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垃圾焚烧发电厂为何 吃不饱
 来源： 《瞭望》新闻周刊

文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邬慧颖

    年 月 日，重庆市万州区某公司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垃圾入库

车间，一辆生活垃圾专用运输车在倾倒垃圾刘潺摄 本刊

    ◇垃圾供应量不足会造成发电厂频繁起停，有可能产生新的污染及邻

避效应

    ◇统筹规划可再进一步算细算深。垃圾处理量不高的项目不建、垃圾

产生量较少的县市不建

    在 垃圾围城 日益严峻的形势下，因具有 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

等特点，垃圾焚烧发电近年在许多地区成为生活垃圾资源化处置和综合

利用的重要方式。近期，《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江西省三座生活垃圾

焚烧发电厂蹲点调研了解到，原先令人头疼的生活垃圾已成为相关企业



眼中的 香饽饽 。同时部分垃圾焚烧发电厂也出现 吃不饱 现象，企业

成本倒挂、污染隐患加大，产业发展遇到新问题。

    从 埋垃圾 到 垃圾发电

    抚州市临川区抚北工业园区有个 大胃王 抚州市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厂，每天约有 吨垃圾送入这里集中处理。

    前几年，听说抚州市要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我们长舒一口气，

这可解了燃眉之急。 抚州市城管局综合科负责人黎明说。

    垃圾填埋是大多数城市解决生活垃圾的主要方法，此前抚州市也如

此。但这种方式不仅浪费土地，存在污染土壤和地下水等隐患，而且抚

州的垃圾填埋场还遭遇饱和问题。

    抚州市垃圾填埋场运行前期，服务范围仅限于市本级，但随着其他县、

区及附近乡镇的垃圾都运来后，到 年已濒临饱和。 那时候跟 勒

紧裤腰带过日子 一样，担心填埋场哪一天完全饱和。 黎明说。

    不仅是抚州，高安、萍乡等地的垃圾填埋场也出现简易填埋、污染隐

患持续存在等问题。高安市环卫处主任谌大光表示，尽管一些城市建立

了一批较高水平的卫生填埋场，较好地解决了二次污染问题，但是处理

能力有限，服务期满后仍需投资建设新的填埋场，进一步占用土地资源。

    垃圾填埋场如何处理 生活垃圾该扔到哪里 随着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技术逐渐成熟，这些问题得以破解。



    本刊记者在江西萍乡、抚州、高安三地调研了解到，自当地生活垃圾

焚烧发电厂运行之日起，垃圾填埋场就已封场处理，再无生活垃圾运入。

而在发电厂，记者看到，厂区内环境干净整洁，闻不到异味。在厂区中

控室，工作人员紧盯着实时监控屏，确保从垃圾仓、投料口、焚烧炉到

出渣口等环节有条不紊运作。

    厂区就像一个 大胃王 ，只要把它 喂得饱 ，年发电量可达 万

千瓦时。 高安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相关负责人裴建明说，经过发电

厂内部各项工艺处理，发电后的烟气得到净化，排放指标达到欧盟标准

产生的炉渣经筛选后，可制成用于铺设人行道的室外砖 剩下无法循环

利用的飞灰，则经过固化封存后无害化填埋。

    部分地区出现 抢垃圾 现象

    垃圾焚烧发电不仅从源头解决了 垃圾围城 现象，更是一种 变废为

宝 的节能措施，为社会带来绿色经济效益。但记者调研了解到，部分

地区的 大胃王 开始出现吃不饱的情况。

    目前，垃圾焚烧发电主要收入渠道是上网电价收入和垃圾处理费补

贴。按照国家可再生能源发电的相关政策，垃圾焚烧发电可被国家电网

全额收购，并享受每度电 元的电价补贴。垃圾处理费补贴，则由

各地自行定价。

    本厂区垃圾日处理量可达 吨。就是说，每天生活垃圾实际处理

量越接近 吨，发电量越高，但目前还未达到预期。 裴建明介绍说，



经第三方前期调研，估算高安市每日可产生 吨以上的生活垃圾。

年 月发电厂并网发电，但运行 个多月后发现，每天收运的垃

圾平均只有 吨，无法让生产线满负荷运行。

    之后，企业找到了 抢垃圾 这一出路。通过自行与丰城、樟树、上高、

宜丰等地协调，企业将这些地区的生活垃圾运至高安市生活垃圾焚烧发

电厂进行处理。 目前来说是一个双赢的局面，企业效益提高，其他地

区垃圾也得到了资源化处理。 谌大光说。

    抚州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也遇到了类似问题。该厂由中节能抚州环

保能源有限公司负责运营。公司总经理助理柴志艇介绍，项目分成两期

建设，日处理生活垃圾共达 吨，在第二期投产前，项目一直保持

良好运行状态，垃圾量充足且有溢出。

    但二期投产后， 吨的日处理量，只达到了 吨。 柴志艇

表示，尽管政府规划资溪县的生活垃圾 月底将进厂处理，但该县每

日垃圾产生量约 吨，无法填补这个 大洞 。

    中国环境保护集团有限公司江西大区市场总监曾武清表示， 垃圾量

严重不足，企业会选择停炉。但在起炉和停炉阶段，焚烧炉的氯化氢等

环保指标本身就不稳定，而过于频繁起停，若出现臭气引发邻避效应甚

至是污染问题，后果不堪设想。

    据一名业内人士介绍， 吃不饱 问题主要出现在中西部地区，四川、

云南等省份的多个县市都出现过垃圾量供应不足问题，江西某地的垃圾



焚烧发电厂在今年就出现因垃圾量不足而停炉的情况，这对企业来说也

是硬伤。

    区域统筹亟需完善

    受访的业内人士认为，垃圾焚烧发电厂 吃不饱 有多重原因，建议从

打破地区壁垒、加快推进垃圾分类以及完善有关部门管理举措等方面入

手，促进产业良好发展。

    第一，城乡环卫一体化发展问题。据萍乡市环卫处工作人员张鑫介绍，

许多地区的城乡环卫一体化工作还在推进过程中，部分偏远乡镇可能会

出现垃圾收运不足、不及时的情况，导致项目垃圾实际收集量与预算量

不符。

    第二，行政区域壁垒问题。据了解，每个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在开建前

都已划定服务范围，只有相关部门批准后才能更改。柴志艇告诉记者，

在出现垃圾供应量不足问题后，他们公司也曾想过从邻近县区运输垃圾

过来处理， 但没有明确规定，所以我们也不敢做。

    第三，前期测算与垃圾发电厂布局问题。一名项目负责人说， 一些

地方垃圾实际产生量与立项前第三方测算数据有所出入。 据该负责人

介绍，第三方测算时大多通过户籍人口数量来计算垃圾产生量，但是江

西等中西部地区的县级市为劳动力输出城市，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差距

较大，造成测算数据与实际情况不一致的问题。



    年 月，国家发改委与住建部联合发布了《 十三五 全国城

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明确提出到 年底，设市

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占无害化处理总能力的 以上。

    目前，江西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实行区域统筹规划。裴建明认为，

统筹规划可再进一步算细算深。一方面，相关部门做好前期调研，垃圾

处理量不高的项目不建、垃圾产生量较少的县市不建，按多个邻近县区

统一建设的方式进行规划 另一方面，若部分项目已出现 吃不饱 情况，

邻近县区应不再新建项目，而是要统筹规划统一处理。

    柴志艇建议，要继续加大力度推进垃圾分类，通过分类让垃圾热值得

到进一步提高，从而增加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发电效能。

    张鑫认为，目前大部分垃圾焚烧发电厂和城乡环卫一体化都是

项目，地方政府可以通过竞标方式，将两者交给同一家公司负责， 不

仅更易于管理，而且企业垃圾收运能力与焚烧发电密切挂钩，有利于同

步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