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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城市生活垃圾治理的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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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德国是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最为成功的国家之一，本文介绍了德国城市生活垃圾的管理经验与处理工艺，并结合我国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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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生活垃圾是指在城市日常生活中和为日常生活提供

服务的活动中产生的固体废弃物，包括一般陛垃圾、人畜粪便、

厨房废物、污泥、垃圾残渣和灰尘等固体物质(】】。这些垃圾污

染大气、水体、侵占土地、破坏城市景观、传播疾病、威胁人

类的生命安全，且伴随城市建设的发展，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

与日俱增，污染问题日益严重，如何解决城市生活垃圾污染已

成为我国各大城市面临的重大环境问题。德国是城市生活垃圾

管理最为成功的国家之一，在城市垃圾处置方面有着先进经验

12-31，积极借鉴德国城市生活垃圾先进的管理机制和技术经验，

寻求适合我国国情的生活垃圾管理处置途径，对推进我国生态

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1 德国城市生活垃圾的管理经验

1．1完善的法律法规与管理制度

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是德国城市生活垃圾管理体系中的

关键一环，目前德国与垃圾管理相关的法律约有800项以及近

5000项行政条例，对确保城市生活垃圾处理中的各项环保措

施落实到位起了很大作用。德国在城市生活垃圾管理中实行生

产者责任制度、生态税制度、垃圾收费制度等，促进了垃圾的

源头消减和回收利用，同时也为垃圾的无害化处理筹集了资金。

1．2分类收集与分类处理

德国居民家中设置四种不同颜色的垃圾桶：黄色桶、蓝

色桶、棕色桶或绿色桶、黑桶，分别收集带有绿点标志的一次

性包装垃圾、废旧纸张、绿色植物类垃圾、不可回收垃圾，另

外，各居民区设有专门的垃圾桶以回收各种玻璃瓶，大件垃圾、

废旧电器、建筑垃圾、危险废物等则另有专门的回收点。垃圾

从源头进行分类后，由垃圾处理公司收集运输，按不同类别进

行处理、回收利用H J。

1．3社会化参与

德国生活垃圾处理之所以走在世界前列，与其较高的国

民素质及全方位的环保宣传教育密切相关。城市垃圾处理是一

项投资巨大的全民事业，德国全体居民的自觉地参与(如自觉

进行垃圾分类等)促进了垃圾管理工作的顺利实施。

2 德国城市生活垃圾机械生物处理一焚烧技术

德国采用机械生物处理一焚烧工艺进行城市生活垃圾处

理15-7]，该工艺利用微生物作用分解垃圾中的有机质、降低垃

圾含水率，利用机械设备分选垃圾中的高热值物质、金属、玻

璃等加以利用，经机械生物预处理后再进行焚烧，大幅度提高

了发电效率。该技术最终只对底灰和固化后的飞灰进行填埋，

极大限度地减少了垃圾填埋场的占地面积，减少了污染物排放

水平，在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处理中起到了很大的

作用。

图1机械生物处理—焚烧处理技术工艺图【7】

3 我国生活垃圾处理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3．1法律法规不健全，全民环境意识不高

我国颁布的《固体废弃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虽对城市

垃圾污染防治作出了规定，但由于缺乏相应实施细则，给依法

管理带来了困难。另外，人们环境意识不高(如乱扔垃圾、垃

圾分类意识不强等)也给环境管理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3．2生活垃圾管理体制不健全，处理资金缺少保障

我国主管城市垃圾清运处置的归口部门是建设部门，环

卫部门对垃圾的管理仅是被动地清运处置，对城市垃圾的消减、

再利用缺乏系统考虑。国内生活垃圾处理费用主要来源于国家

和地方财政，且资金大都用于垃圾的收运，资金短缺制约了垃

圾无害化处理水平的提高。

3．3 垃圾混合收集为主、减量化程度不够

2000年，建设部确定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南京、

厦门和桂林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的试点城市”，实施废电池、

废纸和废塑料的分类收集，但由于公民分类意识不强、分类运

收和处理系统未配套等原因，使分类收集流于形式，垃圾混合

收集不利于垃圾减量化和资源回收，增大了无害化处理的难度。

3．4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水平低

我国城市垃圾无害化起步晚，卫生填埋为多数城市生活

垃圾处理的主要方式，垃圾处理总量低、处理方式落后，垃圾

持续增长与无害化水平低的矛盾日益突出。

4 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治理的对策与建议

4．1完善法律法规，优化管理制度

完善城市垃圾管理的法律法规，使有关部门能够依法加

强管理；选择有垃圾经营资格的单位负责垃圾收运和处理，形

成市场竞争机制㈣，明确管理机构并给以相应的执法权，使垃

圾治理规范化、制度化。

4．2推进生活垃圾分类，鼓励资源化利用

积极推进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强化生活垃圾的源头减量，

采取合理的经济手段(如完善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收费体系【9】、

制定废旧物质回收利用优惠政策等)促进垃圾的减量化、资源

化和无害化处理。

4．3积极借鉴国外先进的处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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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可能引发地下水污染，各市正逐步建设卫生填埋场，实施

城市生活垃圾的卫生填埋处理，同时对产生的甲烷实施综合利

用。针对填埋产生甲烷一般多采取燃烧发电或者直接作为居民

能源，但利用总量仍然较少。在垃圾填埋量总体增长的背景下，

若无法大规模进行焚烧处理或者实施甲烷回收利用，城市废弃

物处理温室气体排放量将继续保持增长趋势。

3结论

2010年沈阳、大连两市城市废弃物处理温室气体排放总

量位于全省前列，朝阳、锦州、营口i市排放总量较少。

对比2005、2010年锦州、盘锦2市城市废弃物处理温室

气体排放量变化可知，采用焚烧处理方式能从根本上降低废弃

物处理温室气体排放量，对降低全省及各市城市废弃物处理温

室气体排放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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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以点带线，以线带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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