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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丽水，建筑垃圾正经历一场“重生革命”：建筑垃圾转化为再生骨料，用于水泥砖的骨料和城市管道的铺设垫层；建筑混凝土和砖石转化
为砂石骨料；废弃木材加工成再生板材……过去，建筑垃圾的处理方式较为单一，多为露天堆放和就地填埋，如今，建筑垃圾经过资源化利用
变身为城市发展的“资源宝藏”。数据显示，2024 年丽水建筑垃圾产生量 1090.3 万余吨，综合利用量达到 1061.4 万余吨，综合利用率达到
97.35%，真正实现“变废为宝”的循环经济价值。

建筑垃圾管理是综合治理城市环境、推进“无废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随着城市建设的飞速发展，城市里的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般涌
现，但这也带来了数量惊人的建筑垃圾。近年来，丽水积极应对城市化带来的资源化利用问题，在加强建筑垃圾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
和处置等全过程污染防治监管的同时，探索对建筑垃圾进行科学合理的处置，提高其资源化利用水平，也成为丽水加快推进绿色循环经济、打
造“无废城市”的重要内容之一。

文/沈隽 董浩

丽水以建筑垃圾管理和资源化利用打造“无废城市”新样本——

建筑垃圾建筑垃圾““点废成金点废成金””的绿色革命的绿色革命

在环境效益上，减少建筑垃圾的土地占用，保护生态环境；在资源效益上，替代天然骨料开采，降低生态破坏风险；在社会效益上，推动“无废城市”理念深入
人心，培育绿色生活方式……这场“绿色革命”带来多重价值，正在重构城市发展逻辑——当建筑垃圾完成从“废弃链”到“价值链”的蜕变，绿色发展的可持续图
景正渐次展开。

晨光初现时，装载装修垃圾的专项运输车队已
整装待发；日间时分，智能管控中心的电子大屏上，
处理进度、设备状态等数据实时跃动；入夜后，处置
车间依旧灯火通明，质检人员对当日最后批次垃圾
进行精细化分拣——在他们身后，再生骨料整齐堆
垛，蓄势待发至各建筑施工现场。当第一缕阳光穿
透防尘穹顶，这套闭环体系又将迎来新一轮循环。
这样的场景，正是丽水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产业链
的日常脉动。

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不仅解决环境问题，更成
为城市发展的“第二资源库”。

在市区的多个城中村改造项目里，由建筑垃圾
转化的再生骨料被用于水泥砖的骨料和城市管道
的铺设垫层；在庆元县建筑垃圾处理场，通过对建
筑垃圾分级破碎、筛分，生产出部分取代天然砂石
的骨料，其中部分骨料作为深加工原材料用于生产
水泥、水泥混合材、混凝土制品等。如今，丽水建
筑垃圾的资源化利用，在实现城市固体废物减量
化、资源化的同时，“变废为宝”的“城市资源”正深
度融入城市建设肌理中。

在市区紫金路一处微公园里，正午的阳光下，
600 米透水步道泛着微光，孩童踩着碎石路面追
逐嬉闹，银发族们倚着仿木长椅闲话家常。原来，
这里的地面铺装、基质材料均采用建筑垃圾再生
产品。在建筑垃圾“变废为宝”的参与下，原来设
施设备、绿化缺失的城市一角变成市民舒适的休
憩场所。“没想到吧，这个微公园是建筑垃圾变身
而来的。”家住附近的市民对这里的变化再熟悉不
过，并发出感叹，“废墟上长出的绿洲，这才是循
环经济的样子。”

不久前，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丽水经验”，

登上了 2025年中国生态文化论坛。多年来，丽水
全方位探索绿色低碳发展，加快推进绿色循环经
济，利用资源再生激活生态价值成为重要内容。
那么，建筑垃圾资源化模式如何通过“减量化—再
生化—价值化”实现生态与经济双向增益？

以天造环保为例，其年处理 100万吨建筑垃圾
就相当于减少了 100万吨的建筑垃圾的排放，如果
以传统填埋方式处理，按平均堆高 5米计相当于每
年需要 150亩土地填埋，有效减轻了区域固废消纳
能力。同时，通过再生骨料的利用，可以减少近 50
万立方的天然骨料资源的开采，避免了每年 150亩
土地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一年建筑垃圾的资
源化高效利用，可以生产再生砖 2.43亿块，混合料
36万吨，节约标煤 2.7万吨，减排二氧化碳量 3000
吨。

近年来，丽水正不断创新机制打通建筑垃圾资
源化路径——配套出台《再生建材推广应用管理办
法》，明确政府投资项目中再生骨料掺和比例；通
过“浙里办”平台搭建建筑垃圾产生量智能监测系
统，实现源头减量精准管控；金融创新方面，民泰
银行丽水分行通过推出“再生循环贷”专项产品，
围绕可再生资源回收、加工、应用等环节设计，有
效解决企业在再生资源生产与加工过程中的资金
周转难题……通过政策牵引、数字赋能、金融活血，
丽水不断激活城市固废资源价值，将“生态包袱”
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建筑垃圾资源化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
求，随着相关政策的出台，我国建筑垃圾处理市场
将迎来快速增长期，预计到 2030年，我国建筑垃圾
能够带来的产值将超过 3300亿元。

资源利用多维增效 探索生态与经济双赢路径

“轰隆隆——”一走进丽水经开区丽景民族工业
园，震耳欲聋的机械声扑面而来。在20多米高的封
闭式处置车间里，重型卡车排队卸料，建筑废料如瀑
布般倾泻而下。透过防尘玻璃望去，破碎机正咬碎
混凝土块，振动筛将砂石精准分级，磁选机像吸尘器
般分离出金属杂质。经过一系列处理，堆积如山的
拆迁废料就化身为粒径均匀的再生骨料。

“这些可不是普通石子。”浙江天造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负责人聂海波抓起一把灰白色颗粒，“您看
这棱角分明的碎石，是再生混凝土的完美原料；这
些细砂经过水洗，就是预制构件的优质砂源。”在他
身后，自动化流水线正将骨料输送到不同端口：这
边产出环保砂浆，那边生产生态透水砖，整个车间
如同巨型资源再生工厂。

“企业在2019年8月正式投运，主要涵盖了城市
建设、市政、交通领域的建筑固废、装修垃圾、工程渣
土等垃圾再生资源循环利用。”聂海波向记者介绍，如

今，已将建筑垃圾资源利用循环到全产业的模式，包
含从市政到交通等城市建设的方方面面，“企业年处
理100万吨城市固废垃圾、生产60万方再生混凝土、
60万吨再生水稳无机料、30万吨环保砂浆、8000万块
生态透水砖的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园。这是全国首家
建筑垃圾资源循环利用的全产业链闭环产业园。”

不同国家对建筑垃圾的称谓各异：日本称其为
“建筑副产物”，丹麦称为“建材银行”，德国则称之
为“含矿物材料”……这些称谓无不彰显出其潜在
的资源属性。

也正因此，全局统筹、循环利用成为提升建筑
垃圾利用率的王道。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
发展改革委印发的《城乡建设领域碳达峰实施方
案》，要推进建筑垃圾集中处理、分级利用，到 2030
年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到 55%。

“建筑垃圾其实是放错位置的资源。”浙江天造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聂海波告诉记者，城市建

筑垃圾里面有混凝土、沥青、砂石等资源，就是一座
“矿山”，可以100%再利用，“真正实现‘吃干榨尽’。”

在天造环保的研发中心实验室，技术人员正对
特殊样本进行成分分析。“每类建筑垃圾都有‘身份
证’。”技术人员打开企业数据库，混凝土配比、石
材产地、金属含量等指标一目了然，他告诉记者，

“就像拼图游戏，我们要为每个废料找到最合适的
重生方案。”目前天造环保已形成“1+6”产业矩阵：

“1”代表建筑固体废物垃圾，“6”代表包括再生骨
料、再生混凝土等在内的 6个建筑固体废物垃圾资
源化利用产品项目。

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伴随着建筑垃圾不
断增多，资源化循环利用成为绿色低碳发展的关
键。当前，由于缺乏专业处置设施，城区建筑垃圾暂
存临时堆放点，既影响城市环境，又难以实现减量
化、无害化、资源化的科学处置，像天造环保这样的
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项目无疑成为破题之举。

建筑垃圾“逆袭”成材 技术革新催生循环经济价值

在丽水的一些偏远山区，一半是湖光山色，一半
是悬崖峭壁，自然生态环境优美。然而，这些地方
却容易发生随意倾倒、堆放建筑垃圾行为，甚至还
有人“专程”找这些偏远区域违法倾倒，造成属地生
态环境污染。

对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建筑土方、工程渣土、建
筑垃圾未及时清运，未采用密闭式防尘网遮盖进行
13000元行政处罚；对赵某某装修房屋产生的建筑垃
圾未堆放到指定地点处罚200元；对唐某某随意倾倒、
抛撒或者堆放建筑垃圾进行4500元行政处罚……在
浙江政务服务网的行政处罚结果上，违法违规建筑
垃圾行政处罚办结后就会第一时间上传至此。记
者发现，涉及建筑垃圾的行政处罚多为违规倾倒堆
放、跨区域倾倒，金额少则几百元，多的达上万元。

近年来，我国建筑垃圾造成的生态破坏和环境
污染问题多发，主要为违规倾倒与随意填埋、堆存
管理不规范、跨区域倾倒、消纳处置场所应建未建
等。据统计，我国每年新建房屋面积巨大，每平方
米就会排出约 0.5—0.6吨的垃圾。这些建筑垃圾包
括废弃的混凝土块、砖石、木材、塑料等，种类繁多。

“建筑垃圾由于类型不同，物理化学性质存在差
异，对环境的危害和影响各不相同。针对建筑垃圾
成分复杂、环境危害显著的特性，丽水对建筑垃圾
的科学管理打破传统‘末端处置’思维，转向全域覆
盖、全程可控的闭环监管模式。”丽水市生态环境保
护行政执法队专职副队长蓝木申告诉记者，“同时，
丽水还建立联防联控机制有助于共同防范、应对和
处置跨区域突发环境污染事件。目前，丽水市与接
壤的浙江省金华市、衢州市、温州市，以及福建省南
平市建立了联防联控机制，实现了行政边界区域的
市、县两级全覆盖，共同守护跨界区域生态环境质
量。”

丽水探索创新全域全过程闭环监管，构建建筑
垃圾治理新体系，数字赋能成为关键。

日前，在莲都，一个由省建科院数字公司依托
“浙江省建筑垃圾综合监管服务系统”平台开发的
“装修固废在线”场景应用，实现了电子转移联单全
流程贯通。针对运输车辆管理漏洞、末端处置效率
低等问题，该场景增设“主管部门线上审核”模块，
实现运输资质与车辆信息双重核验；部署“车牌自
动识别+电子围栏”系统，车辆入场效率提升 3倍；创
新“动态二维码”“一车一单”绑定机制，杜绝“一码
多用”违规操作……莲都的“装修固废在线”场景系
统显示，该系统上线后已累计完成电子联单 63168
单，规范处置装修垃圾 258048.58 吨，效率提升 3 倍
以上，实现联单信息实时核验、违规行为精准溯源。

不论是跨区域联防联控机制，还是构建装修垃
圾全链条闭环管理体系，都是丽水建筑垃圾全过程
闭环智慧监管的生动实践。

针对建筑垃圾年产生量大、资源化率不足 30%
的行业痛点，近年来，丽水不断探索“数字赋能+制
度创新”双轮驱动，出台《丽水市进一步规范建筑垃
圾全过程闭环监管实施意见》《丽水市建筑垃圾资
源化利用产业发展及再生产品推广应用实施意见》
等政策文件，实现从源头产生、运输路径、处置场所
到资源化利用的全流程闭环监管。

全域全过程闭环监管

构建建筑垃圾治理新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