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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在城市化进程中，垃圾作为城市代谢的产物，曾经是城市发展的负担，世界上许多城市均有

过垃圾围城的局面。而如今，垃圾被认为是最具开发潜力的、永不枯竭的&ldquo;城市矿

藏&rdquo;，是&ldquo;放错地方的资源&rdquo;。这既是对垃圾认识的深入和深化，也是城市

发展的必然要求。 

住建部发布《2021年城乡建设统计年鉴》，2021年全国道路清扫保洁面积为1034211万平方米

，无害化处理厂达1407座，其中卫生填埋场542座，垃圾焚烧厂583座，无害化处理能力

达1057064吨/日。 

垃圾焚烧方面，2022年下半年，各集团累计投运垃圾焚烧发电项目49个，新增垃圾焚烧处理

产能45300吨/日，与2022年上半年投产数量相比，增长58%，产能增长近53.5%，2022年内投产

项目总计80座，新增产能74800吨/日。 

2021年10月19日，《厨余垃圾处理技术标准（修订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该标准是

在《餐厨垃圾处理技术规范》CJJ184-2012的基础上修订后推出的，适用于新建、改建、扩建

厨余垃圾处理项目的设计、施工和验收。同日，住建部发布了《生活垃圾收集站技术标准（

局部修订条文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其中增加了垃圾分类相关要求；删除了

有关&ldquo;生活垃圾收集点&rdquo;的所有条文和内容；优化了收集站的服务半径；修改、细

化了收集站规模与用地指标；补充了收集站环境保护、安全与劳动卫生有关要求。2021年10

月26日，国务院印发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方案提出大力推进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

到2025年，城市生活垃圾分类体系基本健全，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比例提升至60%左右。

到2030年，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实现全覆盖，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比例提升至65%。2021年12

月16日，中华环保联合会批准发布《生活垃圾焚烧电厂规范运行评价》团体标准。2022年7

月8日，住建部发布关于行业标准《厨余垃圾处理厂运行监管标准（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

意见的通知。标准规定了处理厂运行监管岗位及专业配置、监管程序、监管内容以及处理厂

运行效果考核等方面的内容。2022年7月12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ldquo;十四五&rdquo;新

型城镇化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到 2025 年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达到 80 万吨/日左右

。2022年7月，财政部等16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健全完善村级综合服务功能的意见》，意见明

确，加快推进入户道路建设，方便群众出行、消防救援，扎实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加快推进

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全面提升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水平，加快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等。2022年8月19日，国管局等四部门印发《关于深入推进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循环

利用示范工作的通知》。2022年11月7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开展城市园林绿

化垃圾处理和资源化利用试点工作的通知，通过开展城市园林绿化垃圾处理和资源化利用试

点，力争用2年左右时间，深入探索提高城市园林绿化垃圾处理和资源化利用水平的方法和举



措，在部分城市建立园林绿化垃圾处理和资源化利用体系，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推进城市园林绿化高质量发展。2022年11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生

态环境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县级地区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

施建设的指导意见》（发改环资〔2022〕1746号），部署加强县级地区（含县级市）生活垃

圾焚烧处理设施建设，补齐短板弱项，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提升人民生活品质。2023年1月16

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发布了关于转发《关于当前新冠病毒感染者居家期间生活垃圾

收集处理的指引》的通知，指出，各地环卫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环卫作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安

全防护，加强一线作业人员培训指导，规范各类环卫作业要求，减少涉疫生活垃圾对环卫工

人的健康影响。 

2021年5月6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ldquo;十四五&rdquo;城镇生活垃

圾分类和处理设施发展规划》，提出到2025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到60%左

右；到2025年底，全国生活垃圾分类收运能力达到70万吨/日左右，基本满足地级及以上城市

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分类转运、分类处理需求，鼓励有条件的县城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

设施建设；到2025年底，全国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达到80万吨/日左右，城市生活垃圾

焚烧处理能力占比65%左右等具体目标。 

产业研究报告网发布的《2023-2029年中国垃圾处理市场前景研究与投资前景评估报告》共二

十一章。首先介绍了垃圾处理以及垃圾分类相关概念等，接着分析了国际垃圾处理业的总体

概况，之后对垃圾分类推进状况和国内垃圾处理行业的发展进行了分析，并对中国废弃资源

综合利用行业、垃圾焚烧发电产业进行了详实的分析。然后报告具体介绍了生活垃圾处理、

工业垃圾处理、电子垃圾处理等领域的发展。随后，报告对垃圾处理行业做了区域发展分析

、设备分析、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和项目案例分析。最后，报告分析了垃圾处理行业的投资模

式、投资价值和发展前景。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环境保护部、工信部、财政部、产业研究报告网、

产业研究报告网市场调查中心、中国垃圾资源化产业协会以及国内外重点刊物等渠道，数据

权威、详实、丰富，同时通过专业的分析预测模型，对行业核心发展指标进行科学地预测。

您或贵单位若想对垃圾处理行业有个系统深入的了解、或者想投资垃圾处理相关行业，本报

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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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2　推广制约瓶颈 

7.5.3　效率提升策略 

7.5.4　行业发展建议 

7.6　垃圾发电行业投资潜力分析 

7.6.1　投资运营商分类 

7.6.2　市场发展机遇 

7.6.3　项目投资回报 

7.6.4　市场发展展望 

7.6.5　行业投资建议 

第八章　2021-2023年生活垃圾处理行业分析 

8.1　中国生活垃圾处理行业发展综述 

8.1.1　生活垃圾处理可行办法 

8.1.2　生活垃圾处理运行机制 

8.1.3　生活垃圾处理标准体系 

8.1.4　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 



8.2　中国生活垃圾处理市场运行分析 

8.2.1　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 

8.2.2　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 

8.2.3　区域生活垃圾清运量 

8.3　城市生活垃圾相关概述 

8.3.1　城市垃圾的构成特性 

8.3.2　城市垃圾的利用价值 

8.3.3　城市垃圾的处理模式 

8.3.4　城市垃圾的处理方法 

8.4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分析 

8.4.1　垃圾处理收费概述 

8.4.2　垃圾处理收费特征 

8.4.3　垃圾处理收费作用 

8.4.4　垃圾处理收费依据 

8.5　城市餐厨垃圾处理市场分析 

8.5.1　餐厨垃圾相关介绍 

8.5.2　餐厨垃圾产生量规模 

8.5.3　重点城市餐厨垃圾处理 

8.5.4　餐厨垃圾处理主要模式 

8.5.5　餐厨垃圾处理投资规模 

8.5.6　餐厨垃圾处理市场格局 

8.5.7　餐厨垃圾处理技术工艺 

8.5.8　餐厨垃圾处理设施建设 

8.5.9　餐厨垃圾处理发展策略 

8.5.10　餐厨垃圾市场发展机遇 

8.6　生活垃圾处理存在的问题及策略分析 

8.6.1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主要难点 

8.6.2　生活垃圾处理行业面临的挑战 

8.6.3　新兴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问题 

8.6.4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的解决对策 

8.6.5　城市生活垃圾的管理对策 

8.6.6　生活垃圾管理体系的发展战略 



第九章　2021-2023年工业垃圾处理行业分析 

9.1　中国工业垃圾处理发展形势 

9.1.1　工业固废处理产生规模 

9.1.2　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现状 

9.1.3　工业固废处理发展机遇 

9.1.4　工业固废处理发展趋势 

9.2　2021-2023年部分地区工业垃圾产生量及处置量 

9.2.1　北京市 

9.2.2　上海市 

9.2.3　广州市 

9.2.4　深圳市 

9.2.5　天津市 

9.2.6　重庆市 

9.2.7　长沙市 

9.2.8　资阳市 

9.3　煤炭工业城市工业垃圾治理分析 

9.3.1　煤炭工业垃圾治理的背景 

9.3.2　煤炭工业垃圾处理的发展模式 

9.3.3　煤炭工业垃圾治理存在的问题 

9.3.4　煤炭工业垃圾治理的应对策略 

9.4　工业垃圾的再利用及处理技术分析 

9.4.1　工业废渣制轻质陶瓷 

9.4.2　工业废弃物转化技术 

9.4.3　粉煤灰综合利用发展 

9.4.4　煤矸石技术工艺发展 

9.5　工业垃圾处理的问题及策略 

9.5.1　工业固废管理的问题 

9.5.2　工业固废处理现存问题 

9.5.3　工业垃圾处理策略分析 

9.5.4　工业固废规范化管理对策 

第十章　2021-2023年电子垃圾处理行业分析 



10.1　2021-2023年国际电子垃圾处理行业的发展 

10.1.1　全球电子垃圾产生量 

10.1.2　全球电子垃圾处理潜在价值 

10.1.3　部分国家电子垃圾回收体系 

10.2　2021-2023年中国电子垃圾处理行业的发展 

10.2.1　管理制度及国家标准动态 

10.2.2　电子垃圾回收行业概况 

10.2.3　电子垃圾回收行业特点 

10.2.4　电子垃圾处理行业现状 

10.2.5　电子垃圾产品处理状况 

10.2.6　电子垃圾基金补贴审核 

10.2.7　电子垃圾处理行业前景 

10.3　电子垃圾处理行业发展成效分析 

10.3.1　资源效益与环境效益 

10.3.2　温室气体的排放成效 

10.3.3　处理技术不断提升 

10.3.4　行业标准体系建设成效 

10.3.5　国际交流合作促进成效 

10.4　电子垃圾处理行业存在的问题 

10.4.1　电子垃圾处理法制缺陷 

10.4.2　电子垃圾处理面临的挑战 

10.4.3　废旧电器回收存在的问题 

10.4.4　电子垃圾回收体系缺乏 

10.5　电子垃圾处理行业的发展策略 

10.5.1　国外电子垃圾处理主要对策 

10.5.2　政府对电子垃圾处理的引导 

10.5.3　我国电子垃圾处理发展建议 

10.5.4　废旧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策略 

第十一章　2021-2023年建筑垃圾处理行业分析 

11.1　国外建筑垃圾处理的发展 

11.1.1　欧美建筑垃圾综合利用 



11.1.2　德国建筑垃圾处理思维 

11.1.3　日本建筑垃圾处理法律 

11.1.4　美国建筑垃圾处理情况 

11.2　中国建筑垃圾处理行业发展综述 

11.2.1　建筑垃圾处理简述 

11.2.2　建筑垃圾处理政策 

11.2.3　建筑垃圾处理形势 

11.2.4　建筑垃圾治理管理框架 

11.2.5　建筑垃圾开发利用价值 

11.2.6　建筑垃圾发展趋势分析 

11.3　2021-2023年中国建筑垃圾处理市场运行分析 

11.3.1　建筑垃圾排放量规模 

11.3.2　建筑垃圾处理经济效益 

11.3.3　建筑垃圾处理项目分布 

11.3.4　建筑垃圾处理企业布局 

11.3.5　建筑垃圾资源化供应链 

11.4　2021-2023年部分地区建筑垃圾处理状况 

11.4.1　上海市 

11.4.2　深圳市 

11.4.3　西安市 

11.4.4　广州市 

11.4.5　长沙市 

11.4.6　济南市 

11.4.7　临沂市 

11.4.8　张家口 

11.5　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技术及装备 

11.5.1　分选除杂技术及装备 

11.5.2　破碎技术及装备 

11.5.3　筛分技术及装备 

11.5.4　整形强化技术及装备 

11.6　中国建筑垃圾处理行业发展问题 

11.6.1　建筑垃圾资源化的问题 



11.6.2　城市建筑垃圾处理困境 

11.6.3　未建立分类别管理体系 

11.6.4　配套政策不健全不完善 

11.6.5　建筑施工过程中的问题 

11.7　中国建筑垃圾处理行业发展对策 

11.7.1　更新立法理念 

11.7.2　完善政策法规 

11.7.3　健全管理模式 

11.7.4　城市规划监管 

11.7.5　建筑垃圾填埋 

11.7.6　建筑施工策略 

第十二章　2021-2023年医疗垃圾处理行业分析 

12.1　国外医疗垃圾处理行业发展情况 

12.1.1　巴西发展情况 

12.1.2　加拿大技术发展 

12.1.3　菲律宾法规制定 

12.2　中国医疗垃圾处理行业现状 

12.2.1　医疗废物处理政策 

12.2.2　医疗废物产生规模 

12.2.3　企业许可经营情况 

12.2.4　医疗废物处置现状 

12.2.5　医疗废物处理规模 

12.2.6　行业商业模式分析 

12.2.7　环保税收征收标准 

12.2.8　医废处理投资成本 

12.3　医疗垃圾处理方式及技术介绍 

12.3.1　医疗垃圾处理技术比较分析 

12.3.2　医疗废废弃物焚烧处理适用技术 

12.3.3　医疗垃圾处理等离子体技术工艺 

12.3.4　医疗垃圾气化热解技术相关介绍 

12.3.5　RFID医疗垃圾处理追溯管理系统 



12.3.6　非焚烧技术在医疗垃圾处理中的应用 

12.4　中国医疗废物处理行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分析 

12.4.1　医疗废物处理监管不力 

12.4.2　法律体系需要更新完善 

12.4.3　医疗废物处理成本高 

12.4.4　新时期医废面临的问题 

12.4.5　医疗废物其他问题分析 

12.5　中国医疗废物处理行业发展对策分析 

12.5.1　加强监管力度 

12.5.2　规范监督结构 

12.5.3　推行集中处理方式 

12.5.4　构建完善的管理体系 

12.5.5　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 

12.5.6　医废处理整体发展对策 

第十三章　2021-2023年农村垃圾处理行业分析 

13.1　全球农村垃圾处理发展综述 

13.1.1　国外农村垃圾处理概况 

13.1.2　国外农村垃圾处理技术 

13.1.3　国外农村垃圾处理经验 

13.1.4　主要国家农村垃圾处理情况 

13.2　2021-2023年中国农村垃圾处理发展综述 

13.2.1　农村垃圾主要来源 

13.2.2　农村垃圾处理规模 

13.2.3　市场竞争格局分析 

13.2.4　农村垃圾处理方式 

13.2.5　专项资金支持情况 

13.2.6　行业未来发展前景 

13.3　中国农村垃圾处理典型运作模式分析 

13.3.1　浙江金华模式 

13.3.2　浙江贺田模式 

13.3.3　四川丹棱模式 



13.3.4　广西横县模式 

13.4　中国农村垃圾处理技术发展状况 

13.4.1　技术发展阶段分析 

13.4.2　堆肥技术发展历程 

13.4.3　有机垃圾处理技术 

13.4.4　处理技术发展展望 

13.5　农村垃圾处理现存问题分析 

13.5.1　农村垃圾分类处理的困境 

13.5.2　农村垃圾处理的关键问题 

13.5.3　农村垃圾处理的现实问题 

13.5.4　农村垃圾处理的技术问题 

13.6　农村垃圾处理行业发展对策 

13.6.1　源头分类减量化 

13.6.2　县级处理的衔接 

13.6.3　提升企业参与度 

13.6.4　着力研究处理技术 

13.6.5　构建政策执行机制 

13.6.6　农村生活垃圾管理 

第十四章　2020-2023年中国垃圾处理行业区域发展分析 

14.1　北京市 

14.1.1　垃圾处理概况 

14.1.2　垃圾管理政策 

14.1.3　垃圾处理能力 

14.1.4　分类示范区建设 

14.1.5　垃圾处理收费 

14.1.6　发展存在问题 

14.1.7　垃圾处理建议 

14.2　上海市 

14.2.1　生活垃圾分类成效 

14.2.2　垃圾处理能力分析 

14.2.3　垃圾处理收费制度 



14.2.4　生活垃圾管理流程 

14.2.5　市区生活垃圾处理 

14.2.6　固废垃圾处理状况 

14.2.7　建筑垃圾管理规范 

14.3　天津市 

14.3.1　垃圾处理能力分析 

14.3.2　垃圾分类处理政策 

14.3.3　垃圾处置监管办法 

14.3.4　厨余垃圾管理办法 

14.3.5　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14.3.6　垃圾处理设施规划 

14.4　广州市 

14.4.1　垃圾分类模式分析 

14.4.2　垃圾处理能力分析 

14.4.3　垃圾处理相关政策 

14.4.4　垃圾处理收费管理 

14.4.5　垃圾处理PPP模式 

14.4.6　垃圾处理发展前景 

14.5　深圳市 

14.5.1　垃圾处理技术路线 

14.5.2　垃圾分类实施现状 

14.5.3　垃圾分类处理政策 

14.5.4　垃圾处理能力分析 

14.5.5　垃圾处理具体举措 

14.5.6　餐厨垃圾收运模式 

14.5.7　监管工作面临挑战 

14.5.8　垃圾处理监管对策 

14.6　福建省 

14.6.1　垃圾处理能力分析 

14.6.2　加大城乡垃圾管理 

14.6.3　废弃电子产品处理 

14.6.4　垃圾处理收费办法 



14.6.5　餐厨垃圾处理项目 

14.6.6　垃圾处理PPP项目 

14.7　山东省 

14.7.1　垃圾处理发展现状 

14.7.2　垃圾分类政策动态 

14.7.3　城乡环卫一体化现状 

14.7.4　青岛市餐厨垃圾处理 

14.8　其它地区垃圾处理 

14.8.1　湖南省 

14.8.2　河南省 

14.8.3　浙江省 

14.8.4　大理市 

14.8.5　乌鲁木齐市 

第十五章　2021-2023年垃圾处理设备行业综述 

15.1　国际垃圾处理设备发展分析 

15.1.1　生活垃圾分选设备 

15.1.2　垃圾焚烧炉的介绍 

15.2　2021-2023年中国垃圾处理设备行业发展分析 

15.2.1　材料及设备应用 

15.2.2　设备主要生产商 

15.2.3　处理设备的问题 

15.2.4　设备行业的对策 

15.2.5　处理设施监管趋势 

15.3　垃圾发电设备市场分析 

15.3.1　垃圾焚烧炉除尘设备应用 

15.3.2　垃圾焚烧锅炉的改造方案 

15.3.3　垃圾焚烧炉细分市场比较 

15.3.4　垃圾发电设备市场潜力巨大 

15.4　食物垃圾处理机 

15.4.1　厨房食物垃圾处理器相关介绍 

15.4.2　食物垃圾处理器市场营销方案 



15.4.3　食物垃圾处理机市场前景展望 

第十六章　2021-2023年垃圾处理行业技术分析 

16.1　垃圾处理行业技术概况 

16.1.1　城市垃圾处理技术概述 

16.1.2　垃圾处理技术因地制宜 

16.1.3　处理技术发展思路 

16.1.4　垃圾处理技术路线 

16.1.5　处理技术发展趋势 

16.2　垃圾焚烧处理技术 

16.2.1　垃圾热解焚烧技术 

16.2.2　垃圾焚烧及除尘技术 

16.2.3　流化床技术焚烧优势 

16.2.4　生活垃圾焚烧技术比较 

16.2.5　内循环流化床垃圾焚烧工艺 

16.2.6　垃圾焚烧的二噁英控制技术 

16.3　垃圾填埋处理技术 

16.3.1　垃圾填埋渗滤液处理技术 

16.3.2　AMC垃圾填埋渗滤液处理工艺 

16.3.3　电解氧化处理垃圾渗滤液工艺 

16.3.4　垃圾卫生填埋技术的发展趋势 

16.4　垃圾堆肥处理技术 

16.4.1　我国生活垃圾堆肥技术历程 

16.4.2　污泥垃圾混合堆肥处理工艺 

16.4.3　生活垃圾机械快速堆肥技术 

16.4.4　垃圾高温堆肥处理技术方向 

16.5　其他垃圾处理技术 

16.5.1　生活垃圾微生物处理技术 

16.5.2　工业固废物综合利用技术 

16.5.3　垃圾热解处理技术的研发 

16.5.4　垃圾气化发电技术的研发 

16.5.5　垃圾填埋场渗滤水的研究 



第十七章　2021-2023年国外垃圾处理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17.1　美国废物管理公司（Waste Management Inc.） 

17.1.1　企业发展概况 

17.1.2　2021年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17.1.3　2022年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17.1.4　2023年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17.2　Republic Services, Inc. 

17.2.1　企业发展概况 

17.2.2　2021年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17.2.3　2022年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17.2.4　2023年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17.3　Renewi plc 

17.3.1　公司发展概况 

17.3.2　2019/2021财年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17.3.3　2020/2022财年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17.3.4　2021/2023财年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第十八章　2020-2023年国内垃圾处理行业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18.1　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1.1　企业发展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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