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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固体废物系统分析及优化管理技术》

前言

　　近年来，随着城市社会和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固体废物产生量增长迅速，由此给我国城市生态
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尽管在各级政府的努力下，我国城市固体废物处理设施的建设取得了显著的
进展，但目前大部分已建成的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处置设施技术标准还不高，还存在二次污染，这给
环境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本书注意追踪国内外城市固体废物系统管理方面研究的新进展，力求做
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本书主要介绍我国大中型城市固体废物产生、处置、管理特点；城市固体废物
综合评价、诊断；从经济和环境两者结合的角度，解决城市固体废物管理的优化问题等内容。全书共
分为6章，第1章介绍了我国城市化的发展进程，并对城市固体废物产生、处理、处置、管理以及存在
的问题进行了初步分析；第2章介绍了国内外城市生活垃圾研究现状，并以北京和深圳为例，在分析
相关数据的基础上，建立系统动力学模型和最优组合预测模型及对生活垃圾产生量和成分进行预测；
第3章主要对北京市电子废物、塑料废物及工业废物产生量进行了分析和预测，并对电子废物、塑料
废物及工业废物综合利用提出建设性意见；第4章运用物流分析及生命周期评价技术，分析了北京市
垃圾处理的情况；第5章构建了城市固体废物优化管理系统，建立了城市固体废物不确定性多目标优
化模型，并对案例城市——北京进行应用，提出了综合管理的方案；第6章在建立北京生活垃圾管理
系统调控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源头削减化策略。本书的出版将进一步推动我国
城市固体废物系统优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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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城市固体废物系统分析及优化管理技术》采用系统分析的方法对我国大、中型城市固体废物产生、
处置、管理特点进行了综合分析。首先，笔者将实地调查和收集历史数据相结合，对深圳、北京两大
城市的固体废物产生量及成分进行深入的研究与分析，同时采用生命周期思想和物质流分析理论对固
体废物的产生、收集、处理以及回用系统进行了研究。其次，笔者在对各种不同处理方式进行物流分
析的基础上，对填埋、焚烧、堆肥等方式的环境影响进行了评价，建立了生命周期的管理系统。再次
，以多目标不确定性规划方法为基础，引入污染损失理论计算固体废物处理过程的污染损失，建立了
基于城市生命体健康和经济投入最小的城市固体废物不确定性多目标动态优化模型，从而使经济和环
境有效地统一起来，更加客观地解决城市固体废物管理的优化问题。最后，笔者采用城市固体废物管
理系统调控模型对北京市各种处理方案进行了比较，并提出了我国固体废物处理、处置的最佳模式，
为城市固体废物管理部门提供了有力支持。
《城市固体废物系统分析及优化管理技术》适合国内外广大从事城市固体废物管理的技术人员、研究
人员和大专院校相关专业师生参考。

Page 3



《城市固体废物系统分析及优化管理技术》

书籍目录

前言第1章  我国城市固体废物管理系统概述  1.1  城市化的定义及发展进程    1.1.1  城市化的定义    1.1.2  
城市化的主要表现形式及阶段性    1.1.3  城市化发展的推动力    1.1.4  城市化进程  1.2  我国城市固体废物
产生、处理、处置及管理    1.2.1  产生量增长速度开始减缓    1.2.2  生活垃圾成分变化较大，包装类废物
增加显著    1.2.3  生活垃圾处置的不完善对环境造成普遍的污染  1.3  我国城市固体废物管理问题分析   
1.3.1  管理体制不健全    1.3.2  缺乏合理的经济政策    1.3.3  管理技术自主开发能力不足第2章  城市生活垃
圾产生量及成分预测研究  2.1  国内外研究现状    2.1.1  传统预测模型    2.1.2  现代动态预测模型  2.2  城市
生活垃圾产生量及成分的影响因素分析    2.2.1  内在因素    2.2.2  自然因素    2.2.3  个体因素    2.2.4  社会
因素  2.3  北京市生活垃圾产生量预测的系统动力学模型    2.3.1  北京市概况    2.3.2  北京市生活垃圾产生
量预测的系统动力学模型  2.4  北京市生活垃圾产生量的其他预测方法及综合分析    2.4.1  多元线性回归
法    2.4.2  灰色系统法    2.4.3  类比法    2.4.4  不同预测方法预测结果比较  2.5  我国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的
最优组合预测模型    2.5.1  最优组合预测模型    2.5.2  我国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的最优组合预测模型  2.6  
北京市生活垃圾成分预测的系统动力学模型    2.6.1  系统分析    2.6.2  系统流程图    2.6.3  模型参数确定   
2.6.4  模型预测结果  2.7  生活垃圾产生量预测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在深圳的应用    2.7.1  深圳市概况    2.7.2 
系统动力学模型在深圳市的应用    2.7.3  生活垃圾产生系统行为模拟分析及调控方法第3章  城市静脉产
业  3.1  电子废物再生利用系统    3.1.1  中国电子废物再生利用产业体系建设现状    3.1.2  青岛电子废物回
收处理  3.2  北京市电子废物产生现状及预测    3.2.1  北京居民电子电器产品购买量    3.2.2  居民电子电器
产品拥有量    3.2.3  机关企事业单位电子电器产品拥有量  3.3  北京市电子废物产生量系统动力学模型预
测    3.3.1  研究范围    3.3.2  北京市电子废物产生量预测    3.3.3  预测结果    3.3.4  预测结果讨论    3.3.5  促
进我国电子废物循环利用与无害化的政策  3.4  北京塑料循环利用现状的分析    3.4.1  塑料制品和配件来
源    3.4.2  生产过程中部分塑料已经回收再生    3.4.3  塑料制品和配件去向    3.4.4  每年进入垃圾的塑料量
   3.4.5  每年度塑料回收量    3.4.6  现有的回收再用系统    3.4.7  没有回收再用的废弃塑料量    3.4.8  北京市
废塑料再生产业存在问题    3.4.9  北京市废塑料产生量系统动力学预测模型    3.4.10  北京市废塑料产生
量分情景预测    3.4.11  北京市各功能区废塑料产生量分情景预测    3.4.12  北京市废塑料形态和成分比例
预测    3.4.13  综合分析    3.4.14  北京市废塑料循环经济和再生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3.5  北京市工业固体
废物产生量预测研究    3.5.1  最优组合预测模型    3.5.2  单项预测方法    3.5.3  最优组合预测    3.5.4  结论
第4章  城市固体废物物质流分析及生命周期评价  4.1  物质流分析概述    4.1.1  物质流分析    4.1.2  实物投
入产出法    4.1.3  各种方法的比较分析  4.2  循环经济系统的物流网络  4.3  物质流网络参数    4.3.1  循环结
构参数    4.3.2  循环功能参数  4.4  垃圾管理系统的物流网络  4.5  北京垃圾处理的物质流分析    4.5.1  收运
系统物质流分析    4.5.2  焚烧系统物质流分析    4.5.3  垃圾填埋处理物质流分析    4.5.4  城市生活垃圾中有
机成分好氧堆肥物质流分析  4.6  城市固体废物生命周期评价方法与案例研究    4.6.1  生命周期评价方法 
  4.6.2  北京市生活垃圾处理方式的生命周期评价    4.6.3  结论第5章  城市固体废物优化管理技术方法与
案例研究  5.1  国内外研究进展    5.1.l  城市固体废物确定性优化管理模型研究    5.1.2  城市固体废物不确
定性优化管理模型  5.2  城市固体废物优化管理方法研究    5.2.1  研究对象的确定    5.2.2  我国城市固体废
物产生特性    5.2.3  城市固体废物的物理组成    5.2.4  优化规划方法研究    5.2.5  城市固体废物管理系统的
特点    5.2.6  城市固体废物不确定性多目标动态管理优化模型  5.3  城市固体废物不确定性多目标动态优
化管理模型    5.3.1  优化原则    5.3.2  规划范围和目标    5.3.3  优化模型建立程序    5.3.4  优化模型  5.4  不确
定性多目标优化模型的实例分析    5.4.1  佛山案例    5.4.2  深圳市固体废物管理系统案例研究    5.4.3  优化
结果分析比较    5.4.4  小结  5.5  模型应用结果分析与讨论    5.5.1  固体废物管理费用    5.5.2  约束条件分析
   5.5.3  影响因素    5.5.4  综合处理策略    5.5.5  小结  5.6  不确定性机会约束混合整数规划在北京固体废物
管理中的应用    5.6.1  不确定性机会约束混合整数规划模型    5.6.2  北京实例分析    5.6.3  小结第6章  北京
市固体废物管理系统调控模型  6.1  模型构建思路    6.1.1  城市经济子模块    6.1.2  垃圾产生子模块    6.1.3  
垃圾收运子模块    6.1.4  垃圾回收子模块    6.1.5  垃圾堆肥处理子模块    6.1.6  垃圾填埋处理子模块    6.1.7 
垃圾焚烧处理子模块    6.1.8  垃圾处理环境损益子模块    6.1.9  垃圾管理系统总效益子模块  6.2  北京市生
活垃圾管理系统模拟结果分析    6.2.1  参数选取与模型验证    6.2.2  模拟方案设计    6.2.3  方案1：自然发
展趋势    6.2.4  方案2：人口控制方案    6.2.5  方案3：经济调控方案    6.2.6  方案4：回收控制方案    6.2.7  
方案5：全面优化调控方案    6.2.8  方案6：全面调控下的企业运行方案  6.3  各方案模拟结果比较分析 
6.4  调控方案  6.5  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源头减量化建议    6.5.1  建立环境友好型生产消费方式    6.5.2  推

Page 4



《城市固体废物系统分析及优化管理技术》

行生活垃圾按量收费制度参考文献

Page 5



《城市固体废物系统分析及优化管理技术》

章节摘录

　　一是集中型城市化。集中型城市化主要出现在城市化的初级阶段和中级阶段。这时农业剩余劳动
力、农村人口和农业资本逐步向城市集聚，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中小城市的物流、人流向大城市的集
聚，从而使城市数量增加，城市规模扩大。二是分散型城市化。分散型城市化主要是指城市功能、城
市资源、城市活动向周边辐射和扩散，使周边地区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城市化的过程。20世纪50年代
后，一些特大型城市考虑到人口压力和交通压力以及由此出现的一系列经济、社会、环境问题，在城
市周边修建卫星城，使城市功能、资源有计划、有组织地向外扩散和分流，即逆城市化。同时，一些
国家和地区相继出现了以一个特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带”和“城市群”，这些都是分散型城市化的
结果。分散型城市化一般出现在城市化中级阶段的后期或城市化高级阶段。三是自生型城市化。有一
些城市既不是集中型的结果，也不是分散型的产物，而是由于本地区带有特殊意义的开发建设所形成
的新兴城市。从这些城市化类型的发展阶段看，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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