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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Ｃ ｎｕｍｂｅｒ: Ｘ３２１

　 　 城市作为一个社会 －经济 － 自然复合生态系

统ꎬ具有开放性与不完全性ꎬ城市物质流循环高度

密集ꎬ城市能量周转迅速ꎬ往往会导致“垃圾围城”
等“城市病”问题ꎬ能否应用“无废城市”理念与模

式加以解决值得思考ꎮ “无废城市”建设是继低碳

城市建设与智慧城市建设之后被国家高度重视的

生态文明建设工程ꎬ也是践行美丽中国建设的细

胞工程ꎮ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

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指明要

强化固体废弃物污染防治ꎬ重点开展“无废城市”
建设试点ꎬ推动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合理利用ꎮ 同

时ꎬ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发展ꎬ城市产生固

体废弃物量非常巨大ꎬ很大一部分城市陷入“垃圾

围城”的窘境[１]ꎮ “无废城市”建设实践在世界范

围内兴起与发展了将近 ２０ 年ꎬ国际社会在“无废

城市”建设的运作管理过程中积累并贡献着自己

的经验与方案ꎬ比如日本“循环经济社会基本规划

与建设” [２]ꎬ欧洲“循环经济一揽子计划” [３]ꎬ新加

坡“迈向零废物”的国家愿景[４]ꎬ为中国推进“无

废城市”发展模式和城市治理理念的升级提供创

新视角ꎮ «“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方案» [５] 已

经明确了“无废城市”建设的目标与任务ꎬ由于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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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无废城市”建设正处在试点城市初期选择阶

段ꎬ所以应该做好初始设计ꎬ避免“名片化”与“头
衔化”ꎮ 现如今还没有成熟与可推广的“无废城

市”建设模式ꎬ同时缺乏对“无废城市”建设的系

统性思考ꎮ 因此ꎬ“无废城市”建设的路径选择需

要明确ꎬ相关政府责任主体还需要界定ꎬ务实高效

的推进策略值得探索ꎮ

１　 “无废城市”建设的路径选择

１ １　 无废城市

“无废城市”在国际上还没有统一规范的定

义ꎬ“无废国际联盟”对“无废城市”的定义要求较

高ꎬ即为“通过负责任地进行生产、消费与回收活

动ꎬ使得所有的废弃物被循环利用ꎬ没有废弃物被

焚烧、被填埋、被丢弃到露天垃圾填埋场、河流、湖
泊与海洋ꎬ进而对生态环境与人类健康不构成威

胁” [６]ꎮ 根据文献[５]所谓“无废城市”就是基于

创新与协调、绿色与开放、共享与分享的发展理

念ꎬ通过宏观政府政策引领ꎬ中观产业绿色发展ꎬ
微观企业清洁生产ꎬ社区居民“无废生活”来践行

“无废社会”的城市发展模式ꎮ
１ ２　 实现路径

“无废城市”建设的实现是一项系统工程ꎬ涉
及企业清洁生产、产业绿色发展、绿色社区生活等

领域ꎬ需要政府机构、社会组织与社区公众的广泛

参与和协同共治ꎬ形成“政府宏观主导—社会组织

配合—公众积极参与”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无废

城市”治理创新模式ꎮ 中国有建设“无废城市”的
现实需求和内在动力ꎮ 目前ꎬ中国各类固体废弃

物累积堆存量不断增加ꎬ每年新增的固体废弃物

近 １００ 亿 ｔꎬ同时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ꎬ需要通过

“无废城市”建设来破除“垃圾围城”问题ꎮ 基于

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文明思想[７]ꎬ中国有通过“无废

城市”建设提升民生福祉ꎬ展示美丽中国与生态文

明建设成果的内在强劲动力ꎬ故此给出“无废城

市”建设的选择路径概念模型ꎬ见图 １ꎮ
１ ３　 责任清单

从“无废城市”建设的选择路径来看ꎬ“无废

城市”建设的政府责任内容就是以政府为主导的ꎬ

图 １　 “无废城市”建设的路径选择

整合全社会力量和资源参与“无废城市”建设的责

任体系ꎬ包括城市生态环境建设责任ꎬ城市商业经

济建设责任与城市社会生活建设责任ꎮ 面向“无
废城市”建设政府责任的具体内容ꎬ结合“无废城

市”建设的任务ꎬ界定“无废城市”建设的政府责

任清单ꎬ见表 １ꎮ
表 １　 “无废城市”建设的政府责任清单

固废类型 责任主体

工业废弃物 工业和信息化部

建筑废弃物 住房城乡建设部

生活废弃物 住房城乡建设部

农业废弃物 农业农村部

危险废弃物 生态环境部

　 　 在“无废工业”层面ꎬ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等指

导推动城市大宗工业固体废物资源化、产业化、规
模化与集约化综合利用ꎮ 在“无废农业”层面ꎬ由
农业农村部等指导来推行农业绿色生产ꎬ促进农

作物秸秆等农业废弃物全量利用ꎬ提升农药包装

废弃物以及废旧农膜的循环再利用水平ꎮ 在“无
废生活”层面ꎬ由住房城乡建设部等指导社区居民

践行绿色生活方式ꎬ多措并举ꎬ推动生活垃圾与建

筑垃圾源头减量与资源化再利用水平ꎮ 总之ꎬ“无
废城市”建设中的政府责任内容体系建设是 “无
废城市”产业经济、生态环境与社会生活可持续发

展的重要保障ꎮ 当然ꎬ面向“无废城市”建设的选

择路径与政府责任ꎬ还需要探索“无废城市”建设

的推进策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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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无废城市”建设的推进策略

２ １　 建立“无废城市”建设的相关法规与规章体系

在取得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实践的基础上ꎬ
立足于“大环保”的时代背景ꎬ基于生态城市建设

与低碳城市发展经验ꎬ强化“无废城市”顶层设计

引领ꎬ借鉴欧盟、日本与新加坡“无废城市”建设的

立法经验与方案ꎬ加快制定中国“无废城市”建设

的有关法律法规ꎬ完善“无废城市”建设领域民事

与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等ꎬ对“无废城市”建设法律

法规加以规范ꎬ做到有法可依ꎬ有章可循ꎬ发挥政

府宏观指导作用ꎮ
２ ２　 制定“无废城市”建设的相关补贴与优惠政策

基于“无废城市”建设目标与要求ꎬ国务院及

其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应该及时制定相对应的“无
废城市”建设税收优惠制度的“具体办法”ꎬ并建

立“无废城市”建设项目补助金、相关贷款以及税

收等优惠制度ꎬ强化废弃物资源综合利用与认定

管理ꎬ对“无废企业”的资源循环利用等环保技术

开发与研究工作给予一定的补助ꎻ对能源合理化

使用的“无废企业”给予补助ꎻ对废弃物减量化与

再生循环处理设备的生产和购置的环保设备服务

企业给予一定的贷款优惠与税收优惠ꎻ对于经营

废弃物再生循环与回收利用的第三方专业环保服

务公司给予一定的贷款优惠与税收优惠ꎬ落实废

弃物资源综合回收与利用优惠政策ꎮ
２ ３　 加强“无废城市”建设的公共宣传与教育培训

在全社会视域内传播“无废城市”建设理念ꎬ
提高广大社会公众对“无废城市”的认知水平ꎬ加
大社会公众的自觉参与度ꎬ规范与引领全社会公

众自组织参与“无废城市”建设ꎮ 在各级党校与社

会主义学院教育与培训过程中ꎬ设置“无废城市”
相关课程ꎬ培养各层级领导干部与国有企事业管

理人员的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意识ꎬ进而提高中高

层管理者的综合决策能力ꎮ 将“无废城市”建设理

念纳入各级学校基础教育与环境专题教育计划ꎬ
定期举办关于提高“无废城市”建设理论与实践的

培训班ꎮ 在城市社区定期开展“无废城市”建设宣

传活动ꎬ鼓励每个家庭在日常生活中自觉使用无

害化、可回收、可分类的环境产品ꎬ减少浪费与过

度消费ꎮ
２ ４　 提升“无废城市”建设的监督水平与监管质量

基于“无废城市”建设的责任清单ꎬ确定“无
废城市”建设的监督权力责任范围ꎬ明确各相关管

理单位的监督要求ꎬ各部门要依法行使行政监督

权力ꎬ对城市“废弃物”的收集、分类、回收与综合

处理工作实施全过程监督ꎮ 基于“智慧城市”建设

基础平台建立高效的“无废城市”大数据监督管理

平台ꎬ实施动态管理ꎻ构建城市“互联网 ＋废弃物”
智能管理系统ꎬ城市所有与“废弃物”分类、收集、
处理、资源化、收费等相关的政府部门、社会企业

和居民社区等接口互联互通ꎬ并将其纳入智慧城

市建设体系ꎬ能够及时监控“无废城市”的废弃物

交换与处理的相关数据及图像信息ꎬ帮助相关企

业与城市管理者、决策者及时、高效、准确掌握废

弃物的流向和所处状态ꎬ提高“无废城市”建设监

督效率与监管质量ꎬ有序开展废弃物的产生与处

置单位规范化治理工作ꎮ
２ ５　 完善“无废城市”建设的科学与技术支撑体系

设立国家省市科技支撑计划(专项)ꎬ加强固

体废弃物资源化循环利用科技产业与技术支撑能

力建设ꎬ提高资源化利用水平ꎮ 强化“无废城市”
的产业支撑ꎬ因地制宜制定“一城一策”的“无废

城市”建设工作实施方案ꎬ推动城市各产业的低

碳、绿色、循环升级ꎮ 推动“无废城市产业园区”规
划与建设ꎬ激发市场主体活力ꎬ培育环保产业发展

新模式ꎮ 强调“无废城市”的技术支撑ꎬ加快“无
废城市”建设在废弃物回收利用技术、关键和共性

重点综合利用技术以及清洁生产等前沿技术的研

发与集成创新ꎮ
２ ６　 加强“无废城市”建设的国际合作与经验交流

加强与国际社会在“无废城市”建设领域的经

验交流与技术合作ꎬ以“无废城市”跨国组织联盟

为合作载体ꎬ学习与借鉴他们的成功经验与成熟

模式ꎮ 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城市与城市之间废弃物

治理技术的交流与合作ꎬ推动国外先进废弃物管

理创新技术向我国的转移与转化ꎮ充分借鉴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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