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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工业固体废物是指在工业生产活动中产生的固体废物。固体废物的一类，简称工业废物

，是工业生产过程中排入环境的各种废渣、粉尘及其他废物。可分为一般工业废物（如高炉

渣、钢渣、赤泥、有色金属渣、粉煤灰、煤渣、硫酸渣、废石膏、脱硫灰、电石渣、盐泥等

）和工业有害固体废物，即危险固体废物。

        2019年，全国共有200个大、中城市向社会发布了2018年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信息。其

中，应开展信息发布工作的47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和55个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均已按照规定发

布信息，还有98个城市自愿开展了信息发布工作。2014-2019年中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信息发

布数量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2-2028年中国工业固体废物行业前景展望与市场调查预测报告》

共十九章。首先介绍了工业固体废物行业市场发展环境、工业固体废物整体运行态势等，接

着分析了工业固体废物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工业固体废物市场竞争格局。随后

，报告对工业固体废物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工业固体废物行业发展趋势

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工业固体废物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工业固体废物行业，本

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

数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

市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

据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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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工业危险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分析

12.3.1　危险固体废弃物概述

12.3.2　我国工业危废的产生与处理处置状况

12.3.3　工业危废处理处置技术状况分析

12.3.4　我国已建成运行的工业危废处理处置中心

 

第十三章　2015-2019年中国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试点基地发展分析



13.1　已获批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试点基地分布

13.2　承德市

13.2.1　承德市国家级尾矿及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基地建设全面启动

13.2.2　承德市尾矿及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开发利用的重要意义

13.2.3　承德市尾矿及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开发利用发展目标

13.2.4　承德市尾矿及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的保障措施

13.2.5　承德将成为中国最大尾矿综合利用示范基地

13.3　朔州市

13.3.1　朔州市财政支持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示范基地建设

13.3.2　工业固废综合利用成为朔州市支柱产业

13.3.3　朔州市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现状

13.3.4　朔州市固废工业园区建设状况

13.3.5　&ldquo;十三五&rdquo;朔州市工业固废综合利用发展规划

13.4　攀枝花市

13.4.1　攀枝花市工业固体废物基本情况

13.4.2　攀枝花市工业固体废物产业分类利用情况

13.4.3　攀枝花市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示范基地建设取得的成效

13.4.4　攀枝花市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示范基地建设存在的主要瓶颈

13.4.5　推进攀枝花市工业固废综合利用基地建设的建议

13.5　贵阳市

13.5.1　贵阳市工业固体废物的来源

13.5.2　贵阳市工业固体废物处理率

13.5.3　贵阳市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现状

13.5.4　贵阳市工业固体废物处置现状

13.5.5　贵阳市工业固体废物管理措施及建议

13.6　其他试点基地

13.6.1　鄂尔多斯市

13.6.2　本溪市

13.6.3　丰城市

13.6.4　招远市

13.6.5　平顶山市

13.6.6　河池市



13.6.7　个旧市

13.6.8　金昌市

 

第十四章　2015-2019年中国重点省市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状况（除试点基地）

14.1　吉林省

14.1.1　吉林省工业固体废物状况

14.1.2　吉林省各地区固体废物环境管理现状

14.1.3　吉林省各行业工业固体废物状况

14.1.4　吉林省循环利用工业固体废物状况

14.2　上海市

14.2.1　上海市各典型行业工业废物组成与发展情况

14.2.2　&ldquo;十二五&rdquo;上海市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状况

14.2.3　上海市工业固废管理面临的问题

14.2.4　上海市工业固废管理和污染防治对策措施

14.2.5　上海市工业固废管理发展趋势

14.2.6　&ldquo;十三五&rdquo;上海市工业固废综合利用规划

14.3　大连市

14.3.1　大连市工业固废产生量及综合利用现状

14.3.2　大连市工业固废综合利用存在的问题

14.3.3　大连市工业固体废物管理策略分析

14.3.4　大连市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预测

14.4　兰州市

14.4.1　兰州市工业固体废物排放利用量

14.4.2　兰州市工业固体废物利用方式

14.4.3　兰州市工业固体废物利用成效

14.4.4　兰州市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企业

14.4.5　兰州市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基地建设分析

14.4.6　兰州市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展望

14.5　乌鲁木齐市

14.5.1　乌鲁木齐市工业固体废物产生现状

14.5.2　乌鲁木齐市工业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现状

14.5.3　乌鲁木齐市工业固体废物资源化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14.5.4　乌鲁木齐市工业固体废物预测

14.6　其他地区

14.6.1　河北省

14.6.2　山西省

14.6.3　内蒙古自治区

14.6.4　山东省

14.6.5　云南省

14.6.6　贵州省

14.6.7　四川省

 

第十五章　中国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行业重点企业分析

15.1　首钢股份

15.1.1　企业发展概况

15.1.2　企业竞争力分析

15.2　宝钢股份

15.2.1　企业发展概况

15.2.2　企业竞争力分析

15.3　中国铝业

15.3.1　企业发展概况

15.3.2　企业竞争力分析

15.4　中国中冶

15.4.1　企业发展概况

15.4.2　企业竞争力分析

15.5　大同煤业

15.5.1　企业发展概况

15.5.2　企业竞争力分析

15.6　兖州煤业

15.6.1　企业发展概况

15.6.2　企业竞争力分析

 

第十六章　中国工业固体废物处理及综合利用技术分析

目前处理固废垃圾的方式主要有卫生填埋、直接焚烧、焚烧发电、综合处理四种方式。工业



垃圾和医疗垃圾一般是直接焚烧，而生活垃圾主要有卫生填埋、综合处理和焚烧发电三种模

式。从国际经验看，三种方式都有一定的市场份额，依不同的国情，三种方式各有侧重。日

本以焚烧为主，澳洲、加拿大等以卫生填埋为主，欧美兼而有之。具体到中国国情，卫生填

埋主要适用于小城市。焚烧处理适用与土地资源非常稀缺地域。综合处理适用范围广，但支

出较高，适用于财政情况良好的地域。固废处理的类型技术特点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16.1　工业固体废物处理技术基本状况

16.1.1　工业固体废物处理处置原则

16.1.2　工业固体废物的处理方法

16.1.3　典型行业工业固体废物处理技术

16.1.4　工业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途径

16.2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技术评价浅析

16.2.1　环境技术评价现状

16.2.2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技术评价指标体系建立的原则

16.2.3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技术评价指标体系

16.2.4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技术评价程序

16.2.5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技术评价方法

 

第十七章　中国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行业面临的挑战与发展

17.1　制约我国工业固体废物管理的瓶颈

17.1.1　综合利用发展不平衡且总体利用率低

17.1.2　优惠政策尚未配套、落实到位

17.1.3　政府行政管理与市场调节间的有效协调缺乏相应对策思路

17.1.4　环境标准体系有待完善

17.1.5　管理职能机构的职权范围需要明确和有效协调

17.1.6　科学研究需加大力度

17.2　中国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主要存在的不足

17.2.1　工业固体废物处置率不足

17.2.2　尾矿综合利用量不足

17.2.3　工业固体废物污染治理投入不足

17.3　我国大宗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面临的问题

17.3.1　地域资源禀赋限制区域发展不平衡

17.3.2　大宗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的企业规模小



17.3.3　技术装备与技术水平支撑能力不足

17.3.4　支持政策有待进一步完善

17.4　我国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的对策

17.4.1　加大环保投入

17.4.2　制定优惠/惩罚性政策来规范工业固体废物的综合利用

17.4.3　构建废物交换及资源化平台

17.4.4　完善工业固体废物的法规标准体系建设

17.4.5　加强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的科学研究

17.5　我国工业固体废物治理的对策建议

17.5.1　发展循环经济

17.5.2　夯实固体废物管理的基础性工作

17.5.3　完善配套法律法规和管理制度

17.5.4　扩大固体废物管理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第十八章　中国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行业投资潜力分析

18.1　中国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行业投资背景

18.1.1　&ldquo;十二五&rdquo;我国环保投资情况

18.1.2　我国环保产业的投资规模

18.1.3　我国环保产业投资形势分析

18.1.4　环保行业面临的投资机遇

18.1.5　中国环保产业细分领域投资机会分析

18.1.6　我国环保产业投资建议

18.2　中国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行业投资状况

18.2.1　我国工业固体废物污染治理投资状况

18.2.2　&ldquo;十三五&rdquo;我国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再掀投资热潮

18.3　中国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行业进入壁垒分析

18.3.1　行业经验

18.3.2　技术能力

18.3.3　资金实力

18.3.4　行政许可准入资格

18.4　中国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行业投资机遇与风险

18.4.1　投资机遇



18.4.2　投资风险

 

第十九章　中国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行业发展前景与规划

19.1.1　我国工业固体废物市场规模预测

19.1.2　未来我国大宗工业固废综合利用技术发展思路

19.2　未来我国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产业展望

19.2.1　从经济学角度分析

19.2.2　从社会学角度分析

19.2.3　从自然科学角度分析（）

19.2.4　从系统学角度分析

19.3　&ldquo;十三五&rdquo;我国大宗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规划探析

19.3.1　面临的形势

19.3.2　指导思想与发展目标

19.3.3　重点领域

19.3.4　重点工程

19.3.5　保障措施

19.4　2022-2028年中国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行业预测分析

19.4.1　中国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行业发展因素分析

19.4.2　2022-2028年中国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及增长情况预测

19.4.3　2022-2028年中国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及利用率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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