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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as become a key focus globally, and the resource recovery of construction waste is also receiving 
increasing attention. The amount of construction waste in China is continuously increasing, and its harmful effects are becoming 
more severe. Due to inadequate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insufficient public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the resource recovery of 
construction waste faces significant challenges. Developed countrie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have been recycling 
construction waste since the 20th century, accumulating rich experience and technology.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methods us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offering practical suggestions that can serve as a reference for China’s efforts in construction waste resource 
recover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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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建构筑废弃物的资源化日益受到关注。中国建构筑废弃物的数量越来越多，其危害性
也越来越大。由于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市民环保意识不足，建构筑废弃物资源化面临很大挑战。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
从20世纪就开始对建构筑废弃物进行资源化处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技术。通过对美日两国的方法进行比较，提出了一
些切实可行的建议，为中国建构筑废弃物的资源化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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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废弃物产量大幅提升，其中

建构筑废弃物占比高达 30%~40%。特别是城区搬迁改造和

自然灾害发生后，产生的大量建构筑废弃物严重危害环境，

影响地上、地下空间规划利用。建构筑废弃物的合理处理和

科学利用，实现其减量化、无害化和资源化，已成为 21 世

纪初工程、环保、科技等领域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这样

的背景下，推进建构筑废弃物资源化，成为中国建设资源节

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有助于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

续发展和循环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 [1]。

2 建构筑废弃物现状

建构筑指建构筑物在新建、拆迁、修缮和装修过程中

产生的废弃物，主要包括工程渣土、混凝土块、沥青块、碎

砖石、金属物料等 [2]。

2.1 来源及分类
建构筑废弃物的来源主要有四类：新建工程、改建工程、

扩建工程以及由地震、洪水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的建构筑物

破坏。建构筑废弃物的分类则主要根据其来源及组成进行分

类，包括土地开挖产生土、道路开挖产生的混凝土、沥青、

旧建构筑物拆除产生的砖、石、土、木、塑、膏、钢等材料，

以及施工过程中产生的仝土、碎料和砂等材料 [3]。

2.2 产量及危害
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到 21 世纪初，中国建构筑废弃物的

年产量从 6000 多万吨激增至约 6 亿吨。2008 年汶川大地震

产生了数亿吨的建构筑废弃物。随着旧建构筑达到使用年限

面临拆迁，每年新建构筑物面积达 16~20 亿平方米，建构

筑废弃物的产量将持续攀升。同时，生产新混凝土所需要的

天然石等也让环境承压，导致愈发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

建构筑废弃物对人类环境的影响具有普遍性和延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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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其普遍性显而易见，但延后性让人们的重视程度降低，

从而加剧了土壤和生态等的污染。建构筑废弃物的危害主要

体现在占地、降地质质量、降空气质量、污染水和海域、破

坏市貌以及恶化人类生存卫生等方面。此外，建构筑废弃物

还会成为安全环保的隐患 [4,5]。

2.3 目前存在问题
中国在建构筑废弃物资源化方面面临诸多问题。首先，

建构筑废弃物分类回收程度不高，绝大多数建构筑废弃物

仍采用混合回收方式，这增加了回收利用和降低危害处理的

难度。其次，建构筑废弃物的利用率低。全国各地年产生数

千万吨建构筑废弃物需大量人力物力进行分拣，导致浪费大

量废弃物里的资源。再次，中国建构筑废弃物利用和处理水

平落后，创新能力落后，设备先进程度低。废弃物一般直接

填埋，近年来部分城市开始采用焚烧，填埋产生的渗滤液和

焚烧产生的有毒有害气体如没有经过合法合规的处理，达到

环保排放标准，会污染环境，使人类健康受损。同时，建构

筑废弃物处理因投资回报率低，大众环保认知度较低，对建

构筑废弃物的合规合法处理的投资少。最后，建设或拆除建

构筑过程中技术能力不足、设备落后、管理粗犷等原因也是

建构筑废弃物产生的因素之一 [6]。

3 建构筑废弃物的回收利用研究

国外关于建构筑废弃物回收利用的研究较早，20 世纪

末主要集中在建构筑废弃物的基本问题上，如来源、分类和

产量等的研究。近年来，国外的研究更注重将建构筑废弃物

当成放错位置的资源，减少产生量和资源回收量并重的研究

开始兴起。

3.1 分选
大部分建构筑废弃物可以通过分离、剔开和破碎后回

收利用，如废弃钢丝、导线等废钢金属经过相关处理后，可

在加工厂重新加工成各种型号的新钢材。废木材可用于制浆

生产报纸或临时能源。废弃砂浆可还原为砂砾进行回收。废

玻璃也可重新改造重复利用。废钢砼和废砖的主要成分为无

机物，具有耐酸碱、粒大、透气好、不膨胀和强度高等特点，

这些都让它们可以回收利用成为新材料。废钢砼经粉碎可以

用于砖等建材制品的生产。而通过各先进工序后也可制成的

性能较好的骨料，用于钢砼工程中，实现最大程度资源化回

收利用 [7-9]。

3.2 减量化
要显著减少建构筑废弃物的产生，有效措施需落实在

EPC（设计、采购、施工）等各方面。首先，优化设计是关键。

建构筑设计应考虑建构筑物的耐久性、减少建构筑废弃物产

生的设计、采用少产生建构筑废弃物的原料、便于将来新、

改、扩、拆时的重复利用问题。其次，确保建构筑物的质量

很重要。必须严厉查处以次充好的行为。再次，建构筑物工

程管理的法律法规制度的严格实施迫在眉睫，需要建立有效

的工程管理制度来奖惩承建商的施工质量。最后，加强建构

筑物施工的监管工作也是减少建构筑废弃物的重要手段。通

过提高施工品质，可避免建构筑材料在运送、保存和施工过

程中的损坏所产生的建构筑废弃物。同时，通过用标准化的

产品能减少废弃物，避免将不同的建构筑废弃物混装，从而

提高建构筑废弃物的回收利用率。

3.3 国外先进资源化的方法
在国外部分较发达的国家，建构筑废弃物资源化回收

利用已成为环保和社会的重要议题。在这些国家，建构筑废

弃物被视为放错了地方的资源 [10]。

3.3.1 美国
美国是最早开展建构筑废弃物回收利用的国家之一。

包括综合利用、分级处理和相关法律规范。早在 20 世纪初，

美国就废旧的道路沥青进行研究。据相关资料，美国年产 3

亿多吨建构筑废弃物，占该国废弃物总量的将近一半。经过

处理后，70% 左右的建构筑废弃物得到回收利用，其余 30%

则以埋或烧的方式处理。该国建构筑废弃物回收利用可分为

3 个层次：低级利用（如现场回填等）、中级利用（如制成

建构筑用砖等）和高级利用（如将建构筑废弃物还原成钢筋、

水泥等）。美国在建构筑废弃物方面有一套健全的政策法规

体系，经历了从政府颁布的法令到政府倡议和企业自觉的 

转变 [11]。

3.3.2 日本
该国由于国内缺自然资源，对建构筑废弃物资源化高

度重视并起步较早。该国将建构筑废弃物视为“建构筑物副

产物”，重视回收利用的开发。20 世纪 70 年代，该国编制

了《再生骨料和混凝土使用指南》，并修建了大量的建构筑

废弃物回收利用工厂。20 世纪 90 年代初，该国又颁布了《废

弃物回收利用法》，规定建构筑物修建及拆迁过程中产生的

所有不同种类建构筑废弃物须送往“回收利用工厂”处理。

该国对于建构筑废弃物的理念是：不从施工场地外排建构筑

废弃物，尽量全部回收利用；有难度的建构筑废弃物应进行

合理合规达标处理 [12-14]。

4 展望

建构筑废弃物的回收利用是一项利国利民的政策。如

建构筑废弃物只回收某一种组分，其附加值将受到限制，也

会造成其他组分的浪费和污染。因此，形成完整的建构筑废

弃物回收利用链条是高效、完整、循环的回收利用的关键。

政府的推动是推动建构筑废弃物回收利用的关键。通过将

建构筑废弃物的回收利用形成自主可控的产业链并进行全

社会技术上的创新，可实现建构筑废弃物杜绝污染并发挥

最大价值的作用。据估算，到 21 世纪 30 年代，中国将有

300~400 亿吨建构筑废弃物产生。如果将其一半回收利用，

将创造约 7000 亿元的经济价值，其社会和环境效益也显著。

建构筑废弃物循环回收将成为循环经济的关键组成。建构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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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物的回收利用不仅解决资源不足，还可以减少环境污染

的多重效果。

综上，建构筑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是中国实现可持续

发展和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必经之路。通过

研究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联系中国的实际，加强建构筑废

弃物的收集、分类、提高回收率和利用率、推广先进的回收

利用技术、装备和管理理念、编制相关法律、规范、指南和

政策以及加强公众资源化意识的培养等措施，我们可有效推

动建构筑废弃物的资源回收利用进程，实现建构筑废弃物的

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等效果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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