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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工业能源消耗仍然以煤炭为主，建材工业煤炭消耗占工业部门

煤炭消耗总量的 7.4％，水泥工业煤炭消耗占建材工业的 83.7%，本

着抓大带小的原则，抓好水泥煤炭总量控制相当抓住了建材煤炭总量

控制，为落实国务院发布的《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

在水泥行业贯彻实施“节约优先战略”和“绿色低碳战略”编写了本报

告，以下摘要报告主要内容。 

 

一. 建材工业发展现状及趋势 

2012 年我国规模以上建材工业企业完成主营业务收入 3.6 万亿

元，同比增长 11.7%，实现利润 2608 亿元，同比下降 1.2%。2012 年

末规模以上建材工业企业数量 2.5 万家，工业总产值 3.9 万亿元，同

比增长 14.6%。完成增加值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14.3%。  

2012 年建材工业能源消耗总量 2.9 亿吨标准煤；消耗煤炭 2.5 亿

吨，消耗电力 2700 亿千瓦时。建材能耗占全国能源消费总量 8％，

占工业部门能耗总量 11.5％；煤炭消耗占全国煤炭消费总量 7％，占

工业部门煤炭消耗总量 7.4％。 

建材工业主要污染物排放主要是废气。根据环保部数据按行业加

工整理，2012 年建材工业废气排放量 10.5 亿立方米（标态）,二氧化

硫排放 187.8 万吨，氮氧化物排放 264.5 万吨，烟（粉）尘排放 254.8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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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2 年建材工业能耗总量产业构成    图 2  2012 年建材工业煤炭消耗产业构成 

 

二. 水泥工业发展现状及趋势 

 1. 水泥工业基本现状 

 2013 年全国水泥产量 24.2 亿吨，生产能力 32.9 亿吨；熟料产量 13.8

亿吨，生产能力 18.6 亿吨。运营生产的新型干法生产线 1586 条，新

型干法熟料生产能力 17.7 亿吨。 

  生产企业约 3500 家，从业人员 90 多万人。新型干法熟料生产能力

占全国熟料生产能力的 95.2%，水泥行业已经完成了工艺结构调整的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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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00 年以来预分解窑规模比重 

 

图 4  2012 年全国分省新型干法水泥熟料产量及分布 
  
 
 

图 4 可以看出，2012 年新型干法熟料产能只有安徽省超过亿吨，

达到 11115 万吨；其次是山东、四川、河南分别为 8710、7730、7171

万吨；除上海、天津、北京产能较小外，西藏、青海产能小于 1000

万吨，为 211、845 万吨；其余大部分省份均在 5000 万吨上下。 

2012 年规模以上水泥制造业能耗总量 2.07 亿吨标准煤；煤炭消

耗 2.08 亿吨 ；电力消耗 1680 亿千瓦时；煤、电消耗占水泥能耗总

量 96.6％。 

2012 年水泥制造业 SO2 排放 109 万吨，占工业排放 5.7％；NOx

排放 198 万吨，占工业排放 11.9％；烟（粉）尘排放 67.1 万吨，占

工业排放 6.5％。2012 年水泥生产综合利用工业固体废物量 5.1 亿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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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工业利用量 25.2％。 

 

 

图 5  我国分省水泥生产燃煤二氧化碳排放示意图 

 

  2. 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1） 水泥总体品质不高。32.5 等级水泥比例大，混合材掺入量

多，熟料系数低，我国实物水泥 1.36 吨才相当于国际平均品质水泥

的 1 吨，但随着 GB175-2007 修订案的出台和 32.5 复合硅酸盐水泥产

品的取消，这一情况会有较大改进。 

（2） 大型水泥公司向社会公众提交的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环境

报告和能源消耗报告只有少数。至今只有中国建材、中国中材、华润

水泥、华新水泥等几家提交了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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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污染物排放的控制种类不够齐全，行业标准有待提高和

健全。企业整体管理水平、自动化和智能化管理水平尚须提升到一个

新的台阶。 

（4） 产业集中度有待进一步提高； 

（5） 水泥窑协同处置可燃废物提高燃料替代率差距较大。节能

减排和绿色发展已成为我国基本国策，政策法规、标准规范不断进步

对水泥工业能效、排放、环保、质量水平的提高都是有力驱动。 

 

三、水泥熟料消费需求预测 

水泥生产工艺过程可概括为“三磨一烧”，即原料、燃料（煤炭）、

水泥粉磨和水泥熟料煅烧。水泥生产直接煤炭消耗环节是熟料烧成，

另外有少量（可忽略不计）的原料烘干用煤。可以说水泥生产煤炭消

耗即是熟料生产煤炭消耗，煤炭消耗预测即是熟料需求预测。 

1. 预测条件界定 

（1）我国近年来熟料占水泥的比例大幅度下降，单纯以水泥消

费量研究预测水泥峰值，不能正确体现水泥消费的内涵。 

（2）为了与选取的国外样本国家的水泥消费更有可比性，消除

熟料系数波动对水泥消费预测结果的影响，本课题对我国水泥消费量

采用水泥熟料消费量做为分析指标进行研究。 

（3）以熟料量预测为基础，适应当前技术标准和产品标准，以

2013 年熟料占水泥的比值为基础，结合水泥产品发展趋势，按不同

比值，折算出不同时期水泥消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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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预测数据采集及分析 

预测研究中对影响水泥熟料需求的主要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共

采集了 14000 多条与课题直接相关的各类数据，结合我国经济建设和

水泥消费特点，选泽具有代表性样本国家和地区：英国、法国、美国、

日本、韩国、台湾、加拿大、西德、西班牙、意大利、澳大利亚。2013

年这些国家人口约占世界的 13%，经济总量占世界的 47%，建立了

关于各主要国家和地区水泥消费及相关经济社会发展完整数据链系

统。 

  课题预测采用多因素综合分析法，分析内容包括： 

（1）历年水泥消费量包括：水泥消费总量、人均水泥消费量、

人均累计水泥消费量 

（2）人均累计水泥消费量时间序列拟合曲线 

（3）人均累计水泥消费量（GDP 增长与水泥消费量回归关系） 

（4）城市化率与人均水泥消费量的关系 

（5）GDP 与水泥消费量的关系 

（6）GDP 增长与水泥消费量变化的弹性系数 

（7）三产比例与人均水泥消费量的关系 

（8）钢铁消费量与水泥消费量的关系 

（9）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及形成率与水泥消费量的关系 

   （10）建筑竣工面积与水泥年消费量的关系 

  2. 预测方法及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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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采用多因素综合分析法，建立相应预测模型，获得多角度预测结

果。结合 AHP 法（层次分析法）、德尔菲法等对结果进行综合分析和

调整。 

  基于近年来我国水泥混合材掺加比例逐年提高，单纯以水泥实物量

无法正确反映水泥煤炭消费实际情况，因而采用预测水泥熟料消费需

求量进行测算煤炭消费需求量和消费趋势。  

  预测结果为：水泥熟料消费量在 2017 年前后进入消费平台区，熟

料消费峰值 2019 年前后出现，峰值量 15.9 亿吨左右。根据对样本国

家数据序列的判断，峰值后 10 年人均水泥需求水平为峰值时的 65%

左右。我国水泥消费是在经济持续增长、结构不断调整的基础上达到

峰值，消费峰值出现后水泥需求特点与日本具有更多相似情况，峰值

出现后，水泥需求将在平台区上波动后逐渐回落。2050 年中国已经

全面进入后工业化时代，虽然水泥消费总量还会出现小的波动，但总

体比较平稳，需求量应维持在峰值的 40-45%左右。 

 

 

 

 表 1  我国水泥熟料消费量预测 

年    份 2015 2020 2030 2050 

水泥熟料需求量（亿吨） 14.8 15.9 10.3 6.8 

水泥消费量 

（亿吨） 

熟料率为 0.58 时 25.5 27.4 17.8 11.7 

熟料率为 0.65 时  22.8  24.5  16.6  10.5 

熟料率为 0.70 时*  21.1  22.7  14.7  9.7 

注：*2013 年我国水泥熟料率 0.57，随着《通用硅酸盐水泥》标准的修订和 32.5 复合水

泥的取消，预计 2020 年以后，水泥熟料率达到 0.70 的可能性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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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水泥熟料消费峰值及消费高峰平台图 

 

四、煤炭总量控制目标及措施 

1. 基准情景下煤炭消费量 

2010 年水泥熟料生产煤炭消耗量折标准煤 1.42 亿吨。以当前基

准情景下的水泥熟料能耗水平和熟料需求进行测算，预测 2015 年、

2020 年、2030 年和 2050 年的水泥行业煤炭消耗量分别为：17600、

19000、12300、8200 万吨标煤。当前能源消耗情景下，水泥行业煤

炭消费峰值于 2019 年出现，煤炭消费量为 19000 万吨左右； 

 
 

表 2   基准情景下水泥熟料生产煤炭消费量及趋势 

年  份 2010 2015 2020 2030 2050 

2010 年能耗水平下煤炭消耗量（万 tce） 14200 17600 19000 12300 8200 

 

2. 节能情景下煤炭需求预测 

（1）节能途径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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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实施水泥产业结构调整，进一步淘汰落后产能；采用高效节

能煅烧技术、水泥窑协同处置可燃性废弃物技术、工业废渣替代原料

技术、高效隔热保温材料及砌筑技术、水泥窑炉富氧燃烧技术等一系

列节能技术；进一步加强水泥能效管理，加强两化融合等措施；水泥

生产单位能耗将进一步降低，熟料烧成热耗预计在 2020 年达到世界

领先水平。  

 

图 7  煤炭消费总量控制技术路线图 

 

（2） 节能情景下煤炭消费量 

   以 2010 年为基准年，采取节煤措施后,单位熟料煤耗呈大幅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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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趋势，到 2020 年单位熟料平均煤耗将由 2010 年的 119.8kg 标煤/

吨熟料下降为 104.6kg 标煤/吨熟料。测算结果表明，技术措施节煤始

终是节煤工作的核心，淘汰落后节煤的贡献率 2020 年后呈下降趋势；

采取一系列节能措施后，煤炭消费峰值较水泥消费峰值提前 2 年，将

在 2017 年达到，峰值量为 17000 万吨标煤。通过对各种措施的节煤

量的定量分析，测算出 2015、2020、2030、2050 年煤炭消费总量。 

 

 

 

 

 

 

 

 

图 8 采取节能措施后单位熟料能耗水平趋势 

  

 

表 3  节能情景下煤炭消费预测 

 

  采取节能措施后，水泥煤炭消费轨迹低于现有能耗水平下的水泥煤

年份 2015 2020 2030 2050 

2010 年能耗水平下煤炭消耗量（万 tce） 17600 19000 12300 8200 

节能情景下煤炭消耗量（万 tce） 16505 16635 9780 6220 

节能与基准情景相比产生的节煤量（万 tce） 1095 2365 2520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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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消费轨迹，二者之间的高度差即为采取节能措施所产生的节煤量。

煤炭消费量随着水泥消费量的变化也将出现消费峰值。 

 

图 9  水泥行业煤炭消费趋势 

 

   （3） 控制情景下煤炭消费量 

根据课题总体要求，提出了 2015、2020、2030、2050 年煤炭消

费总量控制目标分别为：16700、 16500、9700、6000 万吨标准煤。 

表 4  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目标及新增节煤量 

年份 2010 2015 2020 2030 2050 

2010 年能耗水平下煤炭消耗量（万 tce） 14200 17600 19000 12300 8200 

采取节能措施后煤炭消耗量（万 tce） 14200 16505 16635 9780 6220 

预测节煤量（万 tce） 0 1095 2365 2520 1980 

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目标 （万 tce） 14200 16700 16500 9700 6000 

按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目标要求需新增节煤量（万 tce） 0 -195 135 80 220 

 

从上表可以看出，2015 年水泥行业在采取相应的节能措施后煤

炭消耗总量可以满足课题提出的总量控制目标。其他年份与煤炭消费

总量控制目标也相差不大，采取以下措施就可以实现控煤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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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进一步改善产业结构，完成对落后工艺产能淘汰后，要继续

对日产 2000 吨以下的新型干法窑予以淘汰。每等量替换 1 亿吨相对

落后产能，将新增节煤量 200—400 万 tce。 

 （2）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实施企业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 

 （3）组织错峰生产，合理降低产能发挥； 

 （4）加强能源审计，有效提升企业的能效水平，降低生产线能耗。 

 （5）强化能效管理系统，实现两化融合。通过信息化、智能化技术

应用，开展企业生产线的能源检测、统计、分析，实时掌握能耗水平，

通过操作软件实现对生产线能源消耗的优化和管理。 

 

五、实现控煤目标产生的连锁效应 

  1. 节煤潜力大 

  节煤措施主要通过结构调整淘汰落后、用节煤技术和装备实施技术

改造、加强节能管理等措施实现节煤。各种措施节煤通过定量分析，

得出节煤预测量。   

表 5  水泥工业节煤潜力汇总表 

年份 2015 2020 2030 2050 

淘汰落后节煤（万吨） 400 750 500 300 

主要技术节煤（万吨） 575 1315 1720 1480 

管理及其他措施节煤（万吨） 120 300 300 200 

节煤总量（万吨） 1095 2365 2520 1980 

结构调整淘汰落后贡献率 36.53% 31.71% 19.84% 15.15% 

主要技术措施贡献率 52.51% 55.60% 68.25% 74.75% 

管理及其他措施贡献率 10.96% 12.68% 11.90% 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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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从基准情景到节能情景各种节煤措施贡献率预测（%） 

   

 实例 1. 水泥窑协同处置垃圾 

  对垃圾进行预处理后，利用各种垃圾焚烧炉（包括气化炉）焚

烧产生的热量送入分解炉内燃烧，可替代部分燃料。根据水泥窑高温、

碱性物料多等生产特点，吸收在焚烧垃圾过程产生的二噁英等有害物

质，经水泥窑处理后大量减少二噁英等有害物质产生。同时焚烧灰渣

作为原料配料通过煅烧进入水泥熟料，或者作为混合材料掺入到水泥

产品中。以海螺铜陵已投产的 5000t/d 水泥熟料生产线为例，可实现

日处理量 300-600 吨垃圾计算，年可实现节标煤约 1.35-2.7 万吨。 

表 6  水泥窑协同处置可燃性废弃物节煤潜力分析汇总表 

年份 

协同处置生活垃

圾节煤量 

（标煤万吨） 

协同处置污泥节

煤量 

（标煤万吨） 

协同处置工业危险废弃物

及其他燃料替代节煤量 

（标煤万吨） 

合计 

（标煤万吨） 

2010 10 5 1 16 

2015 30 20 5 55 

2020 150 100 20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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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 300 200 50 550 

2050 360 300 100 760 

  

 

图 11  燃料替代分析图 
 

 

图 12 燃料替代占总节煤量的比例预测 

 

  实例 2. 工业废渣替代原料 

  工业废渣（粉煤灰、煤矸石、钢铁渣、硫酸渣、电石渣等等）作为

水泥生产原料（生料配料及水泥混合材）得到综合利用，是当前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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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利用量最大、最为彻底、技术最为成熟的途径和方法。国家出台的

鼓励综合利用工业废渣有关政策和财税奖励政策，促进了水泥工业综

合利用工业废渣的积极性，不但减少了自然资源的使用，而且减少了

水泥熟料的使用量，降低水泥生产过程中燃料和电力消耗。 

 

表 7 工业废渣利用替代技术节煤潜力分析表 
年度     预测熟料产量 

（万吨/年）         

工业废渣利用替代熟料量 

(万吨/年) 

节煤量 

（标煤万吨/年）        

2010 115000 2300 260 

2015 151000 3020 330 

2020 159000 4120 450 

2030 103000 3390 360 

2050 68000 2600 270 

  

 

 

图 13  原料替代量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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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原料替代节煤量占总节煤量比例预测 

 

2. 实现主要污染物和二氧化碳减排 

  水泥工业污染物的减排主要是通过环保技术的进步、节能减

排、加强环保管理工作的提升来实现的，其中降低煤耗、实现煤炭总

量控制目标对污染物减排具有重要贡献。通过以上节能技术的实施，

可以有效降低各类污染物和二氧化碳的排放。 

 

  在以 2012 年为排放总量和单位排放强度为基准对各预测年进行主

要污染物排放测算时，各污染物将会有大幅度下降。 

 

表 8 按各年熟料预测量测算采取节煤措施后 CO2减排情况  单位：万吨 

年份 2015 2020 2030                      2050 

CO2 减排量 1550 4850 5250         3850        

注：CO2 减排量=基准情景下 CO2排放量—控制情景下 CO2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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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按各预测年测算采取节煤措施后煅烧熟料减排 CO2 情况 

 

 

表 9  按各年熟料预测量测算污染物减排量    单位：万吨 

年份 SO2 NOx 烟粉尘 

 基准情 

景下排 

放总量 

控制情

景下排

放量 

减排 

量 

基准情 

景下排 

放总量 

控制情 

景下排 

放量 

减排 

量 

基准情 

景下排 

放总量 

控制情 

景下排 

放量 

减排 

量 

2012 109.0   198.0   67.1   

2015 128.6 121.0 7.6 233.6 168.3 65.3 79.2 64.6 14.6 

2020 135.4 119.7 15.7 246.0 110.9 135.1 83.4 48.9 34.5 

2030 87.7 71.8 15.9 159.3 65.6 93.7 54.0 29.3 24.7 

2050 57.9 46.5 11.4 105.2 43.1 62.1 35.6 18.9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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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各年度基准情景下和控制情景下污染物排放预测 

 

3. 节能技术创造就业机会 

  水泥工业技术发展过程中，总体趋势是生产人员减少和生产效率的

提高。在主要技术节能措施中，高效节能煅烧技术、工业废渣替代原

料技术、高效隔热保温材料及砌筑技术、水泥窑炉富氧燃烧技术的实

施对工作岗位的变动基本不产生影响。 

  工业废渣替代原料技术，重点是电石渣替代石灰质原料的技术，虽

然增加了原料处理等工序，但由于减少了石灰石原料的开采、破碎等

工艺，对就业机会也基本不产生影响。 

  水泥窑协同处置可燃性废弃物技术中，由于单纯性增加了相应工艺

系统，所以在生产体系中需要增加相应的人员配置。此外，水泥窑协

同处置，还将带动可燃性废弃物的搜集、处理、输送等相关行业的就

业。总人数应为直接从业人数的 2 倍。以 2010 年为基数，按每条生

产线新增 30 人计。 

  节电技术中，只有余热发电技术需要新增相应的工艺体系和人员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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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 

  主要节能技术措施中，除水泥窑协同处置废弃物和余热发电需要新

增工作岗位外，其他技术的实施工作人员基本不变。 

 

表 10  以 2010 年为基数测算新增就业机会分析 

新增就业机会项目 2015 2020 2030 2050 

水泥窑协同处置可燃废弃物 
直接就业 600 3000 6000 8100 

带动就业 1200 6000 12000 16200 

余热发电 18000 22000 13000 8000 

合计 19800 31000 41000 32300 

 

4. 污染物治理成本有升有降 

水泥行业污染物治理主要包括烟粉尘和氮氧化物的治理。由于二

氧化硫绝大部分在工艺过程中固化到熟料中，二氧化硫排放可以达到

国家标准，所以水泥企业一般不采取二氧化硫专门治理措施。 

以 5000t/d 新型干法熟料水泥生产线为例，一般情景下污染物排

放治理成本分析如下： 

水泥生产中关键节煤技术的减排潜力和减排单位成本如下（以

5000t/d 熟料生产线为例）： 

表 11  水泥生产关键技术的减排潜力和减排成本 

序号 技术名称 
减排潜力 

kgCO2/t 熟料 

累计减排量 

kgCO2/t 熟料 

减排成本 

元/t CO2 
备注 

1 水泥辊磨终粉磨技术 14.20 14.2 -436.36   

2 纯低温余热发电技术 32.70 46.9 -255.70   

3 协同处置城市垃圾 261.30 308.2 41.15 同步考虑了甲烷减排因素 

4 协同处置污泥技术 115.48 423.68 348.87 同步考虑了甲烷减排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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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2020 年我国主要节煤技术的节煤潜力及成本 

序号 技术名称 

主要技术的节

煤潜力 

万吨标准煤 

主要技术节煤 

累计量 

万吨标煤 

吨节煤成本 

元/tce 

1 第四代篦冷机技术 150 150 -748.79 

2 新型高效燃烧器 170 320 -561.86 

3 高性能耐火材料窑炉砌筑技术 70 390 -500.00 

4 高效分解炉预热器系统 20 410 -265.82 

5 能耗在线检测及分析管理系统 300 710 -12.16 

6 水泥窑炉富氧燃烧技术 30 740 12.32 

7 协同处置城市垃圾技术 150 890 788.20 

8 协同处置污泥技术 100 990 3734.53 

注：（1）以 2012 年为测算基年，采用静态分析的方法，不考虑技术的寿命周期等影响因素

； 

  （2）按照 20 年经营期测算平均经营成本及折旧； 

  （3）生产线为 5000 t 熟料/日，窑年运转时间为 310 天； 

  （4）标准煤单价为 600 元/t；（5）用电价格为 0.5 元/kWh； 

  （6）员工平均工资以 5 万元/年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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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2020 年我国主要节煤技术的节煤潜力及节煤成本 

 

 5. 节电效应显著 

  粉磨是水泥生产过程中用电量最大的环节。 生料、煤粉和水泥制

备均通过粉磨工艺实现。其电量消耗占水泥生产综合电耗的 72%，其

中，生料粉磨电耗约占水泥生产总电耗的 24%，水泥粉磨电耗约占水

泥生产总电耗的 38％ 。因此，积极推广新型粉磨设备和粉磨工艺，

是水泥行业的重要节能减排措施之一。新型粉磨设备（立磨、辊压机

等）与传统球磨机的粉磨效率相比，其效率是球磨机的 1.6～1.8 倍，

系统节电 20-30%以上。生料粉磨采用立式磨与传统的球磨机相比平

均可节省电耗 8-10kwh/t 生料；生料粉磨采用辊压机终粉磨与传统的

球磨机相比平均可节省电耗每吨 13-15kwh/t 生料；采用辊压机加球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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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联合粉磨系统与传统的球磨粉磨比较，粉磨每吨水泥平均可节约

6-10kWh/t 水泥。 

针对我国水泥产品中掺加大量混合材（综合利用工业废渣），对混

合材深加工的研发工作取得进展，将混合材由填充材料转变成提高或

改进水泥某些品质的“激发剂”，或改性成为可以基本替代熟料的新材

料，已经取得很好的使用效果。例如对矿渣和粉煤灰等工业废渣实施

单独超细粉磨，预计未来将有推广前景。水泥熟料和混合材分别粉磨

与混合粉磨术相比，平均每吨水泥可节电在 8-10kwh/t 水泥。 

 

表 13  水泥工业节电潜力汇总表 

 

 

 

    图 18 基准情景到节能情景各种节电措施贡献率预测（%） 
 

 

年份 2015 2020 2030 2050 

淘汰落后节电(万 kwh) 75000 150000 250000 161000 

主要技术节电(万 kwh) 7055230 9449800 7266443 5019200 

能效管理系统建设节电(万 kwh) 144000 230000 346000 774000 

节电总量（亿 kwh) 727.4 983.0 786.2 595.4 

节电量折标煤(万吨) 2540 3425 2725 1975 

结构调整淘汰落后贡献率（%） 2.0 2.5 2.0 1.8 

主要技术措施贡献率（%） 94.9 94.0 88.4 85.1 

能效管理系统建设贡献率（%） 3.1 3.5 9.5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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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政策建议研究 

   鉴于各工业部门政策建议的研究有很多共同特性，本课题只选取

了具有行业独特优势且利国利民、节能环保、符合新常态、利于行业

转型发展的“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污泥等可燃废弃物”进行政

策建议研究。 

   虽然我国水泥窑协同处置各种废弃物处于起步阶段，但借鉴国际

上先进的处置技术，开发了适用我国的实际情况的水泥窑协同处置废

弃物的技术和装备，并在试点企业成功应用，目前水泥窑协同处置废

弃物的推广应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具体政策建议：   

 1、将水泥窑协同处置技术纳入国家“十三五”规划； 

 2、加强法律保证和政策支持力度； 

 3、出台水泥窑协同处置垃圾费用的指导价格； 

 4、国家给予财政、税收、金融支持； 

 5、工信部、住建部联合制定实施细则、标准、制度； 

 6、各地政府统筹规划，积极开展试点工作； 

 7、支持关键技术研发与创新； 

 8、加强生活垃圾分类从源头抓起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