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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陈湘静

编者按
10 月 20 日 本 版 刊 登 的《切

断非法利益链从哪儿下刀？》专
题报道，重点关注了餐厨垃圾前
端 收 集 面 临 的“ 质 ”与“ 量 ”问
题。本期则聚焦餐厨垃圾处理
的后端。

当前，业内普遍认为，餐厨
垃 圾 资 源 化 处 理 是 唯 一 出 路 。
然而，由于处理技术路线单一、
处置费用偏低、资源化产品销路
不畅等原因，这一路线的发展也
并不顺利。

餐厨垃圾到底是可以循环利用的
废弃物还是只需无害化处理的普通垃
圾，目前在相关部委间仍然存在不同意
见。但是对于处理企业而言，餐厨垃圾
资源化已经是惟一出路。

“现在从处理项目整体来看，如果
还只实行无害化的处理路线，我个人觉
得很难走通。”北京嘉博文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总经理黄卫华认为，根本原因在

于地方政府愿意或者能够支付的餐厨
垃圾处置费偏低，而且随着低价竞争策
略更多地被行业后来者应用，付费只会
越来越低。

为了弥补和居高不下处置成本之
间的差额，一定要在餐厨垃圾资源化利
用方面做文章。“目前每吨餐厨垃圾的
安全处置成本大多在每吨 300 元左右，
有的甚至更高。但地方政府的支付水
平一般只有每吨 100 元左右。”黄卫华
表示。

不过，眼下餐厨垃圾的资源化之路
也并不好走。作为主流处理路线的餐
厨垃圾制沼气发电，仍然还没有顺利上
网的案例；生产肥料、饲料则被严格监
管，获得相关部门生产许可证的企业也
是寥寥无几，其相应产品难以实现市场
化销售。

前端的“原料”收集仍在苦苦博弈，
餐厨垃圾资源化产品的出路也不明朗，
这是餐厨处理企业面临的另一重现实
难题。

◆本报记者陈湘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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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餐厨垃圾处理工艺如何选？
综合考虑投资、地域、规模和产品去向，重视设备质量

◆王丽莉

● 收运体系要想真正把餐厨垃圾按时保质保量
地收上来，要盯住3个环节：一是管住产生单位；二是
严厉打击不正规的收运途径，包括营运车辆和组织；三
是严控餐厨垃圾的非法出口

● 解决餐厨垃圾的非法处理处置问题，需从斩断
利益链条和提高违法成本这两点入手。第一要效仿国
外，从源头入手，对餐饮企业的违法违规行为予以重
罚；第二要打经济牌，政府补贴高价收购餐厨垃圾，与
非法产业链打经济战

相关报道

观点

☞ 资源化利用是必
然选择

餐厨垃圾安全处置成本约为 300 元/吨，地方政府的支付意愿却只有
100元/吨，这个差价是处理企业必须面对的挑战

在 E20 环 境 平 台 日 前 组 织 的 餐 厨
垃圾专题沙龙上，E20 研究院执行院长
薛涛表示，餐厨垃圾安全处置的成本大
概在每吨 300 元左右，而现在地方政府
普 遍 的 付 费 心 理 预 期 却 只 有 每 吨 100
元左右。

这个差价是处理企业必须面对的
挑战。对此，黄卫华很坦诚，作为企业
来看更关注的还是价值。“操作这个项
目，除了社会效益，到最后有没有经济
效益？能不能还本付息？一个项目操
作完，还敢不敢接第二个项目？这些问
题才是我们关心的。”

在发达国家，餐厨垃圾属于“谁产
生 谁 付 费 ”，餐 饮 单 位 要 支 付 处 理 费 ，
政府部门也有相应的补贴。而目前在
国内，不收费尚且收不到餐厨垃圾，收
费更是不具备现实基础。资金来源问
题，是目前餐厨垃圾处理商业模式尚不
成型的关键因素。

通过资源化利用路线，挖掘餐厨垃
圾处理的盈利点，已成为处理企业的共
识 。“ 在 处 理 路 线 的 选 择 上 ，就 是 要 考
虑 效 益 和 价 值 。”黄 卫 华 说 ，目 前 餐 厨
垃圾可能的盈利点有 4 个。

他 解 释 说 ，餐 厨 垃 圾 的 液 相 部 分

包 含 油 和 水 。 在 主 流 技 术 路 线 当 中 ，
可 以 通 过 厌 氧 处 理 工 艺 ，大 体 上 形 成
两 个 盈 利 点 ：油 的 深 加 工 ，以 及 生 成
沼 气 。 固 体 部 分 也 有 两 部 分 的 价 值
点 ：可 用 的 有 机 质 和 掺 进 来 生 活
垃 圾 。

“大体估算，这四部分的比例为：可
用 有 机 质 物 料 10%左 右 ；水 70%左 右 ；
油 3%~5%；生活垃圾能达到 15%左右，
可 以 生 产 沼 气 、肥 料 、饲 料 ，提 炼 油
脂。必须分类收集，分项处理，分值应
用 ，才 能 获 得 价 值 最 大 化 。”黄 卫 华
强调。

☞ 资源化产品走向
市场尚有诸多难题

沼气发电，量不大难上网；饲料肥料生产，许可证难拿；生物柴油目
前价格很低

“申请试点项目的时候，餐厨垃圾
厌氧发酵的实施方案中都会将沼气发
电上网，作为资源化产品的利用途径。
但现实是，至今一家企业也没有能够成
功实现。”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下属环
境卫生工程专业设计研究院副院长王
丽莉说。

这令当天的与会者都感到有些惊
讶。对此，她解释说，单独的餐厨处理
项目确实没有沼气上网发电的成功案
例，主要原因在于产量太少且不稳定。

“餐厨垃圾厌氧发酵生产的沼气发电量
除了自用，如果剩余的量不大，电网不
愿意接受。在目前没有相关优惠政策
的情况下，是不具备上网条件的。所以
现在普遍是点火炬了（直接燃烧）。”

“经过处理工艺，物料从多碳降到
单碳，最终却只能直接燃烧。”这在业界
看来是非常大的浪费。目前，已有不少
企业在实践沼气提纯生产民用压缩天
然气项目。去年以来，在山东、河北、安
徽等地，已经先后有餐厨垃圾沼气精制
天然气的项目投产。“这方面工艺比较
成熟，如果投资在处理企业可接受范围

内 ，可 以 进 行 这 方 面 的 努 力 。”王 丽
莉说。

餐厨垃圾中除了液相部分生产沼
气外，其固相部分经过处理工艺可以形
成饲料和肥料。不过这两条路现在也
基本走不通。

据了解，餐厨垃圾主要成分是油脂
和蛋白质，可以替代玉米、鱼粉、粕等加
工成高能蛋白优质饲料。有业内人士
表示，按干物质含量计算，5000 万吨餐
厨垃圾相当于 500 万吨优质饲料。

北京嘉博文自成立之初，就走了另
一条资源化技术路线，即利用餐厨垃圾
生产生物腐植酸，作为土壤碳元素调理
剂，可应用于绿色有机农产品生产。目
前，企业获得了农业部土壤调理剂肥料
登记证。

“只有拿到证书，产品才能上市销
售，否则只能‘一对一’地小范围使用。”
北京工商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系主
任、中环协餐厨垃圾专委会主任任连海
表示，目前来看，国内相关企业大多处
于上述这种情况，产品销路难以打开。
据他透露，这主要是因为获得农业部颁

发的肥料登记证很不容易。需要经过
申报、检测、临床试验等一系列程序，从
生产过程、工艺一致性，到产品质量，都
有非常严格的要求，最后由评审会进行
投票决定。

对此，王丽莉表示，没有正规的肥
料登记证，就意味着不能纳入农业部正
常的肥料目录范围，即便产品质量比一
般化肥好也不行，大多数只能做园林绿
肥。“大家都开玩笑说是出身不好，限制
了产品的出路。”

“餐厨垃圾还有一部分处理后的废
渣可以作为饲料原料。但目前大部分试
点企业也没有生产饲料的许可证。”王丽
莉说，原来国内餐厨垃圾处理项目有很
多都在利用其中的固体部分生产饲料。

“那时地方政府的补贴也低，但是
项目运行得不错。然而自从 2011 年有
关部门启动餐厨垃圾处理项目试点以
后，出于农业安全的考虑，这条资源化
路线被禁止了。其实经过科学规范处
理 ，可 以 利 用 餐 厨 垃 圾 生 产 安 全 的 产
品，但政策制定上采取了一刀切。”王丽
莉说。

☞ 还需完善技术与
产业合作

单一的资源化路线，收入都非常有限，科研单位、企业应通过资源整
合来扩展盈利点

资源化产品出路不通，导致餐厨处
理项目商业模式的不顺畅，更是给处理
企业的日常运营也带来“梗阻”，这是相
关企业急需有所突破的环节。对此，任
连海表示，餐厨垃圾生产资源化产品在
技术上还有很大的完善空间。“比如，厌
氧产沼气，无论是发电，还是生产车用
或民用压缩天然气，现在需要攻克的难
关就是产气的稳定性。”

他解释说，如果产气不稳定，还会
对整个处理系统产生较大影响。因为
我国餐厨垃圾营养成分含量比较高，这
本来是好事。但在厌氧发酵的前段，高
营养成分会导致物料酸化过快，酸的积
累不利于后端的沼气生产。“这样会导
致停止进料，需等到酸被逐步吸收然后
才能恢复进料，影响整个生产。系统怎
么能够顺畅、稳定运行，在技术上还需

要突破。”
“油脂部分是餐厨垃圾中价值最高

的 ，怎 么 能 够 使 其 产 生 高 值 安 全 的 产
品，现在还需要探索。”薛涛说。而在任
连海看来，废弃餐厨油脂的高值回收利
用，还具有更深刻的意义。

“怎么能够防止废弃油脂回餐桌，
这是政策层推动餐厨垃圾处理工程重
点关注的问题。如果通过生产高价值
的资源化产品，能与非法提炼食用油在
价 格 上 进 行 抗 衡 ，就 能 在 行 政 手 段 之
外，利用市场手段引导正规的餐厨垃圾
收运处理。”他说，目前，由餐厨垃圾生
产的生物柴油其价格与非法提炼混入
市场的食用油价格存在巨大差异，使得
非法收运利益链具有明显的经济优势，
从而屡禁而不绝，很容易死灰复燃。“目
前在油脂高值产品方面，技术上有了突

破，但是还未能实现产业化，需要更多
的探索。”

黄卫华则认为，除了技术上要继续
完善之外，科研单位、企业也应加强合
作，通过资源整合来扩展新的盈利点。
他 表 示 ，无 论 是 沼 气 发 电 还 是 油 脂 回
收，单一的资源化路线，目前的收入都
非 常 有 限 ，有 的 企 业 甚 至 已 经 在 赔 钱
了。“能不能两条主流技术路线进行充
分融合，取长补短，将原本各有两个盈
利点扩充为 4 个，我个人觉得这是行业
发展走出困境的重要途径。”

据他介绍，嘉博文此前一直采用高
温好氧发酵技术，生产饲料和肥料。“现
在还抱着这个技术路线不放，就不大合
适了。在液相处理方面，厌氧比我们的
效率高，多两个盈利点。那就尽量地去
寻求合作。”

餐厨能否与生活污泥协同处置？
后续处置有顾虑，前端收集需协调

城市的有机废弃物不仅有餐厨
垃圾，还有数量更为巨大的生活垃
圾 、生 活 污 水 污 泥 等 ，都 包 含 有 机
质，能否将其协同处置？事实上，发
达国家已经有这方面的实践。比如
城市生活污泥可以和餐厨垃圾、厨
余等废弃物协同进行厌氧发酵，弥
补前者有机质不足，提升厌氧发酵
效率。

对此，北京工商大学环境科学
与工程系系主任、中环协餐厨垃圾
专委会主任任连海表示，我国餐厨
垃圾的特点是碳少氮多，为了获得
更好的发酵效果，需要补充一些碳
源。而从其他废弃物中引入碳源是
较好的选择，比如污泥、粪便、秸秆，
包括生活垃圾等，其中最有可能的
就是活性污泥。

不 过 ，据 他 介 绍 ，业 内 对 此 还
有不少顾虑，主要是我国城市污水
中还不同程度混杂工业废水，产生
的污泥有时候成分复杂，含有化学
品 、重 金 属 等 ，对 后 续 处 置 会 产 生
影响。还有一种观点则认为，餐厨
垃圾丢弃前还是食品，里面有很多
的 营 养 物 质 ，属 于“ 高 级 ”废 弃 物 ，
而污泥则是实实在在的垃圾，混杂
在 一 起 影 响 资 源 化 产 品 的 生 产 应
用。“如果生产沼气，那可以一视同
仁 ，主 要 元 素 都 是 碳 氮 ，混 在 一 起
应 该 没 什 么 问 题 。 但 如 果 餐 厨 垃
圾 要 生 产 饲 料 ，搀 和 污 泥 肯 定 不
行。”任连海说。

不过即使只是生产沼气，协同
处置餐厨垃圾和污泥，依然面临着
因“出身”不同而需要协调。“污泥来
自于污水处理系统，餐厨垃圾则归
属市容环卫，将两者聚在一块并不
容易。”任连海说，如果处理处置过
程或者后续过程中出现什么问题，
责任归谁？出于上述一些原因，协
同处置并不顺利，一些先行的城市
都 是 地 方 政 府 出 面 协 调 ，才 得 以
实行。

记者了解到，目前在以垃圾处
理 处 置 为 主 要 内 容 的 循 环 经 济 园
区，具有开展协同处置的空间。如
鄂尔多斯的一个园区，原先是垃圾
填埋场，垃圾来源种类多，就可以在
园区内进行有机质垃圾的分类，然
后协同处理。

对此，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下
属环境卫生工程专业设计研究院副
院长王丽莉表示，他们现在在做工
程咨询和工程设计时，尤其是中小
城市的项目，倾向于协同处置的方
案。建议地方政府在循环经济产业
园里，将生活垃圾、餐厨垃圾、污泥、
建筑垃圾进行分类，分成可燃、有机
等 类 别 ，对 资 源 、能 源 进 行 循 环 利
用，还可以对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所
有污水进行集中处理。

她同时表示，从整体的投资和
效益、污染控制水平来看，目前有很
多城市，尤其是中小城市，已经意识
到循环经济园区建设的好处。不过
这一方案占地较大且对地方政府的
协调力需求很大。

设计餐厨垃圾处理项目，重点
是工艺选择。现有餐厨垃圾资源化
处理主要有生物柴油技术、饲料化
技术、好氧堆肥技术和厌氧发酵技
术等四种处理技术。在选择时要考
虑很多要素，做到经济可行、工艺可
行，项目才能得以合理运行。

一要考虑投资因素。投资因素
是制约整个工程技术选择的一个核
心问题。比如采用厌氧发酵处理工
艺，投资运行成本较高，选择时需要
考虑资金问题。

二是地域因素。比如，在寒冷
地区，若选择厌氧发酵工艺，冬天保
温 时 就 需 要 额 外 耗 能 。 南 方 地 区
100 吨的餐厨垃圾处理项目，选择厌
氧处理工艺能耗是可以平衡的，但
是北方地区就平衡不了。

采用厌氧工艺时需要重点考察
两个问题，一是运行人员的技术水
平。像拉萨地区既缺少技术人员，
又属于寒冷地带；另一个就是投资
问题。基于这两个因素考虑，拉萨
就不适宜采用厌氧工艺。总之，地
域因素也是进行工艺选择时需要考
虑的一个很重要因素，如果选择不
好，投资和成本是不合理的。

第 三 ，处 理 规 模 也 需 要 考 虑 。
有关部门在进行第四批和第五批餐
厨垃圾处理试点城市时，已基本达
成共识，即规模太小的城市，尤其是
50 吨以下的地区，考虑到投资问题
就不选择厌氧处理工艺。

第四，资源化产品的市场销路

问题也需要重视。如果生产出的产
品在当地没有市场，不能对外销售，
无法加以再利用，那就仍是废弃物，
是从一种垃圾变成另外一种垃圾。

另外，选择处理工艺时，还需要
看项目周边有没有配套设施可以加
以 利 用 ？ 比 如 在 循 环 经 济 产 业 园
内，餐厨垃圾处理残渣可以焚烧，沼
气可以借助焚烧发电厂的外网进行
利用，污水还可以一起协调处理，他
们之间可以形成一个物料循环和能
量循环。

值得重视的是，处理效果与处
理设备的材质也有直接关系，因为
餐厨垃圾具有较强的腐蚀性。之前
有 不 少 处 理 厂 不 能 正 常 运 行 的 原
因，就是因为设备容易被腐蚀坏。

餐厨垃圾处理设备的防腐性能
非常重要。若设备防腐性不强，其
使用寿命可能会大大缩短，运行过
程中维修量可能会过大，成本也会
随 之 上 升 ；还 可 能 造 成 处 理 效 果
不好。

在建厂时，还应考虑到餐厨垃
圾跟生活垃圾不一样，气味问题要
严重得多，尽量不能暴露，采用的输
送设备都是螺旋输送机，密闭性要
求高。现在之所以有些企业运转不
好，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收运来
的餐厨垃圾在卸料时，暴露面太大，
这就导致厂区异味大，处理厂就无
法正常运行，地方政府也不可能让
其运行。

本文根据其在E20环境平台的
“餐厨垃圾在行动”专题沙龙的发言
整理，内容有删改，未经其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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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主流处理路线的餐厨垃圾制沼气发电，仍然还没有顺利上网的案例；生产肥
料、饲料则被严格监管，获得相关部门生产许可证的企业也是寥寥无几，产品难以实现
市场化销售。 资料图片

“ 十 二 五 ”期 间 ，餐 厨 垃 圾
处理工作的重点是试点，今后
要在深刻总结的基础上，开展

“十三五”工作，希望未来我们
不走弯路，少走弯路。

——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
下属环境卫生工程专业设计研
究院副院长王丽莉

餐厨处理行业这几年技术
上出了这么多的问题，我认为
是非常正常的。因为目前餐厨
处理项目，其设计大部分来自
于国外。拿着别人的设计来做
我们的事情，肯定不是很吻合，
这 是 必 然 的 。 从 工 程 经 验 来
看，我认为，设计人员、工程人
员、业主三方面的配合是关键
因素。如果三方能配合好，就
能比较顺利的解决问题。如果

一方面设计不好，尤其是业主
配合不好，问题就会非常严重，
这是我对国内餐厨处理出现或
大或小问题的一个亲身感受。

——青岛天人环境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曹曼

餐厨处理这个行业实际上
在“十二五”才刚刚起步，但比
其他类型的垃圾处理起点应该
是高一点，因为一起步就开展
了 100 个试点城市。“十二五”可
能是做前期铺垫工作的五年，

“十三五”，我个人认为应该是
这个行业的发展时期，争取能
够赚钱，希望这个行业的春天
能够来到。

——北京工商大学环境科
学与工程系系主任、中环协餐
厨垃圾专委会主任任连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