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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探讨了重庆市在“双碳”目标下,厨余垃圾资源化利用的现状与政策。研究发现,重庆市在

此方面虽有所成效,但仍存在政策体系不完善、部门协调不足、多方参与的积极性较低、处理流程的安

全监管有待加强等问题。此外,厨余垃圾资源化处理过程中的安全性问题也不容忽视。因此,提出完善政

策标准、加大财税扶持、建立联合监督机制、推广新技术和加大宣传力度等建议,以促进厨余垃圾资源

化利用的安全与高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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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urrent status and policies of kitchen waste resource utilization in Chongqing 

under the "double carbon" goal. The study found that although Chongqing has achieved some success in this 

area,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such as an imperfect policy system, insufficient coordination among departments, 

low enthusiasm for multiparty participation, and the need to strengthen safety supervision of the processing flow. 

In addition, the safety issues in the process of kitchen waste resource processing cannot be ignored. Therefore, 

suggestions are made to improve policy standards, increase fiscal and tax support, establish a joint supervision 

mechanism, promote new technologies, and strengthen publicity to promote the safe and efficient development 

of kitchen waste resource ut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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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各地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厨余垃圾已成为城市有机

废弃物的主要来源,其资源化利用对于促进生态文明与美丽

中国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该举措不仅能够助力“双碳”

目标的实现,更是构建循环经济及促进国家高质量发展的关

键环节[1]。鉴于厨余垃圾资源化利用涉及多个复杂环节,且技

术和模式更新迅速,因此,政府政策的指引支持以及确保整个

处理流程安全可控显得尤为重要。但目前此领域的政策探究

还不够充分,使得资源化的最新趋势和政策导向不够明确,进

而影响了整体进程。本文以重庆市主城区为例,以推动城市厨

余垃圾实现更为环保、高效、安全的资源化利用为目标,深入

分析厨余垃圾的科学处理方法和资源化利用的最新进展,同

时结合相关政策要求,探讨未来发展方向,提出具有相对可行

的政策建议。 

1 厨余垃圾资源化利用的背景与意义 

目前,全球每年产生超过20亿吨的城市固体废弃物,预计

2050将达到34亿吨,如何处理这些固体废弃物成为棘手的问

题[2]。在这些城市固体废弃物中,以厨余垃圾为代表的有机物占

比较大,并且它们在资源化利用方面具有十分大的潜力以及研

究价值。实现厨余垃圾的资源化利用,已成为当今“双碳”目标

下亟需推进的重要课题。 

重庆市历来重视绿色低碳发展,2019年市中心城区被纳入

全国“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并先后出台数个政策文件,主要围

绕产业发展、生活垃圾分类、厨余垃圾管理等方面提供指导和

支持。随着重庆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全面推进,市区中心城区

生活垃圾分类覆盖率已达到较高比例。但由于重庆市特色的饮

食文化,大部分产出的厨余垃圾成分复杂,杂质含量高,处置较

为困难,所以基于种种因素,重庆在厨余垃圾的处理方面还面临

着诸多问题,其中包括垃圾分类机制不完善,垃圾处理方式单一,

厨余垃圾资源化利用技术手段落后等现实问题,积极推动厨余

垃圾资源化利用的相关创新性技术研究,对重庆未来实现绿色

低碳,打造“无废城市”等目标具有重大意义。因此,有必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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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双碳”目标下,结合重庆市的厨余垃圾的特点以及目前重

庆已有的相关技术与政策,进行技术预见性研究,探索技术创新

方向和路径,分析重庆市厨余垃圾资源化利用政策,发现政策在

各个环节的不足,为重庆市推进厨余垃圾资源化利用给予了在

政策方面的有效参考意见,能够达到加强政策效果,帮助重庆市

学习并落实推进厨余垃圾资源化利用政策的目的。 

2 重庆市厨余垃圾资源化利用现状 

2.1厨余垃圾的收集与处置 

重庆市目前构建了“前端收集、逐级转运、终端处理”的

收运体系。具体而言,垃圾从产生源头经收集箱汇集,通过一次

转运站送至大型二次转运站,最终进行无害化处理。值得注意的

是,当前家庭垃圾分类投放情况尚不理想,大部分垃圾仍由市政

部门统一收集处理。同时,部分可回收废弃物被私人收集者回收

再利用。所有废弃物在转运站经过初步分类和处理后,会根据大

小在第二转运站进行分离,大型废弃物多用于焚烧和再循环利

用,小型废弃物则进行卫生填埋。 

重庆市目前共有餐厨垃圾处理厂19座,总处理能力约为

5100吨/日,餐厨垃圾经破碎制浆、离心分离等工艺加工所得原

料油全部销售资源化利用企业进行规范利用。其中,中心城区建

成洛碛餐厨垃圾处理厂,设计处理能力达2100吨/日,2022年处

置餐厨垃圾62万吨,产出原料油2.28万吨,保障中心城区餐厨垃

圾及其所含废弃食用油脂得到妥善处置。根据相关规划,近几年

全市将建成运行24座餐厨垃圾处理厂,基本实现大重庆范围餐

厨垃圾和废弃食用油脂妥善处置的全覆盖[3]。 

2.2厨余垃圾资源化利用技术现状分析 

目前我国有机固体废物处理基本思路是减量化、无害化、

资源化。对于厨余垃圾的资源化处理技术而言,除最常见的厌氧

消化外,还有好氧堆肥和饲料化等处理技术[4]。在技术开发方面,

重庆市近年来持续投入资金支持开展厨余垃圾资源化、餐饮废

油加氢制柴油、厨余垃圾废水处理等工作,形成厨余垃圾油脂分

选及再生利用、废弃食用油脂制备绿色润滑剂、废弃食用油脂

制备高品质生物柴油等关键技术十余项。放眼国内的技术研究

现状来看,厨余垃圾的资源化利用,甚至是能源化利用是未来的

发展趋势,未来的厨余垃圾资源化利用应该是将有机固废协同

处理,并以此为方向,在稳定发展较为成熟的技术工艺的前提下,

积极推动应用前景较好的技术发展,通过一定的经济效益和政

策保障,使得技术真正得到产业化推广。 

3 厨余垃圾资源化利用相关政策分析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们消费水平的显著提

高,我国固体废物量也迅速增长,厨余垃圾的处理问题逐渐突

出。为引导全社会减少厨余垃圾的产生,提升城市厨余垃圾管

理水平,改善城市生态环境质量,国家部委陆续出台了多个政

策文件。 

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

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从战略高度对推进

“双碳”工作作出的总体部署[5]。2022年财政部发布《财政支

持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6],将支持碳达峰碳中和纳入

财政工作全局,分别从强化资金支持引导、健全市场多元化投入

机制、发挥税收政策激励约束作用、完善绿色采购政策以及加

强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这五个方面提出财政政策措施,为推

动碳达峰碳中和工作落地见效,以及有机固废资源化利用行业

的发展提供了引导与财政政策支持[7]。 

在法制化建设方面,2020年9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正式生效,主要从转变发展和生活方

式、强化固废处理处置责任、统筹综合治理等方面,补齐之前的

短板,对生活垃圾、农业固体废物、建筑垃圾等单独设章,建

立全过程管理制度,深入推进固体废物减量化、资源化、无害

化,全面确保生态安全,为我国固体废物环境管理提供了法律

依据[8]。 

重庆市历来重视绿色低碳发展,重庆市中心城区在2019年

被纳入全国“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并先后出台数个政策文件,

主要围绕产业发展、生活垃圾分类、厨余垃圾管理等方面提供

指导和支持。重庆市于2009年9月、2022年3月分别颁布实施《重

庆市餐厨垃圾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和《重庆市生活

垃圾管理条例》,规定了各环节责任主体权利义务,界定了部门

职能职责[3]。重庆市目前已经建立餐厨废弃物收运处置联席会

议制度,定期协调解决问题,加强餐厨垃圾收运处置、餐饮服务

等全过程监管,坚决打击相关违法行为,并将行政处罚结果纳入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有效规范了重庆市餐厨垃圾收运处置

行业秩序。 

除此之外,重庆市政府近年间陆续发布了多个相关政策文

件,旨在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促进绿色发展。这些政策明确了各

部门的环境管理职责,提出了围绕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绿色发

展战略,强调了环保产业和资源循环利用的重要性,并对生活垃

圾管理进行了详细规定,包括规划建设、源头减量、分类投放,

垃圾清扫、收集、运输、处理、资源化利用及其监督管理等方

面。这些举措体现了重庆市政府在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方

面的决心和行动。 

4 存在问题 

4.1政策标准体系不完善 

厨余垃圾处理利用产业具有显著的公益性,因此在其推进

“无害化”与“资源化”处理利用进程中,亟需全面且实用的政

策标准来提供指导和支持。然而,当前出台的相关政策多侧重于

收运、处置等个别环节,缺乏整体性和实用性,难以充分发挥其

引领作用。此外,针对地方性特色的厨余垃圾处理利用管理规范

尚显不足,同时在监管、预测及应急处理机制也有待完善。另一

方面,现有政策在场地、人员、资金及税收等方面的扶持力度较

弱,鲜有提及相应的优惠措施。 

4.2缺乏高效的部门协调机制 

厨余垃圾的资源化利用是一个多环节、跨部门协作的复杂

过程。当前,重庆市在厨余垃圾的处理与资源化方面尚未形成有

效的部门协同机制,导致从垃圾产生到最终资源化利用的全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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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监管存在困难。同时,管理职责的不明确也制约了资源化利用

体系的建立与推广。 

4.3多方参与的积极性较低 

我国的厨余垃圾资源化利用技术尚处于初级阶段,相关技

术装备在环保和生产效率方面有待提升。但受技术、设备及成

本限制,企业参与度不高,产业化进程迟缓,整体资源化利用率

偏低。我国厨余垃圾资源化利用技术的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

受限于当前的技术水平、设备能力、生产效率和经济成本,企业

的参与意愿并不强烈,导致产业化步伐缓慢,整体资源化利用效

率不高。在实践中,厨余垃圾管理存在“上热、中温、下凉”的

现象,各方参与规范管理的积极性不足。重庆市虽已出台多项政

策,但由于执行力度有限,市场及社会力量在厨余垃圾资源化产

业中投入不足,市场化手段缺乏多样性。 

4.4处理流程的安全监管有待加强 

虽然目前重庆市主城区的厨余垃圾大部分能够完成资源

化处理,但处理不当所引发的食品安全问题仍然存在。其中以

餐饮行业为主所产生的餐厨垃圾为主,部分不法商贩会回收

餐厨垃圾用于提炼和加工“地沟油”,进而将这些劣质油脂混

入食用油中,再销售给消费者。显然,“地沟油问题”成为“餐

厨垃圾问题”的严重衍生问题。当这些低质油脂重回餐桌时,

普通消费者往往难以识别,这无疑对公众的饮食安全构成了

严重威胁,进而影响到民众的健康。此外,还有更为严重的情

况,即有人直接使用未经过无害化处理的餐厨垃圾来饲养家

禽家畜,或用于回收加工食品,这对食品安全和生态安全都带

来了极大的挑战。 

5 政策建议 

5.1政策标准体系,加大财税扶持力度 

为推进厨余垃圾的无害化处置与资源化利用,应完善与

行业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加强对其全过程的管控,促进源头减

量及资源化利用。重庆市应加快立法步伐,构建健全的厨余垃

圾处理与资源化利用法律体系。同时,应提供税收优惠、专项

补贴等政策措施,支持相关企业的发展。此外,通过绿色金融

信贷、科研项目经费支持等方式,进一步促进科技创新及产品

的应用推广。这些举措将有助于推动厨余垃圾资源化利用的

全面发展。 

5.2建立常态化联动监督机制,提高处理流程的安全性 

构建联合执法协作机制,定期会议加强沟通与协作,实现信

息共享,深入探究厨余垃圾管理现状,并针对问题提出解决方

案。在行业自律上,需对从业者进行思想教育、行为约束,协助

政府遏制违规倾倒厨余垃圾等不法行为。同时,应利用信息化手

段,推动“互联网+执法”,运用大数据分析,全面监控厨余垃圾

各处理环节。为提高处理利用的安全与效率,建议制定严格的安

全操作规范,提升应急处理能力,加强专业培训。此外,在垃圾转

运和处理中应引入安全工程原则和方法,包括车辆安全检查、设

施风险评估、员工安全培训等,以确保垃圾分类工作的顺利进行,

构建完善高效的厨余垃圾处理利用体系。 

5.3注重新技术的运用,提高资源化利用效率 

为了提升厨余垃圾资源化利用的效率与安全性,需要持

续增强对相关技术、设备和产品研发的投入力度。通过不断

加大科技支撑,可以实现对现有技术的逐步优化,进而提高厨

余垃圾的处理速度和效果。同时,高校和科研机构在科技创新

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应积极引领厨余垃圾资源化利用的相关

研究项目。加强产学研的深度融合,有助于将科研成果迅速转

化为实际应用,推动厨余垃圾处理技术不断取得新的突破。此

外,加强适用技术的研究、应用与推广也至关重要,以确保先

进技术能够在厨余垃圾处理过程中发挥最大的效用,从而更

有效地推进资源化利用的进程,为环保和可持续发展事业做

出积极贡献。 

5.4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全民参与的积极性 

从源头减量开始,大力推广绿色生活方式,鼓励各区开展制

止餐饮浪费专项行动,引导辖区中型及以上的餐饮单位在纸质

或电子菜单中印制嵌入反食品浪费提示语,引导消费者按需适

量点餐,扎实推进“光盘行动”,深化“吃得文明”,推动宾馆、

酒店、餐饮、娱乐场所不主动提供一次性消费用品。除此之外,

还应加大厨余垃圾资源化利用的宣传与推广力度。在设施完备

且人流量大的区域,建立资源化利用示范区域,以形成并展示一

套高效可行的处理模式。与此同时,还需大力强化科普教育,利

用其导向功能,积极调动高校、科研机构以及相关企业,使其深

入参与到厨余垃圾资源化相关的科普活动中。这样做不仅能提

升公众对厨余垃圾资源化利用的认知和责任感,还可营造出一

个全民参与、广受关注的积极社会氛围。 

6 结语 

在“双碳”目标的推动下,重庆市厨余垃圾资源化利用的重

要性愈发凸显。本文通过对重庆市厨余垃圾资源化利用的现状

分析,结合相关政策探讨,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

厨余垃圾的资源化利用不仅关乎环境保护,更是实现可持续发

展的重要一环。未来,重庆市应持续关注技术创新、政策优化和

公众参与等方面,推动厨余垃圾资源化利用工作再上新台阶,为

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作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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