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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传统的城市建设和运行往往会产生大量废物，如不进行妥善处理，将对环境、资源和社会造成不利影响，而建设“无

废社会”可实现能源、环境、经济和社会的共赢。“无废社会”是社会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进步必然达到的目标。

雄安新区建设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本文提出要率先以“无废”理念规划和开发雄安新区，打造典范和标杆，为全面建设

“无废社会”打下基础。本文在分析了建设“无废雄安新区”重大意义的基础上，从优化能源和产业布局、构建固体废物分

类资源化利用体系和建立社会治理制度等方面提出了建设思路，并对建设“无废雄安新区”提出了几点战略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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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aditional urban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s often produce large amounts of waste. If not handled properly, such waste 
exerts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environment, resources, and society. The construction of a “no waste society” can achieve win-win 
situation for energy, environment, economic and society altogether. A “no-waste society”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symbol but also an 
inevitable goal of social progres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Xiong’an New Area is a national event which would bring long-term inter-
ests for generations to come. The authors of this paper propose that we should take the lead in building a model for the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of Xiong’an New Area under the concept of “no waste”, so as to lay the foundation for the overall construction of “no-
waste society”. As it analyzes the significance of building a “no-waste Xiong’an New Area,”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construction ideas 
for optimizing the layout of energy and industry, constructing a system of solid waste classification and resource utilization, and estab-
lishing a social management system. It also makes a few strategic suggestions regard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no-waste Xiong’an New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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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雄安新区建设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必须牢

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历史经验表明：城

市或区域在建设和运行过程中，生产和生活产生的

废物累计存量和增量巨大，往往对环境造成严重污

染，对资源造成极大浪费，对社会造成恶劣影响 [1]。 
而“废物”是放错位置的资源，是可以资源化利用的。

因此，我们提出了“无废社会”的概念，即通过创

新生产和生活模式、构建固体废物分类资源化利用

体系等手段，动员全民参与，从源头对废物进行减

量和严格分类，并将产生的废物通过分类资源化充

分甚至全部得到再生利用，使整个社会建立良好的

废物循环利用体系，达到近零废物排放，实现能源、

环境、经济和社会共赢 [2]。“无废社会”是社会进

步程度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进步必然达到的目标。

“无废社会”的实现需要较长期的努力，第一步可

从“无废城市试点”开始。为此，我们提出“无废

雄安新区”，以“无废”的理念规划和开发雄安新区，

打造“无废社会”的典范和标杆。

二、建设“无废雄安新区”意义重大

（一）建设“无废雄安新区”是贯彻落实新发展理

念的重要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规划建设雄安新区，要牢

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要求坚持先谋后动、

规划引领，用最先进的理念和国际一流的水准进行

城市设计，建设标杆工程，打造城市建设的典范。

而“无废雄安新区”的建设，要求因地制宜充分利

用本地可再生能源，打造分布式低碳能源网络，推

进能源供给侧结构改革，深入贯彻“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构建良好的废物

循环利用体系，鼓励全民参与，不断提高国民的文

明程度和责任感，形成绿色、低碳消费观念，养成

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善待自然的意识。建设“无废雄

安新区”要始终突出世界眼光、高点定位、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以人民为中心、注重保障和改善民

生，也是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重要体现。

（二）建设“无废雄安新区”与雄安新区的功能定

位高度一致

国家明确将雄安新区定位为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区、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协调发展示范区、开放

发展先行区，并提出以“建设绿色智慧新城”和“打

造优美生态环境”等作为重点任务。在京津冀地区

经济社会发展存在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问

题的情形下，创新生活与生产发展模式，将“能源

利用最优化、资源利用最大化、环境污染最小化”

贯穿雄安新区的生活、生产过程。建设“无废雄安

新区”，本质上与雄安新区的功能定位和任务要求

高度一致，对保障雄安新区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三）建设“无废雄安新区”综合效益显著

建设“无废雄安新区”，可显著降低污染气体

和温室气体排放，优化水质（包括保护白洋淀的水

体），可减轻原生资源开采、生产和废物处理不当

带来的生态环境破坏，可解决生活中引发的“垃圾

围城”，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是能源革命

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显著的环境效益。建设“无

废雄安新区”，可优化新区生活环境，有利于公民

健康，提高群众对人居环境的满意程度；有利于社

会安定，增强公民对社会和政府的信任感；有利于

提高公民素质，促进每个“社会细胞”绿色化、低

碳化，具有显著的社会效益。同时，固体废物分类

资源化利用和建设分布式低碳能源网络等内涵跨度

大、产业链条长、社会影响深，是能源节约和能源

结构优化的重要手段，是激发创新驱动活力的重要

引擎，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支柱，是经济增长

的新动能，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

三、建设“无废雄安新区”的思路

（一）新区能源和产业的布局要利于固体废物的源

头减量化

创新建设以地热能为主，太阳能、风能、生物

质能等多种清洁能源优势互补的分布式低碳能源网

络；大力开发利用本地的天然气资源，以及通过国

家天然气管网提高天然气的利用比例；能源缺口可

以通过利用便利的国家集中电网，提高用电比例；

实现无固体废物产生的能源体系。

优化产业布局，特别要注意按照循环经济减

量化优先的原则，推行清洁生产，促进产业固体

废物的源头减量；推动余热余压利用、企业间废

物交换利用和水的循环利用；推进产业链循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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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治理集中化、基础设施绿色化以及运行管理

规范化。

（二）构建固体废物分类资源化利用体系

固体废物分类资源化利用体系的实质是指在

生产和生活环节对固体废物进行减量化，从源头

进行分类回收，然后进行分类资源化利用，最后

进行妥善处置。首先，通过建设分布式低碳能源

网络与集中式智能电网相互补充和协作，降低能

源生产带来的废物产生量，优化产业布局和引导

绿色低碳生活方式，以减少工业生产和居民生活

带来的废物产生量；其次，积极落实国家已经发

布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国办发 [2017] 
26 号）等规章制度，着力构建多渠道生活垃圾等

固体废物分类回收体系，推进再生资源回收与生

活垃圾清运处理系统“两网融合”，提升固体废物

精细化分类的水平和效率，为后续资源化利用打

好基础；再次，引进不同类型可将固体废物资源

化利用的企业，将分类后的固体废物资源通过回

收、物质转换、能量转换等途径，得到充分循环

和综合利用；最后，对受技术、经济、环保条件

限制不能利用的少量固体废物，进行对环境无害

化或低害化的安全处理，以防止并减少固体废物

的污染危害和环境风险。

（三）倡导“无废”理念，建立相应的社会治理

制度

鼓励和引导居民养成绿色低碳的生活习惯和消

费方式，从源头减少废物的产生是“无废雄安新区”

建设的重要内容。引导居民在日常衣、食、住、行、

用中选用绿色低碳的消费物品 , 避免过度消费。培

养居民绿色低碳观念 , 自觉抵制能耗大、污染重的

生活物品。引导一种既能满足自身需要又不损害自

然生态的绿色低碳生活方式，以便以较少废物的产

生来达到较高的生活水准。建立一套社会治理制度，

明确居民、政府和企业在垃圾分类和减量中各自应

尽的责任，促进居民做好减量和分类。

四、建设“无废雄安新区”的几点战略建议

为了确保建成“无废雄安新区”，我们提出以“顶

层设计、生态优先，创新引领、制度保障，协同发

展，全民参与”为指导方针，深入贯彻和落实“无废”

理念。具体建议如下。

（一）做好顶层设计、强化生态优先，将“无废雄

安新区”理念贯彻到雄安新区规划和建设的

方方面面

加强组织领导，将“无废雄安新区”的理念融

入到雄安新区的规划和建设的顶层设计中，创新新

区建设和管理模式。强化生态优先，将可再生能源

利用率、资源循环利用率等量化指标作为重要的战

略指标，纳入雄安新区经济社会发展评价和政府绩

效考核体系。鼓励最大限度地利用当地的地热能、

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以及天然气

等相对低碳的能源，因地制宜建设多能互补的分布

式低碳能源网络。构建整个新区的固体废物分类资

源化循环体系，建立不同类型的固体废物资源化的

产业体系，努力实现能源消耗最小化、资源利用最

大化，最终建成“无废雄安新区”。

（二）坚持创新引领、完善制度保障，将规章、标准、

监管落到实处

“制之有衡，行之有度”，制度是管理的基石

和保障，要实现有效的管理，必须首先建章立制。

1. 制定规章

要建立严格统一的新区建设管理体制，制定

规范产业布局、保证生产过程节能降耗、推进资

源循环生产等相关规章制度，明确固体废物产业

源头准入控制、回收、综合利用等环节相关方的

法律责任和管理要求，推进企业生产者责任延伸

制、企业间共生代谢等制度建设。

2. 明确标准

要强化新区资源、环境、安全等技术标准，

提高雄安新区企业准入门槛，禁止高耗能、高污

染企业落地雄安新区。建立能源利用过程的排放

标准体系；建立健全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过程污

染控制标准体系、综合利用产品质量控制标准体

系，重点工业装备再制造技术规范及再制造产品

标准体系；建立工业副产品鉴别标准及质量标准

体系，从产生源头控制固体废物品质，促进可利

用固体废物充分资源化。

3. 加强监管

要重视监管能力建设，合理配置不同部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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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责权，形成分工明确、相互衔接、充分协作

的联合监管工作机制，加强固体废物投放、收集、

转移、利用、处置全过程的环境监管力度。

（三）推进协同发展，以企业为主体，引导全民参

与，树立“无废京津冀”甚至全国“无废社会”

的典范

要加强对雄安新区及周边区域的统一规划管

控，促进与周边城市融合发展。这就要求内部坚持

“一张蓝图的多规合一”，外部则与国家层面的规划、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北京与天津的相关规划协同

制定。为此，首先，在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层面，要

加强与周边地区在分布式低碳能源网络建设上的协

同融合，建立京津冀地区能源协同发展与监督机制；

其次，通过“无废雄安新区”先试先行，在生产、

生活模式创新和固体废物分类回收资源化循环体系

构建等方面总结经验，形成积极的社会示范效应；

最后，通过大力宣传，普及“无废”理念，动员雄

安新区及整个京津冀的民众积极参与到“无废雄安

新区”的建设和决策中来，创新社会治理模式，打

造企业、公众、政府“铁三角”，为“无废雄安新区”

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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