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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生活垃圾管理 

面临两大挑战 
 

 

在城市生活和工作的我们，面对小区的垃圾桶，街道上的清运车，或者是路旁的

垃圾中转站，可能不会立即将它们和经常出现在新闻媒体中的气候变化以及由

此带来的冰山融化和极端天气这些信息联系起来。然而在离城市不远的垃圾填

埋场中,由垃圾有机物的分解和填埋场的渗滤液所排放的甲烷这一非二氧化碳温

室气体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却不容小觑。

图片来源：摄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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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不容忽视

来自全球大气研究排放数据库(EDGAR)的报告显示，

中国 2016 年来自废弃物（主要来自生活垃圾和污水

处理）中的甲烷排放为 3.12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参

考美国环境署的转换方法进行估算，这相当于 6700

万辆小汽车一年的温室气体排放。 

2018 年 9 月在加州举行的全球气候行动峰会上，一

场关于超级污染物（例如甲烷、温室氟化气体和黑

炭等）的讨论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会上来自学界和

倡议组织等机构的代表呼吁加强对具有高全球变暖

潜能值的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的控制。 

在 2018 年 10 月发布的 IPCC1.5 度报告中也指出，

将全球温升限制在 1.5 度以内的模型路径中都需要

考虑针对甲烷和黑炭的深度减排（在 2050 年将两者

的排放降低到 2010 年水平的 35%以下）。 

尽管从全球范围来看，和二氧化碳相比而言，非二

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所占比重相对较小，但是其对

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却不能忽视。EDGAR 2017 年

的报告显示，2016 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中，三种

主要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甲烷、氮氧化物和温室

氟化气体）占 28%。该报告数据表明，中国在 2016

年的非二温室气体排放也占到将近 20%，其中甲烷

排放比重最大，主要来自油气生产过程、农业和废

弃物处理三个领域。本文将聚焦排放占比最大的甲

烷以及其主要排放源之一的废弃物处理——城市生

活垃圾进行分析。

 

生活垃圾管理如何缓解气候变化

在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的过程中，其产生的温室气体

大多来自垃圾填埋产生的甲烷和垃圾焚烧产生的二

氧化碳。尽管在垃圾末端处理中通过对甲烷的回收

和改进垃圾焚烧技术等手段可以降低温室气体排放，

但是如果在垃圾产生的源头给垃圾减量并对垃圾进

行有效分类将可以有效降低垃圾的总量和提高垃圾

利用的效率，进而降低垃圾产生的温室气体。 

首先，减少垃圾产生量。在垃圾源头采取减量措施，

通过鼓励公众参与来减少丢弃的垃圾并回收使用可

再生产品等，例如减少浪费的食物或者是重复使用

购买商品的塑料袋，都将直接减少进入垃圾处理环

节的垃圾总量。 

其次，进行垃圾分类。通过垃圾分类，将餐厨垃圾和

可回收垃圾单独处理，将减少最终需要进行填埋和

焚烧的垃圾。另外，分类出来的餐厨垃圾可以运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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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餐厨垃圾处理厂，通过厌氧发酵等技术转变为沼

气，在实现垃圾的资源化利用的同时也降低温室气

体排放。同时，在垃圾分类过程中，由于餐厨垃圾这

一类湿垃圾被分离出来，这将极大降低最终需要进

行处理的垃圾的有机物和含水率，这不仅可以提高

垃圾的有效焚烧，同时可以降低来自有机物分解的

甲烷排放。 

在这一过程中，通过推动垃圾源头减量和垃圾分类

的覆盖，提高垃圾资源化利用效率来降低垃圾填埋

和焚烧总量，进而降低由垃圾处理产生的温室气体。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简史

早从 2000 年开始，国家和地方政府已经陆续出台了一些政策来推动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和减量工作的展开

（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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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生活垃圾管理面临两大挑战

住建部在《关于加快推进部分重点城市生活垃圾分

类工作的通知》中明确，2018 年 3 月底前，46 个重

点城市要出台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方案或意见，我们

通过公开渠道获得了 40 个相关方案或者意见。通过

梳理和分析收集到的文本，可以观察中国城市生活

垃圾处理行动的进展，我们认为相关管理也面临着

以下挑战： 

挑战一：如何建立垃圾管理各环节前后呼应的闭环

系统 

垃圾分类中常常被诟病的问题之一是垃圾在分类后

没有相应的设施来处理，因此在垃圾管理的过程中，

垃圾前端分类与末端处理之间的衔接尤为重要。在

观察到的 40 个试点城市，都已经在相关文本中放入

了对垃圾分类处理的系统建设的要求，包括对生活

垃圾从投放、收运到处理之间每一个环节的衔接。 

目前 90%以上的试点城市中已经开始在公共机构和

条件成熟的居民区建立了垃圾“四分类”法，即有

害垃圾、易腐垃圾（餐厨垃圾/厨余垃圾）、可回收

垃圾和其他垃圾。并且针对不

同类型的垃圾也分别提出了不

同的收运和处理要求。但是城

市可以在多大程度将这一系统

性的管理付诸实施仍然有待观

察。 

此外，城市生活垃圾基础设施

的投资和建设也将是实现垃圾

有效管理的重要环节。城市生

活垃圾处理相关基础设施的建

设将对垃圾管理的前后呼应产

生重要影响。在当前 46 个试点

城市中，我们观察到有 87%的

城市同时也是餐厨垃圾处理试

点城市。因此大多数试点城市

都已经或者正在建立餐厨废弃物的收集、运输、处

理和利用体系，这也为城市由原来垃圾“三分类”

法（有害垃圾、可回收垃圾和其他垃圾）过渡到四分

类法（即加入餐厨垃圾）提供了垃圾后端处理的支

持。但是对于尚未开始建立餐厨垃圾处理厂的试点

城市，其前端分类仍然采用三分类法，例如广元市

和德阳市。 

图片说明：建外外交公寓里的垃圾分类回收区域 摄影/韩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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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二： 如何建立科学的垃圾分类评价标准 

由于推动垃圾的前端分类不仅可以减少垃圾总量，

同时也将极大的降低垃圾后端处理中产生的甲烷，

在城市中如何推动生活垃圾分类不容忽视。在当前

试点城市中，除了提出生活垃圾分类的系统建设外，

也采用了不同的指标来衡量垃圾管理的不同环节。 

如下图所示： 

l 70%的试点城市采用了分类覆盖率或者分类知

晓率来衡量垃圾分类投放工作； 

l 90%的试点城市使用生活垃圾回收率来追踪垃

圾的分类收运； 

l 20%的试点城市使用无害化处理率来衡量垃圾

分类的最后处理。 

尽管试点城市采用了相应的指标来衡量各自的垃圾

分类工作，但是只有 10%的试点城市在垃圾分类管

理的三个主要环节都有相应的指标来衡量，这将让

垃圾分类实施的效果大打折扣。城市如果对垃圾分

类的评价只集中在某一个环节，那系统性的分类工

作将很难展开。 

另外，按照 2004 年《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方法及其评

价标准》，城市分类评价指标应包括“知晓率、参与

率、容器配置率、容器完好率、车辆配置率、分类收

集率、资源回收率和末端处理率”。纵观 40 个试点

城市的文本内容，没有一个城市将上述所有指标纳

入文本。因此，当前过于零星的指标评价标准也为

垃圾分类的推动带来挑战。 

综上所述，当我们讨论城市对气候变化影响的时候，

和城市管理息息相关的生活垃圾处理还未得到足够

的关注，这些逐年增加的垃圾和由此产生的非二氧

化碳温室气体不应被忽视。城市对生活垃圾管理的

系统建设和选取科学可衡量的指标来追踪垃圾分类

工作将成为推动生活垃圾的减量和减排中的重中之

重，这也是建立居民对垃圾分类参与的热情和信心

的重要环节之一。 

（本文作者陈美安女士是绿色创新发展中心的高级分析师。 

她对全球气候变化政策和中国环境治理有超过六年的研究 

经验。在加入绿色创新发展中心之前，她曾在俄勒冈大学担 

任讲师一职。陈女士拥有俄勒冈大学政治学的博士学位和俄 

勒冈州立大学公共政策分析的硕士学位。）

 

 

 绿色创新发展中心 是专注绿色低碳发展的战略咨询机构，关注宏观气候政策、城市绿色

低碳转型、绿色经济政策、行为减排领域的研究、咨询和交流。致力于通过跨学科、系统

性、实证性的政策研究、梳理、比较和评估，推动低碳环境政策的精细化，可实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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