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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生活垃圾焚烧厂超低排放改造实
施方案》编制说明

一、编制背景

2023 年 11 月，国务院印发了《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

计划》，要求以降低细颗粒物（PM2.5）浓度为主线，大力推

动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VOCs）减排，加快形成绿色低

碳生产生活方式。结合我省实际，省政府于 2024 年 5 月印

发《浙江省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提出了全链条推

进大气污染防治的相关工作举措，要求在 2024 年全省启动

生活垃圾焚烧行业超低排放改造工作，2027 年基本完成改造

任务。为此，省生态环境厅会同省建设厅组织编制了《浙江

省生活垃圾焚烧厂超低排放改造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

施方案》）。

现行的生活垃圾焚烧企业污染物排放主要按照《生活垃

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18485-2014）等要求执行，氮氧

化物等大气污染物排放量相对较大。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

污染防治技术的提升，目前已有较成熟的污染防治技术可以

进一步提升生活垃圾焚烧行业的排放水平。近年来，河北、

江苏、深圳等部分地方开展了生活垃圾焚烧大气污染排放提

标的尝试，着力推进行业减排并带动生活垃圾焚烧及烟气污

染控制技术水平持续提升，产生了良好的环境效益。为深入



2

打好我省蓝天保卫战，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水

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有必要基于技术经济合理的原则下

提升生活垃圾焚烧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

二、编制过程

启动《实施方案》编制以来，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

一是全面开展调研。2024 年 1 月起，省生态环境厅组织浙

江生态环境集团、省环科院、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开展全省生

活垃圾焚烧厂推进超低排放改造课题研究，摸排全省生活垃圾

焚烧厂生产运行现状、国内外环保管控政策变化情况，开展污

染防治措施能力、污染物排放水平、清洁运输现状和现有环境

问题分析，为《实施方案》制订提供科学支撑。

二是强化工作对接。省生态环境厅和省建设厅密切配合，

常态化开展联系沟通，分别做好对口业务的调研摸底，多次会

商我省生活垃圾焚烧厂超低排放改造工作可能存在的困难与

问题，共同商讨研究下步工作举措。省生态环境厅加强与多地

生态环境部门进行交流联系，借鉴相关工作经验。

三是多方征求意见。《实施方案》形成初稿后，省生态环

境厅、省建设厅于今年 6 月、7 月两次邀请相关设计单位、科

研院所和高校专家，以及部分生活垃圾焚烧企业代表进行专题

咨询。经多次修改，省生态环境厅和建设厅联合发函征求省级

相关单位、省城市建设管理协会和各设区市生态环境、建委（建

设局）、城管（综合执法）局，以及部分生活垃圾焚烧企业的

修改意见。

三、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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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方案》充分吸纳近年来我省在钢铁、水泥、燃煤锅

炉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的工作经验，结合生活垃圾焚烧行业实

际情况，按照国家相关生态环保管控要求和政策导向开展编制，

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四方面：

一是总体要求。明确指导思想、主要目标和绩效要求。指

导思想强调要强化系统治理、分类施策、协同控制理念，实

现全流程环境管理。主要目标中按 2025 年、2027 年分别明确

改造任务。绩效要求明确了有组织排放控制、无组织排放控制、

清洁运输等 3 方面改造要求。

二是治理任务。提出了 5 方面重点治理任务，包括：严格

新改扩建生活垃圾焚烧项目环境准入、高质量推进超低排放改

造、加快推进垃圾焚烧行业转型升级、鼓励协同开展减污降碳、

强化全过程精细化环境管理。基于各项任务，提出了方向明确

的技术方法和工作举措。

三是保障措施。从加强组织领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严

格评价管理、强化政策技术支撑、实行差别化环保管理等 5 项

提出了相应工作保障要求。分别对生态环境、建设、城管（综

合执法）、财政等部门工作任务提出了要求，明确生活垃圾焚

烧厂是实施超低排放改造的责任主体。

四是相关附件。通过附件、附表形式，细化明确了我省生

活垃圾焚烧企业有组织排放控制指标、无组织排放控制要求、

企业污染排放监测监控要求、清洁运输管理要求等方面的具体

工作要求。

四、《实施方案》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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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方案》坚持以高标准实施改造工程、推进减污降碳

协同原则，力求指标更明确、措施更清晰、管控更有力、减污

降碳更有成效。主要具备以下三方面特点：

（一）结合浙江实际确定差异性目标指标。根据焚烧工艺

技术和烟气净化技术发展，在满足改造目标要求的基础上，引

导企业差别化实施转型升级和超低排放改造。按照超低排放改

造体系，结合国家政策导向和部委指导意见，分别提出有组织

排放指标、无组织排放控制措施和清洁方式运输管控要求。围

绕空气质量改善需求，以 2025 年、2027 年为时间节点，分别

明确了不同阶段改造目标，对杭州市、嘉兴市、湖州市、绍兴

等 4 市提出率先完成更高比例改造任务要求。

（二）加强与国家最新管控要求衔接。近年来，与生活垃

圾焚烧密切相关的生态环境管控国家政策不断完善，国家陆续

发布了《排污许可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生活垃圾焚烧》《排

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固体废物焚烧》《重点行业移动源

监管与核查技术指南》《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动监测数据标

记规则》等技术规范指南，从污染治理、环境监测、运输管理

等方面全面规范了管控要求。推进生活垃圾焚烧厂超低排放改

造，可有效引导我省生活垃圾焚烧大气污染管理与上述国家控

制管理体系衔接，解决现行生活垃圾焚烧大气污染物排放与国

家新提出的管控要求不协调问题。

（三）推进生活垃圾焚烧行业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焚烧

工艺升级和超低排放改造，推进循环流化床焚烧炉关停，解决

生活垃圾焚烧厂邻避效应。有组织排放改造方面，对主要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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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提出更严格管控要求，引导企业选配成熟高效烟气净化技术，

并解决行业管控、地域管控指标不平衡问题；无组织排放改造

方面，按 7 大管控单元 27 条管控措施，细化全流程管控要求，

做到无可见烟粉尘外逸、厂区厂界无明显异味泄露；清洁运输

改造方面，推进门禁地磅升级和管控措施升级，响应国家推进

发展新能源车战略，着力提升新能源车和国六车比例，减少移

动源污染排放。通过这些措施，有效推进生活垃圾焚烧行业转

型升级和绿色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