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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城市固体废物，包括城市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其量在我国目前已高达每年数亿吨，是主要的城
市环境污染源之一。
　　改革开放的20余年来，我国城市固体废物的产生量与城市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同步增长，年增长率
一直在10％左右，由此给我国城市环境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在各级政府的努力下，我国城市固体废物处理设施的建设在10余年来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一度十分严
重的“垃圾围城”现象已有了相当的缓解，有些固体废物处理设施的技术水平甚至已进入到国际先进
行列。
但应该看到，目前大部分已建成的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处置设施技术标准还不高，还存在二次污染，
有的还很严重。
城市固体废物处理已给环境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显然，这种一方面大量资源未被充分利用而变成废物，另一方面再消耗资源来治理废物的做法是不符
合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的。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我们必须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
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一起，都是属于自
然界，存在于自然界中；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仅仅是因为我们胜于其他一切动物，能够认识和
正确运用自然规律而已。
”　　诚如斯言，10余年来对可持续发展的讨论已经表明，主动调整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模式，遵循自
然规律，进行环境管理和废物治理，才是解决人类环境问题的惟一出路。
　　《城市固体废物管理》一书回顾总结了人类城市固体废物管理思想的演化过程，运用自然生态原
理分析了城市物流过程与废弃物产生和治理的关系，指出城市固体废物综合管理的理论基础是使城市
物流过程最大限度地与自然（生态）物流循环相容，其主要的实施方法是源减量化、资源化循环利用
、资源化回收利用与无害化处置的分层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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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城市固体废物管理》是《城市环境污染与控制丛书》之一。
《城市固体废物管理》以城市固体废物的物流分析为主线，阐明了城市固体废物产生的本质和管理的
基本问题；分析了城市固体废物管理思想的演化、现状与发展趋向，并定义了它的管理目标体系；由
城市固体废物的产生、特性与影响因素，提出城市固体废物管理的物流边界；《城市固体废物管理》
还论述了城市固体废物管理的分析技术，处理技术体系的物流特性及衍生的环境与经济特征，以及城
市固体废物管理的规划与实施，并以对我国城市固体废物管理现状与发展的分析作为全书的总结。
　　《城市固体废物管理》可作为我国城市建设管理、环境卫生管理与科技工作者的参考读物；也可
作为高等院校相关专业本科生、研究生的教学用书或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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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固体废物是什么　　固体废物（或称固体废弃物）的一般定义为：人类活动中，因无用或不
需要而排出的固态物料（质）。
在此定义中，人类活动、无用或不需要、固态是关键词。
　　人类活动，是对固体废物来源的根本性界定。
它从理论上与环境污染或环境问题的定义有关。
环境污染是由人类活动导致的自然环境状态的变化，且这种变化对人类和其他生物具有不利的影响。
因此，一条有温泉水注入的河道，尽管其水温高于其他河道，但并不被界定为受到了污染；但是，如
果因为热电厂的冷却水排人河道而使其水温升高，则该河道被认为是受到了“热污染”。
同样，对于固体废物的界定，热带雨林中野生动物的排泄物不属于固体废物的范畴；但人类豢养的家
畜、宠物的排泄物则是固体废物的一种。
以人类活动对固体废物的本质来源进行界定，即是环境科学理论一致性的需要；对于环境工程的实践
而言，由于与固体排出物相关的环境退化治理几乎完全来自于人类活动，因此其工程对象也无不与人
类活动相关。
　　无用或不需要，是对物料（质）是否废弃的界定。
由于除了生理性排泄之外，对物料无用或不需要的界定最终来源于某种形式的主观判断，因此，对此
判断的客观真实性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争议，其中较为著名的是“垃圾（固体废物）是放错了地方
的资源”。
这一论断所具有的正确性是不容置疑的，从古老的城市生活垃圾还田（包括通过原始的堆肥方法加工
后还田）的传统，到今天越来越多的粉煤灰、锅炉渣、冶炼渣等废弃物用于建材制造的实践，均对其
做出了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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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城市环境污染与控制丛书》以城市为研究对象，探讨在城市化进程中如何更好地解决城市的固
体废物、空气和水环境的污染与控制问题.提出一套城市环境管理与技术相互结合的管理与控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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