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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垃圾分类处理对可回收木材资源再利用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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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我国城镇化建设速度的加快，城市垃圾的分类处理促进了可回收木材资源再利用，废弃的建筑木材及家具、

绿化枝桠等城市垃圾可通过分类回收成为循环资源，并经过集中回收、处理形成循环产业，生产出人造板、生物质能源等

产品，从而促进木材资源的绿色可持续发展，实现城市低碳生活，助力2060碳中和。分析了现阶段木材资源回收再利用

现状，阐述了城市垃圾分类对可回收木材资源再利用的促进作用，并提出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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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ting Effect of Urban Waste Classification on Recycling of Recyclable Wood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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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speed up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the classification of city garbage treatment promoted the 

recycled wood resources reuse, abandoned buildings, green branches, such as wood and furniture city garbage 

can be a loop through recycling resources, and forms through recycling, processing circulation industry and 

production of wood-based panel, biomass energy and other products, so as to promote the gree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wood resources, achieve low-carbon urban life, and help to realize 2060 carbon neutrality. In 

this paper,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wood resources recycling was analyzed,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urban garbage 

classification on the recycling of recyclable wood resources was expounded, and the prospect was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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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木资源作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在城市建设过程

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我国城市建设速度不

断加快，城市垃圾分类处理为木材资源再利用提供了

原料，绿化垃圾、建筑废弃木材、废旧家具等城市垃圾

可作为缓解林木资源紧张的循环资源。近年来，可持

续发展理念使城市中的人们更加注重对于垃圾的分类

处理与回收利用。回收木材资源的政策措施也在不断

完善，相关林业机械设备也在园林、道路绿化中得以应

用，并且对回收木材进行再次加工利用的技术也在创

新发展[1-10]。本文旨在通过阐述现阶段木材资源回收

再利用现状，分析垃圾分类处理对可回收木材资源再

利用的促进作用，提出相关利用展望，以期为木材资源

再利用提供借鉴。

1 现阶段木材资源回收再利用现状

为有效缓解木材供需矛盾，近年来有关部门出台了

相关政策和法规，木材资源的回收与再利用明显增加，

然而，木材资源回收再利用的实际效果仍有待提高。

1.1 相关政策法规日益完善

木材资源回收再利用不仅能有效改善林木资源供

需短缺的实际问题，还能加速我国在木材资源综合利

用技术方面的创新能力。近年来，涉及可回收木材资

源再利用相关政策、法规、规范等有如下几点：1）城市

绿化垃圾的处理。全国范围的相关法规有《城市绿化

＊基金项目：2021年度益阳市哲学社会科学课题（2021YS249）；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课题（2019YFD1101203）
作者简介：肖  琼，女，讲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管理会计、生态经
济、课程思政，E-mail：xqtqgg2021@126.com
修回日期：2021-10-09



   肖琼，等：城市垃圾分类处理对可回收木材资源再利用的促进作用 101第11期

条例》，很多城市根据这一条例，也出台了地方相关条

例。2）废弃木质材料回收。关于废弃木质材料的回收

已有GB/T 22529—2008《废弃木质材料回收利用管理

规范》。各地还出台了大件垃圾回收管理办法，促进了

大件木家具的回收再利用。当前，有的城市为实现全

域“无废”，打造“无废城市”，还出台了“无废城市”管

理机制，配套建设了废旧家具回收处理中心及循环产

业园，对废旧家具进行回收再利用。

当前，一方面，为促进可回收木材资源再利用，相

关政策、法规、规范已日趋完善，但相关细节仍有待细

化，从而保证其可实施性。另一方面，为加快城市垃圾

的分类处理，应促进与回收、再利用木材相关企业及民

众积极参与废弃资源的回收利用[11-15]。

1.2 民众配合意愿有待提高

城市垃圾分类的实施与细化还应取决于民众的配

合意愿。当前，有些垃圾分类处理方式只有倡议，城市

垃圾分类处理仍处于引导阶段，尚未设立相关奖惩措

施，因此不能要求民众完全遵守。民众的配合意愿仍有

待提高，从而促进可回收木材资源的再利用。相关部门

仍需加大宣传力度，让民众深刻地认识到垃圾分类处

理及木材资源循环利用对践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1.3 配套建设范围有待扩大

随着“无废城市”建设理念的普及，虽然大多数

城市对于城市垃圾分类处理及木材回收利用相关产业

的配套基地建设规划已逐渐完善，但仍有个别城市缺

少相关科学规划。这些城市的垃圾处理方式仍较为粗

放，相关部门需对此予以重视。还有个别城市由于相关

城市垃圾分类处理及木材回收再利用的产业链尚未建

设，即便对木材垃圾进行分类回收后，仍不能将其循环

利用，从而造成资源浪费。

2 垃圾分类处理对可回收木材资源再利用的促进作用

各地出台垃圾分类处理的相关管理办法后，城市

垃圾分类处理对可回收木材资源再利用的重视程度有

所提高。相较于之前个别地区零散化的处理方式，城

市垃圾分类处理相关政策措施使可回收木材资源的利

用率有所提升，木材资源的回收再利用数量和规模方

面也有明显提升。这对于降低可回收木材资源再利用

的成本发挥着重要作用。

2.1 细化政策法规

当前，不少城市垃圾分类处理仍在试点阶段，可回

收木材资源的再利用仍需依靠技术进步而得以发展。

应建立循环产业，而不是只将回收来的木材作为燃料

使用。为促进城市垃圾分类处理及可回收木材资源再

利用，相关政策法规仍需细化相关财政补贴及实现补

贴的具体流程等内容。

2.1.1 财政补贴到位

2005 年11 月我国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木材节约

和代用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5〕58 号），结合一些

城市的实际情况，经过论证与研究之后出台了配套的关

于木材节约和代用的实施办法，规范了可回收木材资源

再利用的操作过程，同时也进一步明确了针对木材资源

再回收及再利用环节的补贴方式。以上海市嘉定区和

闵行区的某两家木材回收再利用公司经营为例，其在实

行木制品原材料消耗定额管理过程中，鼓励利用枝桠

材、换代果树、人工商品林、木材加工企业边角料和次小

薪材等资源。同时，这些企业为大力推进木材保护技术

的开发应用，还建立了废旧木材回收利用体系，以此获

得相关补贴。这不仅激励了当地企业对于可回收木材

资源再利用的重视程度，同时也帮扶了从事可回收木材

资源再利用的企业尽快创新技术[16-21]。

2.1.2 职能部门积极配合

可回收木材资源综合再利用的实施涉及多部门联

动。我国某市通过协调多个部门，以跨部门联席办公的

方式，对辖区内的可回收木材资源再利用相关企业采取

“杠杆式管理”的方式，逐步引导其同垃圾分类管理的相

关环节实现“无缝式对接”，这样既能直接减少双方企业

成本投入，也能进一步提升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工作效

率。同时，建立垃圾分类及处理中心，逐渐将林木资源

的回收利用深入到居民社区。

2.2 提升民众环保意识

民众对于可回收木材资源再利用的认知提升，根

源来自于舆论的引导。很多地区相关部门在这方面的

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具备一定参考性。

2.2.1 全面加强有效宣传

为加强城市垃圾分类处理和对木材资源的回收利

用，相关部门可在与节能减排相关的指标中建立废旧

木材回收利用体系，减少全新木材资源的使用，从而鼓

励木材企业使用回收废旧木材并加以利用。与此同

时，可在城市街道进行废旧木材回收试点，在小区内流

动宣传，做好工程建设木材、废旧家具、一次性木制品

和木材包装物的回收利用宣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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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积极落实环境保护措施

在此基础上，相关部门还可出台有利于城市垃圾

分类和木材回收再利用的政策、法规，强化环境保护措

施的执行力度，对于破坏城市垃圾分类，阻碍可回收木

材资源再利用的行为用地方性法令加以约束，从而有

效提升环境保护措施的执行力度，助力可回收木材资

源再利用。

2.3 提高配套设施处置能力

为加强城市垃圾分类处理对可回收木材资源再利

用效率，一些城市还应规划国土空间，作为循环产业的

发展用地。当前，一些城市已开展循环产业工作，并取

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果。

2.3.1 建立循环产业园区

当前循环产业园区内的企业已具备对可回收资源

进行处理的相关技术，但其技术水平仍有待提高，才能

满足当前对可回收木材资源再利用的要求。当前园区

内相关企业连同高校等科研单位已进行相关技术研

发，研发成果的转化率仍需进一步提升，从而真正实现

可回收木材资源的高效利用，同时利用其生产出更多

新的林产品[22-25]。

2.3.2 创新产品生产种类

应尽可能拓展可回收木材资源的利用范围，并以

其作为原料生产出更多种类的绿色环保产品，从而实

现同时提升循环产业园区社会效益及经济效益的目

的。还可以此形成产业集群，从而完善相关产业链的

发展，优化产品价值链。

3 利用展望

随着城市垃圾分类能力与处理水平的提升，以及

对可回收木材资源再利用技术的创新。利用可回收木

材资源生产出的相关林产品已涉及生物质能源、家具

及家居生活用品等多种领域，这一资源的循环利用已

成为常态。并且，随着技术水平的进步，更多城市应相

互借鉴科技成果，加强城市垃圾分类处理与可回收木

材资源的再利用。

4 结语

可回收在木材资源循环化利用工作中是一项系统

性工作，且科技含量较高，为能使其相关技术尽快得以

推广，在加大相关鼓励宣传力度的同时，还应刺激社会

资本积极参与到技术研发与投产中，从而实现城市垃

圾分类处理，形成循环产业，提高可回收木材资源利用

率，缓解木材资源供给矛盾，实现自然资源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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