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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西部小城镇的生活垃圾污染问题突出 ,为了确保小城镇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区域生态环境保护 ,对小

城镇的生活垃圾处理已经迫在眉睫。本文在对西部小城镇生活垃圾处理污染及处理系统现状调查的基础

上 ,通过分析西部小城镇垃圾处理的基础条件、经济条件和技术条件等各种约束条件 ,提出适合西部小城镇

实际情况的垃圾处理模式 ,认为区域性综合处理的垃圾处理模式能够更有效解决西部小城镇的生活垃圾处

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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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我国小城镇 ,特别是经济较为落后的西部地区的环境保护普遍滞后于社会
经济的发展 ,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落后 ,对生活垃圾缺乏系统的管理和综合处理能
力 ,使之长期处于一种无控制的状态中 ,随着垃圾产生量的增加 ,对西部地区脆
弱的生态环境造成的危害日益凸现 ,垃圾处理已经成了一个不能忽视的大问题 ,

亟待解决。然而目前我国垃圾处理的技术政策以及大多数研究都主要针对大中
城市 ,小城镇的生活垃圾处理还是一个理论和实践的相对薄弱环节。因此 ,针对
西部小城镇的具体条件 ,研究和探索适合西部小城镇的垃圾处理模式 ,对防治固
体废物污染 ,保护和改善小城镇生态环境 ,实现西部小城镇的可持续发展有着深
远的意义。

二、西部小城镇概况
西部地区由四川、云南、贵州、西藏、重庆、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宁夏、内蒙

古、广西 12省市组成 ,幅员面积 687平方公里 ,占全国 71. 5% ,人口 3. 55亿 ,占
全国 28. 1%。至 2001年 ,西部 12省区小城镇总数 7 500个 ,占全国小城镇总数
约 33% ,小城镇人口 5 500万人 ,占全国小城镇的 26% ,城镇化率 28. 3% ,低于
全国 (36. 2% )和东部 (50. 9% )平均水平 [ 1 ]。西部小城镇大多属于经济发展一
般地区或经济欠发达地区 ,农民年平均纯收入一般在 3 300元以下 [ 1 ]

,经济发展
总体较为落后。

迄今为止 ,西部发展战略基本上都是资源导向型战略 ,小城镇的发展受严酷
的自然环境条件和落后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双重制约 [ 2 ]。一方面 ,西部地区是我
国自然生态的极端脆弱区 ,自然条件与生态环境状况差 ,高山和高原占西部总面
积的 70% ,水土流失面积占全国水土流失面积的 83% ,草地退化、沙化和盐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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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面积已经占到 75% - 95%
[ 3 ]

;另一方面 ,基础设施
的发展滞后 ,环境污染严重 ,导致生态状况的持续恶
化 ,并且制约了小城镇的发展 ,成为西部贫困的重要
原因。

三、西部小城镇生活垃圾污染及处理现状
随着西部地区城镇化进程的加速 ,城镇规模的

扩大 ,城镇生活垃圾排放量也随之急剧增加。由于
小城镇经济实力较弱 ,居民环境保护意识缺乏 ,西部
小城镇的生活垃圾基本处于一种无序的排放状态 ,

通常采用露天堆放、自然填沟、填坑或是在周围水体
附近倾倒等方式。在三峡库区及其影响区 ,小城镇
生活垃圾沿长江干流及支流两岸形成大大小小沿江
垃圾堆放场 ,致使长江沿岸 135米水位线以上堆存
的生活垃圾高达 200多万吨 [ 4 ]

,对长江水质和附近
的河流水体污染非常严重。

少数地区对生活垃圾进行了简易的填埋处理 ,

但是由于资金不足、缺乏规范引导或技术落后 ,远不
能满足卫生填埋的要求 ,存在严重的二次污染。垃
圾对土地的占用和侵蚀 ,垃圾渗滤液对地表水和地
下水的污染 ,垃圾场恶臭和沼气的散发 ,对小城镇的
土壤、河流、地下水、大气等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和
潜在的危害。

小城镇垃圾处理基础设施建设也严重落后 ,生
活垃圾管理和综合处理能力低下。环卫设施建设和
管理水平较低 ,垃圾收集和处理设施明显不足 ,现有
的垃圾中转站比较简陋 ,环境卫生条件很差 ;环卫作
业能力薄弱 ,垃圾收集的范围和能力有限 ,收集方式
还属于原始的混合散装方式 ,加之居民环境意识淡
薄 ,在小城镇万象更新的景象中 ,垃圾遍地的现象随
处可见 ,不但严重影响小城镇的面貌 ,而且威胁居民
身体健康。

四、西部小城镇生活垃圾处理的制约条件
小城镇垃圾处理在我国总体上还处于起步阶

段 ,近来年 ,东部地区已经逐步开始了小城镇垃圾处
理的实践 ,在经济较为发达的沿海地区 ,还开展了生
活垃圾组团式管理 [ 5 - 7 ]。在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
中 ,大城市周边城郊地区的小城镇的垃圾处理问题
也开始被重视 ,通常被包含在大城市的生活垃圾收
运、处理系统中。

西部小城镇处于经济欠发达地区 ,垃圾处理起
步晚 ,起点低 ,困难大 ,制约因素多 ,不能简单套用现
有城市垃圾处理技术和设备 ,必须正确认识在自然
条件、经济条件、技术条件等各方面与大中城市的差
异 ,以及东西部的地域差异 ,从西部小城镇的自身特
点和约束条件出发 ,来探讨适合西部小城镇经济发
展水平和实际情况的垃圾处理模式 ,使其达到社会
效益、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

(一 )西部小城镇基础条件的制约

地形、地质、气象和水文等自然条件是影响和制
约小城镇垃圾处理技术有效应用的重要因素 [ 8 ]。西
部小城镇多处山区和丘陵地带 ,地形落差较大 ,有的
区域地质结构不稳定 ,尤其是滑坡体较多 ,不易选
定、征用合适的垃圾处理场址。

西部小城镇规模普遍较小 , 城镇人口多在
10 000人以下 [ 9 ] ,日均垃圾产量普遍在十吨、几十吨
以下。如此小规模的处理量难以实现规模经济效
应 ,对单一城镇单独投资处理难度较大 ,同时垃圾产
生量太少也不适合长距离运输 ,成本太高。

(二 )经济条件的制约
经济承受能力是生活垃圾处理设施正常运行的

关键条件。西部小城镇普遍处于经济欠发达地区 ,

经济承受能力弱、资金匮乏 ,筹集相当困难 ,县城及
以下的城镇基本没有相应的融资渠道来进行垃圾处
理设施的建设。在这种情况下 ,即使小城镇可以借
助国债投资或其他渠道建设垃圾处理设施 ,但是建
成之后运行资金完全靠当地政府 ,很多情况下会出
现“建得起但用不起 ”,最终成为一个集中污染源的
尴尬局面。另一方面 ,小城镇位置相对分散且垃圾
处理较少也使垃圾处理设施的单位投资成本增大 ,

不利于建设资金和管理费用的节约。
(三 )技术条件的制约
相比于大城市 ,小城镇的生活水平、燃料消费、

地理特征和传统的生活方式都有很大差异 ,这导致
了小城镇与大城市垃圾构成区别十分明显。小城镇
垃圾主要成分为植物性有机物和灰土无机物 ,不可
燃物比重较大 ,可回收物质较少 ,垃圾的含水率较
高 ,垃圾的热值较低。同时 ,城镇垃圾属于混装、混
收 ,而且鉴于城镇的实际情况、生活方式、居民素质、
设施以及垃圾分类收集实施难等状况将在很长一段
时间持续 ,这对垃圾处理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
发展有着很大制约 ;其次 ,由于小城镇多以农业镇为
主 ,农忙时节与农闲时节所带来的人群对垃圾的产
量与组分的季节变换性对垃圾处理技术的抗波动性
也有一定要求 ;其三 ,由于中小城镇经济实力落后 ,

专业技术人员配备数量不足 ,专业水平不高 ,管理能
力较差 ,垃圾处理技术既要求技术可靠、成熟、综合
性能好、二次污染物排放少 ,又要考虑工程运行的可
操作性 ,应符合小城镇人力资源的实际情况。否则 ,

盲目引进新技术或是选择技术含量过高、管理操作
复杂的技术会最终导致处理设施的失效。

因此 ,在西部小城镇生活垃圾污染形势更加严
峻和小城镇垃圾处理存在众多约束条件的情况下 ,

探讨适合西部小城镇的垃圾处理模式和处理技术 ,

显得十分重要和迫切。
五、西部小城镇生活垃圾处理模式
鉴于西部小城镇生活垃圾处理的各种约束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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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其生活垃圾处理不能套用大中城市或是经济较
发达地区的垃圾处理模式 ,必须根据西部小城镇的
实际情况和约束条件 ,汲取国内外的成功经验和教
训 ,结合本地区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采用与小城镇经
济水平相适应的处理模式 ,使之与西部小城镇社会
经济发展相协调。

垃圾处理模式包括垃圾处理方式和垃圾处理工
艺路线两方面。从空间位置上看 ,小城镇分为两大
类型 :位于城市周边地区的小城镇 ;远离城市发展的
小城镇。其中 ,远离城市发展的小城镇根据空间位
置又可以分为城镇间距较近、位置分布相对集中的
城镇群和城镇间距较远、相对分散独立的城镇。不
同类型的城镇应根据自身特点 ,选择不同的垃圾处
理模式。

(一 )垃圾处理方式
现有的垃圾处理方式有“一镇一处理设施 ”、区

域性集中处理以及并入大城市垃圾处理系统等方
式 ,由于并入大城市处理系统的方式的限制条件明
显 ,仅限于城市周边地区采用 ,而对于远离大城市的
大多数小城镇 ,前两种处理方式是讨论的重点。

1. 一镇一处理设施
小城镇“一镇一垃圾处理设施 ”的处理模式是

主要根据行政区划 ,在小城镇行政辖区内建立独立
的生活垃圾处理系统 ,包括生活垃圾收集、运输设施
和管理队伍 ,并且在各自小城镇辖区范围内选择一
个条件适宜的垃圾处理场址 ,建设垃圾处理设施用
以处理处置各自小城镇范围内产生的生活垃圾。

目前 ,国内有条件处理生活垃圾的小城镇普遍
采用“一镇一垃圾处理设施 ”这种模式进行生活垃圾
的处理。在国家非常重视和保护的三峡库区 ,为了
消除和防治固体废弃物对三峡水库的水环境污染 ,

保障三峡水库水质安全 ,国家已经开始分批对沿江
重点小城镇和一般小城镇进行小型生活垃圾卫生填
埋处理项目的投资以消纳城镇生活垃圾。目前第一
批 12个小城镇卫生填埋场已建成和正在建设中。

由于小城镇的规模普遍较小 ,在第一批“一镇一
处理设施 ”的项目建设中出现许多问题 ,主要反映在
处理设施投资成本高 ,运行管理也较困难。因此在
国家对三峡库区沿江重点小城镇进行的第二批垃圾
处理场投资的规划中 ,结合当地交通运输条件 ,并考
虑合适的运输距离 ,以行政区划为基础 ,不考虑跨区
县 ,对适合条件的小城镇的垃圾处理项目进行了调
整合并 ,重新确定了垃圾处理项目的服务区域。另
外 ,在我国台湾地区由于早些年开始发展“一镇一处
理设施 ”,近些年来由于分布不均、重复建设、单个处
理量不足、处理成本过高等原因正在逐渐被否定掉 ,

开始探索新型垃圾处理方式 [ 10 ]。
因此 ,对存在各种制约条件的西部小城镇进行

垃圾集中处理是一个趋势 ,这不仅有利于环境保护 ,

还提高投资效益 ,避免重复建设。
2. 垃圾区域化集中处理
区域性集中处理的基本方式是对适当的区域范

围内垃圾处理系统与主要环卫设施集中规划和合理
布局 ,用科学的方法计算出经济上最适合区域性合
建处理场的距离范围 ,以此作为区域式合建的政策
依据 ,在考虑区域范围内城镇地理位置、地形等自然
条件和垃圾成分的相似性的条件下 ,相邻的数个镇
区形成多个联合处理垃圾的城镇群 ,每个城镇群由
两个和两个以上的小城镇构成 ,在适宜的位置合建
一座大中型垃圾处理设施进行垃圾的相对集中处
理。参与区域集中处理的小城镇设置相应的垃圾收
运系统 ,以保证所有产生的垃圾都可以得到安全处
置 ,同时可设置中转站或预处理站进行预处理 ,预处
理可以对垃圾分类与回收起到一定作用 ,并在一定
程度上减轻后续处理的负荷。小城镇的预处理与区
域性集中处理构成一个完整的生活垃圾处理系统。

鉴于西部小城镇自然、经济、技术等条件的约
束 ,对每一个小城镇均采用独立垃圾处理设施 ,不仅
达不到经济规模 ,而且管理、技术力量也达不到要
求。而垃圾处理设施只有达到相当的集中规模 ,才
能提高其利用效率。各种实践经验和教训也表明 ,

“一镇一处理设施 ”难以解决西部小城镇在各种制约
条件下的垃圾处理问题。因此 ,必须打破小城镇原
有行政区划限制 ,从县域或更高层次进行统筹规划 ,

按照集中与分散处理结合的思路在区域范围内进行
土地、资金、技术等各种资源的再优化配置 ,建立垃
圾处理区域集中处理系统 ,从而有效提高其规模效
益 ,实现社会环境与经济效益的统一。

垃圾区域化集中处理的方式由局部单项治理发
展至综合区域治理 ,是控制生活垃圾污染、改善和保
护环境的新发展。主要优势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 (1)

跨城镇区域联合集中处理改变了传统的思维定势 ,

突破了单位的进化型思维 ,发展了系统思维、综合思
维 ; (2)垃圾产生量小 ,相对于分散的城镇垃圾处理
而言 ,处理设施大型集中化可以形成一定经济规模 ,

可以降低垃圾处理设施的投资和运行管理费用。对
于经济实力很弱的西部小城镇非常有利 ; (3)垃圾集
中处理设施是从区域整体的环境、社会、经济效益出
发 ,对处理设施进行协调统一的规划、共建共享 ,杜
绝了重复建设、相互竞争 ,甚至以邻为壑现象的发
生 ,同时提高了设施的规模经济效益 ; ( 4)区域性集
中处理形成以垃圾处理为重点的处理系统 ,可以集
中专业技术队伍进行操作、维护和管理 ,可以集中发
挥区域内各镇区的技术和经济力量。

打破原有的行政区划进行区域联合集中处理是
小城镇垃圾处理的一个新思路。其一 ,由于是在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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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的上一级行政地域内进行区域联合 ,进行联合
集中处理的城镇个体均在一个行政管理地域内 ,人
为的行政与财政体制所造成的阻碍比较小 ,而且容
易克服 ;其二 ,高速城市化使城镇之间的距离缩短 ,

也使采用区域集中处置成为可能 ;其三 ,区域性集中
处理的范围是在充分考虑垃圾运输成本的经济性的
前提条件下确定的 ,有充分的科学依据 ;其四 ,区域
垃圾处理设施的管理可以采用专门成立的固体废弃
物管理企业进行运作 ,各小城镇可以根据处理量交
纳处置费 ;其五 ,考虑到西部小城镇的经济水平和人
员素质 ,可以制定相关政策防止垃圾收集后逃避运
输成本和处理费用进行就近乱倾倒的现象 ,防治引
起的环境污染。

因此 ,合建共享是可行的 ,是走出目前小城镇基
础设施滞后、不配套、规模小、运行成本高、效益低、
资源浪费、重复建设等弊病的一条新出路。不仅有
利于资源共享 ,降低运行成本和生态环境保护 ,更重
要的是解决了目前西部小城镇的资金短缺、环卫基
础设施简陋、分布过于分散的问题 ,为实现小城镇的
可持续发展打下基础。

(二 )垃圾处理工艺
西部小城镇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 ,用于基础

设施建设的资金短缺 ,经济承受能力有限 ,且从业人
员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较低 ,决定了小城镇的垃
圾处理设施首先需要成熟可靠、经济、高效、节能、简
便易行 ,低建设费用、低运行费用、低操作管理要求 ,

二次污染物排放少的垃圾处理技术。垃圾处理方案
只有采用了与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的技术 ,

才有可能建起来并在建成后能长期坚持正常运行。
同时 ,选择垃圾处理工艺时 ,还应结合小城镇的垃圾
组分和理化性质 ,考虑小城镇的发展趋势 ,结合小城
镇的便利条件 ,使处理与资源利用相结合 ,与保护和
改善当地的生态环境相结合 ,实现区域性的生态环
境的良性循环。

目前国内外比较成熟的生活垃圾处理方法以填
埋、堆肥、焚烧三种方式为主 ,其他技术也在逐步研
究开发 ,如垃圾中的塑料回收、加工 ,塑料制油 ,无机
垃圾生产建材 ,生物菌处理垃圾法 [ 11 ] ,固化燃料化
法 [ 12 ]和气化发电等 ,可腐有机垃圾生产沼气和肥料
等都已达到成熟或接近成熟的阶段 [ 13 ]。

1. 卫生填埋
卫生填埋法是目前国内外应用最普遍的垃圾处

理技术 [ 14 ]。它的优点是投资少 ,运行费用相对较
低 ,处理量大 ,不受垃圾成分的影响 ,是垃圾处理的
基本方法。卫生填埋还对填埋气体和渗滤液进行处
理 ,能控制简易填埋方式所产生的二次污染。不足
点是垃圾填埋场占地大 ,选址较难 ,而且仍然没有很
好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和资源综合利用问题 [ 15 ]。但

是 ,卫生填埋作为最终处置技术 ,是其它处理技术所
无法取代的 ,将与其他技术长期共存。目前 ,它仍然
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处理垃圾最主要的方法 [ 16 ]。

2. 焚烧法 [ 17 ]

焚烧是一种热化学处理方法。焚烧过程中所产
生的热能可以合理利用 ,具有经济效益。焚烧技术
占地少 ,易选址 ,处理速度快 ,减容性好 ,可同时实现
城市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 ,是目前垃圾处理
中无害化最彻底的方法之一 ,被世界上一些经济发
达国家广泛采用。焚烧法的不足之处是对垃圾中的
资源都仅以回收热能的单一方式进行 ,是一种相对
浪费资源的处理方法 ,而且投资运行成本较高 ,对垃
圾组分的热值也有要求 ,焚烧后的残渣仍需要进行
最终处理。垃圾焚烧过程中会产生可造成二次污染
的有害物质 ,尤其是二氧 (杂 )芑的产生 ,已经引起人
们的高度重视 [ 18, 19 ] ,是垃圾焚烧技术亟待解决的难
题。此外 ,焚烧产生的固体剩余物中重金属含量高
的问题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焚烧处理方法的
采用与国家科技水平和经济实力有关 ,也与垃圾成
分有关 ,因此 ,目前垃圾焚烧装置大多集中在发达
国家。

3. 堆肥
堆肥是使有机固体废物进行生物稳定作用的过

程。垃圾堆肥技术可以通过微生物作用改良土壤 ,

回收部分垃圾资源 ,目前许多国家都有采用 [ 20, 21 ]。
堆肥技术的工艺比较简单 ,堆肥适宜于易腐有机质
含量较高的垃圾处理 ,对垃圾中的部分组分进行资
源利用 ,且处理相同量的垃圾投资比单纯的焚烧处
理大大降低。垃圾堆肥技术可使生活垃圾达到无害
化 ,部分减量化及资源化 ,但是在现阶段由于人们思
想意识限制 ,垃圾属于混合收集 ,加之我国的垃圾堆
肥生产机械化水平低 ,产品质量差 ,肥效低 ,限制了
堆肥产品的销路 ,从而堆肥处理发展受到限制。

卫生填埋、焚烧、堆肥技术及设备都有各自的适
用条件和优缺点。单一的技术方法处理城镇垃圾往
往不能有效地解决垃圾污染问题。而综合处理作为
几种处理方式的优化组合有着单一处理方式难以达
到的优点 ,不仅能对垃圾中的物质和能量进行回收
利用 ,又可以取得一定的经济效益。因此结合小城
镇社会经济、自然条件及垃圾特征 ,对已有的垃圾处
理技术进行有机结合 ,使其优势互补 ,最大限度地发
挥每一种技术方法的优势 ,是西部小城镇实现垃圾
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最好途径。

六、结语
西部小城镇的垃圾处理不能完全照搬西方发达

国家 ,既不能全部靠高投资、高科技来消化垃圾 ,一
次到位 ,又不能对巨大的垃圾资源置之不理 ,任其浪
费。在西部小城镇的自然、经济、技术等众多约束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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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下 ,区域性综合处理将是小城镇垃圾处理发展的
最优化模式 ,不但使西部小城镇垃圾处理的社会效
益和环境效益更加显著 ,而且使经济投入更加合理 ,

可以使西部小城镇的垃圾处理呈良性可持续发展。
同时 ,根据西部小城镇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目前亟待
解决的垃圾污染问题 ,垃圾处理应分阶段循序渐进
逐步实施 ,在控制垃圾污染的前提下 ,积极推广资源
回收、分类收集 ,源头控制 ,最终达到减量化、资源
化、无害化的目标 ,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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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Residen tia l Refuse Trea tm en t M ode

of Sma ll Town s in W est Ch ina
WANG L i2ao1 , MA Xi1 , L IU Yuan2yuan2

(1.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 enta l Science, Chongqing U 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0, Chnia;

2. College of U rban Construction and Environm enta l Eng ineering, Chongqing U 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0, China)

Abstract: A s the residential refuse pollution p roblem is increasingly serious in the small towns of west China,

it’s very urgent to treat the residential refuse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economy and regional e2
cology environment p rotection. The paper analyzes the basic conditions and infrastructure, economy development,

pollution control technologies and some other restraint conditions in the small towns of west China. And the refuse

treatment modes are compared and determ ined for west China’s small towns. The regional comp rehensive treatment

is the more effective and efficient mode to solve the residential refuse p roblem in the small towns of west China.

Key words: small towns of west China; residential refuse treatment; regional comp rehensive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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