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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建筑垃圾是工程渣土、工程泥浆、工程垃圾、拆除垃圾和装修垃圾等的总称。包括新建、扩

建、改建和拆除各类建筑物、构筑物、管网等以及居民装饰装修房屋过程中所产生的弃土、

弃料及其他废弃物，不包括经检验、鉴定为危险废物的建筑垃圾。 

随着我国建筑行业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在建设过程当中产生的建筑垃圾数量也越来

越多，这已经成为了城市垃圾当中涵盖非常大的一项垃圾比例。截至2021年我国建筑垃圾产

生量达到32.09亿吨，同比增长5.6%。我国建筑垃圾处理与资源化利用系统解决方案市场的总

收入经历了快速增长，总收入由2016年的32亿元增加至2021年的66亿元，复合年增长率

为15.6%。 

发改委在2021年7月出台《&ldquo;十四五&rdquo;循环经济发展规划》，提出到2025年建筑垃

圾综合利用率要达到60%（2020年的综合利用率为50%），要开展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示范工

程，建设50个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示范城市。2022年6月，住建部和发改委共同印发了《城乡

建设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提出在&ldquo;十四五&rdquo;期间，全国城市新增建筑垃圾消纳

能力4亿吨/年，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能力2.5亿吨/年。虽然各种政策文件中，关于建筑垃圾

有&ldquo;综合利用率&rdquo;、&ldquo;资源化利用率&rdquo;等不同描述，而且出现了50%

、55%、60%等不同的目标值令人感到费解和困惑，但是&ldquo;十四五&rdquo;期间提高建筑

垃圾综合处置能力的方向是明确的。 

地方层面，截至2022年12月底，全国已有超过20个省份颁发了省一级的建筑垃圾资源化相关

管理办法或规划，到2025年的目标值从35%到90%不等，这也体现了各地方政府对建筑垃圾处

置的重视。2021年2月，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印发《深圳市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企业监督管理

办法》，自2021年3月1日起正式实施。2022年3月14日，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发布关于对

《河北省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技术导则（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导则》共

分为7章和2个附录，其中包括总则，术语，基本规定，源头减量、收集和运输，处置和利用

，再生产品应用，环境保护和安全卫生等。为贯彻国家和北京市节能环保与资源循环利用政

策，促进建筑垃圾再生产品在北京市各类建设工程中应用与推广，2022年4月，北京市地方标

准《建筑垃圾再生产品应用技术规程》（DB11/T 1975-2022）发布，并2022年于7月1日起正式

实施。2022年4月28日，福建省福州市印发了《福州市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及再生产品推广应

用实施细则（试行）》，该细则同时附带建筑垃圾再生产品主要种类及适用工程部位参考目

录。2022年5月17日，北京市城市管理委联合相关市级部门联合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建筑

垃圾分类处置和资源化综合利用工作的意见》，《意见》提出，北京全面鼓励装配式建筑，

积极推广钢结构装配式住宅，推进工厂化预制、装配化施工、信息化管理的建造模式，最大

程度减少建筑垃圾的产生。2022年11月30日，《广东省建筑垃圾管理条例》由广东省第十三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

二十三条，对建筑垃圾管理部门职责以及源头减量、联单管理、处理方案备案、运输、综合

利用、消纳、跨区域平衡处置等内容作了规定。 

随着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持续投入、城市建筑垃圾处理的日渐成熟与规范，以及人们环保

意识的增强，建筑垃圾再生利用已经在全国各地投入使用生产，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大量

原材料，中国移动式破碎筛分设备市场格局势必会呈现突破式的快速行进。移动式破碎筛分

设备在建筑垃圾处理领域的作用日益突出，大多数建筑垃圾经过破碎筛分处理完的骨料，可

被再次应用于公路建设、房地产项目、城市化建设、园林建设等领域，具有较高的经济利用

价值。&ldquo;低碳经济、绿色世界&rdquo;的主题已经成为时代潮流。新型节能绿色环保破碎

筛分设备以及中国用户对建筑垃圾处理产品方面的认知度不断加强，将促成其行业迅速发展

。行业发展前景广阔。 

产业研究报告网发布的《2023-2029年中国建筑垃圾处理市场前景研究与投资策略报告》共十

章。报告首先介绍了建筑垃圾处理的基本概述、国外建筑垃圾处理行业发展经验借鉴、建筑

垃圾处理发展环境。接着分析了国内建筑垃圾处理行业发展状况及重点城市行业发展情况，

然后对建筑垃圾再生产品应用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对建筑垃圾处理工艺及技术做了详实的解

析，并对建筑垃圾处理重点企业进行了透彻的研究，最后对建筑垃圾处理行业的投融资模式

和发展前景做了科学的分析和预测。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商务部、工信部、生态环境部、发改委、中国环境

保护协会、产业研究报告网、产业研究报告网市场调查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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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或贵单位若想对建筑垃圾处理市场有个系统深入的了解、或者想投资建筑垃圾处理市场

项目，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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