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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研究报告·行业简评 

国务院印发《“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

方案》，有望打开固废处置新空间 

 

事件：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方案》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方案》，提

出在全国范围内选择 10 个左右有条件、有基础、规模适当的城

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试点，以大宗工业固体废物、主要农业

废弃物、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危险废物为重点，实现源头大幅

减量、充分资源化利用和安全处置。到 2020 年，系统构建“无

废城市”建设指标体系，试点城市大宗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总

量趋零增长、主要农业废弃物全量利用、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

水平全面提升、危险废物全面安全管控，非法转移倾倒固体废物

事件零发生，培育一批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骨干企业。 

同时，《方案》提出将固体废物产生、利用处置企业纳入企业环

境信用评价范围，根据评价结果实施跨部门联合惩戒。对依法综

合利用固体废物、符合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标准的，免征环境保

护税。到 2020 年，在试点城市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全面推行环境

污染责任保险。 

简评 

源头减量、资源化利用及无害化处置构建“无废城市” 

《方案》中指出，建设“无废城市”的方法为固废源头大幅减量，

大力推动资源化利用以及无害化处置。提出到 2020 年，系统构

建“无废城市”建设指标体系，探索建立“无废城市”建设综合

管理制度和技术体系。《方案》提出了强化顶层设计、大宗固废

贮存处置总量趋零增长、农业废弃物全量利用、生活垃圾源头减

量、提高政策有效性及加强风险防控六大任务，并且鼓励地方政

府统筹运用相关政策，支持建设固体废物处置等公共设施，鼓励

金融机构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加大对“无废城市”建设试点的金

融支持力度，将依法严厉打击各类固体废物非法转移、倾倒行为，

以及无证从事危险废物收集、利用与处置经营活动；持续打击非

法收集和拆解废铅酸蓄电池、报废汽车、废弃电器电子产品行为。

此外，《方案》明确规定 2019 年 6 月底前，研究建立以固体废物

减量化和循环利用率为核心指标的“无废城市”建设指标体系，

并与绿色发展指标体系、生态文明建设考核目标体系衔接融合；

并且清晰的规划了 2020 年对各试点城市考核标准，这是继“清

废行动”2018 之后首个从时间、空间多维度全方位精细管理固体

废物处置及利用的试点政策，我们认为该《方案》的印发有利于

固废治理的加速发展以及规范化发展进程，利好固废处置以及资

源化回收利用龙头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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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无废城市”实施步骤 

 

资料来源：《“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方案》，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表 1：《“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方案》主要任务 

主要任务 具体时间及要求 

强化顶层设计 
2019 年 6 月底前，研究建立以固体废物减量化和循环利用率为核心指标的“无废城市”建设指标体系，

并与绿色发展指标体系、生态文明建设考核目标体系衔接融合 

 

将生活垃圾、城镇污水污泥、建筑垃圾、废旧轮胎、危险废物、农业废弃物、报废汽车等固体废物分

类收集及无害化处置设施纳入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范围，保障设施用地。 

大宗固废贮存处置总量趋势零增长 
2020 年，试点城市的大中型矿山达到绿色矿山建设要求和标准，其中煤矸石、煤泥等固体废物实现全

部利用。 

 

2020 年，基本建成废弃产品逆向回收体系，以铅酸蓄电池、动力电池、电器电子产品、汽车为重点，

落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 

农业废弃物全量利用 2020 年，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达到 95%以上，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 75%以上。 

 
2020 年，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85%以上 

 
2020 年，重点用膜区当季地膜回收率达到 80%以上 

生活垃圾源头减量 2020 年，基本实现同城快递环境友好型包装材料全面应用 

提高政策有效性 对依法综合利用固体废物、符合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标准的，免征环境保护税 

 
2020 年，在试点城市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全面推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加强风险防控 开展废铅酸蓄电池等危险废物收集经营许可证制度试点。 

 

建立多部门联合监管执法机制，将危险废物检查纳入环境执法“双随机”监管，严厉打击非法转移、

非法利用、非法处置危险废物 

资料来源：《“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方案》，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确立试点城市，全国
范围内选取10个城市

制定实施方案，2019
年上半年试点城市政

府印发实施方案
组织开展试点

2021年3月底前，试点
城市汇报总体情况，

开展评估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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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宗固废处理综合利用率逐年降低，提升处理能力是关键 

大宗工业固体废物，是指我国各领域在生产活动中年产量在 1000 万吨以上、对环境和安全影响较大的固体

废物，主要包括尾矿、粉煤灰、煤矸石、冶炼废渣、炉渣和脱硫石膏等。本次《方案》中明确要求 2020 年试点

城市内煤矸石、煤泥等大宗固废要实现全部利用。从大宗固废的产生量来看，我国大中城市的粉煤灰、脱硫石

膏和工业炉渣产生量保持着总体增长的态势，2017 年产量分别为 4.9 亿吨、1.0 亿吨和 2.9 亿吨，相比 13 年涨

幅分别为 6.06%、23.07%和 9.43%；煤矸石、冶炼废渣及尾矿产生量有着下降的趋势，2017 年产量分别为 3.3 亿

吨、3.5 亿吨和 8.9 亿吨，相比 13 年产量下降 14.06%、4.89%和 16.89%。从处理能力来看，13 年至 17 年间我国

大中城市所有种类的大宗固废综合利用率都在降低，其中煤矸石综合利用率从 13 年 71.10%下降至 17 年 53.10%，

降幅高达 18 个 PCT；而尾矿的综合利用率最低，2013 年到 2017 年的综合利用率分别为 30.70%、29.70%、28.55%、

26.20 及 27.00%，最高仅为 30%左右；综合利用率最高的为冶炼废渣，2017 年为 89.10%，综合利用率水平整体

较低并且出现逐年降低的趋势侧面映衬出我国目前对大宗商品处理能力的下降，试点城市要完成大宗固废全部

利用的目标最重要的是提升处置能力。《方案》提出要推广先进适用技术装备、推动大宗固废综合利用产业规模

化、高值化、集约化发展，同时在政府投资公共工程中，优先使用以大宗工业固废为原料的综合利用产品，推

广新型墙材等绿色建材应用。该方案提出直接利好大宗固废资源化回收利用处置企业以及建筑节能绿色产业的

发展。 

图 2：粉煤灰产量及利用量情况  图 3：煤矸石产量及利用量情况 

 

 

 

资料来源：全国大、中城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年报，中信建

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资料来源：全国大、中城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年报，中信建

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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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冶炼废渣产量及利用量情况  图 5：工业炉渣产量及利用量情况 

 

 

 

资料来源：全国大、中城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年报，中信建

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资料来源：全国大、中城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年报，中信建

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图 6：尾矿产量及利用量情况  图 7：脱硫石膏产量及利用量情况 

 

 

 

资料来源：全国大、中城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年报，中信建

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资料来源：全国大、中城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年报，中信建

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城市生活垃圾综合利用率较高，垃圾分类及无害化处置发展将成为重中之重 

本次《方案》中提出，将生活垃圾等固体废物无害化处置纳入城市基础设施及公共设施范围内，保障设施

用地；全面落实生活垃圾收费制度，推行垃圾计量收费，加强垃圾分类及可回收利用，推广垃圾焚烧发电等利

用方式。2013 年至 2017 年我国大、中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由 1.61 亿吨增加至 2.02 亿吨，五年综合利用率分别

为 97.41%、97.79%、97.33%、99.11%及 99.45%，综合处理率维持较高水平并且逐年上升。其中生活垃圾排名前

十的城市分别为北京市、上海市、重庆市、广州市、深圳市、成都市、杭州市、武汉市、西安市及佛山市，其

产生总量占全国总量 28.15%。但是就其处置方式来看，卫生填埋方式一直以来是我国垃圾无害化处理的主要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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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但由于卫生填埋存在二次污染、耗费土地资源等问题，而焚烧在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上都更具优势，

故近年来，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得到快速发展。卫生填埋方式占无害化处理比例由 2003年的 84.93%下降至 60.32%，

而 2016 年全国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量达 7378 万吨，占无害化处理总量的 37.50%，相比 2003 年 0.39%占比提

升超过 37PCT，该试点方案的提出将进一步推进无害化处置提升。此外，自 2017 年 3 月国家发改委、住建部发

布《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以来，垃圾分类政策相继出台落地，2018 年 1 月，住建部发布《关于加快推

进部分重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通知》要求 46 个重点城市 18 年均要形成若干垃圾分类示范片区，本次方

案中明确试点城市要落实垃圾分类收费制度，推行垃圾计量收费，加强垃圾分类及可回收利用，垃圾分类正是

中国环卫市场新的机遇。 

图 8：城市生活垃圾产量及利用量  图 9：2017 年生活垃圾产量前十城市 

 

 

 

资料来源：全国大、中城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年报，中信建

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资料来源：全国大、中城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年报，中信建

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严厉打击危废无证经营活动，纳入排污许可制度，严防死守，刺激处置需求加速释放 

《方案》中提到，强化危险废物全面管控，开展排污许可“一证式”管理，掌握危险废物产生、利用、转

移、贮存、处置情况；严格落实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考核要求，强化事中事后监管；依法严厉打击无证从事危

险废物收集、利用与处置经营活动。 

2017 年我国危废产生量为 6937 万吨，同比增加 30%，而截至 2018 年我国危废核准经营规模为 8547 万吨/

年，仅比 2017 年增加 5%，远低于危废产生量增长速度。2017 年我国危废实际经营规模为 2252 万吨/年（含 28

万吨/年收集能力），核准经营规模为 8178 万吨/年，仅占核准规模的 27.54%，按照实际经营规模以及官方统计

的危废产生量计算，危废处理的缺口为 4685 万吨/年，由于官方统计的危废产生量是有企业自行申报的，因此

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瞒报、漏报情况，以 2007 年一次普污结果为基准，2007 年危废实际产生量所为全国工业固

体废物产生量的 2.6%，按照比例计算，2017 年全国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 33.16 亿吨所对应的危废产生量为

8621.39 万吨，则真实的供需缺口将进一步扩大至 6369.39 万吨/年。危废的缺口矛盾是结构性的，集中在无害

化的焚烧、填埋以及资源化中的难处理种类上，未来在许可证审批上，更倾向于集中处置设施上，对处置企业

的技术积累、团队经验以及安全管控上要求苛刻，行业集中度有望进一步提升，龙头企业的优势以及议价能力

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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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危险废物处置利用供需缺口（单位：万吨） 

 

资料来源：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投资建议 

此次方案国务院层面下发，规格较高且涉及到多个部委，可执行度比较高。方案在标准体系、制度建设、

技术提升、资金支持、责任主体、监督奖惩等各方面提出了顶层设计，“无废城市”的试点及推广，有利于促进

城市固体废物的充分利用及处置，相关设施的建设将提速，行业空间将充分打开，龙头企业更为受益。垃圾处

置方面，建议关注行业需求及集中度提升带来的优质垃圾焚烧领域龙头瀚蓝环境（600323.SH）以及监测行业龙

头聚光科技（300203.SZ）。危废处置方面，建议关注在无害化上布局山东、江苏等优势省份的光大绿色环保

（1257.HK）、水泥窑协同处置危废且在手项目充足的金圆股份（000546.SZ）、危废处置经验丰富且重点深耕粤

港澳湾区的东江环保（002672.SZ）。城市环卫方面，建议关注环卫设备及运营服务龙头盈峰环境（000967.SZ）。 

表 2：重点推荐标的（注：光大绿色环保均为港币预测） 

 
  

归母净利润（亿元） EPS（元） PE 

证券代码 公司简称 股价（元） 18E 19E 20E 18E 19E 20E 18E 19E 20E 

600323.SH 瀚蓝环境 14.09  7.98 9.24 10.96 1.04 1.21 1.43 13.55  11.64  9.85  

300203.SZ 聚光科技 23.79  6.04 7.36 9.18 1.33 1.63 2.03 17.89  14.60  11.72  

002672.SZ 东江环保 11.24 5.28 6.86 8.01 0.59 0.77 0.90 19.05 14.60 12.49 

000546.SZ 金圆股份 9.04 5.53 6.98 9.70 0.77 0.98 1.36 11.74 9.22 6.65 

1257.HK 光大绿色环保 6.09 13.02 16.25 22.57 0.63 0.79 1.09 9.67 7.71 5.59 

000967.SZ 盈峰环境 5.80  3.93  18.03  21.54  0.34  0.57  0.68  17.06  10.18  8.53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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