无废社会”的内涵



2
“无废社会”建设意义重大

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

不可或缺的要素



“无废社会”建设的意义重大

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至新的战略高度。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强固体废弃物和垃圾处置。

建设“无废社会”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具体行动。



“无废社会”建设的意义重大

环境效益

减轻原生资源开采利用和固体废弃物处理不当

带来的生态环境破坏

解决“垃圾围城”、“垃圾困村”问题；

资源化是治理大气、水体和土壤污染的重大举措，

是生态文明、美丽中国建设的要素。



“无废社会”建设的意义重大

经济效益
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节约能源和优化能源结构，

促进现有工业体系提标升级。

2030年



“无废社会”建设的意义重大

社会效益

利于公民健康，利于社

会安定，解决好废物、垃

圾资源化利用，从根本上解

决垃圾污染带来的社会冲突，

创造共享的美丽空间，使公

民有获得感，增强公民对社

会和政府的信任感。

提高公民素质，促进每个社会细胞绿色

化、低碳化：减量、分类、资源化需要家家

参与，人人参与，实实在在提高中国人的文明

程度、社会主人的责任感，养成良好的生活习

惯和善待自然的心灵。

提高各级政府治理的能力和

水平，推动社会的现代化。

【从“邻避”走向“邻利”】



虽然国际社会对“无废社会”提法不尽相同，

但核心目标和愿景是一致的 ！

发达国家和地区建设“零废弃”社会的做法与启示



发达国家和地区建设“零废弃”社会的做法与启示

维也纳【“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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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 · 新北市

垃圾焚烧发电厂同时成为旅游地和免费婚礼广场



3
从“无废城市”

走向“无废社会”



“无废城市”试点是建设“无废社会”的第一步

“无废社会”是社会进步程

度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进

步必然达到的目标。“无废

社会”的实现需要较长期的

努力，作为第一步，可从

“无废城市试点”开始。

“无废城市” 是一种先进的

城市管理理念，它并不是没有固

体废物产生，也不意味着固废能

完全资源化利用，旨在最终实现

整个城市固体废物产生量最小、

资源化利用充分、处置安全的目

标，需要长期探索与实践。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生

态环境保护和固体废物管理

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我

国不断加强固体废物管理，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快垃

圾处理设施建设，采取推行

生活垃圾分类制度、禁止洋

垃圾入境等重要举措，有力

推动了生态文明建设。

资源化利用

产业发展初

具规模

资源化利用法规

制度框架初步建

立，有关试点工

作有序推进

资源化利用若

干领域取得了

技术突破

基础1 基础2 基础3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清洁生产促进法》
《循环经济促进法》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

《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及近期行动计划》
《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中长期规划
（2015—2020年）》
《“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
……

共伴生矿产资源提取技术能力明显提升
钒钛磁铁矿资源综合利用技术突破
铁-稀土多金属共伴生资源综合利用技术突破
“城市矿山”开发产业链核心技术取得突破
乡村废物资源化技术研发与产业化推广
……

我国“无废城市”和“无废社会”建设的基础

建 设 基 础



镇江 · 光大国际

格
林
美

鞍

钢

开采城市矿山

建设循环工厂

炼钢废渣制成建筑材料

典型案例

山东 · 茗南磐龙湖生态园

通过黄粉虫和微生物联合转化处理厨余有机废物，

生产昆虫源蛋白粉。



“无废城市”走向“无废社会”的思路与方向

方 向

构建固体废物分类资源化利用产业体系

创新生产模式

创新生活模式

建立“无废社会”治理体系



建设“无废社会”是长远目标，要以改

善生态环境质量、提高全社会资源利用

效率为核心，通过体制机制改革、科技

创新，不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壮大和

规范绿色环保产业，打造政府、企业、

社会三元共治新格局，实现政府治

理和社会自我调节。
企业

政府 公众

“无废社会”治理体系



生态环境部会同18个部委，研究制定了《“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

作方案》，并筛选了11+5个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试点。

同时，共同组织成立了“无废城市”建设试点的咨询专家委员会

和城市对口技术帮扶工作组。

这是我国“无废社会”及“无废城市” 建设

进程中历史性的一步！



在国家、地方、企业、公众的共同努力下，

通过两年的“无废城市”试点工作，探索出“无废城市”

建设的思路，为“无废城市”建设迈开坚实的一步，

为“无废社会”、美丽中国建设作出我们这代人的贡献！



“无废”目标长期、艰巨！

需要坚持不懈、坚韧不拔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