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策】

鼓励拆除现场
资源处置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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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盛丽 孙艳 文/摄

专题

让建筑垃圾美丽重重生生

违建拆除后的建筑垃圾去哪
了？ 你出门遛弯儿看到的那些堆
山造景的土块 、 河湖岸的植草
砖、 小区路面的缘石透水砖……
将可能来自拆违后的建筑垃圾绿
色回收再利用。

在昌平沙河棚改拆除工程建
筑垃圾资源化处置项目现场， 借
助于北京建工研发出来的一款

“神器”， 以往只能用于填埋和堆
放的建筑垃圾被加工成再生道路
材料、再生墙体材料、再生混凝土
骨料等不同种类的再生产品。 无
独有偶， 在北京通州环球主题公
园、朝阳孙河，越来越多的建筑垃
圾开始重生， 实现了从 “无处安
放”到“循环利用”的完美蜕变。

西红门镇工业大院拆除腾退

任 务 涉 及 26个 村 ， 土 地 面 积
15000亩， 建筑面积1074.88万平
方米， 目前已拆除930.81万平方
米。 全部拆除完毕预计产生建筑
垃圾537.44万立方米， 就地资源
化处置后，可生产再生骨料403.08万
立方米。

西红门地区共有13个点位 、
16台机器同时作业进行建筑垃圾

资源化处置， 日处理渣土量5万
立方米。 截至目前， 已累计处理
渣土300万立方米， 生产再生骨
料225万立方米， 其中150万立方
米再生骨料已被应用到路基回
填、 临时道路铺设、 制砖等工程
项目中。 后续工作中， 该镇将在
生态公园建设、 河道治理等方面
大力推广再生骨料的应用。

从“无处安放”到“循环利用”

建筑垃圾如何处理， 一直是城市建设面临的棘手问题。 怎样让建筑垃圾
“变废为宝”？ 近日， 北京市出台的 《关于进一步加强建筑废弃物资源化综合利
用工作的意见》 从政策层面给出指导。 在实践中， 借助科技元素， 建筑垃圾也
完成了华丽转身被再利用应用到基础设施建设中。

为提高资源化处置效率和利
用比例， 《关于进一步加强建筑
废弃物资源化综合利用工作的意
见》 提出拆除类项目， 应当在拆
除现场实施建筑废弃物资源化综
合利用。

各区可因地制宜建设1-2个
临时性 （或半固定式） 建筑废弃
物资源化利用设施， 待任务完成
后拆除， 相关部门将依法加快办
理手续； 需要转运或现场无法实
施资源化综合利用的， 应按照城
市管理部门的相关规定将建筑废
弃物运至有资质的消纳场或固定
式资源化处置工厂进行合理处
置。 无法实施资源化处置的， 应
按照 “谁产生， 谁负责” 以及行
业监管的原则， 由产生单位妥善
处置。

建筑垃圾资源化的问题随着
城市快速发展建设的步伐， 受到
了全国政协委员的关注， 多位委
员向全国政协提交相关提案。

全国政协委员许进建议， 将
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这个涉及城
市发展和民生的重大问题纳入城
市规划当中。 在淤泥渣土收纳场
附近预留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场
地并无偿提交给建筑垃圾资源化
利用企业使用。 同时， 要制定相
关政策， 像监管报废汽车那样监
管建筑垃圾的流向， 制止偷倒、
乱倒建筑垃圾的行为， 重罚违法
倾倒建筑垃圾的企业， 包括罚款
和取消参加招投标的资格。

许进建议， 尽快完善建筑垃
圾再生建材的质量标准体系， 不
能让 “标准” 成为建筑垃圾再生
建材进入市场的障碍。 同时， 政
府还要为建筑垃圾再生建材找好
“归宿”。 建议在市政基础设施工
程路面基层材料中， 再生材料替
代使用率应不低于30%； 申报三
星绿色建筑的项目， 再生材料及
衍 生 产 品 的 使 用 率 不 应 低 于
15%； 申报其他绿色建筑不应低
于10%。 将建筑垃圾综合利用产
品纳入政府投资项目采购目录，
对于政府投资项目， 再生材料使
用率不低于30%。

“建筑垃圾回收再利用是一

项系统工程， 需要政府多部门的
参与与支持。” 全国政协委员连
介德也提出， 将建筑垃圾清运项
目建设用地纳入城市建设规划；
政府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前提下，
明令各工程项目使用一定比率的
再生资源。 发改、 规划建设、 环
保、 市场监督等部门要在项目立
项、 规划、 环评、 注册等环节给
予优先考虑； 国土资源部门通过
出让、 租赁或临时用地等方式，
保 障 建 筑 垃 圾 消 纳 企 业 的 用
地需求。

连介德提出， 建立由市场在
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管理机
制 ， 强化 “源头控制 、 全程跟

踪” 的建筑垃圾减量化机制， 形
成 “谁污染、 谁付费” 的建筑垃
圾处置定价机制， 制定 “建筑垃
圾源头削减策略”， 最大限度地
减少建筑垃圾数量。 建议城管部
门要继续完善管理体系， 统筹协
调建筑垃圾管理全过程， 国土和
规划部门要在用地、 项目选址上
给予支持， 税务部门要落实税收
优惠政策， 住建、 经信等部门要
研究政策， 逐步将建筑垃圾资源
化利用产品纳入绿色建材推广目
录， 对政府投资的公共建筑、 保
障性安居工程、 城市基础设施建
设项目， 要优先采用符合标准的
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产品。

据统计， 2017年度北京市建
筑拆除5985万平方米， 2018年还
将实施4000万平方米的建筑拆
除。 急剧增长的建筑垃圾问题，
给城市的发展建设提出了新的课
题， 做好建筑垃圾处理工作刻不
容缓。

去年， 朝阳区孙河乡棚改项
目正式启动， 成片成堆的建筑垃
圾并没有让政府为如何处置而发
愁。 建筑垃圾 “变废为宝” 就地
成材反哺到棚改建设项目上， 这

都源于科技元素的使用。 这是我
国第一次在棚改现场使用建筑垃
圾原位处置设施， 占地70余亩的
生产线可以让90%以上的建筑垃
圾转化为再生骨料，经过再加工，
产出品类繁多的再生产品， 回归
应用于孙河区域基础设施建设。

生产出的再生骨料用到哪
儿？ 在孙河棚改现场， 就有这样
一条 “再生路”， 共消耗还原土
1500吨 、 再生骨料700吨 ， 路基
和路床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朝阳孙

河棚改拆迁现场建筑垃圾资源化
处置项目。

据介绍， 该路段建设从原料
性能实验到方案编制和设计， 再
到铺设完成后检查验收， 历时7
个月， 共进行了37项检测， 得到
了171项检测数据。 第三方检测
结果显示， 这条 “再生路” 各项
指标均优于当前的二级公路相关
国标要求。 目前孙河棚改建筑垃
圾原位处置设施每年可以处理70
万吨的建筑垃圾， 孙河地区的棚

改垃圾三年计划产生210万吨 ，
并都将在此 “变废为宝”， 生产
的再生骨料的杂物含量保持在千
分之一以下， 远低于国家标准要
求的百分之一。

在朝阳孙河项目配套建设的
再生道路材料生产线将继续产出
更多高品质再生骨料， 再加工成
为地面步道砖、 透水砖和优质砌
块， 并用于朝阳区湿地公园等规
划中的未来城市 “绿心” 和基础
设施建设。

拓宽处置利用
费用来源

建筑工程由谁拆除？ 如何确
保资源化再生品得到妥善使用 ？
《意见》 从拆除、 设计源头给出
了答案。 在建筑拆除方面， 市发
改委相关负责人还介绍 ， 《意
见》 要求拆除实施主体具备资源
化处置利用能力， 制定处置利用
方案并落实， 各区负责监管。

在建筑设计方面， 《意见》
双管齐下， 一是要求建设单位在
设计文件中明确建筑废弃物再生
品的使用， 施工图审查单位负责
对相关内容进行审查； 二是要求
施工单位按设计要求使用建筑废
弃物再生品 ， 监理单位实施监
理。 目前，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已
制定出现阶段 《建筑废弃物再生
产品主要种类及应用工程部位》，
未来将根据市场供需情况调整再
生产品种类及应用要求， 建筑设
计师可以据此准确界定建筑废弃
物再生品使用范围。

此外， 为在市场大力推广建
筑废弃物再生品， 《意见》 一方
面严把质量关， 要求建筑废弃物
再生产品的质量应符合相关技术
标准和规范的规定； 另一方面要
求政府投资项目率先在指定工程
部位使用建筑废弃物再生品， 并
鼓励社会投资工程优先使用建筑
废弃物再生产品。

为确保建筑废弃物资源化综
合利用工作落到实处， 给建筑废
弃物资源化处置预留出专项资
金， 《意见》 明确拆除工程建筑
废弃物资源化处置费用应由发
包、 承包单位在合同中明确， 合
同价格不高于现行建筑垃圾处理
费标准的150%， 并纳入项目拆
除成本或项目建设成本中。

此外， 为拓宽资源化处置与
综 合 利 用 费 用 来 源 ， 据 市 发
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意见》
还提出资金支持与政策扶持两大
创新举措。 一是提出 “疏解整治
促提升” 专项行动资金可用于支
持 各 区 违 建 拆 除 产 生 的 建 筑
废 弃 物资源化处置与综合利用
费用支出； 二是提出资源化处置
企业可按照相关规定享受税收优
惠政策。

实行拆除利用
一体化管理

【探访】

引入科技元素处置建筑垃圾

【效果】

建筑垃圾变身再生材料

【建议】

政府搭台为再生建材找“归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