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 业 资 源 与 环 境 学 报
2019年5月·第36卷·第3期：264-271 May 2019·Vol.36·No.3：264-271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http://www.aed.org.cn

李龙涛，李万明，孙继民，等 . 城乡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现状及展望[J]. 农业资源与环境学报, 2019, 36（3）: 264-271.
LI Long-tao, LI Wan-ming, SUN Ji-min, et al. Research status and prospects of the resource utilization of organic waste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J].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9, 36（3）: 264-271.

Research status and prospects of the resource utilization of organic waste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LI Long-tao, LI Wan-ming, SUN Ji-min, CHU Fei, RAO Zhong-xiu, HUANG Feng-qiu*

（Hunan Soil and Fertilizer Institute, Changsha 410125, China）
Abstract: The resource utilization and research status of the main urban and rural organic wastes, such as animal excrement, crop straw,
kitchen waste and urban sewage sludge, were analyzed. Several problems restricting resource utilization of these organic waste were raised.
It also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and countermeasures from the aspects of legal guarantee, top-level design, policy support and develop⁃
ment of technology, in order to provide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the resource utilization of organic waste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Keywords: organic waste; resource utilization; animal excrements; crop straw; kitchen waste; sewage sludge

收稿日期：2018-06-08 录用日期：2018-09-28
作者简介：李龙涛（1991—），男，山东济宁人，硕士，研究实习员，从事土壤肥料与废弃物资源利用研究。E-mail: lilongtao369@163.com
*通信作者：黄凤球 E-mail: 839734142@qq.com
基金项目：湖南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2017NK2151）；湖南农业科技创新资金创新联盟项目（2017LM0303）
Project supported：The Majo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gram of Hunan Province（2017NK2151）; The Innovation Fund and Innovation Alliance

Program of Hunan Agriculture and Science（2017LM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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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城乡有机废弃物如畜禽粪便、农作物秸秆、餐厨垃圾和城市污泥等资源的利用及研究现状，提出了制约有机废弃物

资源化利用发展的若干问题，并从法律保障、顶层设计、政策支持和技术发展等方面给出了建议和对策，以期为城乡有机废弃物资

源化利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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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有机废弃物主要包括城市生活产生的餐厨

垃圾、城市污泥和生活垃圾中的有机垃圾等，农村有

机废弃物主要包括农村发展和农业生产过程中产生

的畜禽粪便、养殖类废弃物、农产品加工废弃物和农

作物秸秆等[1]。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们生

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城乡有机废弃物呈现以下特点：

第一，有机废弃物种类多，产生量大；第二，有机废弃

物价值低，处理成本高，利用率低；第三，有机废弃物

含有大量的致病菌，可以传播疾病，堆积过程中污染

物产生高浓度渗漏液，给城乡生态安全带来严重隐

患，一些地区出现了水体富营养化、土壤酸化及重金

属污染等问题。

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提高，丢弃、堆焚等有机废

弃物处置方式正在改变，已经逐渐形成肥料化、饲料

化、能源化、基料化、材料化等五种利用模式，“五化”

各有发展并有协同发展趋势[2]。近年来发展的生物

燃油、蝇蛆养殖、污泥堆肥、人工湿地等技术，也促进

了城乡有机废弃物资源化行业整体协同发展[3]。本

文以现阶段有机废弃物资源化情况作为切入点，综述

了有机废弃物的利用方式，以及资源化过程中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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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对策与展望。

1 城乡有机废弃物资源利用现状

1.1 国外有机废弃物利用现状

国外在 20世纪 30、40年代就开始研究有机废弃

物利用，目前废弃物综合利用技术已经具有较高的水

平。在畜禽粪便处理上，欧美国家注重农牧结合，农

场畜牧在长期发展后形成了“饲草、饲料、肥料”循环

体系，畜禽粪便均在农场内部处理，产生、运输、处理

和使用畜禽粪污时，全过程密闭以控制臭气排放。如

美国采用水泡粪工艺，将猪粪尿长期贮存于猪舍下方

粪坑直至还田利用；荷兰养殖场普遍将粪尿、清洗水

混合形成粪浆，再采取固液分离方式，将固体进行堆

肥，液体密闭储存或用于农场[4]。欧洲国家的沼气工

程发展早、规模大，已经形成较为完善的产业化体系，

其沼气生产装备与配套设备先进，可以将一定区域内

的农场畜禽粪便、农作物秸秆集中处理，自动化程度

很高，同时具有完善的质量安全体系[5]。

国外秸秆资源利用时间较长，呈多元化发展形

态。肥料化利用方式以残茬覆盖耕作法和秸秆翻压

还田技术为主[6]。饲料化利用方式经过几十年的发

展，现在已经形成了包括提高秸秆饲料营养成分、提

高动物采食量、提高饲料转化率在内的成套技术体

系，并实现全程电脑控制，保证连续、稳定生产[7]。而

秸秆材料化产品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应用于汽车内

饰、地膜、餐饮包装等方面，目前德国、美国、丹麦、日

本等国家已经形成了包含农作物秸秆纤维化处理、纸

浆模塑品生产、后置处理、包装材料渗透性测试等关

键技术的机电一体化技术体系，近年美国、加拿大等

国研发了秸秆乙醇，并已逐渐实现产业化[8]。

国外处理城市垃圾主要采用回收、堆肥、焚烧和

填埋等方式。20世纪 30年代美国率先使用卫生填埋

法处理城市垃圾，而欧洲许多国家，如德国、荷兰、瑞

典等，由于土地稀缺，主要以焚烧方式来处理垃圾。

亚洲的新加坡实行垃圾全量焚烧、灰渣填埋方式，日

本约 74% 的垃圾被用来焚烧发电[9]。在餐厨垃圾处

理上，德国自 20世纪 60年代就开始使用厌氧技术处

理餐厨垃圾，英国建设了全球首个全封闭式餐厨垃圾

发电厂，日均处理 12万 t餐厨垃圾，并可满足数万家

庭日常用电[10]。日本餐厨垃圾主要用于制饲料，少部

分用于制堆肥，在京都餐厨垃圾也被用于制沼气，并

用沼气制氢气；韩国餐厨垃圾的主要处理方式是制作

动物饲料和堆肥，这部分占到总回收量的 80% 以

上[11]。国外城市污泥处置主要有回收利用、焚烧、填

埋、排海等方式。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家用厌氧消化技

术，将污泥与其他垃圾共同消化，建设热电联产系统；

欧盟国家 50%以上的污泥进行了厌氧消化，其余约

40%进行填埋和焚烧；日本城市污泥的主要处理方式

为焚烧，少部分用于施肥，日本还设立专门的机构来

指导污泥的合理施用[12]。

1.2 我国城乡有机废弃物利用现状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有机废弃物生产国。据统

计，我国 2015年城乡有机废弃物年产生量超过 60亿

t，其中畜禽粪便产生量约 38亿 t，秸秆产生量超过 10
亿 t，这是最主要的两大有机废弃物来源[6, 13-15]。我国

2016年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约 2亿 t（其中餐厨垃圾

约 9000万 t）、城市污泥产生量约 3500万 t[16-18]。此外

还有较大数量的沼渣、工业废弃物、肉食品加工废弃

物、病死畜禽等。据测算这些有机废弃物所含的氮磷

钾养分总量达到 7000万 t以上，高于每年国产化肥养

分总量，有机碳相当于 10亿 t标准煤，约为我国能耗

总量的 1/4，蛋白质等养分相当于 1000万 t饲料，占饲

料产量的 1/10，全产业链潜在产值可达 1500亿元以

上[14, 19]。面对潜力巨大的废弃物资源，我国整体利用

率偏低：城镇生活垃圾绝大部分处于“混合倾倒、混合

清运、混合掩埋”状态，且传统的填埋、焚烧等处理方

式约占 95%[16]；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仅为 60%[13]；秸

秆资源量多、面广，综合利用情况因秸秆种类和种植

地区而不同，最高利用率约 80%[15]。城乡有机废弃物

资源化利用空间大，但已有的资源化利用技术存在减

量化利用不彻底、资源化利用不完全的问题。

1.2.1 我国畜禽粪便利用现状

我国畜禽粪便利用方式主要为肥料化与能源化，

其中肥料化利用是基础，能源化利用是补充。随着农

业产业化的不断发展，农村涌现了大量规模化的畜禽

养殖场，环保压力与日俱增[20]，而国家《畜禽规模养殖

污染防治条例》的出台，使畜禽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

有法可依，破除了该产业健康发展的瓶颈。目前我国

正以农用有机肥和农村能源为主要利用方向，以沼气

和生物天然气为主要处理方向，全面推进养殖业废弃

物资源化利用。

在肥料化利用中，堆肥是无害化处理畜禽粪便的

重要途径。其中好氧堆肥成本低、应用广，但是堆放

造成氮素损失比较严重，据报道，养殖场临时堆肥氮

素氨挥发损失率高达 29%、径流损失 0.8%~4%，约

22%的氮素进入水体，而且温度越高损失率越大。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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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表明，粪便管理模式是控制氮损失的主要途径，干

清粪和粪污干湿分离对减少氮素损失效果很好[21]，同

时可以通过调节物料C/N值、含水率和颗粒大小，以

及控制环境参数（如 pH、温度、通气量）、改善堆肥方

式（如覆盖）等措施降低NH3挥发损失。还可以将微

生物发酵菌剂加入畜禽粪污中，加快发酵速度，减少

臭气散发，然后添加一定量的无机肥料制成有机无机

复混肥。

厌氧发酵即沼气化，可以同时实现肥料化利用和

能源化利用。我国沼气产业始于 20世纪 60年代，经

历了急速发展、回落低潮及稳步发展几个阶段，形成

了南方“猪-沼-粮（果、鱼）”，北方“四位一体”等多元

化生态农业模式。沼气研究也较为全面，如秦文弟

等[22]研究了不同的畜禽粪便产沼气的性能，得到猪粪

发酵单位产沼气率为 330 mL·g-1 TS（总固体），牛粪为

190 mL·g-1 TS，赵玲等[7]研究了玉米秸秆与不同种类

粪便混合发酵性能，发现玉米秸秆和鸡粪配比为 1∶2
时产气效果较佳，产气率为 300 mL·g-1 TS。粪便发酵

后产生的沼渣和沼液可以作为有机肥的原料，但是沼

液中全氮和铵态氮的总质量会随着贮存时间的增加

而大幅度减少，而厌氧发酵与高温堆肥相比可以减少

粪便中氮损失约 36％，干法发酵比湿法发酵减少

10%~33%的氮损失，同时大幅削减沼液的产生量，降

低沼液还田及后处理过程中氮损失的风险[21]。值得

关注的是，厌氧发酵沼液产量大、含水量高，其消纳问

题是业内瓶颈。目前的沼液处理方式主要有达标排

放和资源化利用两种，达标排放是用生化方式进行处

理，成本较高且忽略了沼液中营养物质的利用。资源

化利用以沼液还田为主，其他利用方式还有沼液浸

种、沼液生物农药、沼液添加饲料、无土栽培母液等，

降低沼液浓缩成本或探索高效的沼液消纳模式仍有

重要意义[23]。

1.2.2 我国农作物秸秆利用现状

秸秆还田是秸秆肥料化利用的最直接方式，可以

有效促进土壤微团聚体的形成和增加土壤有机质含

量，并可以进一步改善土壤有机质的组成。我国从

20世纪 80年代就开始研究秸秆还田技术，目前已经

应用推广了直接还田、覆盖免耕、翻压还田、堆沤还

田、生物降解还田等多种技术。直接还田模式操作简

便，其中 5 cm深度还田的水稻秸秆腐解速度最快，秸

秆表层还田的腐解速度最慢[24]。研究表明，南方早稻

稻草翻压还田模式与施氯化钾 112.5 kg·hm-2肥效相

当，撒草覆盖免耕较无草翻耕可增产 14.81%，稻草覆

盖免耕处理土壤中的细菌、真菌、放线菌数量均有提

高[25]。生物降解还田是通过微生物产生可降解纤维

素、半纤维素、木质素的酶来降解秸秆。生物降解技

术又催生了生化腐熟还田，这是将微生物降解、化学

处理秸秆和现代化设备调控温湿度结合的方式。徐

勇等[26]发现，化学处理能促进微生物腐熟秸秆，并保

持微生物的持续生长。这种清洁高效的还田模式具

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和应用价值，但是技术还不够成

熟，优良的微生物复合菌种筛选较困难。由此看来，

秸秆的腐化还田技术仍是需要长期研究的课题，还需

进一步寻找可操作性强、利用效率高的还田方式。

秸秆饲料化主要应用于饲喂牲畜和养殖蚯蚓。

饲喂牲畜成本较低、操作方便，利用物理方法粉碎或

化学方法进行碱化和干湿处理秸秆可以提高消化利

用率。秸秆混合畜禽粪便养殖蚯蚓具有较高的经济

价值，顾永芬等[27]在牛粪中混入比率为 15%的农作物

秸秆用于养殖蚯蚓，蚯蚓初始投放量 0.3 kg·m-2，经过

60 d饲养，产出量可达2.96 kg·m-2。

秸秆能源化利用前景较好，主要方式有秸秆沼气

化、秸秆发电、生产纤维素乙醇、秸秆气化、生产秸秆

颗粒燃料及秸秆炭基化等。秸秆生产沼气是我国农

村应用比较普遍的方式，目前我国沼气用户已达

4300万户，受益人口超过 1.5亿人[28]；秸秆发电包括秸

秆直接燃烧发电、气化发电、沼气发电等，该技术相对

燃煤发电减少了很多污染物（如硫）的排放，以燃烧发

电计算，2亿 t秸秆可替代 1亿 t煤炭，相当于产煤大省

河南省一年的产煤量，但这种方式的弊端是发电成本

较高，因而阻碍了其进一步发展[29-30]；利用玉米秸秆

生产纤维素乙醇产生的热效率可达 30%，但技术起

点较高[31]；秸秆气化是以秸秆为原料经过热解和还原

反应后生成可燃性气体，可替代煤作为燃料，我国计

划到 2020年将秸秆气化作为农村主要生活能源；秸

秆颗粒燃料是秸秆高温压制成型的一种燃料，燃烧利

用率高、便于储存，可替代燃煤；秸秆炭基化是秸秆在

缺氧条件下热解成为生物质炭，主要用于生态与环境

领域，可以固碳减排、修复土壤[32]，这是一种有效的

“碳汇”技术，可缓解农林废弃物污染与温室气体排放

问题[33]，生产的炭基肥料还可以改良土壤结构，增加

作物产量[34]。

向农作物秸秆中添加辅料制成的食用菌基料具

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我国 20世纪 80、90
年代就有研究者通过试验将秸秆用于栽培食用菌，又

将菌渣作为畜禽及鱼类的饲料添加剂进行二次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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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35]。目前在利用秸秆栽培食用菌上探索了多项技

术，如二次发酵、无公害栽培、反季节栽培等[36]。材料

化利用中，秸秆纤维制备纳米纤维素技术的研究近期

成为热点，纳米纤维在缓冲材料中主要通过含有的大

量羟基增强纤维的胶黏效果，同时因具有小分子的结

构特点，其较阳离子淀粉具有更好的分散性和黏结作

用，因此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37]。

1.2.3 城市其他有机废弃物利用现状

城市有机废弃物包括生活垃圾中的有机垃圾、城

市污泥和餐厨垃圾。生活垃圾中，纸类、木制品、橡塑

等有一定价值的有机垃圾，大部分由拾荒者和环卫工

人进行分拣后再由企业回收利用，小部分使用焚烧和

填埋的方式无害化处理。

我国城市污泥处理起步较晚，目前有效利用的污

泥约占 54%（主要为土地利用），剩余污泥被填埋或未

进行任何处理[38]。重金属含量较高是限制污泥土地

利用的主要瓶颈，而污泥堆肥无害化、减量化效果稳

定。严兴等[39]发现，添加菌种和辅料（主要为蘑菇渣

和园林废弃物）能够促进污泥堆肥中毒素降解，增强

种子胚根的快速生长；孟国欣等[40]发现，添加粉煤灰

和生石灰堆肥有利于污泥重金属从不稳定状态转变

为稳定状态。干化芦苇床技术处理污泥具有很好的

前景，在干化床基质中种植根系发达的芦苇，再将污

泥间歇性排入，通过植物、微生物和自然条件的综合

作用，使污泥矿化稳定，转为可利用的基质 [41]。此外

还有污泥代替部分制砖材料和煤炭材料、污泥制作陶

粒等材料化利用方式。

餐厨垃圾养分含量高且数量较大，有肥料化、饲

料化、能源化等利用方向[42]。肥料化主要包括好氧堆

肥和厌氧消化，其处理技术与畜禽粪便的肥料化利用

类似。饲料化基本要求是实现杀毒灭菌，达到饲料卫

生标准，并最大限度保留营养成分。但是蛋白饲料添

加剂重新进入食物链风险难以预测，目前国家有关部

委正在进行餐厨垃圾饲料化利用的风险研究[43]。能

源化主要包括餐厨垃圾制取生物燃油和厌氧发酵生

产沼气，目前已经达到商业运作的技术要求[44]。近年

出现一种基于生物转化原理的餐厨垃圾资源化利用

新方法，即使用蚯蚓、蝇类和虻类等动物和昆虫来处

理餐厨垃圾，该方法能延长餐厨垃圾资源化利用产业

链，实现底物减量化，产出的蚯蚓、蝇蛆等可作为高蛋

白饲料，具有良好的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有研究发

现，在 13.3 g·kg-1蝇蛆幼虫接种量下，餐厨垃圾在 6 d
内减少55%，蝇蛆生物转化餐厨垃圾产率达26.4%[45]。

将餐厨垃圾的多种处理方式有机结合，可以通过

产业化运作取得良好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以湖

南某餐厨垃圾处理公司为例，日均处理餐厨垃圾约

620 t、地沟油约 30 t。收集的餐厨垃圾经过组合分

拣、除杂破碎、蒸煮反应、固液分离、机械压榨等流程，

实现废油、废水、废渣分离。废油经过加工制成工业

级混合油和生物柴油；废水通过厌氧发酵处理产生的

沼渣和沼液可作为有机肥原料，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沼

气则用于发电、提纯天然气，废渣可养殖蝇蛆；废渣经

过投料、养殖、过筛、烘干、翻炒等程序，每 4~6 d就可

以得到一批富含抗菌肽的高蛋白蝇蛆饲料，按照干样

计算，每吨饲料市价在 2万元左右。小型规模的养殖

场每天可处理垃圾废渣约 15 t，养殖蝇蛆 2 t左右（鲜

品），养殖后的废渣体积减少 50%，重量减少 35%，养

殖后的底料（含一部分蝇蛆蛹）可直接作为禽类养殖

饲料，余料再做成有机肥，或者直接将底料做成有机

肥。该模式是目前操作性比较强、资源化利用比较

全面和效果比较好的餐厨垃圾资源化完整利用模式

（图1）。

2 我国城乡有机废弃物利用中存在的问题

2.1 立法起步较晚，顶层设计欠缺

我国推进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起步较晚，21世纪

初提出“走循环经济之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思路，

之后的 10年间相继出台了《可再生能源法》《城市生

活垃圾管理办法》和《循环经济促进法》，但缺少针对

性、可操作性强的实施细则和赏罚制度[46]，缺乏废弃

物资源化利用管理的法制环境和制度保障。同时，由

于缺乏顶层设计，废弃物处理长期在末端治理阶段停

滞不前，没有形成源头控制和全过程综合治理的体

系，造成上下脱节。如种养脱节造成畜禽粪便土地承

载力过大，环境负担过重，又如上游养殖饲料把控不

严，造成下游畜禽粪便中重金属和抗生素超标，阻碍

了畜禽粪便的资源化发展。近年来，多省出台农作物

秸秆禁烧管理规定和农业环境保护条例，说明政府已

经重视并着手处理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问题。

2.2 处理成本偏高，政策支持不够

我国城乡有机废弃物包含很多种类，受小农经济

和城市化的影响，各种资源分布较为分散，运输回收

和处理的成本都比较高。政府虽然已出台了废弃物

资源化利用有关的政策法规，但缺乏实质性、可操作

性的政策支持，例如鼓励相关企业进行废弃物利用的

优惠政策太少或支持力度不够，财政资金支持和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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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社会资金能力不足，基础性研究和新技术研发动

力不足或者研究的成果应用不够等，造成废弃物资源

化利用的企业未能规模化发展，进而影响整个产业的

推动。

2.3 技术水平落后，缺少综合利用体系

我国农村对废弃物的利用模式长期停留在传统

堆肥、沼气等技术上，发展较慢，其原因主要有：关键

技术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如发酵过程中菌种的筛选

和培育、沼气产气率低（仅为实验室理论值的 30%）、

发酵的设备落后和氮素损失过高等问题，没有形成成

套的技术体系；现有的农村废弃物利用模式困难重

重，以农村沼气工程为例，建池的高成本和技术瓶颈

制约推广，效率低下导致沼气原材料供应不足，停用

率上升，农村居民生活习惯改变和城镇化发展也让沼

气池大量弃用，这些因素均导致我国农村废弃物资源

化利用在低端水平徘徊不前，发展缓慢[47-49]。再者，

长期以来我国废弃物资源利用发展没有系统化，若能

协同发展，建立有机废弃物综合利用体系，有望极大

地提高利用效率。

3 我国城乡有机废弃物利用的对策与展望

3.1 加强顶层设计，健全法律体系

近年来我国政府不断发力，2010年出台《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加强地沟油整治和餐厨废弃物管理的意

见》，2017年出台《关于加快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资

源化利用的意见》和《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

下一步应在此基础上完善有机废弃物资源利用有关

立法，明确资源化利用的方法、操作标准，逐渐规范

利用过程，同时明确违法惩罚措施，并加强执法力

度。政府应当统筹有关部门，首先以废弃物资源化

利用为主体进行顶层设计，再分类制定科学、规范的

发展规划，健全发展体系。此外，为减少废弃物中的

有害物质，应当普及和倡导建立全社会清洁生产体系

的理念。

3.2 加大政策支持，推动资源循环利用

循环经济的概念在20世纪90年代后兴起于发达

国家，德国和日本以立法的方式加以推进。资源循环

经济，即以资源循环为特征、与环境和谐的经济发展

模式。党的十八大以来，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已作为循

环经济发展的重要环节提到议事日程中，2017年国

家 14个部委联合发布《循环发展引领行动》，明确到

2020年我国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将达到 3万亿元。

同时，国家发改委、住建部联合出台《关于推进资源循

环利用基地建设的指导意见》，切实为《循环发展引领

行动》的落实、为绿色循环发展提供保障。治理污染、

综合利用废弃物、提高资源利用率，需要依靠政府的

政策支持、社会的关注与参与，还要有较多的资金投

入，这些因素共同推动资源循环利用行业的发展和

壮大。

3.3“五化”协同发展，建立多元化投入机制

肥料化、能源化、饲料化、基料化和材料化是有机

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五大方向。在实际发展过程中，

需要将“五化”有机结合，纵向延伸，横向耦合，协同发

展。以发展循环经济为主导的固体废弃物综合处理

园区理念已经被各界认同，循环经济产业园以各种固

体废弃物处理项目为主要内容，以固体废弃物处理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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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餐厨垃圾资源化利用模式示意图

Figure 1 Diagram of the resource utilization of kitchen wa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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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化、减量化、资源化为原则，以节能环保、降低消耗

为目标，通过对各项目之间水、电、气、热等资源进行

整合重组，实现能量梯级利用和各项资源的循环使

用[3]。此外，可以通过政策制定和实施，提高行业补

贴标准，吸引社会资本积极配套，提高社会化服务积

极性。可探索新的投资方式，如PPP模式（Public-Pri⁃
vate Partnershi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激发企业活

力和企业责任，建立多元化投入机制，创建市场化的

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体系，做大资源循环利用产业。

4 结语

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

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事关“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为了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国家出台了有关的政策，社会对废

弃物资源化利用的认识也逐渐提高。国家要强化立

法，提供政策支持，促进多产业协同发展，以循环经济

产业园区为载体发展区域内能量梯级利用、多种资源

循环使用的城乡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产业体系，助

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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