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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无废城市”建设成果

一、“无废城市”与循环经济：

“循环经济”与“无废城市”辩证统一、互相促进，都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内涵

二、循环经济发展成效与挑战：

“十八大”以来，我国发展循环经济事业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大宗固废综合利用的总体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三、几点建议

目录



“11+5”个试点城市及地区

●探索不同类型地区，各类固体废物综合治理的路径；

●涌现出一大批宝贵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凝练出了一批可复制、

可推广的典型模式；

●为下阶段梯次推开“无废城市”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撑

“无废城市”建设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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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经济”与“无废城市”辩证统一、互相促进，都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内涵

●实现“无废城市”建设目标，

以及采取的各项措施，在客观

上实现了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

效果

一、“无废城市”与循环经济

无废
城市

循环
经济

内涵

原则

实施路径

预期目标

●通过发展循环经济，实现各

类固废的减量化、再利用、资

源化，又为建设“无废城市”

提供了重要支撑

可以说，一个城市循环经济发展的质量越高，其距离“无废”这个目标的距离就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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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产、流通和消费等全过程实现固废的减量化、资源化、

无害化，是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可持续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

约束，推动绿色转型，实现经济社会环境有机统一的经济

发展模式，更是应对气候变化挑战、高水平建设生态文明、

高质量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举措

与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有较大差距

一、“无废城市”与循环经济

3

污染环境
浪费资源

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

固体废物利用不充分

存在非法转移倾倒事件

“循环经济”与“无废城市”辩证统一、互相促进，都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内涵



“十八大”以来，我国发展循环经济事业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大宗固废综合利用的总体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1.循环经济发展成效显著，有力支撑了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

①强化制度和政策供给 ②加强科技创新、机制创新、模式创新

③激发循环发展新动能④加快形成绿色低碳循环产业
体系和城镇循环发展体系

资源高效和
循环利用

二、循环经济的发展成效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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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以来，我国发展循环经济事业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大宗固废综合利用的总体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节能环保产业总产值由2015年的4.5万亿上升到2020年的7.5万亿元

在稳增长、促转型、惠民生等各个方面发挥了协同效应

1.循环经济发展成效显著，有力支撑了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

有力地支撑了节能、减排、降碳工作

形成了覆盖全国的再生资源收集转运体系

提供了超过1200万的就业岗位

规模以上企业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下降了15.6%，相当于节约了4.8亿吨标煤

单位GDP能耗与2015年相比下降了13.2%

碳强度与2005年相比降低了49%，超额完成了2009年承诺的45%的高线目标，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70亿吨

二、循环经济的发展成效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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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以来，我国发展循环经济事业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大宗固废综合利用的总体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2.受我国资源禀赋、能源结构、发展阶段等诸多因素制约，矿产资源开发和工农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大宗固废，
制约资源利用效率的全面提高和生态环境质量的持续改善

大 宗 固 废

1.综合利用率偏低 2.造成巨大资源浪费 3.带来较大环境风险

· 2019年我国煤矸石、粉煤灰、尾矿、冶
炼渣、工业副产石膏、建筑垃圾、农作物
秸秆等七类大宗固废的年产生量约为62亿
吨，综合利用率仅约55%；

· 当年新增堆存大宗固废约30亿吨

我国“十三五”以来的累计新增堆存大
宗固废约150亿吨，既占用了大量土
地资源，又造成了巨大资源浪费

大宗固废的大量堆存，已成为诱发
区域突出环境和安全问题的主要因
素之一，全国64个矿种、堆存了约
150亿吨尾矿的14000余座尾矿库，
给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带来
巨大挑战

二、 循环经济的发展成效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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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梯次推进“无废城市”建设的几点建议

新形势

●“十四五”时期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这是我国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期，也是着力提高资源

利用效率、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高水平建设生

态文明的关键期

● 2020年9月份，习近平总书记郑重地向国际宣誓，中国将在2030年前

实现碳排放达峰，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三、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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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梯次推进“无废城市”建设的几点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发展循环经济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必由之路

（一）坚持发展循环经济的“主战略”，为从“无废城市”迈向“无废社会”提供模式支持

●循环经济发展理念逐步树立，法规政策体系不断完善，重要行业和领域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基本形成，循环型生产方式得以推行，循环型产业体系、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逐渐形成，

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不断壮大，绿色消费模式逐步形成

●“十四五”时期要保持战略定力，在工业、农业、服务业的重点行业持续推行循环经济模式，

按照改造存量、优化增量的原则，加快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的经济体系

三、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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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梯次推进“无废城市”建设的几点建议

1.构建循环型工业体系

（二）打好发展循环经济的“主战场”，为迈向“无废社会”建设提供系统支撑

三、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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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深化农业循环经济发展 3.推广绿色生活模式 4.推进资源循环利用基地建设

逐步实现主要农业废弃

物的全量化利用

推动工业源固废排放总

量达峰

建设绿色共享的社会循

环体系

推动实现多源固废协同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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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梯次推进“无废城市”建设的几点建议

（三）优化发展循环经济的“工具箱”，推动支持“无废城市”建设的相关政策协同增效

循环经济“工具箱”

法治 1.加强法治保障

激励 3.落实激励政策 科技 4.加大科技投入

目标 2.强化目标牵引

标准 5.健全标准体系

三、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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