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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废弃混凝土是我国建筑垃圾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现如今其资源化利用问题已经受到行业的高度关注。本文对重庆市废弃混凝土的主

要来源、资源化利用现状进行分析,提出了废弃混凝土资源利用的主要问题,并针对现状问题提出废弃混凝土资源化利用的建议和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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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预计2020年我国废弃混凝土量将达6.38亿吨,

并以每年8%的速度增长
[1]
,其中,废弃混凝土量大约占建筑垃圾总量的

50%
[2]
。由于重庆市棚改工程大力开展,废弃混凝土引发的土地占用和环境

污染问题愈发显著。废弃混凝土资源化利用越来越成为解决“垃圾围城”

问题的重中之重。 

将建筑垃圾通过分拣、筛选并回收利用在发达国家早已成为富有成效

的解决方法,例如,在美国,建筑垃圾的资源化率已达到75%；在荷兰、丹麦

等欧洲国家,已达到95%；在亚洲区域,韩国达到了97%,而日本更是达到了

惊人的98%
[3]
。在以上国家,主要采用的是“源头削减策略”,即在建筑垃

圾产生前,就采取措施有效地减少建筑垃圾的产生的可能性,事后则对建

筑垃圾进行分类回收利用,此举不但减少建筑垃圾对土地资源的大量占用

和对水体及大气的严重污染,而且使建筑垃圾重新产生了经济价值。 

《“十二五”资源综合利用指导意见》提出目标：2015年大中城市建

筑废物利用率达到30%。然而,迄今为止我国建筑建筑垃圾的回收利用率实

际上仍为5%左右。 

1 重庆市建筑业发展现状 

目前,重庆市建筑业产值正不断稳步上升。2018年,重庆市建筑业增加

值达到2331.09亿元(图1),环比增长9.8%；建筑业总产值7819.42亿元(图

2),环比增长2.8%。重庆市竣工面积(图3)在2007年至2013年呈现高速增长

态势,在2014年至2018年均保持在13000万㎡上下波动。 

重庆市政府于2007年大力推进的棚改工程和自2010年成立的两江新

区对重庆市建筑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据重庆市统计局资料,自

2007年至2017年总共完成棚户区改造和拆迁共计约3000万㎡。并且,在

2019年至2020年,重庆市政府将继续投资620亿元,完成约11.9万户危旧房

屋的拆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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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废弃混凝土来源 

制度通过召开专家咨询会对招标方案进行审查,用科学的管理手段规避招

标风险。充分发挥好专家咨询会的作用,对招标文件中存在的一般性问题

进行修订,对重大问题先提出初步意见,在专家咨询会上通过各方的商讨

再进行纠正。规范评标的方法和判断标准,对合同中存在的变更及调价等

重大问题或是漏洞等问题用法律的手段进行管控,确保合同双方的利益。 

3.3强化细节管理,实施投标人资格预审模式 

采用网络化的公开透明的方式进行网上报名,通过网络下载招标文件,

降低合格投标人之间的串通等情况。实行最低限价法,防止招标人哄抬造

价而引起的投标人经济损失,在招标管理工作中采用科学合理的办法坚持

低价优选的原则,控制串标单位对中标价的控制行为。管理好评标程序中

评标成员的组成比例,适当增加造价专家的比例,让评价的标准趋于科学

化合理化,更符合水利工程项目建设的要求。 

4 结语 

水利工程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水利工程的建设惠及了人民,

在水利工程建设中的招投标工作的展开更是为水利工程的顺利建设保驾

护航,更是水利工程项目建设的基础工作,因此做好招投标工作是重要的,

更好的是对招标工作进行合理科学的管理,才能使它发挥更好的作用。综

上所述,通过阐述了水利工程招投标工作的重要性以及对管理工作提供参

考性建议,只为更好促进水利工程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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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建筑施工过程产生的废弃混凝土 

建筑施工过程产生的废弃混凝土又可分为由于计划和管理不当造成

的混凝土浪费和桩基础端部破除所产生的混凝土两大类。据统计,每竣工1

万m³的建筑,将产生约550吨的废弃混凝土。结合重庆市房屋建筑竣工面积

(图3),计算出重庆市建筑施工过程所产生的废弃混凝土量,如表1所示。 

表1  重庆市2007-2017年房屋竣工面积及废弃混凝土量统计 

年份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竣工面积(万㎡) 5751 6485 7473 8292 8428 11126 12240 12816 13543 13752 13448

废弃混凝土量(万 t) 316 357 411 456 464 612 673 705 745 756 740
 

注：数据来源于重庆市统计年鉴(2007-2017) 

2.2废弃建筑物拆除所产生的废弃混凝土 

由建筑物拆除所产生的废弃物,受建筑物结构形式的影响,组成成分

差异较大。通过对废弃建筑物拆除产物的分析研究,废弃混凝土的含量约

占总体的54.21%
[4]
。 

赵巍
[5]
等学者指出：拆除每1㎡房屋建筑预计产生1.01-1.35t的建筑

垃圾。此处假设拆除1㎡建筑产生1.0t的建筑垃圾,且废弃混凝土占建筑垃

圾的比例为50%,即每拆除1㎡废弃建筑物产生0.5t的废弃混凝土。计算废

弃混凝土量,如表2所示。 

表2  重庆市2007-2017年棚改工程完成面积 

年份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棚改面积(万㎡) 251.8 240.0 564.8 437.1 106.0 41.2 - - 346.5 356.6 383.9

废弃混凝土量(万 t) 125.9 120.0 282.4 218.6 53.0 20.6 - - 173.3 178.3 192.0
 

注：数据来源于重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7-2017) 

2.3装饰装修产生的废弃混凝土 

装饰装修过程所产生的废弃物大致分为：木材、砖石、钢材、塑料、

胶粘剂、废油漆、涂料、包装物等等,其中,前四类为可回收物,其余为不

可回收物
[6]
。混凝土在房屋建筑中主要用于建筑物基础和主体结构,以及

轻质隔墙。装饰装修一般对主体的结构形式和承重构件布置不作改变,因

此产生的废弃混凝土量相对较少,此处忽略不计。 

3 重庆市资源化利用现状 

利用颗粒整形技术强化所得的再生骨料配制的混凝土力学性能、耐久

性能已接近天然骨料混凝土,完全可以取代天然骨料应用于结构混凝土

中
[7]
。因此,再生粗骨料性能问题得以解决,用途非常广泛(如图4所示)。 

 

经调查,重庆市内的重庆绿盾地坪工程有限公司利用再生骨料配置地

坪用再生混凝土；重庆重交再生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则主要从事道路沥

青混凝土资源化利用工作,利用废旧沥青砼以及废弃水泥混凝土生产再生

集料制备新建道路的沥青砼以及水稳基层。 

由此可见,重庆市废弃混凝土资源化利用企业主要集中于道路和地面

领域,少有企业将再生混凝土用于房屋建筑施工。 

3.1再生混凝土集料生产工艺 

重庆市内采用的再生骨料工艺流程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完全采用机械

化设备处理废弃混凝土,即通过两次破碎及筛分来获得规定粒径范围的再

生骨料,例如周军提出的再生集料生产工艺(见图5)
[8]
；另一类工艺则是在

国外生产流程的基础上加入了人工法来进行筛选,可将钢筋和木材等杂质

初步筛除,以提高后续工序的效率,但缺点是不能去除杂质中的金属碎屑

和碎塑料等,因此工艺中采用了磁铁分离器以及分离台来提高再生集料的

纯度,例如肖建庄提出的再生集料生产工艺(见图6)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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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资源化利用后的再生产品 

重庆市内再生产品可主要分为三类：再生填料、再生水泥稳定碎石基

层、透水再生混凝土路面砖。其中,再生填料是再生集料骨料最普遍、最

直接的利用方式
[9]
。再生集料直接配制级配碎石用于道路垫层、底基层和

基层,也可作为道路过渡层、市政管网沟槽、运动场地基础填充料和用于

地基加固的桩体填料。同时,再生细集料还可用于生产再生集料水泥砂浆

和低等级再生混凝土基层垫层。再生集料可以完全或部分替代天然集料生

产水泥稳定碎石基层,并且,水泥稳定碎石的各项性能与再生集料替代率

密切相关。透水再生混凝土路面砖属于一种新型的生态建材,骨料间以点

接触形式形成混凝土骨架,具备透水调湿的功能,仅能够快读渗透于水,减

少路面积水,而且能够降低城市地面温度,改善居民生活质量。 

4 推广资源化利用的主要问题 

废弃混凝土的资源化利用不仅是技术问题,还需要解决社会、经济、

环境等多方面的问题,更需要全社会的广泛参与。 

4.1缺乏有效机制 

目前重庆市尚无针对产生废弃混凝土的企业(即施工企业)的约束机

制,也没有对废弃混凝土资源化利用企业(如资源化利用中心、再生集料生

产公司、再生混凝土生产公司)相应的激励机制。一方面,施工企业没有责

任约束,为施工简便,更倾向于倾倒废弃混凝土,而不是将其分类后重新利

用；另一方面,再生建材的制作成本往往高于天然材料制成的建材,如没有

政府的相关补贴,将使企业无利可图,直接影响企业的积极性。 

4.2监管有待加强 

废弃混凝土的回收利用在近年来才逐步被重视,因此对其产业链尚且

缺乏有效地监管。在这样的环境下,废弃混凝土往往被归类为渣土而直接

被填埋,而没有被有效地利用。另外,建筑物施工、装饰装修、拆除所产生

的废弃混凝土未被有效统计,使政府、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在对废弃混

凝土资源化利用进行研究时,缺乏可靠、可用的依据。 

4.3废弃混凝土未被有效分类 

不同的建筑产生的废弃混凝土强度差异较大,所生产的再生集料仅能

满足低强度再生混凝土的配制要求,这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再生集料的使

用。因此,在进行再生集料加工前应对其进行分类,只有这样,生产出的再

生集料才能满足房屋建筑所用混凝土的性能要求。 

4.4未形成完整产业链 

到目前为止,重庆市还没有机构达到大规模的废弃混凝土资源化生产,

并且缺少流水线式的机械设备。另外,市内也没有同时设置再生集料生产

机构和再生混凝土生产机构从而形成产业链,这使得再生集料受众很少,

限制了再生集料的推广。 

4.5行业标准亟需完善 

行业内除《混凝土用再生粗骨料》、《混凝土和砂浆再生细骨料》、《碎

砖瓦建筑垃圾再生砌墙砖》等标准外,仍缺乏针对再生集料和再生混凝土的

设计规范、技术规程和施工验收规范。没有完善的标准,就无法准确判断和

衡量再生集料和再生混凝土的质量,自然也阻碍了资源化利用的推广。 

4.6社会接受度较低 

随着政府部门的宣传,再生建材的概念和重要性已逐渐被社会公众了

解。但是,现今公众对于再生建材的接受度仍然相对较低。 

5 建议及解决方案 

5.1建立约束机制,加强监管力度 

结合重庆市实际情况,提高废弃混凝土的填埋处理费用以及天然砂石

的资源税,并构建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统筹管理,由多部门协调、联合管理,

共同参与废弃混凝土资源化利用的监督管理工作。建立健全废弃混凝土的

全量申报管理机制,加强对运输企业收运行为的监管。推行“卸点付费”

机制,防止层层转包造成非法倾倒,使废弃混凝土有效转化为可资源化利

用的原材料。 

5.2建立激励机制,促进产业链形成 

采用政府减免税、低息或免息贷款、设备加速折旧或购置补贴的方式,

将向天然集料使用者和废弃混凝土填埋者收取的税费反哺到旧建筑物拆

卸机构、建筑垃圾回收机构、再生集料和再生混凝土生产机构上,以迅速

扶持、培育产业链的每一环,实现规模化经营。 

5.3完善行业标准及技术规程 

完善的行业标准和技术规程才能进一步引导、推动废弃混凝土资源化

利用这个行业的发展。在政府、高校、行业协会、企业等机构的共同作用

下,结合国内外成功案例以及重庆市实际情况,制定再生产品的质量标准

及质量认证体系,以指导针对废弃混凝土资源化利用的研究和生产。 

5.4加强宣传教育,提高社会认知度 

加强资源化利用知识的宣贯工作,提升政府、企业、社会公众对于建

筑垃圾及其资源化利用的认知程度,让人们充分意识到：建筑废弃物不是

真正意义上的废物,而是宝贵的资源。另外,尝试在公共活动场所增加再生

产品的使用频率,使公众在生活接触中逐渐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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