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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建筑垃圾产量2023年为30亿吨，年产生量以每年

3%5-%的速度增加。

Ø 堆存量超过200亿吨，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率低于

20%。

Ø 建筑垃圾的数量已占到城市垃圾总量的 40%~50%。

Ø 由于建筑设计年限和建筑维护阶段的自然损耗，我

国已有大量的淘汰建筑进入到建筑垃圾处置阶段。

研 究 背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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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成分

道路开挖垃圾 砂石、水泥、金属、混凝土碎块、沥青等

建筑施工垃圾 碎砖、混凝土、砂浆、桩头、包装材料、屋面材料等

旧建筑物拆除垃圾 废砖瓦、混凝土碎块、金属、玻璃、陶瓷、木块等。

土地开挖垃圾 表层土、深层土等

建材生产垃圾 废料、废渣、碎块、碎片、废弃混凝土、多余混凝土等

表1 住建部规范对建筑垃圾的分类

建筑废弃物的资源特点

Ø 建筑垃圾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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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拆除建筑中混凝土垃圾为主要成分，利用方式也较多。

Ø 砖的比例较高，是现阶段的主要特点。

建筑废弃物的资源特点

Ø 建筑拆除垃圾成分

结构 钢筋 混凝土 砖 玻璃 木材 合计
混凝土结构 1.81% 83.8% 9.94% 0.11% 4.13% 100%

钢结构 6.47% 64.89% 18.01% 0.28% 9.24% 100%
砖结构 0.00% 0.00% 70.49% 0.11% 29.37% 100%

砖混结构 0.26% 30.66% 38.32% 0.08% 30.66% 100%

表2 拆除垃圾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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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第一阶段，以简易小作坊模式为主，规模小、环保差，处置技术简单，再生产品附加值低。

Ø 第二阶段，以规模化固定设施为主，环保基本达标，粗放式发展阶段，盈利较差。

Ø 第三阶段，有特许经营许可，进行一定程度的深度资源化利用，简易分离分选，主要靠政府补贴，

市场竞争能力一般。

Ø 第四阶段，多级分离分类工艺和装备，制品种类增多，如再生水泥、砂浆、墙板、砌块等，综合

利用率高，规模大，产品开始有市场竞争力。

Ø 再生产品产业发展阶段：

建筑废弃物高值化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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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道路基层是最常用的方法，量大，但利用价值低，只是建

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的副产品。

Ø 再生骨料，是建筑垃圾的初级再生产品，成本高于天然砂

石，利润不大；

Ø 铺道砖、花格砖等市政用途，附加值低，市场难以预测。

建筑废弃物的资源特点

Ø 建筑垃圾资源及再利用途径
表3 建筑垃圾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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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再生骨料经济性分析

表

Ø 再生骨料是初级利用，价值不高。

Ø 每处理 1t 建筑垃圾可得到的骨料为 0.8t，价值28元，生产成本为29元。

Ø 未计入原材料价值和运输成本情况下，再生骨料的利润为负，企业无法生存。

建筑废弃物高值化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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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可用建筑垃圾再生产品替代建材情况

表6 建筑垃圾再生骨料对再生产品贡献分析

建筑废弃物高值化利用

Ø 再生制品是高值化利用方向，再生企业有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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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建筑垃圾的处理对利用高级产品效益分析

结论：

Ø 再生干拌砂浆、再生墙板的市场需求量、产品利润率和再生骨料含量都较高，是适当的建筑垃圾再生利用产品；

Ø 免烧砖虽然总体效益不高，但市场需求量大，市场风险较小，是当前建筑垃圾再生利用和消纳的主导性产品。

建筑废弃物高值化利用

Ø 高值化利用效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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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建筑垃圾资源化项目有 200多 个，资源化能力为 5.5万 t/a，实际产能3.5万t/a。

Ø 根据考察情况，除非政府补贴到位，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行业，基本上难以持续健康运

营。

Ø 再生产品企业现状及问题

建筑废弃物高值化利用

Ø 建筑垃圾再生产品单一、缺乏实用性、附加值低，是导致企业难以生产的主要障碍。

Ø 对高价值利用的评价应充分关注需求，形成以需求为导向的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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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建筑高值化再生制品利益相关者关心或希望了解的关键指标:

Ø 服役性能：具有一定使用效用，满足市场需要所需性能；能否符合相关标准，在建筑中

使用无障碍；

Ø 质量因素：再生后能达到的质量和性能(质量稳定性、均一性)，打消应用方顾虑；

Ø 经济因素：再生产品比新造产品是否具有综合成本优势（是否有市场竞争力）；

Ø 环境因素：为申请政府补贴提供环保、低碳等标志和性能数据；

Ø 安全因素：再生产品在建筑中应用时的重金属、污染物释放影响。

Ø 再制造：材料的可恢复性、可分离性等。

建筑再生制品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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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服役性能：包括力学性能、特征参数等，根据再生制品的不同，有不同参数。与类似

非再生产品相比，是否在性能上接近或有优势。

Ø建筑再生制品服役性能评价

Ø 对策：1) 制定标准，并与现行应用标准协调。

2) 进行检验测试，对其各参数性能进行评价。

建筑再生制品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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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标准体系不成体系，支撑和覆盖范围不足，尤其是高附加值的再生产品标准缺失。
Ø 缺乏高附加值产品标准（砌块、3D 打印材料、陶粒等）。

Ø 缺少相关再生处理设备标准、资源化企业管理行为的评价标准。

Ø 与工程应用标准不协调。
Ø 例：虽然根据GB/T 25176—2010《混凝土和砂浆用再生细骨料》、GB/T 25177—2010《混凝土再

生粗骨料》中针对不同等级的再生骨料可应用于不同强 度等级混凝土中，但在GB 50164—2011《混

凝土质量控制标准》中明确规定预拌混凝土用粗、细应符合JGJ 52—2006《普通混凝土用砂、石质量

及检验方法标准》，受到标准要求的限制，再生骨料由于本身的各项检测指标不满足要求，因此无法

大范围应用于混凝土中。

Ø 服役性能：再生利用标准存在的问题

建筑再生制品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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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质量因素：产品的均一性、耐久性、质量

稳定性等，打消应用方顾虑。

Ø建筑再生制品质量因素

Ø 对策：建立质量保证评价和追溯机制。

Ø 建筑再生制品质保追溯评价程序：

Ø 原材料评价（杂质含量、污染

物）；

Ø 中间产品质量评价（骨料粒度分

布、骨料力学性能等）；

Ø 再生产品评价（力学、质量）；

Ø 收集、分析与处理试验数据；

Ø 评定：做出定性或定量评定。

Ø 环保标志或认证。

Ø 信息化追溯平台。

建筑再生制品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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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经济因素：再生产品比新造产

品是否具有综合成本优势（是

否有市场竞争力）。

Ø建筑再生制品经济因素

Ø 对策：1）对替代竞争力进行

经济分析和评价；

2）给出建筑垃圾含量。

表1 不同骨料制品成本对比表

建筑再生制品评价

Ø 建立类似碳交易的规则：谁产生建筑垃圾谁付费，谁使用建筑垃圾可根据用量进行税

收减免或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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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环境因素：提供环境负荷、低碳等标志和性能

数据。

Ø建筑再生制品环境因素

Ø 对策：对低碳性能、环境负荷等进行评价，给出

环境、低碳标签，将环境性能、低碳性能等转化

为附加价值。

Ø 重建企业激励法则：政府根据碳标签、环境负荷

性能等对企业进行补贴，促进低碳、环境负荷低

的再生制品的发展。

Ø 建筑再生制品环境负荷评价内容：

Ø 不可再生资源消耗；

Ø 温室效应；

Ø 环境酸化；

Ø 光化学烟雾效应；

Ø 土地占用。

建筑再生制品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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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安全因素：再生产品在建筑中应用时的重金属、污染物释放影响。

Ø建筑再生制品安全因素

Ø 对策：1）制定相应标准；

2）进行重金属、污染物释放等检测。

安全性标准缺失，当制成再生产品时，建筑垃圾中有害物质 若未完全消除，存在安全隐患，

可能对环境和人体造成一定危害，使得人们对再生产品的产品质量、安全性存在顾虑。

建筑再生制品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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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再制造：再生制品的可恢复性、可分离性。

Ø建筑再生制品安全因素

Ø 对策：设计再生产品时即对上述因素进行评价；

符合3R原则，最好能经过简单处理即可重复利用。

建筑再生制品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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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望

Ø 建筑垃圾的信息化平台建设，将全生命周期信息化管理、质保追溯、环境性能

等内容整合在一起，提高建筑垃圾利用效率，促进产业发展。

Ø 建筑垃圾的拆除决策优化、智能化分拣、精细化分拣、分级分类技术将对再生

产品品质提升、提高再生制品附加价值发挥关键作用。

Ø 再生产品的评价和认证认可、标识将推动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再生产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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