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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１７ 日—１８ 日， 全国生态环境

保护大会在北京召开， 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会议

并发表重要讲话， 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对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的高度重视。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

面总结了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 “四个

重大转变”， 深刻阐述了新征程上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要处理好的 “五个重大关系”， 系统部

署了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战略任务和重大

举措， 为进一步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提供了方向指引和根本遵循。 固体废

物污染防治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也是

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要任务， 深入开

展 “无废城市” 建设， 努力让城乡 “无废”、

环境健康安全是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的重要

方面。

一、 深入开展 “无废城市” 建设， 是

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党的二十

大精神的具体实践

开展 “无废城市” 建设， 是践行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 贯彻党的二十大和全国生态环

境保护大会精神的重要举措， 是推动经济社会

的高质量发展，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

化的具体实践， 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政府

坚定不移走绿色发展道路的决心和信心， 引

领世界发展的绿色潮流和人类文明进步的新

形态。
（一） “无废城市” 建设， 是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落实全国生态环境保

护大会精神的具体行动

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系统总结了新时代

十年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举世瞩目巨大成

就， 丰富和发展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作为

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对固

体废物污染防治工作高度重视， 亲自部署推动

多项固体废物污染治理工作， 为我国固体废物

污染防治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提供了根本保

障。 开展 “无废城市” 建设， 是固体废物污

染防治的重要篇章， 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的具体实践。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 《 “无废城市” 建设试点工作方案》，
推动开展了 “１１＋５” “无废城市” 建设试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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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根据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意见的部

署， ２０２１ 年生态环境部会同 １７ 个部门和单位

联合印发 《 “十四五” 时期 “无废城市” 建设

工作方案》， “无废城市” 建设全面推进。 目

前， 全国共有 ２０６ 个城市和 ８ 个地区开展 “无
废城市” 建设， 除纳入国家级的 １１３ 个城市和

８ 个地区外， 还有 ９３ 个城市自主开展建设工

作， 浙江、 山东、 吉林等 １０ 余个省 （市） 全

域推进 “无废城市” 建设。
（二） “无废城市” 建设， 是深入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的重要举措

当前，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工作还面临许多

深层次的问题和挑战， 基础较为薄弱、 短板弱

项仍然突出。 从产生强度看， 年产生量约

１００ 亿吨， 历年堆存量高达 ６００～ ７００ 亿吨。 从

利用水平看， 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关键技术创

新及转化不足，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水

平不高。 从风险防控角度看， 固体废物特别是

危险废物违法转移倾倒案件仍然时有发生， 相

当一部分生活垃圾填埋场、 危险废物填埋场建

设时间久、 设计标准低、 运营管理水平不高，
对周围环境造成二次污染。 从思想认识上看，
固体废物治理起步相对较晚、 基础弱、 任务

重、 难度大， 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工作滞

后， 同时部分基层环境部门对固体废物环境管

理与绿色低碳发展之间辩证统一关系认识不

高， 贯彻绿色发展理念的能力还不强。 从监管

能力看， 基层监管能力薄弱， 部分领域职责边

界不清、 信息共享不足、 协同发力不够， 固体

废物管理的信息化水平不高。 “十三五” 期间

的试点实践表明， “无废城市” 建设为解决固

体废物污染防治面临的上述突出问题、 整体提

升城市固体废物管理水平发挥了重要推动作

用， 在推进水、 大气、 土壤污染治理方面也发

挥了很好的协同作用。
（三） “无废城市” 建设， 是实现减污降

碳协同增效、 助力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领域

建设美丽中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的应有之义， 是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

的热切期盼， 也是生态文明建设成效的集中体

现。 “十四五” 时期，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

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 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

效、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实现生

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转变的关键时

期。 “无废城市” 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 通

过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持续推

进固体废物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 将固体废

物环境影响降至最低的城市发展模式。 “无废

城市” 建设是建设美丽中国的细胞工程， 是

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根本好转、 美丽中国目标基

本实现的重要途径之一。 开展 “无废城市”
建设， 从城市层面综合治理、 系统治理、 源头

治理固体废物， 有利于改变 “大量消耗、 大

量消费、 大量废弃” 的粗放生产生活方式，
推动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 产

业结构、 生产方式、 生活方式， 从而实现绿色

低碳高质量发展。

二、 深化 “无废城市” 建设， 是经济

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动能

开展 “无废城市” 建设的五年时间里，
我们不断深化认识： “无废城市” 建设既是落

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具体实践， 也是贯彻

新发展理念的重要体现， 更是经济社会发展全

面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能。 它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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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着减污、 一头连着降碳， 一头连着产业发

展、 一头连着新发展格局的构建， 一头连着城

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头连着生产

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
（一） “无废城市” 建设， 一头连着减污，

一头连着降碳

固体废物不仅是污染物， 还是污染源。 未

经处理的固体废物因雨淋、 蒸发、 风蚀、 自

燃、 化学变化等作用而污染大气、 水体、 土

壤。 且在固体废物处置过程中， 同样存在着污

染大气、 水体和土壤的风险。 因此， 固体废物

污染防治是环境管理的重要内容和需要管好的

最终环节。 “无废城市” 建设通过减量化、 资

源化、 无害化的方式来解决固体废物污染问

题。 我国固体废物历史堆积数量巨大， 每年还

在不断叠加。 为助力实现美丽中国目标， 我们

要深入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

环境防治法》， 加快推进 “无废城市” 建设，
通过减存量控增量解决固体废物污染问题。

“无废城市” 建设是降碳的重要组成部

分。 国内外相关研究表明， 加强固体废物管理

对降碳有明显作用。 巴塞尔公约亚太区域中心

对全球 ４５ 个国家和地区的固体废物管理碳减

排潜力相关数据分析显示， 通过提升城市、 工

业、 农业和建筑等 ４ 类固体废物的全过程管

理水平， 可以实现相应国家碳排放减量的

１３. ７％ ～４５. ２％ （平均减量 ２７. ６％）。 中国工

程院研究显示， ２０２０ 年开展 “无废城市” 建

设工作后， 固体废物处置直接碳排放量为

１. ４ 亿吨， 相比较 ２０１９ 年下降 １７. ６％， 源头

减量和资源化利用碳减排量为 ３１. ５ 亿吨， 相

比 ２０１９ 年提高 ２１. ２％， 占我国温室气体排放

量的 ２２. ５％。

（二） “无废城市” 建设， 一头连着产业

发展， 一头连着新发展格局构建

通过 “无废城市” 建设， 大力推进固体

废物资源化， 使固体废物变成资源， 进而促进

产业发展。 固体废物资源化既能解决固体废物

污染问题， 又能产生新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实

现减污降碳和绿色发展的多赢。 中国工程院研

究显示， 到 ２０３０ 年， 我国主要 “城市矿山”
回收价值可达 ２. １４ 万亿元， 农村废物资源化

利用可产生效益 ３. ９７ 万亿元， 重点工业固体

废物资源化经济效益达 １. ３５ 万亿元， 同时可

以增加 ４０００ ～ ５０００ 万个就业岗位。 西南地区

某大型铝业集团， 通过提取铝灰中的有价金

属， 将铝灰变废为宝， 年处理铝灰 ３ 万吨， 可

回收氧化铝 ２ 万吨， 创造价值 ２０００ 多万元，
同时， 将铝灰处理过程中释放的大量氢气和氨

气收集后综合利用， 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６０００ 多吨。
“无废城市” 建设连着新发展格局构建。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提出， 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

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国内大

循环” 是指经济的循环流转和产业的关联畅

通， 这都与资源循环利用密切相关。 充分发挥

固体废物的资源属性， 将其作用到产业链、 进

入到经济循环圈中， 就是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

贡献。 在资源替代方面， 发展制造业， 金属资

源是关键， 再生金属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目

前我国 ２２％以上的黄金、 ５０％以上的铂等稀有

金属， 以及航天、 电子、 新能源等战略新兴领

域发展所需要的稀散元素产品， 几乎全部来自

于冶炼渣等工业固体废物。 又如， 城乡建设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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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大量的非金属原料， 按照我国现有的技术能

力， 每年约有 ６０％～７０％的建材原料可以由工

业固体废物替代。 再如， ２０２０ 年我国废钢利

用量达到 ２. ６ 亿吨， 钢铁生产中替代了 ６２％品

位的铁精矿 ４. １ 亿吨。 在能源替代方面， 我国

已经实现了利用煤矸石、 煤泥等低热值固体废

物规模化发电，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快速发展，
目前焚烧能力全球最大、 设施数量全球最多。
以上数据表明， 我国固体废物资源化产业已深

度嵌入到发展过程中， 正在为构建新发展格局

做贡献。
（三） “无废城市” 建设， 一头连着城市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头连着生产方

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

“无废城市” 建设与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的现代化紧密相关。 经过 “十三五” 时

期 “无废城市” 建设试点探索实践， “无废城

市” 建设提升了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 实现

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充分证明了 “无废

城市” 建设联系着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 如： 浙江省推动全省数字化改革， 推

动构建纵向一体化、 横向全覆盖的 “无废城

市” 整体智治立体网络， 提升了固体废物治

理乃至城市管理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水平。 深圳市围绕 “无废城市” 建设出台了

６ 部地方法规、 ８５ 份政策文件， 新增了 ５１ 项

标准规范， 创新了 ２５ 项科技攻坚技术， 建立

了 “市－区－街道” 三级网络化执法监管体

系， 开发了大固废智慧监管信息平台， 实现

了制度、 市场、 技术和监管四大保障体系四

轮驱动， 城市治理能力、 管理水平得到了全

面提升。
“无废城市” 建设倒逼生产方式和生活方

式的变革。 多地 “无废城市” 建设实践表明，
通过大力宣传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和

“无废” 理念， 倡导简约适度、 绿色低碳的生

活方式， 可以增强全民环保意识， 践行垃圾分

类， 企业积极调整产业结构、 改进工艺流程、
发展清洁生产， 还有垃圾分类等。 上海市作为

超大城市， 居民垃圾分类达标率在 ９０％以上。
郑州市作为特大城市基本能够做到垃圾分类投

放、 分类收集、 分类运输、 分类处理， 每个城

区都建立了垃圾分拣中心， 将回收垃圾重新分

拣和循环利用， 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正

在悄然变化。

三、 全力做好 “无废城市” 建设技术

支撑， 助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和

高质量发展

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

心将全力做好 “无废城市” 建设的技术支持

工作， 不断提升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环境管理

技术支撑能力， 有力有效支撑好生态环境部

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环境管理工作， 为经济社

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

和力量。
（一） 自觉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坚定

信仰者、 积极传播者、 忠实实践者

伟大思想指引伟大实践， 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基于历史、 立足当下、 面向全球、 着眼未

来， 是一个系统完整、 逻辑严密、 内涵丰富、
博大精深的科学体系， 这一思想来源于实践又

指导实践， 对新形势下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

位、 目标任务、 总体思路和重大原则作出系统

阐述和科学谋划， 凝结着对发展人类文明、 建

设清洁美丽世界的睿智思考和深刻洞见， 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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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为重大的政治意义、 理论意义、 历史意义、
实践意义和世界意义。 我们在推进固体废物和

化学品环境管理事业过程中， 必须坚持把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和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作

为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坚定不移地用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武装头脑、 指导实践、 推动工

作， 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

境保护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以 “无废细

胞” 建设和固废资源化作为重要抓手， 加快

推动 “无废城市” 建设， 自觉做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的坚定信仰者、 积极传播者、 忠实实

践者， 为建设美丽中国、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
（二） 自觉做 “无废城市” 理念的传播者

和成效宣传者

“无废城市” 是个新概念， “新” 在它顺

应了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新趋势。 在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指引下， 我们要自觉地把

“无废城市” 新趋势变成在中国大地上的生动

实践。 “无废城市” 建设借鉴了西方发达国家

一些先进理念和做法， 同时也结合中国传统文

化、 新时代要求和发展特点， 既有先进理念，
又凝聚了传统智慧的结晶， 更体现了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的要求。 “十三五” 时期 “无废

城市” 建设试点成效显著， 需要加大宣传力

度， 通过宣传使更多人认识到开展 “无废城

市” 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目前全国有

２０６ 个地级市正在开展 “无废城市” 建设， 约

占全国地级市总数的 ７０％， 而欧洲响应 “零
废弃计划” 的城市不仅数量有限， 而且体量

也很小。 因此， “无废城市” 建设相当于是在

古老的中华大地上引爆了一颗 “绿色原子

弹”， 堪称震惊世界的壮举， 是引领全球生态

文明的标志性举措。 我们每个人都要自觉做

“无废城市” 建设理念的传播者和成效宣传

者， 要利用各种形式、 通过各种渠道和途径，
讲好 “无废城市” 的中国故事。

（三） 自觉做 “无废城市” 建设的实践推

动者和技术支撑者

作为全国 “无废城市” 建设的主要技术

支撑单位， 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

技术中心要自觉做好 “无废城市” 建设的技

术帮扶、 成效评估、 经验总结、 模式推广、 难

题破解和前瞻性研究。 固废资源化是 “无废

城市” 建设的重要一环， 做好这篇大文章，
需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做好技术支撑： 一要抓好

国内外现有固废资源化技术的挖掘、 整理、 发

现和评估， 建立固废资源化技术的数据库； 二

要抓好成熟固废资源化技术的推广和应用， 建

立固废资源化技术的推广转化平台； 三要抓好

亟需固废资源化技术的研发和孵化， 建立新型

高质化固废资源化技术的孵化示范基地； 四要

推动大宗工业固废资源化企业现状调研， 破解

固废资源化的堵点、 痛点和难点， 畅通固废资

源化的路径， 探索建立固废资源化的绿色通

道； 五要抓好固废产业、 产废企业、 处置企业

及技术等相关信息的完善公开， 探索建立固废

资源化的交易平台。

　 　 作者： 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

技术中心党委书记、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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