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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南宁市社会科学院在南宁市委、市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围绕中心服务
大局，针对南宁市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开展应用对策研究，积极发挥“思
想库”和“智囊团”的作用，完成一批研究报告，对南宁市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
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领域提出了许多可供决策参考的建议，为南宁市经济
社会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

201 1—201 2 年，南宁市社会科学院坚持“立足南宁、研究南宁、服务南宁”，夯实
基础、开拓创新，针对南宁市委、市人民政府关注的重大问题以及经济社会热点问题，
围绕南宁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处理问题、统筹城乡发展中建设用地机制创新问题、文化
产业发展、文化体制改革、深化南宁市与东盟农业合作、南宁产业投资公司在工业产业
发展中的作用问题、学前教育改革与创新问题、邕江沿岸产业发展问题、新兴产业园建
设投融资问题、农村居民养老问题、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问题、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
发展等问题开展了具有针对性和实用性的对策研究。课题研究成果在得到评审专家好评
的同时，还有部分成果获得市主要领导的批示，进入南宁市委、市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
的决策领域。

为了总结经验和增强科研成果的转换，让社科研究成果更多地惠及人民群众，我们
将南宁市社会科学院 201 1—201 2 年度完成的社科研究重点课题成果总结筛选后，编纂
成册公开出版，以期为社会各界更好地运用成果提供便利。我们更真诚地希望通过对每
一年科研成果的整理和编辑，能够从中发现不足，对科研人员的科研活动提出更高的要
求，提高科研工作和科研管理的科学化水平，激励全体社科研究工作者以求真务实的态
度、刻苦钻研的作风、不断进取的精神投身于南宁市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研究出更多贴
近南宁市实际、贴近社会、贴近生活的高质量研究成果。

我们继续怀着对社科研究工作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开拓进取，继往开来。党的十八
大报告在阐述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时，强调“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哲学
社会科学创新体系”。我们要以此为契机，认真学习领会、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
三中全会精神，将社科研究工作与南宁市发展和改革的重点、难点问题紧密结合，把握
南宁市的发展脉搏，抓住南宁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大好机遇，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创新、
学术观点创新、科研方法创新、人才培养的理念创新和制度创新，争取创造出更多有针
对性的研究成果，为南宁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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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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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研究①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是城市管理和环境保护的重要内容，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
志，关系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近年来，南宁市城市生活垃圾收运网络日趋完善，垃
圾处理能力不断提高，城市环境总体上有了较大改善。但也要看到，随着南宁市经济
社会的高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城市生活垃圾激增，垃圾处理能力相对不
足，南宁市正在面临着处理设施超负荷运行与垃圾产量持续增长的困境，城市的经济
环境和生态环境因此面临的压力与日俱增。通过垃圾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处理的减量
化、资源化和无害化，解决南宁市垃圾问题、保护生态环境、保障城市安全运行，是
实现南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是建设绿色南宁、推进资源节约型和环境
友好型城市的重要举措。2010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下发了《进一步加
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作实施方案》，要求南宁市要加快启动垃圾分类试点工作，到
2015 年南宁市市区的生活垃圾要全部实现无害化处理。在此背景下，开展南宁市城市
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本课题通过借鉴国内外生活垃圾分
类处理的实践经验，在实地调研和问卷调查掌握大量一手资料的基础上，提出了南宁
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的对策和保障措施，为相关部门提供决策依据。

一、相关理论概述

（一） 城市生活垃圾的内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将城市生活垃圾定义为“在城市日
常生活中或者为城市日常生活提供服务的活动中产生的固体废物，以及法律、行政法
规规定的视为城市生活垃圾的固体废物”。城市生活垃圾主要包括居民生活垃圾、集
市贸易与商业垃圾、公共场所垃圾、街道清扫垃圾及企事业单位垃圾。鉴于当前很多
城市将餐厨垃圾归于城市生活垃圾的范围，同时为了使研究的适用性更广，这里我们
将餐厨垃圾归入城市生活垃圾的范畴内进行研究。城市生活垃圾不包括工厂所排出的
工业固体废物。它的主要特点是成分复杂，有机物含量高。影响城市生活垃圾成分的
主要因素有居民生活水平、生活习惯、季节、气候等。

①课题的研究范围主要是城区。

南宁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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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生活垃圾一般具有无主性、分散性、危害性、复杂性和错位性的特点。无主
性即被丢弃后，不再属于谁，因而找不到具体的负责者；分散性即城市垃圾被丢弃，
分散到各处，需要收集；危害性即城市生活垃圾对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产生不便，有碍
观瞻，甚至污染环境和危害人体健康；复杂性即城市垃圾的成分复杂多样，受到自然
环境、气候条件、城市发展规模、居民生活习性（食品结构）、家用燃料（能源结构）
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错位性即一个时空领域的城市垃圾在另一个时
空领域是宝贵的资源，即垃圾是放错位置的资源。

（二） 生活垃圾对环境的危害

城市生活垃圾对人类环境的危害，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侵占土地。垃
圾在没有回收利用时，需占用场地堆放。堆积量越大，占地面积也越大。我国许多城
市利用市郊堆存城市垃圾，也侵占了大量农田。同时，大量废物的排放和堆积，将严
重地破坏地貌、植被和自然景观。二是污染土壤。垃圾堆放或没有适当的防渗措施的
垃圾填埋，其中的有害成分很容易渗入土壤之中，使土壤丧失腐解能力，导致草木不
生。三是污染水体。城市生活垃圾是集有机物、重金属和病原性微生物三位一体的污
染源，随渗滤液进入土壤则造成地下水污染，直接排入河流、湖泊或海洋，又会造成
更大的水体污染。四是污染空气。垃圾一般通过如下途径污染大气：一些有机固体垃
圾在适宜的温度和湿度下被微生物分解、释放出有害气体；以细粒状存在的废渣和垃
圾，在大风吹动下会随风飘逸，扩散到很远的地方，造成大气的粉尘污染；垃圾在运
输和处理过程中，产生有害气体和扬尘；采用焚烧法处理垃圾，如果不采取措施处
理，也会污染大气。

（三） 南宁市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的意义

开展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最大程度地节约资源，减少垃圾产生量，有利于变
废为宝，促进资源循环再次利用，对城市环境的改善和人类的健康发展都具有积极的
意义。

1.是建设生态宜居城市的必然要求
南宁市在城市化进程中，紧紧围绕建设区域性国际城市和广西“首善之区”的战

略目标，始终坚持“生态立市，绿色发展”，以建设“中国绿城”、“中国水城”为载
体，以加强节能减排和发展循环经济为基本途径，致力于建设生态宜居、环境优美、
有凝聚力、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和谐城市，走出了一条“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
山”的发展之路，其宜居、宜商、宜业、宜游、宜学的城市形象进一步凸显。开展城
市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实现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其目的是改善人居环
境，保障市民的健康生活，实现环境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同步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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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其结果是城市升值，市民受益，是实现“十二五”规划提出的加快建立生态产
业、资源综合利用、生态人居、生态文化以及保护制度等生态文明体系的具体行动，
是积极争创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力争在全区率先建成生态文明示范区目标的具体行
动，是建设生态宜居城市的必然要求。

2.是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需要
垃圾处理方式的变迁体现了人类对资源与环境观念的转变，历史证明，建立在高

能耗、高物耗、重污染、重生态破坏基础上的传统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经济快速增
长的同时带来空前的生态环境与资源压力，重垃圾末端处理的传统做法亟待转变，源
头减量化和资源化、无害化相结合的生态设计思想及全过程管理模式将逐步确立其重
要地位。实施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的重点之一就是在对垃圾进行分类实现源头减量的同
时，对可回收资源进行充分回收和最佳利用，减少经济系统对自然资源的索取和耗费
数量，实现可回收垃圾的充分资源化，减少能源消耗，促进循环产业和循环经济的发
展，减少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压力。可以说，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是南宁市树立绿色
可持续发展理念，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发展道路的具体行动和有益实践。

3.有利于缓解垃圾危机
目前，南宁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处于起步阶段。2010 年全年城南垃圾填埋场

填埋城市生活垃圾 60多万吨，日均处理垃圾 1 600多吨，远远超过 1 200吨的设计标
准，垃圾填埋场面临饱和，加之受五象新区建设的影响，城南垃圾填埋场面临着关停
压力。南宁市 95%的城市生活垃圾都是进行填埋处理的，如果不及时建设新的垃圾处
理设施，那么不排除其将面临垃圾无法得到无害化处理的严峻局面。除了垃圾填埋场
超负荷运行的压力，南宁市还像我国其他城市一样面临着潜在的“垃圾围城”以及垃
圾对环境造成的污染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除对现有处理设施挖潜改造、加快新设施建
设外，大力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实现垃圾源头减量化、资源化回收利用和无害化
处理，是缓解垃圾危机的重要手段。

二、南宁市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现状

（一） 南宁市生活垃圾产量及构成情况

近年来，随着南宁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的加快推进，南宁市生活垃圾日
产生量呈逐年递增的趋势。1985—2010 年，建成区垃圾日产生量从 328.77吨大幅提
升至 1 584.79吨，但年度间增长率波动较大（见表 1、图 1）。

从南宁市生活垃圾构成来看(见表 2和图 2)，有机物所占比重除少数年份以外，基
本保持在 50%以上；可回收利用物所占比重从 1992 年的 11.81%上升到 2010 年的
28.91%，其中，纸类、塑料含量有明显增长趋势，纸类含量从 1992 年的 3.13%增加到

南宁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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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985—2010 年南宁市建成区生活垃圾产生量汇总表

数据来源：南宁市环境卫生管理处。

指标
年份

年总产生量（万吨 /年） 市区人口（万人） 日产生量（吨 / 日） 年增长率（%）

1985年 12.00 96.29 328.77 —

1986年 11.50 98.53 315.07 -4.17

1987年 11.30 99.87 309.59 -1.74

1988年 18.60 103.14 509.59 64.60

1989年 14.00 104.99 383.56 -24.73

1990 年 17.60 106.99 482.19 25.71

1991 年 17.86 108.58 489.32 1.48

1992 年 19.92 111.57 545.75 11.53

1993年 21.75 115.17 595.89 9.19

1994年 23.83 118.12 652.88 9.56

1995年 28.24 121.96 773.70 18.51

1996年 33.00 125.59 904.11 16.86

1997年 32.49 128.03 890.14 -1.55

1998年 31.89 130.81 873.70 -1.85

1999年 24.35 131.36 667.12 -23.64

2000 年 27.22 135.64 745.75 11.79

2001 年 30.24 142.00 828.49 11.09

2002 年 30.53 140.39 836.44 0.96

2003年 33.90 145.77 928.77 11.04

2004年 36.96 150.06 1 012.47 9.01

2005年 36.38 249.67 996.66 -1.56

2006年 41.11 254.86 1 126.30 13.01

2007年 49.16 259.77 1 346.85 19.58

2008年 52.29 263.89 1 432.52 6.36

2009年 57.58 267.14 1 577.48 10.12

2010 年 57.85 271.33 1 584.79 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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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的 16.8%，塑料比重在 2007年达到 13.1%；无机物所占比重从 1992 年的 51.58%
下降到2010 年的 15.08%。由于南宁市生活垃圾中的有机物含量高，垃圾含水量较大，
2002—2010 年垃圾平均容重 397.9 kg/m3，灰分占 51.42%，全水分为 50.72%。可见，
南宁市生活垃圾中可回收物和有机物成分逐渐增多，可回收利用率呈上升趋势。

年份
有机物（%） 无机物（%） 可回收物（%）

动物 植物 砖瓦 灰土 纸类 塑料 纺纤 金属 玻璃

1992 年 5.36 31.25 2.84 48.74 3.13 5.51 1.36 0.77 1.04

1998年 7.70 46.00 2.89 26.57 5.41 7.11 1.75 1.09 1.48

2001 年 3.37 42.75 3.64 28.81 6.23 12.31 1.75 0.95 0.75

2002 年 4.94 46.43 1.14 28.44 5.78 10.63 0.52 0.49 1.02

2003年 3.62 37.89 2.24 36.2 6.66 9.82 0.68 0.59 0.61

2004年 4.06 40.05 1.71 38.03 5.65 8.15 0.80 0.30 0.53

2005年 3.16 47.70 27.6 0.49 6.40 10.90 1.14 0.57 1.28

2006年 3.17 44.60 1.96 29.20 6.47 12.30 0.72 0.73 14.60

2007年 4.26 46.70 1.12 25.10 7.00 13.10 0.91 0.85 0.94

2008年 2.58 49.30 2.00 33.10 10.60 12.70 0.21 0.83 1.15

2009年 4.27 47.70 1.75 23.60 11.40 11.10 1.56 0.21 0.48

2010 年 4.62 52.10 1.68 13.40 16.80 9.83 1.28 0.36 0.64

日产生量（吨 / 日） 年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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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985—2010 年南宁市生活垃圾日产生量增长情况

表 2 1992—2010 年南宁市生活垃圾物理成分表

数据来源：南宁市环境卫生管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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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南宁市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的进展

目前，南宁市尚未正式推行垃圾分类工作，但正在积极开展生活垃圾分类投放、
分类收运、分类处理的有益探索。

1.相关政策法规逐步完善
2011 年 8月，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下发了《进一步加强城市生活垃圾

处理工作实施方案》，要求南宁市加快启动垃圾分类试点工作，到 2015 年南宁市要全
部实现无害化处理生活垃圾，这个方案的出台直接推动了南宁市垃圾分类工作进展。
目前，南宁市正在着手制定《南宁市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方案》以及相关的配套政
策措施，从各环节采取有效的引导和监管措施，逐步建立规范有序、运行有效地分类
投放、分类运输、分类处理及回收利用的生活垃圾管理体系。

2.积极筹备生活垃圾分类试点
目前，为探索出适合本地的垃圾分类经验，南宁市拟选择若干机关、学校、住宅

小区等率先开展垃圾分类试点，并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作实施
方案》和相应的《生活垃圾分类指导手册》等，该方案涉及垃圾分类指导员、垃圾分
类作业人员配备，垃圾分类容器配置，可回收物的二次分拣作业间、周转库房、计量
工具设置，分类收集、分类运输配套工具、车辆的配置，有害垃圾临时集中点的设
置，开展所需各项经费的预算等诸项内容。

3.积极探索生活垃圾源头减量
目前，南宁市正在积极探索建立包装物强制回收制度，促进包装物回收再利用；

组织开展净菜进城，把不能食用的菜根、菜叶和牲畜屠宰物留在城外农村作农肥利
用，净菜进入普通家庭，减少腐殖质；严格执行国家限塑政策，在超市、农贸市场、
非农贸市场、边缘市场等制定执行“限塑令”，同时，鼓励市民使用菜篮子、布袋子，

100%

80%

60%

40%

20%

0%
1992年 1998年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有机物 无机物 可回收物

图 2 1992—2010 年南宁市生活垃圾成分变化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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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运车
种类

单辆运输能力
（吨 / 日）

数量
（辆）

运行效果
“十二五”需淘汰
的数量（辆）

压缩车 1 16 3 较好 0

压缩车 2 8 105 较好 0

压缩车 3 5 24 较好 0

多功能车 — 20 运输过程存在一定的跑冒滴漏、垃圾外挂问题 20

密封车 — 29 运输过程存在一定的跑冒滴漏、垃圾外挂问题 29

小型自卸车 — 62 较好 0

大型自卸车 — 50 运输过程存在一定的跑冒滴漏、垃圾外挂问题 25

人力三轮车 — 2 326 运输过程存在一定的跑冒滴漏 2 326

减少浪费，通过改变市民的消费习惯和经营者的行为方式来减少垃圾产生量；在市区
部分街道设置了分类垃圾箱，鼓励市民对垃圾分类投放；定期定点开放跳蚤市场，促
进资源的重复利用和再使用。

4.大力开展资源回收利用
利用成为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的 33个试点城市之一的机遇，南宁

市在石西垃圾堆肥场推进餐厨垃圾处理项目建设，预计在未来两年内将建成完工，每
日可处理餐厨垃圾 208.14吨；开展废旧灯具回收试点工作，在市委、市人民政府办公
大院，市卫生局、市第五人民医院和天桃实验学校设立 5个回收箱，开始回收公共机
构的废旧荧光灯管；部分住宅小区在设计中考虑了中水回用系统，用于小区的绿化和
道路的清洗；将生活污水经处理后产生的污泥送往环保项目基地作为污水处理菌种、
园林林场绿化肥料、堆肥及作为能源生产辅助原材料等；作为全国再生资源回收体系
建设的 24个试点城市之一，南宁市正在着手构建一个由 350个回收站、8个集散交易
市场和 1个产业基地构成的再生资源回收体系，使再生资源得到有效回收和充分利用。

（三） 生活垃圾收运及其设施配套情况

目前，南宁市城市生活垃圾以卫生填埋为主，只有小部分为堆肥处理。城市生活
垃圾以混合收集为主，实行全部收运。对居民住宅区大部分采取人工上门收集有偿服
务的方式；对单位大院、商场、农贸市场等未能实行上门收集服务的区域，由单位责
任人负责收集，环卫部门实行有偿清运；城市街道由辖区环卫站（公司） 负责清扫收
集，其清扫保洁工作大部分实行内部职工承包，少部分由城区向社会招标承包。收集
环节的主要工具为垃圾容器、人力三轮车、扫地车和小型密闭收集车，收运车辆基本
满足需求，但密闭性不好。经收集后的垃圾，运到垃圾转运站再压缩转运到生活垃圾

表 3 南宁市区生活垃圾运输车辆现状

资料来源：南宁市环境卫生管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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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场。2010 年在用垃圾转运站 38座，其中，水平压缩式 24座，垂直压缩式 11座，
简易式 3座；垃圾运输车 223辆，日运输能力约 1 980吨，基本可以满足目前市区生
活垃圾的收运需要（见表 3）。

（四） 生活垃圾末端处理及其设施配套情况

目前，南宁市生活垃圾末端处理设施只有城南垃圾填埋场和一座日处理设计能力
200吨的石西生活垃圾堆肥厂。其中，市区 95%以上的生活垃圾主要集中在城南垃圾
填埋场处理（见表 4），该填埋场设计日处理能力为 1 200吨，使用年限为 21 年，2010
年城南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日处理量约为 1 600万吨，设施平均超负荷率达 33.33%，
已处于超负荷运行状态，且由于其位于五象新区，因新区建设扩张，面临关停压力日
益突出。此外，其余的 5%生活垃圾由石西生活垃圾堆肥厂采用堆肥方式处理，由于
市场、技术等原因，目前石西生活垃圾堆肥厂处理垃圾量仅为 70吨 /日，且石西生活
垃圾堆肥厂产生的二次肥料（占到其处理量的 60%） 还要送到城南垃圾填埋场填埋。

三、国内外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的经验与启示

（一） 国外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的成功经验
1.美国
（1） 多途径分类回收生活垃圾
第一，从产品的设计、制造和包装等方面进行改进。积极使用替代材料进行生

项目
年份

生活垃圾产量（处理量）单位(吨)
合计(吨)

城南垃圾填埋场处理
垃圾所占的比重（%）城南垃圾填埋场 石西生活垃圾堆肥厂

2001 年 282 223.00 20 169.00 302 392.00 93.33

2002 年 275 098.00 30 243.00 305 341.00 90.10

2003年 306 503.00 32 510.00 339 013.00 90.41

2004年 328 688.00 30 865.00 359 553.00 91.42

2005年 345 137.71 18 645.28 363 782.99 94.87

2006年 389 072.40 22 023.07 411 095.47 94.64

2007年 467 752.41 23 833.73 491 586.14 95.15

2008年 498 260.74 24 608.13 522 868.87 95.29

2009年 553 709.23 22 069.27 575 778.50 96.17

2010 年 561 675.15 16 771.66 578 446.81 97.10

表 4 2001—2010 年南宁城南垃圾填埋场和石西生活垃圾堆肥厂生活垃圾处理情况

数据来源：南宁市环境卫生管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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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简化商品包装，采用便于循环再利用的材料制造绿色包装。在美国，已有近半数
州的法律禁止生产和使用不能进行分解还原处理或不能回收再利用的产品包装。

第二，建立路边资源垃圾分类回收系统。即要求居民将生活垃圾进行分类集中，
并放置在路边等候专人回收，以促进资源垃圾的再利用。目前，美国已有 44个州制
定了有关分类回收的法规。

第三，实施多种形式的回收方式。美国还建立了其他形式的城市生活垃圾回收方
式，如投放中心回收方式、商业网点回收方式和街头大型集装箱分类回收方式等，通
过在人口密集地区设置大型分类集装箱，以方便人们投放资源垃圾。
（2） 商业化运营模式
美国城市垃圾的收集、回收、处理、加工及销售是一个系统的产业，依靠高度商

业化模式来运行。美国的城市垃圾都是由专门从事废弃物收集处理的公司承包运作。
这些废弃物公司有的只是负责收集、分类和运输，有的有自己的垃圾填埋场和堆肥
场。美国居民每月要交给市政管理部门垃圾处理费，市政管理部门再与废弃物处理企
业签订合同。每个公司的垃圾收集办法不同，如垃圾分类投放箱的大小、颜色、样式
以及垃圾车的自动装置等，但是基本上是 2个垃圾箱，一个收集可回收物，另一个收
集不可回收物。运输不可回收物到垃圾填埋场的费用在 20—70美元，大部分回收物
由废弃物处理公司收集处理。

2.日本
（1） 高度重视相关法规的制定
日本政府历来重视资源问题，制定了一整套完备的构建循环型社会的法律体系，

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在垃圾分类方面，2000 年 12月公布实施的《促进
建立循环社会基本法》从宏观层面对政府、事业者、地方团体、公民的责任义务做出
了规定。第二个层次：《促进资源有效利用法》对垃圾分类回收主体、回收处理方式
及回收注意事项做了确切的说明。《固体废弃物管理和公共清洁法》于 1970 年制定，
2000 年修订时增加了垃圾产生最小化、垃圾分类及回收等条款。第三个层次：根据各
产品性质制定的具体法律法规，如《促进容器与包装分类回收法》、《家用电器回收
法》、《建筑及材料回收法》、《食品回收法》、《汽车再循环法》及《绿色采购法》等。
（2） 政府主导的垃圾分类回收系统
在垃圾处理工作中，日本政府一直居于主导地位。政府在垃圾处理中主要承担两

方面的工作：一是构筑严密的垃圾回收组织体系，确保完成该项工作的人手；二是制
定具体的垃圾回收细分目录。根据日本法律规定，都道府县政府负责制订垃圾分类回
收的实施计划，基层地方政府市町村则根据各地的情况制定更为具体的实施细则，并
承担辖区内一般废弃物的处置责任。市町村都设置清扫局（所），并成立了以一定居
住区范围的居民为对象的民间机构，主要负责指定居住区范围内的垃圾投放点，并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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