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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设施是全面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实现垃圾减量

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及原生垃圾零填埋的基本保障。加快推进生活垃

圾分类和处理设施建设，是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党的

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积极推进国家生态文

明试验区建设的重要举措，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

为指导全省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设施发展，助推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

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十四五”城镇

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设施发展规划》《海南省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省发

展改革委、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组织编制了《“十四五”海南省城镇生活垃圾

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

规划范围包括全省行政区域内的 19个市县和洋浦经济开发区。

规划基准年 2020年，规划期限 2021-20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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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 总论

1.1 规划背景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由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

化迈进的关键时期，“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也是全面开启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新征程的重要机遇期。

从国内环境来看，我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主要矛盾在“十三

五”时期已经转变，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

间的矛盾”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

矛盾”，民族发展面临新时代、新阶段，新矛盾、新问题，新机遇、新挑战、

新目标、新任务等一系列新情况。

从省内环境来看，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

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精神，积极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

依据海南省人民政府印发的《海南省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行动方案》及《海南经济特区禁止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规

定（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44 号）》的相关指导精神，

结合海南实际，持续深化整治，全面整治城乡“脏乱差”，加强塑料废弃物

污染防治和城镇街道保洁工作，提升街道保洁机械化水平，大力推广农村

垃圾分类减量和资源化利用工作，并着力解决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突出问

题，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确保环境质量只能更好、不能变差。

2021 年 5月 6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十

四五”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设施发展规划》的通知（发改环资[2021]642

号），规划要求以提高城镇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以保障人民健康为出发

点，以推进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为着力点，补短板强弱项，

着力解决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设施存在的突出问题，加快建立分类投

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生活垃圾处理系统，并明确指出“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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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完善垃圾分类设施体系、全面推进生活垃圾焚烧设施建设、有序开展厨

余垃圾处理设施建设、规范垃圾填埋处理设施建设、健全可回收物资源化

利用设施、加强有害垃圾分类和处理、强化设施二次环境污染防治能力建

设及完善全过程监测监管能力建设等”主要任务。

2020年 6月 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

体方案》，《方案》指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坚持党的全面

领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高质量发展，统

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对标国际高

水平经贸规则，解放思想、大胆创新，聚焦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建

立与高水平自由贸易港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影

响力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将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

外开放的鲜明旗帜和重要开放门户。

2019 年 5月 1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国家生

态文明试验区（海南）实施方案》，方案中明确要求“健全生态环境资源监

管体系，着力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构建起以巩固提升生态环境质量为

重点、与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定位相适应的生态文明制

度体系，为海南持续巩固保持优良生态环境质量、努力向国际生态环境质

量标杆地区看齐提供制度保障。到 2020 年基本实现全省生活垃圾转运体

系全覆盖，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95%以上，统筹布局、高标准建设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大幅提升焚烧处置比例。着力提升危险废物处置

利用能力，加快推进医疗废物处置设施扩能增容。”

2018年 12月 29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

方案的通知（国发办[2018]128号）指出：要通过“无废城市”建设试点，统

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固体废物管理，大力推进源头减量、资源化利用和无

https://baike.so.com/doc/26977457-28349373.html


3

害化处置，坚决遏制非法转移倾倒，探索建立量化指标体系，以大宗工业

固体废物、主要农业废弃物、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危险废物为重点，实

现源头大幅减量、充分资源化利用和安全处置，选择典型城市先行先试，

稳步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到 2020年，系统构建“无废城市”建设指标体系，

探索建立“无废城市”建设综合管理制度和技术体系，试点城市在固体废物

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明显进展。

2018年 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

指导意见》指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稳

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

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赋予海南经济

特区改革开放新使命，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解放

思想、大胆创新，着力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提

升旅游消费水平、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加强社会治理、打造一流生态环境、

完善人才发展制度等方面进行探索，在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的重大决策部

署上走在前列，打造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范例，开创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作出更大贡献。

1.2 规划原则

1、结合实际，满足需要

从海南省各市县垃圾无害化处理现状出发，结合“十三五”期间工作完

成情况，根据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环境卫生历史特征，统一规划；重点

解决当前存在问题，实现垃圾无害化处理的全覆盖，充分体现前瞻性和与

时俱进，满足垃圾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处理需要。

2、统筹规划，合理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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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海南省各市县区域位置布局，推动共建共享，统筹垃圾无害化处

理设施规划布局，实现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的区域共享。

3、分类收集，多级减量

积极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完善体制机制，全面开展垃圾分类工作，完

善垃圾分类处理设施建设，实现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及分类处理，提升全

省垃圾减量化和资源化利用水平。

4、因地制宜，强化管理

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协调同步，提前谋划，分期建设，学习借鉴

国内外先进适用技术，加大垃圾处理设施污染防治和改造升级力度，加强

运营管理和监督，保障无害化处理设施安全、达标、稳定运行。

5、创新驱动，多元协同

终端设施运营模式多样化，适当选择 PPP、BOT或环境污染第三方治

理等模式，鼓励各类社会资本积极参与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的投资、建设

和经营。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不断提高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

处理水平。

1.3 规划范围

规划范围：覆盖海南省行政区域内的 19个市县和洋浦经济开发区。

1.4 规划期限

规划期限：2021-2025年，规划基准年为 2020年。

1.5 规划依据

1.5.1 依据文件

主要包括国家、省、地方政策及相关技术规范等。主要依据如下：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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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远景目标纲要》；

4、《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

5、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发

办[2018]128号）；

6、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

7、《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8、《“十四五”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设施发展规划》；

9、《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

工作的意见》（建城〔2016〕227号）；

10、《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海南）实施方案》；

11、《海南省总体规划》（空间类 2015-2030）；

12、《海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Ο三五年远

景目标纲要》；

13、《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作的实施

意见》（琼府〔2011〕72号）；

14、《海南省生活垃圾管理条例》（2020年 10月 1日起施行）；

15、《生活垃圾处理处置工程项目规范》（GB55012-2021）；

16、《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CJJ27-2012) ；

17、《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规划规范》（GB50337-2018）；

18、《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及其评价标准》（CJJ/T102-2004）；

19、《餐厨垃圾处理技术规范》（CJJ184-2012）；

20、《粪便处理厂设计规范》（CJJ64-2009）；

21、《生活垃圾转运站技术规范》（CJJ47-2016）；

22、《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程技术规范》（CJJ90-2009）；

23、《生活垃圾填埋场技术规范》（GB50869-2013）；



6

24、《大件垃圾收集和利用技术要求》（GB/T25175-2010）；

25、《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和处理技术标准》（GB/T51435-2021）；

26、《重大疫情期间生活垃圾投放和收运作业规范（试行）》；

27、《重大传染病疫情期间环境卫生行业应急工作导则（试行）》。

1.5.2 参考文件

1、《海南省城乡环境卫生质量标准》（DBJ14-2009）；

2、《海南省城乡容貌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84号）；

3、《海南省城乡规划条例（2018年修正）》（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84号）；

4、海南省各市县调研资料；

5、其他环境卫生相关基础资料。

1.6 规划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

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以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试验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国

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区的战略定位，以突出新发展理念、自贸港建设、制

度创新、民生改善、海南特色、全球视野和对外开放为着力点，以资源综

合利用和发展循环经济为重心，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坚持资源开发与节

约并重，加强固体废物的源头管理、系统管理、长效管理；大力推行垃圾

分类，提高垃圾减量化及资源化利用水平；加强城乡环境卫生基础设施建

设，建立合理的城乡垃圾分类收运处理、处置体系；完善垃圾管理机制和

法规体系，加强行业规范化管理；营造清洁、优美的卫生环境，保持城市

环境卫生处于全国先进水平。



7

1、生活垃圾

完善城乡一体化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处理体系，重点提高生活垃圾减量

化及资源化利用水平；按照全省统筹、区域共享的原则，有序推动生活垃

圾焚烧处理设施提质扩能，开展生活垃圾填埋场治理，完善生活垃圾应急

处理体系，提高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三同时”配套设施处理能力，加强渗

滤液污泥处置能力建设，探索飞灰、炉渣资源化利用试点示范。

优化生活垃圾处理结构，建成科学合理的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转运体

系，合理布局生活垃圾转运设施，建立合理、有序、经济、环保的生活垃

圾分类收集转运系统，提高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转运水平；加快补齐垃圾分

类终端处理设施短板，确保厨余、有害垃圾分类收集、运输和处理常态化；

可回收物与再生资源回收网络体系“两网”融合。

2、其他垃圾

（1）粪便处理

开展粪便收运处理，健全管理体系，逐步提高全省粪便无害化处理及

资源化利用水平。

（2）园林垃圾利用

构建城镇园林垃圾收运处理体系，建立城镇园林垃圾的监管机制，进

一步完善深化政府引导、市场主体负责、社会参与的城镇园林垃圾处理格

局，逐步提升城镇园林垃圾的资源化利用。

（3）大件垃圾处理

通过市场化运作管理，可采用定点投放或预约上门收集等方式，建立

大件垃圾收运处理体系，完善大件垃圾分类投放暂存功能，逐步实现大件

垃圾的资源化利用。

1.7 规划指标

约束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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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25年底：

1、全省生活垃圾产生量约 1.63万吨/日，全省焚烧处理规模达到 1.68

万吨/日，经分类减量化和资源化后，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达到 100%，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100%；

2、全省厨余垃圾产生量约 0.33万吨/日，全省厨余垃圾集中处理规模

达到 0.34万吨/日，集中处理率达到 100%；

3、预计全省城镇粪便产生量约 0.22吨/日，全省城镇粪便集中处理能

力达到 0.24万吨/日，集中处理率达到 100%；

4、预计全省有害垃圾产生量约 7.74吨/日，全省有害垃圾暂存转运率

达到 100%；预期性指标：

——到 2025年底：

1、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体系基本完善，分类普及率达到

90%以上。

2、基本建立园林垃圾、大件垃圾收集和暂存处理体系，大件垃圾资

源化利用率达到 50%，城镇园林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到 50%。

第 2章 现状形势

2.1 行政区划及人口现状

海南省下辖 4个地级市、5个县级市、4个县、6个自治县和 1个经济

开发区。其中，4 个地级市分别为海口市、三亚市、三沙市、儋州市；5

个县级市分别为五指山市、文昌市、琼海市、万宁市、东方市；4个县分

别为定安县、屯昌县、澄迈县、临高县；6个自治县分别为白沙黎族自治

县、昌江黎族自治县、乐东黎族自治县、陵水黎族自治县、保亭黎族苗族

自治县、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1个经济开发区为洋浦经济开发区。

根据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及阳光海南网相关资料，2020年年底海

南省常住人口共 1007.94万人，旅游人口 6683.56万人次。海南省 2020年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C%B0%E7%BA%A7%E5%B8%8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E%BF%E7%BA%A7%E5%B8%8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E%BF/3432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7%AA%E6%B2%BB%E5%8E%BF
http://baike.baidu.com/view/11577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1960.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91954/813529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198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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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县人口基本情况详见表 2-1。

表 2-1 海南省 2020年各市县人口统计一览表

序号 市（县）
人口情况（万人）

旅游（万人/次）
常住合计 城镇 农村

1 海口市 287.34 234.92 52.41 1717.60

2 三亚市 103.14 72.49 30.65 2286.59

3 儋州市 87.11 45.22 41.90 275.81

4 五指山市 11.23 6.76 4.46 87.14

5 文昌市 56.09 34.19 21.90 269.78

6 琼海市 52.82 26.25 26.57 350.31

7 万宁市 54.59 22.56 32.04 513.68

8 定安县 28.47 11.59 16.88 75.32

9 屯昌县 25.53 11.45 14.08 48.32

10 澄迈县 49.80 30.09 19.70 142.98

11 临高县 42.06 21.08 20.98 70.07

12 东方市 44.45 25.79 18.65 110.01

13 乐东县 46.44 14.51 31.94 107.66

14 琼中县 17.96 5.48 12.48 73.10

15 保亭县 15.61 5.42 10.19 107.72

16 陵水县 37.25 15.82 21.44 299.96

17 昌江县 23.21 14.10 9.12 100.90

18 白沙县 16.47 2.81 13.20 46.61

19 洋浦 8.31 6.39

20 三沙市 0.05 0.05

21 合计 1007.94 606.95 398.60 6683.56

2.2 垃圾处理现状及“十三五”项目建设情况

2.2.1 生活垃圾

1、生活垃圾转运现状

海南省主要采用“以转运为主，直运为辅”的收运模式。主要包括“垃圾

桶+压缩车”直运、“垃圾桶+小型转运站（收集站）”一次转运和“垃圾桶+

压缩车/小型转运站（收集站）+大型转运站”二次转运等模式。

截至 2020 年底，海南省在运行生活垃圾转运站共 232 座，总设计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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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规模 11960吨/日。在建（新建、扩建、改造）转运站 5座，新增设计规

模 980吨/日。海南省各市县生活垃圾转运站现状详见表 2-2。

表 2-2 海南省各市县生活垃圾转运站现状一览表

序号 市（县）
已建数量

（座）

已建设计总规模

（吨/日）

在建数量

（座）

新增设计总规模

（吨/日）

1 海口市 85 2100 — —

2 三亚市 16 1480 2 600

3 儋州市 8 1050 1 50

4 文昌市 17 790 — —

5 琼海市 10 480 — —

6 万宁市 11 720 — —

7 东方市 10 490 — —

8 五指山市 2 60 — —

9 定安县 10 330 — —

10 屯昌县 13 880 — —

11 临高县 1 450 — —

12 昌江县 7 230 — —

13 乐东县 8 460 — —

14 陵水县 6 760 — —

15 保亭县 8 240 — —

16 琼中县 6 150 2 330

17 澄迈县 10 1035 — —

18 白沙县 1 15 — —

19 洋浦经济开发区 2 220 — —

20 三沙市 1 20 — —

合计 232 11960 5 980

“十三五”期间，全省共完成生活垃圾转运站建设 57座，新增生活垃圾

转运能力 3855 吨/日，“十三五”期间全省生活垃圾转运站建设情况详见附

表 1。

2、生活垃圾分类现状

2018年 8月，海口市政府发布《海口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并

选取秀英区海秀街道、龙华区滨海街道、琼山区凤翔街道、美兰区和平南

街道开展垃圾分类工作。同时，全省按照《海南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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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方案（2018-2020年）》中垃圾分类工作试点任务要求，开展城区及

美丽乡村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作。

2019年 11月 29日，《海南省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已由海南省第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海南省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提出本省以实现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为目标，建立健全生活

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置的全程分类体系，积极推

进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和资源循环利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生活

垃圾管理工作的领导，建立生活垃圾管理工作综合协调机制，健全生活垃

圾分类处理体系。条例自 2020年 10月 1日起施行，海口市的生活垃圾管

理，依照《海口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和本条例的规定执行，三亚市、

儋州市、三沙市等地级市的生活垃圾管理，自本条例施行之日起实施。

2020年 6月，《海南省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中明确指出：海

口市、三亚市、三沙市、儋州市自 2020年 10月 1日起按照《海南省生活

垃圾管理条例》的要求，全面实施生活垃圾分类，到 2022 年基本建成生

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其他市县自 2020 年起至少选取一个条件较为成熟

的党政机关、学校、住宅区、超市商场等率先开展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点建

设，到 2021 年选取不少于三个乡镇、街道、社区等开展生活垃圾分类试

点，到 2022年所辖范围内全面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到 2025年，全省生活

垃圾分类工作取得初步成效，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水平明显

提高，全社会参与生活垃圾分类的氛围基本形成。

同时，2020年期间海口市、三亚市、儋州市等地级市相继出台生活垃

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分类指南等相关指导性文件，并全域推行垃圾分类；

其他市县结合《海南省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海南省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

施方案》要求开展试点工作。

“十三五”期间，各市县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开展情况详见表 2-3。

表 2-3 “十三五”期间各市县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开展情况统计表



12

序号 市（县） 具体工作开展说明

1 海口市

2020年 10 月 1日起，对建成区所有区域开展强制垃圾分类。2020 年底前，试

点街道 80%以上居住区实现分类实效达标(即实现“有分类设备、有宣传告知、

有物流去向、有统计台帐、有分类实效”)，其余范围实现 50%以上居住区垃圾

分类实效达标，垃圾分类普及率达到 100%，垃圾分类收集率达到 100%。

2 三亚市

2020年 10 月 1日起，按照“政府推动、全民参与，因地制宜、循序渐进，完善

机制、创新发展，协同推进、有效衔接”的原则，全域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发挥生活垃圾分类试点社区示范效应，提升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识，逐步实现

生活垃圾分类实施范围全覆盖，并印发《三亚市生活垃圾分类实施方案》和《三

亚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指南》。

3 儋州市
农村 91座收集屋，城区 22座收集亭。并按照“城区四分类+农村二分类”的模式

开展分类收集运输工作，主要存在前端分类不到位的问题。

4 文昌市

“十三五”期间，在全市范围内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作。一是先后制定印

发《文昌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2020-2025年）》《2020 年文昌市城区

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作实施方案》；二是以市委办公大院、文汇花园小区、环

卫园林小区、财政小区等 4个小区作为切入点，先行开展城区垃圾分类试点工

作，已改造城区分类垃圾房 46 座；三是全面启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

用示范项目，计划在全市 17 个镇选址建设 68座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点，并

配套 17套易腐垃圾处理一体机。

5 琼海市

垃圾分类范围包括万泉语润小区、先锋小区、蔗园社区试点、实验小学、潭门

日新村、中原书斋村、博鳌朝烈村、嘉积雅洞村、塔洋红庄村；分类设施建设

包括垃圾分类亭、垃圾分类屋、洗手台、宣传栏、公示栏、监控设备、宣传展

板、垃圾分类破袋措施等。分类收集点 4处，万泉语润小区、先锋小区、蔗园

社区试点、实验小学。

6 万宁市

城区垃圾分类范围：万隆社区，老公安局小区，万利隆小区，国瑞城小区。2020
年 8月份出台《万宁市建成区 2020年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作实施方案》，2020
年 10 月份投入 140.85万元采购 53座垃圾分类收集屋，660L垃圾分类桶 400个
和 240L垃圾分类桶 800 个；投入 56.2万元采购 5吨厨余垃圾车一辆用于垃圾分

类工作。

农村：已完成北大镇、万城镇、东澳镇、长丰镇、和乐镇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试

点村的垃圾分类工作。同时在全市 12 个乡镇和兴隆经济管委会中各选一个条件

比较成熟的行政村做为垃圾分类资源化试点重点村，制定了《万宁市农村生活

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实施方案》，已完成垃圾分类设施设备建设。其余 64个
行政村在现有的垃圾桶上张贴垃圾分类标志和发放宣传手册进行垃圾分类宣传

工作。

7 东方市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点：冲南村、南浪村、俄贤村、上通天村、下通天村、

道达村、马龙村、华侨经济区六队；城区：市委大院小区、东方中学。

8 五指山市
已在 7个乡镇累计建成 7个垃圾分拣中心和 34个垃圾分类屋，并选取市委大院、

省二医院、越丰路开展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点建设，配置了 16 个垃圾分类屋。

9 定安县

垃圾分类范围包括宏城水岸小区、定安县城南中学、新竹镇卜优村、新竹镇次

滩村、富文镇深水村；分类设施建设包括垃圾分类屋、洗手台、宣传栏、公示

栏、宣传展板、垃圾分类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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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市（县） 具体工作开展说明

10 屯昌县

五个垃圾分类示范点（西昌镇更丰村委会、屯城镇大洞村委会、乌坡镇青梯村

委会、南吕镇郭石村委会、枫木镇罗案村委会）五个示范点均配备：30L收集容

器，240L转运容器，垃圾分类屋，电动转运车，废弃物生物发酵箱，化粪池。

11 临高县

已完成 28 个农村示范点工作，共配置电动收集车 200辆，240L垃圾桶 3000个，

60L垃圾桶 24318 个，建设分类棚房 28座及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点 4座。目前主

要存在宣传不够到位，村民意识不强，业务指导部门指导不够等问题。

12 昌江县

城区：选选取东风社区、矿建社区及城北社区开展垃圾分类试点创建，共建设

104座垃圾屋，计划增加 60 座垃圾分类屋，并将海矿片区及道路公共区域的 430
个垃圾分类投放容器改造成规范的垃圾分类屋。农村：已基本完成 25 个垃圾分

类创建点。

13 乐东县

城区：选取县教育局办公楼、县教育局居民小区、县幼儿园、万家惠超市、华

信广场 1、 2、3号楼为垃圾分类试点单位，共安装垃圾分类亭 6座。农村：分

别在 80个美丽乡村村委会配置 1组四分类垃圾桶和各个村道原有垃圾桶点位上

配置二分类垃圾桶。

14 陵水县

选取提蒙乡、三才镇、群英乡、解放社区、沿河社区及中山社区作为 2021 年试

点单位。目前正在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屋（亭）座电动收集车辆数等生活垃圾分

类设备设施的配置工作。

15 保亭县

城区：完成 10个垃圾分类试点工作，共建设四分类亭 12 座、易腐垃圾处理点 1
个。农村：完成 17 个试点村及 13 个美丽乡村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共建成生活

垃圾分类收集点 14 座。

16 琼中县

以美丽乡村建设为抓手,改善农村环境卫生状况为突破口，扎实推进以分类减量

和资源化利用为核心的农村垃圾处理体系建设。坚持“减量优先，属地管理，部

门责任，源头分类”原则，按照“简便实用，分类减量，降低成本，总结经验，改

进提升”的要求，在全县十个乡镇 55个行政村同步开展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

化利用工作。琼中县的任务量为 2018年 11 个，2019年 18个，2020年 26 个，

三年创建总数为 55 个。2020年 38个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示范村已投入建设，已

竣工 15个。

17 澄迈县

选取金江县城主城区作为城镇的生活垃圾分类的试点区域，推行生活垃圾上门

收集和完善设施设备配套，同时在立新路、公园路等点位建设固定式的分类垃

圾屋，按照“四分类”模式进行分类管理；选取老城镇罗驿村、永发镇侍郎村、大

丰镇才存村三个作为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试点村，开展 60 个美丽乡村垃圾池的升

级改造和新建工作，满足农村垃圾分类工作推进的需要，并指导环卫一体化服

务企业购置垃圾分类桶、设置垃圾分类宣传栏、张贴宣传海报、横幅和发放宣

传单，打造多方面的宣传效果；在金江中转站建设完成大件垃圾破碎车间，于

12月初正式投入使用，同时计划于金江中转站设立有害垃圾暂存点和垃圾分类

分拣中心等垃圾分类设施设备。

18 白沙县
11个乡镇29个行政村80个自然村创建农村生活垃圾试点和发放垃圾分类设备，

建成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设施89座，县城已设置113个垃圾分类收集点。

19 洋浦
选定浦馨苑小区、市政管理局办公区和滨海公园作为试点。目前已基本完成垃

圾分类工作计划、实施方案等起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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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市（县） 具体工作开展说明

20 三沙市 -

3、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现状

根据全省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进场垃圾量统计，2020年底全省生

活垃圾实际产生量约为 11656.09 吨/日，生活垃圾主要采用“卫生填埋+焚

烧处理”的模式。

目前，全省现已建成生活垃圾填埋场 16 座，总设计库容（含改扩建

的应急填埋场库容约 116.50万立方米）约 1506.58万立方米，设计能力共

3264吨/日，已使用库容 1836.79万立方（包含应急填埋库容），剩余库容

约 83万立方。海南省生活垃圾填埋场现状情况详见表 2-4。

2020年 12月 28日，各市县根据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做好

全省生活垃圾填埋场停止使用工作的函》的要求，停止使用本市县生活垃

圾填埋场，并将生活垃圾运输至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进行焚烧处理，全省

基本实现原生垃圾的零填埋。

“十三五”期间，全省共完成 9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建设，新增生活

垃圾焚烧处理能力 9750吨/日；“十三五”期间全省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

目建设情况详见表 2-5。

2020 年 12月底，全省已建成运行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8座，设计规

模共 11575吨/日（未含已停运的琼海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一期及昌江县

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厂，总设计规模为 525吨/日），焚烧发电处理设计规模

基本满足全省生活垃圾焚烧处理需求。海南省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统计情

况详见表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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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海南省生活垃圾填埋场现状情况一览表

序号 市县 项目名称 运营时间
设计能力（吨/

日）

设计总库容

（万立方）

垃圾填埋总量

（万立方）

剩余库容（万立

方）

1 海口市 生活垃圾填埋场 2001-2020 1000 303 650 -

2 三亚市 三亚市垃圾处理场 2009-2020 500 268 335 -

3 儋州市 生活垃圾填埋场 2010-2020 280 68 149.06 -

4 五指山市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场 2010-2020 100 46 42 4

5 万宁市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场 2010-2020 190 99 110 -

6 定安县 生活垃圾填埋场 2009-2020 100 61 58 3

7 屯昌县 生活垃圾处理场 2010-2020 60 28 28 -

8 临高县 生活垃圾处理场 2010-2020 100 41.35 44 -

9 东方市 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 2010-2020 210 111.42 105.42 6

10
乐东县

县城生活垃圾填埋场（一期、二期） 2010-2020 145 66.15 46.15 20

11 沿海生活垃圾填埋场 2010-2020 105 59.99 49.99 10

12 琼中县 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 2011-2017 45 8 21 -

13 保亭县 生活垃圾填埋场 2010-2020 118 61 48 13

14 陵水县 生活垃圾无害化填埋场 2010-2019 91 79.87 79.87 -

15 昌江县 生活垃圾无害化填埋场 2010-2020 100 39 47 -

16 白沙县 牙叉镇生活垃圾处理场扩建项目 2019-2020 120 50.3 23.3 27

合计 3264 1390.08 1836.79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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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十三五”期间海南省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建设一览表

序号 市县 项目名称
建设规模

（吨/日）
建成时间

1 海口市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二期扩建项目 1200 2016年 4月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三期扩建项目 1800 2020年 12月

2 三亚市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二期 350 2016年 6月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扩建项目 1200 2020年 10月

3 儋州市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1000 2020年 10月

4 文昌市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扩建项目（二期） 600 2020年 12月

5 琼海市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扩建项目（二期） 1200 2020年 12月

6 东方市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800 2020年 12月

7 陵水县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700 2019年 12月

8 屯昌县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600 2020年 9月

9 昌江县 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厂（已停运） 300 2018年 10月

合计 97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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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海南省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现状情况一览表

序号 市县 垃圾处理场名称 建成时间
设计处理量

（吨/日）

实际进厂量

（吨/日）

项目状态

运营 停运 在建

1 海口市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一期） 2011年 6月 1200

3787.30

√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二期扩建项目 2016年 4月 1200 √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三期扩建项目 2020年 12月 1800 √

2 三亚市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一期） 2014年 12月 700

2624.4

√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二期） 2016年 6月 350 √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扩建项目 2020年 10月 1200 √

3 文昌市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一期） 2011年 2月 225

610
√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扩建项目（二期） 2020年 12月 600 √

4 琼海市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一期） 2009年 12月 225 0 √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扩建项目（二期） 2020年 12月 1200 903.38 √

5 昌江县 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厂 2018年 10月 300 0 √

6 儋州市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2020年 10月 1000 1297.90 √

7 东方市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2020年 12月 800 1027.86 √

8 屯昌县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2020年 9月 600 646.25 √

9 陵水县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2019年 12月 700 759 √

合计 12100 1165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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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海南省渗滤液处理设施现状一览表

序

号
市县 名称

设计处理能

力（吨/天）

实际处理能力

（吨/天）
备注

1 海口市 填埋场和焚烧厂配套渗滤液处理站 2500 1400

2 三亚市 填埋场和焚烧厂配套渗滤液处理站 1050 650

3
儋州市

填埋场配套渗滤液处理站 250 150

4 焚烧厂配套渗滤液处理站 500 200

5
文昌市

焚烧厂（一期）配套渗滤液处理站 100 67

6 焚烧厂（二期）配套渗滤液处理站 240 43

7
琼海市

焚烧厂（一期）配套渗滤液处理站 60 0 停用

8 焚烧厂（二期）配套渗滤液处理站 450 220

9
东方市

填埋场配套渗滤液处理站 300 120

10 焚烧厂配套渗滤液处理站 300 210

11
陵水县

焚烧厂配套渗滤液处理站 500 221

12 填埋场配套渗滤液处理站 70 0 停用

13
屯昌县

焚烧厂配套渗滤液处理站 300 230

14 填埋场配套渗滤液处理站 160 120

15
昌江县

焚烧厂配套渗滤液处理站 70 0 停用

16 填埋场配套渗滤液处理站 60 45

17 万宁市 填埋场配套渗滤液处理站 200 200

18 五指山市 填埋场配套渗滤液处理站 150 100

19 定安县 填埋场配套渗滤液处理站 100 100

20 临高县 填埋场配套渗滤液处理站 120 100

21
乐东县

县城填埋场配套渗滤液处理站 80 60

22 沿海填埋场配套渗滤液处理站 80 45

23 白沙县 填埋场配套渗滤液处理站 130 130

24 保亭县 填埋场配套渗滤液处理站 100 80

25 琼中县 填埋场配套渗滤液处理站 120 120

合计 7990 4611

备注：渗滤液处理站共计 25 座，正常使用的渗滤液处理站为 22座，停用 3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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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海南省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配套炉渣处理厂现状一览表

序号 名称
设计日处理规模

（吨/日）

设计使用年限

（年）
备注

1 海口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配套炉渣处理厂 1500 50

2 三亚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配套炉渣处理厂 900 21

3 文昌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配套炉渣处理厂 600 25

4 琼海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配套炉渣处理厂 300 25

5 儋州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配套炉渣处理厂 500 50

6 东方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配套炉渣处理厂 360 50

7 陵水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配套炉渣处理厂 400 30

8 屯昌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配套炉渣处理厂 600 20

合计 5160 - -

备注：目前全省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均已配套建设炉渣处理厂，主要产品为路基材料、砂石，筛上

物及尾泥和路基材料、砂石一同外售，基本实现全量利用。

4、厨余垃圾处理现状

（1）管理现状

近年来海南省逐步启动厨余垃圾的规范管理，省级层面出台了《海南

省城乡容貌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海南省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海口市、

三亚市分别出台了《海口市餐厨废弃物管理办法》《三亚市餐厨垃圾管理

办法》。

随着垃圾分类的全面推行，通过延长作业时间、加大技术人员和环保

投资投入，保证厨余垃圾处理需求及设备的正常运行。

（2）处理设施现状

目前海南省厨余垃圾专项收运工作还未全面开展，厨余垃圾台账管理

暂未健全，全省仅有海口市、三亚市餐厨垃圾处理厂已建成投产。其中，

海口市餐厨垃圾处理厂处理规模 200吨/日，三亚市餐厨垃圾处理厂处理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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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 300吨/日，合计处理规模 500吨/日，实际处理规模已达到 700吨/日；

其他市县主要对垃圾分类试点区域内的厨余垃圾进行专项收运，大部分厨

余垃圾混入生活垃圾处理体系。海南省厨余垃圾处理设施现状分布情况见

表 2-9。

表 2-9 海南省现状厨余垃圾处理设施表

序

号
市（县） 项目名称

设计处理能力

（吨/日）

实际处理能力

（吨/日）
备注

1 海口市 餐厨垃圾处理厂 200 400 延长作业时间加大处理能力

2 三亚市 餐厨垃圾处理厂 300 300

合计 500 700

2.2.2 其他垃圾

1、粪便

目前海南省的粪便有环卫作业部门、社会单位、个人等多种清掏模式。

各市县粪便处理现状详见表 2-10。

表 2-10 海南省粪便处理现状一览表

序

号
市（县） 处理流向

1 海口市 公厕、事业单位粪便运至粪便处理厂处理；其余区域的粪便运至填埋场处理。

2 三亚市 由社会单位清掏公厕的粪便。

3 儋州市 未建有粪便收运和处理设施、设备，主要还田处理。

4 文昌市 未建有粪便收运和处理设施、设备，主要由私人清掏后还田处理。

5 琼海市 已建成粪便处理厂，处理规模为 60 吨/日。

6 万宁市 城区的公厕粪便由环卫部门运至污水处理厂处理，农村的粪便主要还田处理。

7 东方市 环卫部门仅负责公厕的粪便清运，由吸粪车抽取至填埋场处理。

8 五指山市 由环卫管理站负责运至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

9 定安县 主要通过私人清掏后自行处理。

10 屯昌县 由环卫部门负责运至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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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市（县） 处理流向

11 临高县 城区粪便的上清液基本纳管处理，粪渣主要进行还田处理。

12 昌江县 尚未开展粪便专项收集工作，主要进行还田处理。

13 乐东县 公厕上清液基本纳管处理，粪渣由吸粪车拉到填埋场进行处理。

14 陵水县 尚未开展粪便专项收集工作，主要进行还田处理。

15 保亭县 由环卫部门负责运至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

16 琼中县 尚未开展粪便专项收集工作，主要由私人清掏后自行处理。

17 澄迈县
县城城区的粪便基本直接纳管处理；其他区域通过化粪池收集，满后既可通过市场

清掏队伍也可通过环卫队伍清掏，清掏后还田处理。

18 白沙县 公厕粪便由吸粪车拉到污水处理厂处理。

19 洋浦 由环卫企业负责清掏，粪渣主要进行堆肥处理，上清液运至污水处理厂处理。

20 三沙市 -

3、园林绿化垃圾

目前全省园林绿化垃圾均为粗放型管理，各市县结合当地实际情况进

行处理，主要方式为破碎后堆肥（还田）、就地堆放以及与生活垃圾混合

收集进入焚烧厂或填埋场处理。根据调研数据，2019年全省园林绿化垃圾

清运量为 16.87万吨，相对于生活垃圾产生量的占比不到 4%，收运处理体

系还不够健全，资源化利用率不高。海南省各市县园林绿化垃圾收运量及

处理方式详见表 2-11。

表 2-11 海南省各市县园林绿化垃圾收运及处理现状一览表

序号 市（县）
2019年收运量

（万吨）
处理流向

1 海口市 6.50
园林绿化垃圾粉碎后堆肥，进行资源化再利用；其余大部分

粉碎后进入垃圾处理厂填埋。

2 三亚市 - 与生活垃圾混合收集运至三亚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处理。

3 儋州市 - 尚未开展园林绿化垃圾专项收集工作。

4 五指山市 - 尚未开展园林绿化垃圾专项收集工作。

5 文昌市 0.09
文昌市园林垃圾主要由市园林管理局负责处置，处理方式主

要包括粉碎后堆肥或进入文昌市园林植物垃圾处理运营服务

项目进行处理。

6 琼海市 0.45 日产日清，粉碎后运至琼海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处理。



22

序号 市（县）
2019年收运量

（万吨）
处理流向

7 万宁市 0.23（城区） 园林绿化垃圾经粉碎后还田处理。

8 定安县 - 主要集中堆放于定安县临时建筑垃圾场。

9 屯昌县 0.093 园林绿化垃圾粉碎后进行堆肥处理。

10 澄迈县 - 园林绿化垃圾主要运至焚烧发电厂处理。

11 临高县 0.07 园林绿化垃圾粉碎后主要进行饲料化处理。

12 东方市 9.7 园林绿化垃圾收集后进行集中堆放。

13 乐东县 - 尚未开展园林绿化垃圾专项收集工作。

14 琼中县 0.01 园林绿化垃圾粉碎后运输至垃圾场集中堆放。

15 保亭县 0.02 园林绿化垃圾粉碎后还林处理。

16 陵水县 - 尚未开展园林绿化垃圾专项收集工作。

17 昌江县 - 园林绿化垃圾处理处置主要以填埋为主。

18 白沙县 - 园林绿化垃圾破碎主要进入填埋场或堆肥处理。

19 洋浦 0.01 经过机械碎后转运至焚烧发电厂进行处理。

20 三沙市 - -

备注：由于未建立完善的园林绿化垃圾台账管理体系，部分市县园林绿化垃圾统计数据存在空缺。

4、大件垃圾

随着《海南省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的实施，各市县均已逐步建立大件

垃圾的收运体系，根据调研数据，2019 年全省大件垃圾收运量为 4.26 万

吨，主要采用上门收集的方式，运至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或填埋场）处

理以及建筑垃圾堆放场进行堆放，大件垃圾破碎及资源利用体系构建力度

不足。

表 2-12 海南省各市县大件垃圾清运及处理现状一览表

序

号
市（县）

2019年收运量

（万吨）
处理流向

1 海口市 0.38

建设有一座废弃家具处置堆放场，配置有一套大件垃圾破碎机，

同时根据机械工作原理及要求，采用机械拆卸破碎方式。大件

垃圾的收运大部分由小区物业联系环卫服务公司上门清运或市

民自行运到废弃家具处置堆放场。

2 三亚市 -
龙江垃圾转运站和鹿回头垃圾转运站配套大件垃圾破碎设施，

破碎后运输至焚烧发电厂处理。

3 儋州市 0.54 由环卫服务企业收运至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破碎后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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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市（县）

2019年收运量

（万吨）
处理流向

4 五指山市 - 尚未开展大件垃圾专项收集工作。

5 文昌市 -
由第三方处置机构，对园林绿化垃圾破碎处理，处理后进行生

态堆肥或转运至焚烧发电厂进行处理。

6 琼海市 0.09 由环卫服务企业收运至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破碎后进行处理。

7 万宁市 0.07
万城第二转运站配套大件垃圾破碎设施，破碎后转运至焚烧发

电厂处理。

8 定安县 - 主要集中堆放于定安县临时建筑垃圾场。

9 屯昌县 0.07 统一收运至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破碎后进行处理。

10 澄迈县 -
金江转运站配套大件垃圾破碎设施，破碎后转运至焚烧发电厂

处理。

11 临高县 0.06 大件垃圾集中收集破碎后转运至焚烧发电厂处理。

12 东方市 - 尚未开展大件垃圾专项收集工作。

13 乐东县 - 尚未开展大件垃圾专项收集工作。

14 琼中县 0.05 主要集中堆放于琼中县临时建筑垃圾场。

15 保亭县 - 设置大件垃圾收集及堆放点，经破碎后进行填埋处理。

16 陵水县 - 尚未开展大件垃圾专项收集工作。

17 昌江县 - 尚未开展大件垃圾专项收集工作。

18 白沙县 - 设置大件垃圾临时堆放点，统一运输至填埋场处理。

19 洋浦 3
三都转运站配套大件垃圾破碎设施，破碎后转运至焚烧发电厂

处理。

20 三沙市 - -

备注：由于未建立完善的大件垃圾台账管理体系，部分市县大件垃圾统计数据存在空缺。

2.3 现状分析

1、转运站设备设施老化缺失严重，无法满足生活垃圾分类转运要求。

“十三五”期间，全省加快完善生活垃圾转运体系的建设，基本实现生

活垃圾转运能力全覆盖。由于部分转运站运行年限已久，设备破损、除臭

效果不佳、转运能力降低等问题突出，二次污染的隐患较大，现有生活垃

圾转运体系不符合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要求，

垃圾“先分后混”现象突出。同时现有转运车辆配套不足，无法满足垃圾处

理设施区域共享、统筹处理的要求。

2、生活垃圾填埋场超负荷突出，应急处理能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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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期间，全省共完成 9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建设，新增生活

垃圾焚烧处理能力 9750吨/日，焚烧处理能力基本满足生活垃圾产生量的

处理需求，但是在暴雨、台风自然灾害及停炉检修等情况下的应急处理能

力不足问题仍相对突出。同时，现有 16 座生活垃圾填埋场普遍存在填埋

高度过大、覆盖措施不完善、除臭效果不佳、渗滤液存量过大等问题，对

周边环境存在一定的隐患。

3、粪便、厨余垃圾等设施布局不协调，整体配套不足。

“十三五”期间，全省粪便、厨余垃圾收运监管力度进一步提升，受终

端处理设施能力不足、建设布局不协调等因素的限制，严重制约前端垃圾

分类成效，拉低垃圾资源化、减量化及无害化水平。

4、垃圾分类效果不明显，前端与后端相互制约严重。

“十三五”期间，虽然全省加大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推进进度，由于专项

资金不足，且分类收集转运、分类处理设施配套滞后、公众参与程度低等

因素影响，全省垃圾分类减量化效果不佳，粪便、厨余垃圾混入生活垃圾

收运体系的现象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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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章 政策解读

3.1 进一步巩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十四五”时期的五年（2021-2025），是中国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进程非常关键的五年。既要巩固提升、结算奠定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

（2021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成果，更要为实现第二个一百年（2049

建国 100周年）第一阶段（2021-2035第一个 15年）奋斗目标即基本实现

社会主义现代化开好局、起好步打下坚实基础。

首先，历史任务将从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逐步转到强起来，要全

面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推动中国从世界边缘转向世界中心，成

为世界一流强国。其次，主要矛盾已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

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

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民生保障不再是简单托底数、满足基本需求，

而是要抬基数、实现高品质生活。

3.2 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

见》正式对外发布，《意见》赋予海南经济特区改革开放新的重大责任和

使命,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有利于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压茬拓

展改革广度和深度，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我国主动

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加快推动形成

全面开放新格局；有利于推动海南加快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打造成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亮点，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增强中

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该《意见》明确“十四五”期间，海南经济增长

质量和效益显著提高；自由贸易港制度初步建立，营商环境达到国内一流

水平；民主法制更加健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公

共服务水平和质量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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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领先水平。

3.3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2018年 4月 13日，习近平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周年大会上

郑重宣布设立海南自由贸易港。海南自由贸易港是按照中央部署，在海南

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是党中央着眼于国际国

内发展大局，深入研究、统筹考虑、科学谋划作出的重大决策。

其发展目标指出海南要努力成为中国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新

标杆，海南将在城乡融合发展、人才等方面加快机制体制改革；积极发展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和数字经济，推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卫星导

航、人工智能等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建设

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着力打造成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

开放试验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国家重大战略服

务保障区。

3.4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

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

（海南）实施方案》，并发出通知，要求有关地区和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

彻落实。方案中明确提出，通过试验区建设，确保海南省生态环境质量只

能更好、不能变差，人民群众对优良生态环境的获得感进一步增强。

根据方案要求，到 2025 年，海南省生态文明制度更加完善，生态文

明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

全国领先水平。环境卫生是生态环境建设的主体，长期以来担负着生态保

护、修复、绿化美化城市的重要任务。

环境卫生建设不仅是城市化的重要标志，也是民生工程。作为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工程项目，是拉动内需、惠及民生的重要投

资方向，同时还有利于城市环境的提升和城市居民居住环境品质的塑造。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5%B7%E5%8D%97%E5%BB%BA%E7%9C%81%E5%8A%9E%E7%BB%8F%E6%B5%8E%E7%89%B9%E5%8C%BA30%E5%91%A8%E5%B9%B4/2248722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5%B7%E5%8D%97/1334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5%B7%E5%8D%97/1334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7%AA%E7%94%B1%E8%B4%B8%E6%98%93%E8%AF%95%E9%AA%8C%E5%8C%BA/1700797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7%AA%E7%94%B1%E8%B4%B8%E6%98%93%E6%B8%AF/334062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B0%E6%97%B6%E4%BB%A3/293769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E%9B%E7%BB%99%E4%BE%A7%E7%BB%93%E6%9E%84%E6%80%A7%E6%94%B9%E9%9D%A9/18851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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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章 发展预测

4.1 人口预测

根据海南省 2016至 2020年人口数量变化情况，结合各市县统计年鉴

及现状人口发展特点，参考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海南省总体规划》

（空间类 2015-2030）《海南省人口发展规划（2030 年）》，在充分与海

南省相关部门对接的基础上对各市县未来的人口进行预测。

经预测，海南省 2023年常住人口约 1119.85万人，2025年常住人口约

1202.90万人，各市县人口预测情况如表 4-1所示。

表 4-1 海南省各市县人口预测一览表

序

号
地 区

2023年人口数量（万人） 2025年人口数量（万人）

常住

合计
城镇 乡村 旅游

常住

合计
城镇 乡村 旅游

1 海口市 319.50 262.87 56.63 2386.21 342.92 283.34 59.58 2812.56

2 三亚市 114.68 83.04 31.64 3388.56 123.09 90.92 32.17 4125.05

3 儋州市 96.86 51.80 45.11 459.87 103.96 56.63 47.33 593.81

4 五指山市 12.48 7.72 4.76 121.21 13.40 8.44 4.96 142.95

5 文昌市 62.37 39.16 23.20 413.99 66.94 42.88 24.06 512.84

6 琼海市 58.74 30.08 28.66 390.21 63.04 32.93 30.11 411.83

7 万宁市 60.71 25.84 34.86 714.52 65.16 28.29 36.86 842.70

8 定安县 31.66 13.27 18.38 96.17 33.98 14.53 19.44 108.67

9 屯昌县 28.39 13.12 15.27 60.39 30.47 14.36 16.11 67.51

10 澄迈县 55.37 34.47 20.90 195.97 59.43 37.74 21.68 229.42

11 临高县 46.77 24.15 22.62 149.38 50.20 26.44 23.76 218.10

12 东方市 49.42 29.55 19.87 200.57 53.04 32.35 20.69 270.81

13 乐东县 50.74 19.91 30.83 154.97 55.43 26.09 29.33 185.92

14 琼中县 19.97 6.28 13.69 100.56 21.43 6.87 14.56 117.95

15 保亭县 17.36 7.54 9.82 152.99 18.63 8.13 10.50 182.32

16 陵水县 41.42 18.11 23.31 564.02 44.46 19.83 24.63 773.40

17 昌江县 25.81 16.14 9.67 114.98 27.70 17.67 10.03 122.74

18 白沙县 18.31 3.74 14.57 67.75 19.66 4.10 15.56 81.68

19 洋浦经济开发区 9.24 7.32 1.93 9.92 8.01 1.91

20 三沙市 0.05 0.05 0.05 0.05

合计 1119.88 694.16 425.72 9732.29 1202.87 759.62 443.27 118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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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垃圾产生量预测

4.2.1 生活垃圾产生量

1、生活垃圾

根据《海南省总体规划》（空间类 2015-2030）和《海南省城镇体系

规划》（2014-2030年）对海南省各城市功能的定位，结合海南省各市县

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并通过调研各市县垃圾进场量数据、近几年垃圾增长

情况，确定各市县垃圾产量指标。

表 4-2 海南省 2014年—2020 年生活垃圾进场量对比一览表（单位：吨/日）

年限 2014 2015 2016 2018 2019 2020

生活垃圾进场量

（吨/日）
5535 6183 7650 9288 10361 11656

增长率（%） - 15% 24% 21% 12% 12%

综合以上表格分析，2016年全省生活垃圾进场量增长达到峰值，随后

2017年-2020年期间增长率逐渐降低，但仍然在 10%左右，主要原因为期

间全省生活垃圾收集转运体系的不断完善、存量生活垃圾治理力度的加大

以及外来人口的剧增等，考虑到“十四五”期间全省生活垃圾转运体系进一

步完善以及生活垃圾分类的全面推行，预计生活垃圾增长率将进一步降低

并趋向稳定。

规划通过全省生活垃圾产生量增长的趋向，以全省常住人口及过夜旅

游人口统计数据，并结合国内生活垃圾人均产生量经验值，充分考虑受候

鸟人口、旅游人口及季节性等特殊因素造成生活垃圾产生量增多的影响，

适当放大进行测算。

1、2023年

（1）全省城镇人均生活垃圾产生量取值 1.3kg/d，农村人均垃圾产生

量取值 0.65kg/d。

（2）考虑到旅游人口和“候鸟”迁徙影响，三亚市、陵水县分别考虑

1.7、1.5的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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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旅游人口人均生活垃圾产生量取值 1.6kg/d。

2、2025年

（1）海口市、三亚市、陵水县城镇人均生活垃圾产生量取值 1.5kg/d，

农村人均垃圾产生量取值 0.65kg/d。

（2）考虑到旅游人口和“候鸟”迁徙影响，结合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进厂

量统计数据，三亚市、陵水县分别考虑 1.7、1.5的系数。

（3）其余市县城镇人均生活垃圾产生量取值 1.4kg/d，农村人均垃圾

产生量取值 0.65kg/d。

（4）旅游人口人均生活垃圾产生量取值 1.6kg/d。

综上，预计 2023年全省生活垃圾产生量约 13569.66吨/日，2025年全

省生活垃圾产生量约 16253.00 吨/日。海南省各市县生活垃圾产省量预测

详见表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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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海南省各市县生活垃圾产生量预测一览表

序号 地 区
2023年垃圾产生量（吨/日） 2025年垃圾产生量（吨/日）

合计 城镇 乡村 旅游 合计 城镇 乡村 旅游

1 海口市 3994.57 3417.26 368.11 209.20 4883.94 4250.11 387.24 246.58
2 三亚市 2337.97 1835.21 205.68 297.08 3035.58 2318.44 355.49 361.65
3 儋州市 982.74 673.41 269.02 40.32 1131.17 792.88 286.24 52.06
4 五指山市 141.97 100.40 30.94 10.63 162.90 118.11 32.25 12.53
5 文昌市 696.26 509.14 150.82 36.30 801.67 600.32 156.38 44.96
6 琼海市 611.49 390.98 186.30 34.21 692.84 461.00 195.73 36.11
7 万宁市 625.20 335.93 226.62 62.64 709.58 396.10 239.61 73.88
8 定安县 300.47 172.55 119.49 8.43 339.36 203.45 126.39 9.53
9 屯昌县 275.12 170.56 99.26 5.29 311.73 201.11 104.70 5.92
10 澄迈县 601.16 448.16 135.82 17.18 689.47 528.42 140.94 20.11
11 临高县 474.04 313.92 147.03 13.10 543.68 370.14 154.42 19.12
12 东方市 530.89 384.15 129.16 17.58 611.17 452.95 134.48 23.74
13 乐东县 472.77 258.77 200.42 13.59 572.27 365.30 190.68 16.30
14 琼中县 179.42 81.59 89.01 8.82 201.21 96.20 94.66 10.34
15 保亭县 175.27 98.05 63.80 13.41 198.04 113.79 68.27 15.98
16 陵水县 629.91 353.23 227.24 49.45 754.08 446.16 240.12 67.81
17 昌江县 282.77 209.85 62.84 10.08 323.35 247.37 65.21 10.76
18 白沙县 149.31 48.67 94.70 5.94 165.67 57.39 101.12 7.16
19 洋浦经济开发区 107.66 95.14 12.52 0.00 124.59 112.18 12.41 0.00
20 三沙市 0.65 0.65 0.70 0.70
21 合计 13569.66 9897.62 2818.79 853.24 16253.00 12132.11 3086.35 103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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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厨余垃圾产生量

厨余垃圾指主要包括家庭厨余垃圾、餐厨垃圾和其他厨余垃圾等易腐

烂的、含有机质的生活废弃物。

餐厨垃圾产生量根据《餐厨垃圾处理技术规范》（CJJ84-2012）按人

均日产生量进行计算，人均餐厨垃圾日产生量均取 0.1kg/（人•d），并考

虑餐厨垃圾产生量修正系数取 1.1。

根据海南省各市县垃圾成分分析的情况，家庭及其他厨余垃圾产生量

约为生活垃圾产生量的 45%~60%，本规划家庭及其他厨余垃圾产生量按照

占生活垃圾总量的 50%进行计算。

综合以上取值，结合海南省人口预测情况，各市县厨余垃圾产生量预

测详见表 4-4。

表 4-4 海南省各市县厨余垃圾产生量预测一览表

地 区

2023年垃圾产生量（吨/日） 2025年垃圾产生量（吨/日）

餐厨垃圾
家庭及其他厨

余垃圾
合计 餐厨垃圾

家庭及其他厨

余垃圾
合计

海口市 365.83 475.35 841.19 394.16 581.19 975.35

三亚市 146.58 278.22 424.80 160.26 361.23 521.50

儋州市 109.37 116.95 226.32 117.94 134.61 252.55

五指山市 14.46 16.89 31.36 15.60 19.38 34.98

文昌市 71.10 82.85 153.95 76.72 95.40 172.12

琼海市 66.96 72.77 139.73 71.83 82.45 154.28

万宁市 71.08 74.40 145.48 76.75 84.44 161.19

定安县 35.40 35.76 71.16 38.03 40.38 78.41

屯昌县 31.59 32.74 64.33 33.93 37.10 71.02

澄迈县 62.09 71.54 133.63 66.75 82.05 148.80

临高县 52.34 56.41 108.76 56.53 64.70 121.23

东方市 55.57 63.18 118.75 59.98 72.73 132.71

乐东县 56.75 56.26 113.01 62.09 68.10 130.19

琼中县 22.57 21.35 43.92 24.29 23.94 48.23

保亭县 20.02 20.86 40.87 21.59 23.57 45.16

陵水县 48.96 74.96 123.92 53.56 89.74 143.30

昌江县 29.08 33.65 62.73 31.21 38.48 6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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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区

2023年垃圾产生量（吨/日） 2025年垃圾产生量（吨/日）

餐厨垃圾
家庭及其他厨

余垃圾
合计 餐厨垃圾

家庭及其他厨

余垃圾
合计

白沙县 20.55 17.77 38.32 22.11 19.71 41.83
洋浦经济

开发区
10.17 12.81 22.98 10.91 14.83 25.74

三沙市 0.06 0.08 0.13 0.06 0.08 0.14

合计 1290.55 1614.79 2905.33 1394.31 1934.11 3328.42

3、有害垃圾产生量

参考国内生活垃圾分类经验，结合海口市生活垃圾典型成分情况，海

南省生活垃圾中有害垃圾组分占比按 0.2%计，则“十四五”末期全省有害垃

圾产生量为 7.74吨/日。各市县有害垃圾产生量详见表 4-5。

表 4-5 海南省各市县有害垃圾产生量预测一览表

序号 市（县）
2023年垃圾产生量（吨/日） 2025年垃圾产生量（吨/日）

生活垃圾 有害垃圾 生活垃圾 有害垃圾

1 海口市 3994.57 1.90 4883.94 2.32

2 三亚市 2337.97 1.11 3035.58 1.44

3 儋州市 982.74 0.47 1131.17 0.54

4 五指山市 141.97 0.07 162.90 0.08

5 文昌市 696.26 0.33 801.67 0.38

6 琼海市 611.49 0.29 692.84 0.33

7 万宁市 625.20 0.30 709.58 0.34

8 定安县 300.47 0.14 339.36 0.16

9 屯昌县 275.12 0.13 311.73 0.15

10 澄迈县 601.16 0.29 689.47 0.33

11 临高县 474.04 0.23 543.68 0.26

12 东方市 530.89 0.25 611.17 0.29

13 乐东县 472.77 0.23 572.27 0.27

14 琼中县 179.42 0.09 201.21 0.10

15 保亭县 175.27 0.08 198.04 0.09

16 陵水县 629.91 0.30 754.08 0.36

17 昌江县 282.77 0.13 323.35 0.15

18 白沙县 149.31 0.07 165.67 0.08

19 洋浦经济开发区 107.66 0.05 124.59 0.06

20 三沙市 0.65 0.00 0.70 0.00

21 合计 13569.66 6.46 16253.00 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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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其他垃圾产生量

1、粪便产生量预测

根据各市县统计年鉴人口数据，参考国内部分城市粪便产生量预测方

法，结合海南省实际情况，综合考虑浓缩系数、发酵系数、含渣系数等因

素进行粪便产生量预测。

粪渣产生量预测公式如下：

V＝a·N·K1·K2·K3·K4·q /1000

式中：

V─粪便产生量，吨/日；

a─每人每天粪便量，取 0.4千克/人·日；

K1─粪便浓缩系数，取 0.8；

K2─粪便发酵缩减系数，取 0.85；

K3─吸粪车吸入粪水率，按 1.1计；

K4─含渣系数，按 1.01计；

q─化粪池清运率，2023年取 80％，2025年取 100%；

N─化粪池使用人数，化粪池普及率取 90％。

海南省各市县粪便产生量预测详见表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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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海南省各市县粪便产生量预测一览表

序号 地 区
2023年粪便产生量（吨/日） 2025年粪便产生量（吨/日）

合计 城镇 乡村 旅游 合计 城镇 乡村 旅游

1 海口市 723.61 571.94 123.22 28.45 974.55 770.61 162.03 41.91
2 三亚市 289.93 180.68 68.85 40.40 396.25 247.28 87.50 61.47
3 儋州市 216.33 112.71 98.14 5.48 291.60 154.03 128.72 8.85
4 五指山市 28.61 16.80 10.36 1.45 38.57 22.95 13.50 2.13
5 文昌市 140.63 85.21 50.48 4.94 199.85 116.62 75.58 7.64
6 琼海市 132.45 65.44 62.36 4.65 177.59 89.56 81.90 6.14
7 万宁市 140.60 56.22 75.86 8.52 189.76 76.95 100.26 12.56
8 定安县 70.02 28.88 40.00 1.15 94.02 39.52 52.88 1.62
9 屯昌县 62.45 28.55 33.23 0.68 83.83 39.07 43.81 0.95
10 澄迈县 134.44 86.64 45.46 2.34 165.58 102.65 58.97 3.95
11 临高县 103.54 52.54 49.22 1.78 139.77 71.90 64.61 3.25
12 东方市 109.92 64.29 43.23 2.39 148.30 87.99 56.27 4.04
13 乐东县 112.24 43.31 67.09 1.85 153.52 70.96 79.78 2.77
14 琼中县 44.65 13.66 29.80 1.20 60.06 18.69 39.61 1.76
15 保亭县 39.59 16.41 21.36 1.82 53.39 22.10 28.57 2.72
16 陵水县 96.85 39.41 50.71 6.72 132.44 53.93 66.98 11.53
17 昌江县 57.53 35.12 21.04 1.37 77.17 48.06 27.29 1.83
18 白沙县 40.84 8.15 31.89 0.81 54.68 11.15 42.31 1.22
19 洋浦经济开发区 17.96 15.92 2.04 0.00 26.99 21.79 5.19 0.00
20 三沙市 0.11 0.11 0.00 0.00 0.14 0.14 0.00 0.00

合计 2562.31 1521.99 924.32 115.99 3458.04 2065.95 1215.75 17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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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园林绿化垃圾产生量预测

2018 年 11月，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公布的《海南省生态修复城

市修补工作方案（2018-2020）》中明确提出加强城市公园及绿地建设，加

快推进城市绿道等慢行系统建设。随着该方案的公布实施，届时园林绿化

覆盖率将进一步提升，相对的园林垃圾处理需求也进一步加大，结合海南

省的实际情况，园林垃圾产生量按照生活垃圾的 10%计，则“十四五”末期

全省城镇园林绿化垃圾产生量为 1213.21吨/日。各市县园林绿化垃圾产生

量详见表 4-7。

表 4-7 海南省各市县城镇园林绿化垃圾产生量预测一览表

序号 市（县）
2023年垃圾产生量（吨/日） 2025年垃圾产生量（吨/日）

城镇生活垃圾 园林绿化垃圾 城镇生活垃圾 园林绿化垃圾

1 海口市 3417.26 341.726 4250.11 425.011

2 三亚市 1835.21 183.521 2318.44 231.844

3 儋州市 673.41 67.341 792.88 79.288

4 五指山市 100.4 10.04 118.11 11.811

5 文昌市 509.14 50.914 600.32 60.032

6 琼海市 390.98 39.098 461 46.1

7 万宁市 335.93 33.593 396.1 39.61

8 定安县 172.55 17.255 203.45 20.345

9 屯昌县 170.56 17.056 201.11 20.111

10 澄迈县 448.16 44.816 528.42 52.842

11 临高县 313.92 31.392 370.14 37.014

12 东方市 384.15 38.415 452.95 45.295

13 乐东县 258.77 25.877 365.3 36.53

14 琼中县 81.59 8.159 96.2 9.62

15 保亭县 98.05 9.805 113.79 11.379

16 陵水县 353.23 35.323 446.16 44.616

17 昌江县 209.85 20.985 247.37 24.737

18 白沙县 48.67 4.867 57.39 5.739

19 洋浦经济开发区 95.14 9.514 112.18 11.218

20 三沙市 0.65 0.065 0.7 0.07

合计 9897.62 989.76 12132.11 1213.21



36

3、大件垃圾产生量预测

根据《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及其评价标准》(CJJ/T102-2004)、《大件垃

圾收集和利用技术要求》(GB/T 25175-2010)及《海南省生活垃圾分类管理

指南（试行版）》等要求，大件垃圾是指体积大，重量超过 5kg或体积大

于 0.2立方米或长度超过 1米且整体性强而需要拆解后再利用或处理的废

弃物，主要包括沙发、床、床垫、桌凳、茶几、衣柜、书柜、电视柜、鞋

柜、自行车、洗浴玻璃门、可拆解沐浴房、木材等。

参考国内外相关工程经验，大件垃圾产生量约占生活垃圾的 2%，则“十

四五”末期全省大件垃圾产生量为 325.06吨/日。各市县大件垃圾产生量详

见表 4-8。

表 4-8 海南省各市县大件垃圾产生量预测一览表

序号 市（县）
2023年垃圾产生量（吨/日） 2025年垃圾产生量（吨/日）

生活垃圾 大件垃圾 生活垃圾 大件垃圾

1 海口市 3994.57 79.89 4883.94 97.68
2 三亚市 2337.97 46.76 3035.58 60.71
3 儋州市 982.74 19.65 1131.17 22.62
4 五指山市 141.97 2.84 162.90 3.26
5 文昌市 696.26 13.93 801.67 16.03
6 琼海市 611.49 12.23 692.84 13.86
7 万宁市 625.20 12.50 709.58 14.19
8 定安县 300.47 6.01 339.36 6.79
9 屯昌县 275.12 5.50 311.73 6.23
10 澄迈县 601.16 12.02 689.47 13.79
11 临高县 474.04 9.48 543.68 10.87
12 东方市 530.89 10.62 611.17 12.22
13 乐东县 472.77 9.46 572.27 11.45
14 琼中县 179.42 3.59 201.21 4.02
15 保亭县 175.27 3.51 198.04 3.96
16 陵水县 629.91 12.60 754.08 15.08
17 昌江县 282.77 5.66 323.35 6.47
18 白沙县 149.31 2.99 165.67 3.31
19 洋浦经济开发区 107.66 2.15 124.59 2.49
20 三沙市 0.65 0.01 0.70 0.01

合计 13569.66 271.39 16253.00 325.06

https://baike.so.com/doc/3919667-4113746.html
https://baike.so.com/doc/3919667-411374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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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章 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规划

5.1 生活垃圾转运站

生活垃圾转运站应根据垃圾分类的需要及海南省生活垃圾季节波动

的实际进行建设与管理，既有的生活垃圾转运站应按垃圾分类的要求进行

改造，确保分类后的厨余垃圾、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可以临时暂存，满足

生活垃圾分类收运后的处理及应急转运要求，产生的渗滤液可根据填埋场

配套渗滤液处理实际进行统筹处理或单独配套渗滤液处理设施。同时应满

足转运站建设、运行管理的现行行业标准规范。

规划“十四五”期间：

1、规划新建生活垃圾转运站 33座，新增转运能力 6230吨/日，详见

表 5-1。

2、规划升级改造生活垃圾转运站 178座，改造转运能力 9170吨/日，

详见表 5-2。

表 5-1 “十四五”期间规划新建生活垃圾转运站一览表

序号 地 区 数量（座） 总转运规模（吨/日）

1 海口市 7 2700

2 三亚市 1 300

3 儋州市 3 380

4 文昌市 — —

5 琼海市 3 450

6 万宁市 5 340

7 五指山市 3 195

8 东方市 4 260

9 定安县 1 200

10 屯昌县 — —

11 临高县 1 30

12 昌江县 — —

13 乐东县 2 1000

14 陵水县 1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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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 区 数量（座） 总转运规模（吨/日）

15 保亭县 1 300

16 琼中县 — —

17 澄迈县 — —

18 洋浦经济开发区 1 25

合计 33 6230

表 5-2 “十四五”期间规划升级改造生活垃圾转运站一览表

序号 地 区 数量（座） 总转运规模（吨/日）

1 海口市 67 1530

2 三亚市 15 1230

3 儋州市 3 550

4 文昌市 14 660

5 琼海市 11 450

6 万宁市 9 630

7 五指山市 2 60

8 定安县 2 30

9 屯昌县 12 830

10 临高县 1 450

11 昌江县 7 230

12 乐东县 8 460

13 陵水县 6 760

14 保亭县 4 120

15 琼中县 6 150

16 澄迈县 6 640

17 白沙县 3 170

18 洋浦经济开发区 2 220

合计 178 9170

5.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基于海南省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现状分布，结合《海南省生活垃圾焚

烧发电中长期专项规划（2018-2030）》，从处理需求、经济成本及发展趋

势等多方面综合考虑，加大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建设，完善应急处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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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实现全省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全覆盖。

规划“十四五”期间，新增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规模 5400 吨/日，总处理

规模达到 16750吨/日，具体如下：

（1）三亚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规划扩建三亚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扩建项目（二期）设计规模为

600吨/日，扩建项目（三期）设计规模为 600吨/日，焚烧厂总设计规模达

到 3450吨/日。

（2）儋州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规划扩建儋州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二期设计规模为 500吨/日，三

期设计为 500吨/日，焚烧厂总设计规模达到 2000吨/日。

（3）文昌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规划扩建改造文昌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一期）项目，设计规模为

1800吨/日，焚烧厂总设计规模达到 2400吨/日。

（4）东方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规划扩建东方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二期），设计规模为 400 吨/

日，焚烧厂总设计规模达到 1200吨/日。

（5）陵水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规划扩建陵水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二期设计规模为 350吨/日，三

期设计为 350吨/日，焚烧厂总设计规模达到 1400吨/日。

（6）昌江县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厂

规划改造昌江县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厂，设计规模为 300吨/日，处理厂

总设计规模达到 300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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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十四五”期间海南省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规划一览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新增设计

规模（吨/日）
服务范围 项目预选址

1
三亚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扩建项目（二期） 600 三亚、乐东（抱由、千家、大安、志仲、万冲、九

所）、保亭（新政、三道、响水、毛感、南林）

三亚市天涯区南岛农场前锋队

附近三亚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扩建项目（三期） 600

2
儋州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二期） 500

儋州、洋浦、白沙、临高
儋州市那东公路18公里处往南

宝农场方向西联农场儋州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三期） 500
3 文昌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一期）扩建改造项目 1800 文昌、三沙、海口（部分） 文昌市文城镇青山岭西侧

4 东方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二期） 400
东方、昌江、乐东（利国、黄流、莺歌海、佛罗、

尖峰）

东方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西

侧

5
陵水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二期） 350 陵水、五指山、保亭（保城、加茂、什玲、六弓）、

万宁（万城、南桥、兴隆区、礼纪、长丰、三更罗）

陵水县文罗镇龙马村与南平国

营农场分界处陵水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三期） 350
6 昌江县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厂（改造） 300 适时调整 昌江县叉河镇海榆西线西北侧

合计 5400 -

备注：1、“十四五”期间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建设以本规划为准，建设规模与相关专项规划衔接，可适时开展《海南省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中长期专项规划（2018-2030）》等相关规划修编工作；

2、项目规划布局、建设规模符合海澄文定一体化的发展要求，保障区域整体的均衡发展；

3、全省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服务范围可结合各市县垃圾产生量和处理设施能力情况适时动态进行调整；

4、海南省“十四五”末期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情况详见附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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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填埋场治理及配套设施

1、填埋场治理

（1）规划内容

为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益，解决填埋场环境安全隐患问题，强化生活

垃圾无害化处理应急保障，结合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扩能提质实施进度及

现有填埋场实际，坚持“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和因地制宜的原则，

加快制定填埋场“一场一策”治理方案，组织专家充分论证治理方案的合

理性和可操作性，切实管控污染和风险，完成生活垃圾填埋场治理工作。

规划“十四五”中期，完成儋州市新建生活垃圾填埋场封场及儋州市现

有生活垃圾填埋场搬迁治理工作。规划“十四五”末期，完成全省生活垃圾

填埋场治理工作。生活垃圾填埋场规划治理情况详见表 5-4。

表 5-4海南省生活垃圾填埋场规划治理情况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处理规模（万立方米） 治理方式

1 海口市生活垃圾填埋场 650 筛分/封场

2 三亚市垃圾处理场 335 筛分/封场

3 儋州市生活垃圾填埋场 149.06 搬迁治理

4 五指山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场 42 筛分/封场

5 万宁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场 110 筛分/封场

6 定安县生活垃圾填埋场 61 筛分/封场

7 屯昌县生活垃圾处理场 28 筛分/封场

8 临高县生活垃圾处理场 44 筛分/封场

9 东方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 105.42 筛分/封场

10 乐东县城生活垃圾填埋场（一期、二期） 46.15 筛分/封场

11 乐东县沿海生活垃圾填埋场 49.99 筛分/封场

12 琼中县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 21 筛分/封场

13 保亭县生活垃圾填埋场 48 筛分/封场

14 陵水县生活垃圾无害化填埋场 79.87 筛分/封场

15 昌江生活垃圾无害化填埋场 47 筛分治理

16 白沙县牙叉镇生活垃圾处理场扩建工程项目 23.3 简易封场

合计 1836.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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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技术方案

1）搬迁治理技术

将生活垃圾填埋场的垃圾整体搬迁至新建生活垃圾填埋场或生活垃

圾焚烧发电厂进行处理，同时对搬迁后填埋场进行场地修复。

2）筛分治理技术

将生活垃圾填埋场挖掘出来的垃圾借助筛分设备，将垃圾按照颗粒大

小进行分离的方法。筛分出来的细颗粒土可作为腐殖土、塑料类垃圾回收

利用或焚烧处理、无机垃圾填埋处理等，通过筛分处理后，可实现生活垃

圾填埋场应急功能的转换。

3）封场治理

通过对垃圾堆体进行必要的整形，修筑平台、盘山道、边坡排水渠与

雨水边沟，对渗滤液进行定向收集导排，然后对垃圾堆体进行最终覆盖及

植被恢复，最终达到消除垃圾堆体的安全隐患及产生的臭味，有效减少渗

滤液产生量，有效控制处理填埋气体及渗滤液对周边环境的污染，改善景

观，达到生态恢复的目的。

2、焚烧厂配套设施

在焚烧厂项目实施过程中应做到“三同时”，确保在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厂运营前完善渗滤液、飞灰等配套设施的建设，“三同时”配套设施的选址

应基于循环经济产业园统筹规划建设的理念，依托焚烧厂的厂址建设，并

预留扩建用地。

（1）配套飞灰填埋场

规划 2021 年完成三亚市、陵水县飞灰填埋场建设，针对现有飞灰填

埋能力不足的市县可根据实际合理规划扩建，并结合《海南省危险废物处

置设施建设规划（2021-2025 年）》要求，合理规划飞灰综合利用设施，

减少土地资源的占用，加快飞灰资源化利用步伐，进一步提高全省飞灰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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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的减量化、资源化水平。

（2）配套渗滤液处理站

根据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建设规模及运行统计数据，生活垃圾焚烧发

电厂渗滤液产生量按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建设规模的 20%计，厨余垃圾

处理设施渗滤液产生量按照建设规模的 50%计，规划“十四五”完善渗滤液

处理能力配套，渗滤液浓缩液结合现有生活垃圾填埋场治理情况进行回灌

处理，加快膜蒸馏、蒸发、高级氧化技术等处理工艺的研究及制定，加大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处置干化污泥能力，积极探索开展耦合污泥技术试

点。

“十四五”期间配套渗滤液处理站处理能力配套情况详见表 5-5。

表 5-5 海南省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配套渗滤液处理站规划一览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现状设计处

理规模（吨/
日）

新增处理规

模（吨/日）

2025年总处

理规模（吨/
日）

项目预选址

1 海口市配套渗滤液处

理站
2500 - 2500 澄迈县老城开发区

2 三亚市配套渗滤液处

理站
1050 350 1400

三亚市天涯区南岛农场前

锋队附近

3 儋州市配套渗滤液处

理站
500 200 700

儋州市那东公路 18 公里处

往南宝农场方向 6公里处

西联农场

4 文昌市配套渗滤液处

理站
340 310 650 文昌市文城镇青山岭西侧

5 琼海市配套渗滤液处

理站
450 - 450 琼海市嘉积镇里帮村

6 东方市配套渗滤液处

理站
300 150 450

东方市八所镇东方市生活

垃圾焚烧项目

7 陵水县配套渗滤液处

理站
500 - 500

陵水县文罗镇龙马村与南

平国营农场分界处

8 屯昌县配套渗滤液处

理站
300 - 300

屯昌县屯城镇大洞村牛鼻

岭

合计 5940 1010 6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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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炉渣综合利用厂

结合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建设规模，炉渣综合利用建设规模按照生活

垃圾焚烧发电厂建设规模的 25%计，针对现有炉渣综合利用能力不足的市

县可根据实际合理规划扩建，并结合现有填埋场治理实际，炉渣资源化利

用过程中筛上物可进入填埋场或焚烧厂处理，进一步探索炉渣资源化利用

骨料及尾渣统一外售模式，实现尾渣制作建材制品的综合利用。

5.4 厨余垃圾处理设施

结合海南省厨余垃圾处理现状，借鉴海口市、三亚市厨余垃圾处理试

点经验，统筹循环经济产业园规划理念，采用分散与集中处理相结合的方

式，实现跨区域共享、集中处理的厨余垃圾处理基地。加强现有正常运行

的设施的升级改造，鼓励有条件且未规划建有厨余垃圾处理设施的市县、

大型农副产品市场等可采用预处理或小型处理设施进行源头减量处理，积

极探索厨余垃圾与园林垃圾、秸秆等协同堆肥及沼气利用处理模式，厨余

垃圾处理后沼渣、渗滤液等产物原则纳入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统筹处置，

健全海南省厨余垃圾收运管理体系，逐步建立覆盖全省城区的厨余垃圾处

理体系。

根据厨余垃圾产生量预测结果，规划“十四五”期间新建 7座跨区域厨

余垃圾处理设施和 1座琼海市有机质废弃物综合利用设施（含厨余垃圾处

理能力 200 吨/日，农业有机质废弃物处理能力 180 吨/日），并预留远期

用地，新增厨余垃圾处理能力 2900吨/日。

厨余垃圾处理设施规划布局详见表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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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 海南省厨余垃圾处理设施规划一览表

序号 名称
新增设计规模

（吨/日）

2025年垃圾产

生量（吨/日）

2025年总处理规

模（吨/日）
服务范围 项目预选址

1 海口市厨余垃圾处理厂 600 796.41 800 海口（部分）、澄迈、 澄迈县老城开发区

2 三亚市厨余垃圾处理厂 350 612.14 650
三亚、乐东（抱由、千家、大安、志

仲、万冲、九所）、保亭（新政、三

道、响水、毛感、南林）

三亚市天涯区南岛农场前锋队附近

3 儋州市厨余垃圾处理厂 450 441.34 450 儋州、洋浦、临高、白沙
儋州市那东公路 18 公里处往南宝农

场方向 6公里处西联农场

4 文昌市厨余垃圾处理厂 500 500 500 文昌、三沙、海口（部分） 文昌市文城镇青山岭

5
琼海市有机质废弃物综合

利用厂
200 214.31 200

琼海、万宁（北大、东澳、大茂、后

安、和乐、山根、龙滚）
琼海市中原镇排沟村

6 东方市厨余垃圾处理厂 300 260.94 300
东方、昌江、乐东（利国、黄流、莺

歌海、佛罗、尖峰）
东方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东侧

7 陵水县厨余垃圾处理厂 300 305.61 300
陵水、、五指山、保亭（保城、加茂、

什玲、六弓）、万宁（万城、南桥、

兴隆区、礼纪、长丰、三更罗）

陵水县文罗镇龙马村与南平国营农

场分界处

8 屯昌县厨余垃圾处理厂 200 197.67 200 屯昌、定安、琼中 屯昌县屯城镇大洞村牛鼻岭

合计 2900 3328.42 3400 - -

备注：1、项目规划布局、建设规模符合海澄文定一体化的发展要求，保障区域整体的均衡发展；

2、全省厨余垃圾处理厂服务范围可结合各市县垃圾产生量和处理设施能力情况适时动态进行调整；

3、项目具体选址以单体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开展过程中进行多方案比选后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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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有害垃圾处理设施

根据《海南省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结合海南省生活垃圾分类及有害

垃圾收运处理体系建设实际情况，规划“十四五”期间建设有害垃圾收集转

运中心及有害垃圾暂存点。

1、有害垃圾暂存点

用于暂存收集居民在分类后产生的有害垃圾。原则每个乡镇至少建设

1个有害垃圾暂存点，暂存点可与生活垃圾转运站配套建设，待暂存至一

定量后由有害垃圾车转运至有害垃圾收集转运中心或终端处置设施。

2、有害垃圾收集转运中心

有害垃圾收集转运中心用于收集有害垃圾暂存点的垃圾及运输距离

远、需要中转的有害垃圾，同时具备一定的预处理、分选及暂存功能。

规划“十四五”期间，在三亚市、儋州市、文昌市、屯昌县、陵水县新

建有害垃圾收集转运中心，暂存转运能力达到 15天以上；东方市、昌江

县危险废物直接运输至海南省危险废物处置中心。

“十四五”期间新增有害垃圾暂存转运能力 120吨/日，有害垃圾收集

转运中心规划情况详见表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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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 海南省有害垃圾收集转运中心规划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2025年垃圾产生量

（吨/日）

2025年暂存规模

（吨/日）
服务范围 项目预选址

1 三亚市有害垃圾收集转运中心 1.72 30 三亚、乐东
三亚市天涯区南岛农场前锋队

附近

2 儋州市有害垃圾收集转运中心 0.94 15 儋州、洋浦、白沙、临高
儋州市那东公路 18 公里处往南

宝农场方向 6公里处西联农场

3 文昌市有害垃圾收集转运中心 0.38 10 文昌、三沙 文昌市文城镇青山岭

4 陵水县有害垃圾收集转运中心 0.87 15 陵水、五指山、万宁、保亭
陵水县文罗镇龙马村与南平国

营农场分界处

5 屯昌县有害垃圾收集转运中心 3.39 50 海口、琼海、屯昌、定安、琼中、澄迈 屯昌县屯城镇大洞村牛鼻岭

合计 7.30 1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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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章 生活垃圾分类规划

6.1 分类模式

根据《海南省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海南省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

案》、《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和处理技术标准》等有关要求，参照《生活垃

圾分类标志》（GB/T 19095-2019）等标准，各市县生活垃圾按照可回收物、

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四分类”模式，农村生活垃圾分类不做“四

分类”硬性要求，但必须按照“因地制宜、简单易行”的原则对生活垃圾实行

简易分类，实现源头分类减量，减少外运出村的垃圾种类、数量和频率，

有条件的农村可进一步实现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四

分类”模式，重点是做到“干湿分离”。鼓励农村和偏远地区对厨余垃圾、枯

枝烂叶实行就地处理，能还林还地的尽量还林还地，减少垃圾外运量。

6.2 分类标志

海南省生活垃圾分类标志的样式和颜色应当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生活

垃圾分类标志》（GB/T 19095-2019）的规定及《海南省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实施方案》等有关要求，其中可回收物的标志为蓝色，色标为 PANTONG

647C；有害垃圾的标志为红色，色标为 PANTONG 485C；厨余垃圾的标

志为绿色，色标为 PANTONG 2259C；其他垃圾的标志为黑色，色标为

PANTONG Black 7C。分类标志应准确并保持清晰完整。示意图见表 6-1。

表 6-1 生活垃圾分类标志图

垃圾类别 标志 垃圾类别 标志

可回收物
Recyclable

有害垃圾
Hazardous Waste

厨余垃圾
Food Waste

其他垃圾
Residual Wa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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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分类投放

6.3.1 投放模式

规划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模式必须满足《海南省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海

南省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等有关要求，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

任人应根据居民的作息时间、垃圾产生量等合理确定各类垃圾的投放时间

和投放地点。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可每天定点投放，可回收物和有害垃圾

可定期进行定时定点投放。按照居住区、公共场所、餐饮酒店、医疗机构、

学校等不同区域的垃圾种类，合理确定垃圾投放桶的类别、尺寸、数量、

位置，并在投放点按《生活垃圾分类标志》（GB/T 19095-2019）要求张贴

统一的宣传图文标识。

6.3.2 可回收物的投放

生活垃圾产生者宜将可回收物暂存，定期投放至可回收物收集容器

（点）。可回收物宜按照纸类、塑料类、玻璃类、金属类、织物类、电器

电子产品类、大件垃圾等进行细分类。可回收物分类投放应符合下列要求：

（1）应尽量保持清洁干燥，避免污染。

（2）废纸及废包装物应折好、压平、捆牢，回收投放时应避免受到

污染。大块纸板、泡沫板等松散大件垃圾，不宜直接投入可回收物收集容

器，应规整后置于投放点或预约上门收集。

（3）废塑料容器应进行清除残留物、压扁等处理，再投放至可回收

物收集容器。

（4）废玻璃容器应进行清除残留物再投放至可回收物收集容器，并

应防止破损；碎玻璃应先用厚纸包裹好，再投放至其他垃圾收集容器。

（5）废金属应投放至可回收物收集容器。金属易拉罐应进行清除残

留物、洗净晾干、踩扁压实等处理，金属尖利器物应用硬纸包裹捆绑后或

将尖锐面钝化后再投放至可回收物收集容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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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用于捐赠的旧织物，宜清洗干净，打包后投放至旧织物回收箱

或捐赠点；废织物应捆牢后投放至废织物回收箱或可回收物收集容器；污

损严重的废织物等应投放至其他垃圾收集容器。

（7）整体性强、不能拆解的木质家具，应按照大件垃圾投放。大件

垃圾应预约可回收物回收经营者进行回收，或者投放至指定的场所。

（8）体积较小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应当按照可回收物进行回收，体

积较大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按照大件垃圾的管理要求予以回收。

6.3.3 有害垃圾的投放

有害垃圾应按照以下要求分类投放至有害垃圾投放点或收集容器：

（1）有害垃圾投放时应保持物品的完整性，并轻投轻放。

（2）镍镉电池、铅蓄电池等投放时应保持完好，投放至有害垃圾收

集容器；破损的电池应用透明塑料袋封装后再投放至有害垃圾收集容器。

（3）废荧光灯管应保持完整、干燥，防止破损，投放至有害垃圾收

集容器。破碎的灯管应用较厚的纸张包裹并用胶带缠好，投放至其他垃圾

收集容器。

（4）弃置药品及药具应保持原包装，并应连同包装一并投放至有害

垃圾收集容器。未受污染的纸盒等外包装可投放至可回收物收集容器。

（5）废杀虫剂、清洁剂、油漆等均应与原容器一起密封投放至有害

垃圾收集容器。

（6）在公共场所产生有害垃圾且未发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时，应携

带至有害垃圾投放点妥善投放。

（7）有条件的地区应细化有害垃圾类别和有害垃圾收集容器种类。

6.3.4 厨余垃圾的投放

厨余垃圾应按照以下要求分类投放至厨余垃圾收集容器：

（1）厨余垃圾沥干水分，存放于家庭可循环利用的收集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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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投放时，应将存放于家庭收集容器或不可降解塑料袋中的厨余

垃圾投放至厨余垃圾收集容器内，并将不可降解的塑料袋投放至其他垃圾

收集容器内。

（3）废餐具、废纸巾、牙签属于其他垃圾，应避免混到厨余垃圾中。

（4）吃剩的快餐饭菜应沥干水后投放至厨余垃圾收集容器内，餐盒

或包装物应作为其他垃圾投放。鼓励居民将餐盒清洗干净后投放至可回收

物收集容器中。

（5）餐厨垃圾产生的单位应设置油水分离装置和餐厨垃圾收集容器，

投放前应对餐厨垃圾进行固液分离和油水分离处理。

（6）农贸市场内应根据蔬菜瓜果、动物内脏等不同种类的生鲜垃圾

设置单独的投放容器或投放点，投放时应去除不可降解的塑料袋等包装

物。

6.3.5 其他垃圾的投放

其他垃圾应按照以下要求分类投放至其他垃圾收集容器：

（1）对于不能准确判断类别的垃圾，可将其视为其他垃圾，投放至

其他垃圾收集容器内。

（2）陶瓷马桶、陶瓷浴缸、瓷砖，按装修垃圾的投放方法进行投放。

（3）家庭装修垃圾和生活垃圾应分开收集，装修垃圾装袋后投放到

指定场所。

6.3.6 推行定时投放

根据居民的作息时间、垃圾产生量等合理确定各类垃圾的投放时间。

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可每天投放，可回收物和有害垃圾可集中在双休日或

国家法定节假日定时投放，具体时间由各市县确定。

6.4 分类收集、运输与处置

6.4.1 分类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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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责任人应结合投放方案设定本区域生活垃圾分类

收集方案，分类投放的生活垃圾应当配套分类收集设施和设备，实行密闭

化分类收集，杜绝混收混运。

1、不同区域设桶要求。

办公区域、居住区域、酒店、学校、超市、集贸市场、餐饮服务单位、

医疗机构等场所，应按照“四分类”要求，根据不同种类垃圾的实际产生量

因地制宜配备相应数量和类别的垃圾桶，满足投放需求。

2、投放容器及收集点。

综合考虑生活垃圾产生比例、人口数量、运输条件等因素，科学合理

地确定投放容器的类别、尺寸、数量，建设或改造一批符合《生活垃圾分

类标志》（GB/T19095-2019）要求的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屋、收集亭，并在

明显位置告知各类生活垃圾收集点的位置、收集时间、收运频率、收运时

间等信息。鼓励有条件的办公或生产经营场所、住宅区，配备智能生活垃

圾可回收物分类柜、小型厨余垃圾处理设备等，设置装修垃圾和大件垃圾

的临时收集堆放点。

对于新改扩建的建设项目，必须建设相应的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设施，

并和主体工程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和同步验收后交付使用；对于已建成的

住宅区、公共场所等，生活垃圾收集设施应进行改造或配置符合要求的环

卫附属设施，使其满足垃圾分类收集要求。

3、分类收集站

实施生活垃圾分类的区域，应根据《海南省垃圾分类收集处理标准体

系》等相关标准要求设置分类收集站，配套必要的设施设备进行分类收集。

4、分类转运站

转运站应根据垃圾分类的需要进行建设与管理，既有的转运站应按垃

圾分类的要求进行改造，确保分类后的厨余垃圾、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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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临时暂存，满足生活垃圾分类收运后的处理要求。同时应满足转运站建

设、运行管理的现行行业标准规范，并建立日常管理制度和管理台账，按

照分类标准和有关要求记录分类垃圾来源、类别、数量、去向等信息。

5、产生源分类收集

不同区域场所的垃圾收集点可结合实际情况进行设置，产生源分类收

集点设置应符合以下几点：

（1）居民区垃圾收集点及垃圾分类收集容器宜逐步减少，各类垃圾

分类收集容器可组合设置收集点，也可单独设置收集点。

（2）集贸市场应在市场内设置单独的生鲜垃圾收集站，收集站内将

垃圾进行干湿分离并分类运输至终端处理设施进行处理，有条件的可设置

技术成熟的厨余垃圾处理设备等就地处理设施。集贸市场内各个体经营者

应按要求将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至相应的收集容器。

（3）办公区应合理设置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投放点，收

集容器应设置于投放方便的区域，有害垃圾收集点应设置在有人监管的区

域；有厨余垃圾产生时，应设置厨余垃圾收集容器、废弃食用油脂收集容

器和油水分离器等。

（4）公共场所应设置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收集点，收集点宜设置在

道路交叉口、公交车站、休息区等区域，不宜过密。

（5）医院候诊区、诊疗室和病房宜配置其他垃圾收集容器，每层门

诊楼、住院楼宜配置一个可回收物收集容器。医院垃圾的分类应区分医疗

垃圾与其他生活垃圾，严禁混杂投放。

（6）学校应按照教学区、食堂、生活区域和公共区域等不同位置设

置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容器，教学区域内设置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收集容

器；食堂内设置可回收物、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收集容器；生活区域按居

民区的要求设置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容器；操场、广场和道路等公共区域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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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场所的要求进行设置。有害垃圾的收集应由学校后勤管理部门根据区

域实际情况，设置一个或多个有害垃圾收集点，统一收集管理。

6.4.2 分类运输

分类收集的生活垃圾应由相应的运输单位负责分类运输，严格执行分

类收运要求，杜绝“先分后混”、“混装混运”；运输单位应当根据城市交通

状况，科学合理地确定生活垃圾的运输时间和路线，与其他社会车辆实行

错峰运行。具备条件的，生活垃圾宜安排在夜间运输。

对现有收运车辆进行改造，按照不同类别喷涂与《生活垃圾分类标志》

（GB/T19095-2019）相一致的图文标识和颜色，特别是厨余垃圾转运车除

内部必须加做防腐涂层外，还应满足密闭性好、装卸方便、便于收集和清

洗、自动化程度高、作业过程密闭，无污水泄露和异味的散发，环保性好

等性能要求，有害垃圾运输车辆应配备灭火器、防油手套和应急药箱等应

急器材，并根据生活垃圾分类的工作需要按计划增配收运车辆，确保生活

垃圾全程分类。新购置的收运作业车辆原则上应选择新能源环卫车辆，优

先选用密闭性好、具有防臭味扩散、防遗撒和防渗滤液滴漏功能、节能环

保、标志清晰的车辆，并安装定位系统和监控系统，运输途中应保持正常

运行。同时，做好定期清洁和维修保护，保持车容整洁、良好运转，出现

损坏或者数量不足的情况，应当及时维修、更换或者补设等日常维护和调

度。

6.4.3 分类处理

生活垃圾处理应按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的原则，采用技术先进、

成熟可靠的处理工艺技术，提高资源化利用率，确保无害化处理率。同时，

结合实际情况建立与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相匹配的分

类处理系统，已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的生活垃圾应严格分类处

理，避免将已分类的生活垃圾再次混合处理，并加强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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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建设，满足生活垃圾分类处理需求。鼓励集厨余垃圾资源化处理、再

生资源回收利用、有害垃圾处理为一体的生活垃圾处理产业园区建设，优

化技术工艺，统筹各类生活垃圾处理。

1、可回收物的处理

可回收物应当交由资源化利用企业进行回收利用。

2、有害垃圾的处理

根据《海南省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要求，结合垃圾分类现状，依托海

南省循环经济产业园，规划建设有害垃圾暂存厂，提高有害垃圾临时暂存

转运能力。有害垃圾由危险废物运输车辆收集运输至各个循环经济产业园

内的有害垃圾暂存厂，再由具有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专业单位运输至海南

省危险废物处理厂进行处理，处理方式采用高温处理、化学分解、安全填

埋等方式。

3、厨余垃圾的处理

厨余垃圾应交给厨余垃圾处理厂，采用生化技术等方式进行资源化利

用或者无害化处理。

4、其他垃圾的处理

根据分类后的其他垃圾产生量及其趋势，按照“全量焚烧处理”的原则，

加快焚烧处理设施建设，同时做好垃圾焚烧飞灰处理处置工作。

5、大件垃圾的处理

大件垃圾的处理方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大件垃圾收集和利用技术

要求》（GB/T 25175-2010）的规定.

6、装修垃圾的处理

装修垃圾应根据其特性明确处理方式，对于废弃的石材、砖瓦、混凝

土、陶瓷可用作烧结砖的原料、道路施工的路基材料或进行填埋处理，对

于废弃的涂料、油漆等应委托有相应危废经营许可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理。

https://www.so.com/link?m=algrXOm6YQP39k9vTVy27RH5Q2X2NZMRc1W3i6cHY13H3qMRLNdy4gdE69LOPmI1fJLcG9/+IUQu7f6tG90G4RQcIu7LoJCXHrYyZB9FoZw+QKKnuzK4Zgdlf7diqr5aovmXk9NGovweVc586/EULjpe+rPkRVNsG6Rv3jr/NniSfJ5fzjbWBVYr/O9ccOrPunfPU7OOlkROh0P6VId0n3XP3bJnhCM2bwAeO/D1P4QDJ7HKtDmk4/69cAZTMcJDPEyGV+jaI40I5iGO6jFFFmNXPCGIZqxvv4EhYEgEYnXCDwFOj9T11Wfzk3B/1gLo/pfZtb5iTmLaMlcYR5G7ebnYJYv5+b7NQgFt7TrN77ZxcAn53ZGbmC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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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宣传及管理体系

6.5.1 健全管理体系

1、科学制定方案。

各市县要充分学习借鉴省内外经验，按照《海南省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海南省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等有关要求编制辖区内的生活垃圾

分类实施方案，明确目标任务、重点项目、责任分工、保障措施等内容，

做好投入资金测算并统筹安排资金，按照预定时间节点倒排工期、挂图作

战。

2、完善政策制度。

加快顶层设计，省直相关部门应根据各自工作职责，出台生活垃圾分

类管理指南、厨余垃圾管理办法、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考核办法、快递业绿

色包装标准、餐饮服务提供者不得主动提供的一次性产品目录等系列配套

文件。各市县应按照“谁产生、谁付费”原则，根据分类要求探索建立差异

化的生活垃圾收费制度。

3、开展示范片区建设。

地级市应以区、镇为单位开展试点，把试点打造成为可供参观、学习

的观摩点。其他市县应尽快明确试点范围，加快推进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

作。通过梳理成功的典型案例，发挥示范社区、示范街道（乡镇）等模范

带头作用，将好的做法和模式复制推广，逐步实现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全覆

盖。

4、公共机构率先实施

优先选择党政机关、学校、科研、文化、出版、广播电视等事业单位，

协会、学会、联合会等社团组织，车站、机场、码头、体育场馆、演出场

馆等公共场所管理单位率先实施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鼓励和引导国有

企业、宾馆、饭店、酒店、购物中心、超市、农贸市场、商用写字楼等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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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场所比照公共机构积极落实生活垃圾分类要求。

6.5.2 加大宣传力度

1、党政机关率先垂范

党政机关要带头积极开展生活垃圾分类的系列宣传活动，通过召开

《海南省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宣贯培训班、开展“垃圾分类进机关”、举办

相关主题实践活动等形式，提高干部职工参与生活垃圾分类的自觉性、主

动性和积极性，动员机关干部带头做好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各级机关事务

管理部门要精心组织，指导各部门开展多种形式宣传和实践活动。

2、媒体舆论营造氛围

充分利用全媒体、融媒体等新闻媒体，既要介绍省内外垃圾分类工作

的成功经验和典型做法，又要大力科普生活垃圾分类专业知识，形成全方

位、多层面的宣传氛围，不断增强生活垃圾分类宣传的时效性和影响力。

通过开设公众号、入户宣传、派发传单、现场引导等形式，调动人民群众

参与的积极性，营造全社会参与的良好氛围。鼓励广大党员干部充分发挥

先锋模范作用，带头宣传、推广、践行垃圾分类，引导群众自觉主动参与

垃圾分类。

3、组织志愿服务活动

共青团、工会、妇联等群团组织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广泛培养环保

社会组织和志愿者队伍，创新工作和活动模式，不断提升专业性和社会性，

深入基层社区开展垃圾分类知识宣传、引导和服务等志愿活动，面向广大

家庭传播生态文明思想和理念，逐步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参与

率，最大限度地凝聚全民参与生活垃圾分类的强大力量，齐心协力推进生

活垃圾分类工作。

4、夯实校园教育基础

把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分类、回收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等知识纳入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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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学校的教材和日常教育内容。充分利用课外

活动、知识竞赛、益智游戏等活动，培养学生树立生活垃圾分类的理念，

实现“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文明整个社会”的良好效果。鼓励党

校将生活垃圾分类知识纳入教育教学内容，进一步强化党政领导干部的生

态环保理念。

6.5.3 落实应急保障

1、重大疫情期间垃圾处理保障

重大疫情期间，环境卫生设施运营管理单位应编制重大传染病疫情专

项应急预案，环境卫生作业应按照控制传播源、切断传染链的原则，做好

作业人员防护，规范作业流程，并符合国家及地方相关规范。

首诊隔离点各类垃圾均应按照医疗废物管理和处理；集中隔离医学观

察点、居家隔离医学观察点等场所产生的生活垃圾，按规定属于医疗废物

的，应按照医疗废物管理，不属于医疗废物的生活垃圾应采取专人、专车

单独收集并直运至生活垃圾焚烧设施及时处理；重点及人口密集的公共区

域应设置转运收集容器、收集可能受到病原体污染的垃圾，如口罩及其他

防护用品等，并由专人专车收集运输至生活垃圾焚烧设施处置。

2、外轮、国际航班等垃圾处理保障

各机场、码头应根据《海南省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做好垃圾分类投放

收集，外轮、航班产生的垃圾纳入当地垃圾分类收运处理体系，存在途经

重大传染病疫情地区的外轮及航班时，应严格按照《重大疫情期间生活垃

圾投放和收运作业规范（试行）》T/HW 00023-2021、《重大传染病疫情

期间环境卫生行业应急工作导则（试行）》T/HW 00020-2020及属地防控

部署编制重大传染病疫情专项应急预案，强化落实外轮、国际航班等的防

控措施及垃圾处理保障。

6.6再生资源回收利用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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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海南省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发展规划（2021～2025）》要求，推

动再生资源回收和垃圾分类“两网融合”，促进再生资源回收行业高质量

发展，推动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向价值链、产业链中高端发力，促进再生资

源回收利用绿色化、集群化、数字化发展，把再生资源产业打造成为全省

新的经济增长点，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的重要范例。



60

第 7章 其他垃圾处理设施规划

7.1 粪便处理设施

依托循环经济产业园区远期规划布局，生产废水纳入市政污水系统或

污水处理设施协同配套，合理选择技术路线，逐步实现城区粪便无害化处

理能力的全覆盖，提高粪便资源化利用和管理水平。

根据海南省粪便产生量，结合海南省粪便无害化处理现状，规划“十四

五”期间新建粪便无害化处理设施 6座，扩建粪便无害化处理设施 1座，新

增处理规模 2250吨/日，全省粪便无害化处理设施规划情况见表 7-1。

表 7-1 海南省粪便无害化处理设施规划一览表

序

号
名称

新增设

计规模

（吨/日）

2025年垃

圾产生量

（吨/日）

2025年总

处理规模

（吨/日）

服务范围 项目预选址

1
海口市粪便无害化处理厂

（扩建）
400 509.74 500

海口（部分）、

澄迈、
澄迈县老城开发区

2 三亚市粪便无害化处理厂 500 382.49 500 三亚、乐东
三亚市天涯区南岛农场

前锋队附近

3 儋州市粪便无害化处理厂 300 272.19 300
儋州、洋浦、

临高、白沙

儋州市那东公路 18 公

里处往南宝农场方向 6
公里处西联农场

4 文昌市粪便无害化处理厂 500 533.79 500
海口（部分）、

文昌、三沙
文昌市文城镇青山岭

5 东方市粪便无害化处理厂 150 141.91 150 昌江、东方
东方市生活垃圾焚烧发

电厂东侧

6 陵水县粪便无害化处理厂 200 204.86 200
陵水、五指山、

万宁、保亭

陵水县文罗镇龙马村与

南平国营农场分界处

7 屯昌县粪便无害化处理厂 200 197.30 200
琼海、定安、

琼中、屯昌

屯昌县屯城镇大洞村牛

鼻岭

合计 2250 2242.28 2350 - -

7.2 大件垃圾处理设施

依托循环经济产业园区规划理念，统筹整体布局，鼓励有条件的居住

区设置装修垃圾和大件垃圾的临时收集堆放点，结合生活垃圾转运站实际

情况协同配套大件垃圾处理设施，将大件垃圾纳入垃圾分类范畴，探索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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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试其他废旧物资综合利用的新渠道，建立健全科学、合理、有效的大件

垃圾专项收运、破碎和处理系统。

规划“十四五”期间大件垃圾破碎率达到 100%，资源化利用率达到

50%；其中新增大件垃圾利用能力 190吨/日、破碎能力 380吨/日，详见表

7-2、7-3。.

表 7-2 海南省大件垃圾利用中心规划一览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2025年垃圾需

求量（吨/日）

2025年总处理

规模（吨/日）
服务范围 项目预选址

1 三亚市大件垃

圾利用中心
36.08 50 三亚、乐东

三亚市天涯区南岛农

场前锋队附近

2 儋州市大件垃

圾利用中心
19.65 20 儋州、洋浦、白沙、临高

儋州市那东公路 18 公

里处往南宝农场方向

6公里处西联农场

3 文昌市大件垃

圾利用中心
63.76 70 海口、文昌、三沙、澄迈 文昌市文城镇青山岭

4 东方市大件垃

圾利用中心
9.35 10 东方、昌江

东方市现有生活垃圾

填埋场附近

5 陵水县大件垃

圾利用中心
18.26 20

陵水、五指山、万宁、保

亭

陵水县文罗镇龙马村

与南平国营农场分界

处

6 屯昌县大件垃

圾利用中心
15.45 20 琼海、琼中、屯昌、定安

屯昌县屯城镇大洞村

牛鼻岭

合计 162.53 190 - -

表 7-3 海南省大件垃圾破碎中心规划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2025年垃圾产生量

（吨/日）

2025年破碎处理规模

（吨/日）

1 海口市大件垃圾破碎中心 97.68 100

2 三亚市大件垃圾破碎中心 60.71 70

3 儋州市大件垃圾破碎中心 22.62 30

4 五指山市大件垃圾破碎中心 3.26 10

5 文昌市大件垃圾破碎中心 16.03 20

6 琼海市大件垃圾破碎中心 13.86 15

7 万宁市大件垃圾破碎中心 14.19 15

8 定安县大件垃圾破碎中心 6.7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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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2025年垃圾产生量

（吨/日）

2025年破碎处理规模

（吨/日）

9 屯昌县大件垃圾破碎中心 6.23 10

10 澄迈县大件垃圾破碎中心 13.79 15

11 临高县大件垃圾破碎中心 10.87 10

12 东方市大件垃圾破碎中心 12.22 15

13 乐东县大件垃圾破碎中心 11.45 15

14 琼中县大件垃圾破碎中心 4.02 5

15 保亭县大件垃圾破碎中心 3.96 5

16 陵水县大件垃圾破碎中心 15.08 15

17 昌江县大件垃圾破碎中心 6.47 10

18 白沙县大件垃圾破碎中心 3.31 5

19 洋浦大件垃圾破碎中心 2.49 5

合计 308.08 380

7.3 园林垃圾资源利用设施

结合三亚市、儋州市、文昌市、屯昌县、东方市、陵水县循环经济产

业园区合理配建园林垃圾处理设施，鼓励有条件且未规划建设循环经济产

业园区的市县可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就地处理。

规划“十四五”期间城镇园林绿化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到 50%，新增园

林绿化垃圾资源利用规模 700吨/日，详见表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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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4 海南省园林绿化垃圾利用中心规划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2025年垃圾产生量

（吨/日）

2025年总处理规模

（吨/日）
服务范围 项目预选址

1 海口市园林垃圾利用中心 238.92 250 海口、澄迈 澄迈县老城开发区

2 三亚市园林垃圾利用中心 134.19 150 三亚、乐东 三亚市天涯区南岛农场前锋队附近

3 儋州市园林垃圾利用中心 66.63 100 儋州、洋浦、白沙、临高
儋州市那东公路 18公里处往南宝农场方

向 6公里处西联农场

4 文昌市园林垃圾利用中心 30.05 50 文昌、三沙 文昌市文城镇青山岭

5 东方市园林垃圾利用中心 35.02 50 东方、昌江 东方市现有生活垃圾填埋场附近

6 陵水县园林垃圾利用中心 53.71 50 陵水、五指山、万宁、保亭
陵水县文罗镇龙马村与南平国营农场分

界处

7 屯昌县园林垃圾利用中心 48.09 50 琼海、屯昌、琼中、定安 屯昌县屯城镇大洞村牛鼻岭

合计 606.61 7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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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章 循环经济产业园规划

8. 1 规划原则

1、优先性原则

结合海南省生活垃圾处理现状，考虑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园规划建设应以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为核心，选址优先考虑已建有（或规划建设）生活垃圾焚

烧发电厂的市县，统筹开展产业园规划建设工作。

2、完整性原则

遵照海南省城市发展水平，确保产业园区建成投入运行后，可保证全省各

类废弃物得到完善、有效的处理。

3、分步实施原则

结合各类废弃物产生的实际情况，按照统一规划、分期实施的原则，合理

规划实施产业园区各类项目。

4、可持续发展原则

在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前提下，全面推进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注重节能、

节水、节材、节约土地。实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保护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目

标。

5、适度超前性原则

对各类设施的建设要做到高标准、高要求，加强规划科学性、前瞻性，引

导开发建设健康、协调、持续发展。突出高新技术和适度经济规模，依靠科技

进步，通过选择新技术、新产品、新材料实现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

6、综合效益原则

决不能因为短期、局部的经济利益而影响整个地区的建设水平，在追求经

济效益的同时，也应兼顾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处理好局部与整体、近期与远

期的关系。土地利用应统筹安排各项用地，保证公共服务设施、基础配套设施

和绿化用地，并控制用地合理利用与适度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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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总体规划目标与定位

1、园区发展定位

园区以体现城市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建设循环经济为核心，坚持“生态优

先、整体优先”的原则，实现园区环境和当地经济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具

体定位如下：

（1）近期发展定位

立足海南省，发挥区位优势，以项目落地为首要目标，基本建成海南省循

环经济产业园。积极加强生活垃圾等固体废弃物的综合处理，体现海南省可持

续发展，实现循环经济理念。

同时吸收国内外先进资源再利用技术，建成全国示范性循环产业基地，建

成生活垃圾、建筑、餐厨、粪便等废弃物循环利用的示范企业群。

配套成立园区管理科教区，由政府监督、统筹管理，设定园区企业准入门

槛、结合国家产业发展制订各项政策，实行信息联动、社会参与，建立新型园

区管理模式。

（2）远期发展定位

立足国际，形成拥有综合处理设施及一流技术的环境生态园区，并对其功

能进行提升，具有以下三项功能：

1）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处理中心

2）固体废弃物处理科研开发中心

3）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

建设成为国际化资源循环和环保产业的示范基地。

2、规划目标定位

（1）规划目标定位主要考虑以下五个方面：

1）产业发展——国际领先、国内一流的废弃物产业园区；

2）技术应用——国际领先固废处理技术的应用示范基地；

3）环保教育——环保教育基地（主题：固废处理、循环、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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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景观环境——海南省自然景观和生态环境最美的环保园区。

5）产业聚集——国家级废弃物资源化产业集聚区（包括宣传教育、展示

交易、试点基地等）。

（2）规划目标

1）近期目标

根据海南省目前垃圾处理现状及现有的垃圾处理设施建设情况，规划近

期，园区以处理生活垃圾为主，结合海南省实际，兼顾建筑垃圾、厨余垃圾、

粪便等资源化利用。生活垃圾处理方法以焚烧发电处理方式为主，完善“三同

时”项目配套建设，并在扩大服务范围的基础上，保证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100%，

提高资源化利用水平。同时对不同废弃物之间的协同处理进行研究。

2）远期目标

加强各类固体废弃物的管理能力和处理能力，完善配套设施建设，进一步

提高固体废弃物“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水平。

同时将其他固体废弃物，包含电子垃圾等纳入园区整体发展体系，加强各

种固体废弃物之间的物质循环和能量循环，实现固体废弃物减量化、再循环与

资源化的全面发展。

3、处理处置目标

（1）初期目标

本规划近期总体目标为：以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及“三同时”配套设施为核

心，实现园区服务范围内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100%的目标。加快建筑

垃圾资源化利用厂、厨余垃圾资源化利用厂、粪便无害化处理厂、垃圾分拣中

心、有害垃圾暂存等资源化利用设施建设，初步打造园区内的物质及能量循环

的产业结构，在入园区固体废弃物 100%处理的基础上初步形成物质及能量循

环。

（2）末期目标

本规划远期总体目标为：新建废旧灯管、废旧塑料、废旧电池等回收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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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扩建相应固废处理设施使其与固废产量相匹配，完善园区内的物质及能

量循环的产业结构，构建循环经济理念的循环产业园区。

4、污染控制目标

（1）初期目标

以创建生态环保城市可持续为契机，以推进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及“三同

时”配套设施及垃圾分类终端处理设施等项目建设为核心，加强园区绿化、消

除异味、消除飘散物等环境治理，促进园区及周围居民生存和居住环境质量的

显著提高。

（2）末期目标

加强园区环境的管制，严格控制废气、废水、噪声等各项指标达到国家标

准。保障园区生态环境的自我循环机制，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发展，建成

一个具有优良人居环境的循环经济示范区。

5、园区功能定位

园区功能应实现综合处理，增强调控能力，实现设施的可持续发展（抗风

险）性和科技开放示范性。

（1）处理功能

园区是各种固体废弃物的综合处理基地。采用各种物理方法、化学方法、

生物方法等，根据各种废物的特性和具体情况采用相应的工艺来进行处理。

园区能够处理的废物类型包括：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厨余垃圾、粪便、

医疗废弃物、废旧灯管、废旧电池、电子垃圾、有害垃圾、大件垃圾、园林垃

圾等可再生资源，以及处理过程中所产生的炉渣、飞灰和污水等。

（2）调控功能

园区对固体废弃物进行综合处理，当进入园区的固体废弃物数量和成分发

生变化时，建立固体废弃物处理调控机制，通过园区内设施之间的物料调配来

适应外界的变化。

同时，园区为固体废弃物的资源化处理设施预留一定的空间，随着废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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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水平的逐渐提高，逐步引进新工艺提高园区处理能力和资源化利用水平。

（3）科技开放及示范功能

园区应逐步加强与相关部门的科研合作，建立科研平台，为不同的研究机

构开展相关的科研工作提供场所，实现园区对科技的开放性。

8.3 循环经济方案

1、海南省循环经济产业园规划理念

海南省循环经济产业园区的建设本身就从循环经济的角度出发，在废弃物

处理中贯彻“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原则，综合考虑废弃物的特性和处理

工艺，不断优化设计，重点体现了循环经济的理念。作为园区的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也旨在突出循环经济的概念，从设计、管理、实施等不同角度把握以人

为本，坚持“生态优先、整体优先”的原则，实现园区环境和当地经济社会的协

调可持续发展。

循环经济产业园规划应充分考虑园区各类设施的节能降耗和资源回收利

用（例如：园区的中水回用系统，将污水处理厂深度处理达标后的出水可以用

于园区内道路浇洒、绿化灌溉，达到合理利用水资源、节约新鲜水用水量、减

轻排水系统负荷的目的，充分体现了园区“循环”的理念），又充分考虑园区内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等的工艺余热的利用，与燃气锅炉供热体系形成互为备用

关系，在工程生产允许的条件下充分利用生产余热，节约燃气的消耗量，大大

减轻海南省能源市场的供需压力。

综上所述，本项目在规划设计过程中充分考虑了园区内部的生产生活条

件，从循环经济和节能降耗的角度出发，不仅要使基础设施的建设满足园区生

产生活的需要，同时实现资源能源的最大合理化应用。基础设施工程建设完成

后，仅有少量的水耗、电耗和燃气耗量，节约大量的水资源和燃气资源。

2、环境效益分析

对园区内飞灰填埋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炉渣资源化利用厂、粪便无

害化处理厂、厨余垃圾资源化利用厂、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厂、渗滤液处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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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终端处理设施进行合理规划和分期实施，打造持续稳定发展和环境友好型的

循环经济产业园，对提升海南省环境形象，促进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1）污染控制集中化

将飞灰填埋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炉渣资源化利用厂、粪便无害化处

理厂、厨余垃圾资源化利用厂、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厂、渗滤液处理站等终端

处理设施在园区内统一建设，有利于避免分散建设固废处理设施导致的污染源

分散、管理困难等弊病，便于政府对固体废物处理和污染物排放的监控，提高

海南省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

（2）资源循环利用和土地利用集约化

将飞灰填埋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炉渣资源化利用厂、粪便无害化处

理厂、厨余垃圾资源化利用厂、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厂、渗滤液处理站等终端

处理设施统一建设，便于形成规模、工艺互补，提升资源化利用水平，提高资

源化利用程度。同时，将资源的产生、运输、处理、再利用全部集中在一个园

区内，便于运输，节约运营成本，避免建设用地的浪费，有利于土地资源的优

化整合。

（3）延长各处理设施服务年限

通过建设包括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厨余垃圾处理设施等资源化设施，可

以将原生生活垃圾进行分流，其中厨余垃圾分选后热值较高的筛上物、处理后

产生的沼渣进入垃圾焚烧厂焚烧。通过分选提升了垃圾品质，对于各处理设施

而言均具有针对性较强的工艺路线，有利于延长各处理设施的服务年限。同时

各工艺单元联合作用，最终实现原生垃圾零填埋。

3、物质循环方案

（1）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产生的飞灰经过稳定化处理并经浸出液检测达

标后进入飞灰填埋场，炉渣进入炉渣资源化利用厂。

（2）厨余垃圾处理产生的沼渣及粪便处理产生的粪渣可用于园区园林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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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用土，如无利用需求则可进入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进行减量化处理。

（3）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厂产生的除产品之外不可利用的部分最终产物

可用于园区绿化隔离带的基础回填。

（4）园林垃圾处理不可回用部分及大件垃圾破碎后进入生活垃圾焚烧发

电厂进行减量化处理。

（5）垃圾分拣中分拣的各类垃圾可进行相对应的回收利用中心，不可回

收部分进入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进行减量化处理。

（6）渗滤液处理站等产生的污泥干化后可进入焚烧厂进行处置。

（7）随着园区各个建设工程的不断推进和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道路、

绿化和景观体系也逐步成形，规划考虑了园区的中水回用系统，充分将雨水截

留汇集后作为再生水，同时选择污水处理厂深度处理达标排水进行再生水利

用，可用于工业补水、园区道路浇洒、绿化灌溉，达到合理利用水资源，节约

新鲜水用水量、减轻排水系统负荷的目的，充分体现了园区“循环”的概念。

目前，三亚市循环经济产业园的建设已初步成型，结合三亚市已建成生活

垃圾、厨余垃圾、建筑垃圾、医疗垃圾、渗滤液处理以及准备建设的相关处理

设施实际情况，充分结合现状各类处理设施处理工艺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规

划以三亚市为例对园区工艺循环、能源梯级利用及物质循环进行分析，园区工

艺循环如图 8-1、8-2所示，园区能源梯级利用如图 8-3所示，园区物质循环如

图 8-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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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 园区工艺循环图 1

图 8-2 园区工艺循环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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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3 园区能源梯级利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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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4 园区物质循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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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规划内容

针对海南省各类固体废物的特点和规模，规划对应的处理及资源化利用设

施，实现集中污染源、集中处理、统一处理；以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为理论指

导，规划园区产业主要可分为废物资源化利用产业、废物末端处置产业和生产

性服务产业三大类型。

坚持“循环经济、减污降碳、管控风险”的原则，推进以三亚、儋州、文

昌、屯昌、陵水、东方等 6个循环经济产业园规划和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园区

处理垃圾类型主要包括但不限于生活垃圾、厨余垃圾、园林垃圾、大件垃圾、

粪便粪渣、建筑垃圾、有害垃圾暂存、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等设施。基本项目情

况如下表。

表 8-1 主要入园项目计划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处理对象

1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生活垃圾

2 厨余垃圾资源化利用厂 厨余垃圾

3 粪便无害化处理厂 粪便

4 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厂 建筑垃圾

5 建筑垃圾堆放场 建筑垃圾

6 医疗废弃物处置中心 医疗废弃物

7 危险废弃物处置厂 危险废物

8 园林垃圾利用中心 园林垃圾

9 大件垃圾利用中心 大件垃圾

10 生活垃圾分拣中心 生活垃圾

11 废旧灯管回收利用中心 废旧灯管

12 废旧电池回收利用中心 废旧电池

13 废旧塑料回收利用中心 废旧塑料

14 电子垃圾回收利用中心 电子垃圾

15 污水处理厂 污水

16 渗滤液处理站 渗滤液

17 污泥处理厂 污泥

18 布草洗涤厂 布草



75

序号 项目名称 处理对象

19 有害垃圾暂存转运中心 有害垃圾

20 飞灰填埋场 飞灰固化物

21 生态公园 -

22 环卫停车场 -

23 小车停车场 -

24 宿舍区 -

25 科教管理及健身休闲区 -

26 道路 -

27 绿化 -

8.4 环境保护

8.4.1 主要污染物及污染源

本项目污染源主要来自几个方面：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产生的烟气，垃圾堆放产生的渗滤液及生产、生活排

出的废水，垃圾焚烧产生的炉渣及废水处理产生的污泥等；另外，垃圾堆放产

生的恶臭及厂内机械动力设备产生的噪声也对环境造成污染。此外，污染源还

包括废热、电磁辐射等；

飞灰填埋场填埋过程中产生的渗滤液、填埋作业车辆产生的噪声等。

渗滤液处理站、污水处理厂：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污泥、臭气、厂内机械动

力设备产生的噪声等；

厨余垃圾处理厂处理产生的臭气、沼液和沼渣等；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产

生的臭气；大件垃圾拆解中心、炉渣资源化利用厂机械动力设备产生的扬尘、

噪声等。

1、废气

园区大气污染物主要来自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排放的焚烧烟气，垃圾焚烧

烟气主要由 N2、O2、CO2和 H2O等四种无害物质组成，占烟气容积的 99%。

因垃圾成分不可控和燃烧过程的多变性，焚烧烟气中还含有 1%左右的有害污

染物，主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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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颗粒物，包括惰性氧化物、金属盐类、未完全燃烧产物等；

（2）酸性污染物，包括氯化氢(HCl)、氟化氢(HF)、硫氧化物(SOx)及氮

氧化物(NOx)等；

（3）重金属，包括铅、汞+镉，及锰、铬、砷、钛、锌、铝、铁等单质与

氧化物等；

（4）残余有机物，包括未完全燃烧有机物与反应生成物，如芳香族多环

衍生物、烃类化合物(醛类－CHO基团、酮类 C＝O基团、醇类－OH 基团、

酸类－COOH基团等)、不饱和烃化合物，二噁英类。

2、废水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污水包括垃圾坑渗滤液、车间地面冲洗水、生活污水、

实验室排水、化水间废水、冷却塔排污水、湿法烟气处理废水等。

飞灰填埋场污水主要是填埋过程中产生的渗滤液，根据当地降雨强度预测

渗滤液产生量。

厨余垃圾处理厂污水包括沼液、车间地面冲洗水、生活污水等废水。

其他厂区污水包括粪便污水、车间地面冲洗水、生活污水等废水。

3、固体废弃物

园区内固体废弃物包括焚烧炉渣、飞灰、厨余垃圾处理的沼渣和渗滤液处

理产生的污泥等。

4、噪声

高噪声设备主要有生产区各车间的搅拌机、空压机、破碎机、风机、水泵、

运输车辆等及各类管道介质的流动和排汽等产生的综合性噪声，形成对周围环

境的影响。

5、恶臭

在垃圾卸料过程、垃圾贮存及渗滤液处理过程，易散发出的厌恶性气味，

成分包括硫化氢、氨、甲硫醇等多种物质。

6、废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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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污染是由未有效利用的热能从烟囱、冷却系统、热力设备和管道等向外

排放大量废热而造成的环境污染，主要通过放热传入大气或废热排入水体造成

环境热污染。

8.4.2 环境保护标准

1、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按照《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DB46/484-2019）

执行，以满足日益严格的环境保护的需要。

2、废水排放标准

园区渗滤液、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经处理后的出水水质执行《城市污水再

生利用—工业用水水质》（GB/T19923-2005）标准中的敞开式循环水系统补充

水水质标准和《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GB/T18920-2002）标

准。

3、噪声控制标准

园区运营期场区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中的 2类标准；施工期场区噪声执行《建筑施工场界环境

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中相关标准，即：昼间 70dB(A)，夜间 55dB(A)。

此外，噪声控制还应满足《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2010）《工

业企业噪声控制设计规范》（GBJ87—2013）规定的限值。

4、恶臭控制标准

园区采用焚烧解臭、喷淋除臭、绿化减臭等措施，使厂界恶臭浓度控制在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厂界标准值中的二级标准。

8.4.3 跟踪评价

对规划区域环境空气、水环境、土壤环境等开展跟踪监测调查，到“十四

五”末期开展环境影响跟踪评价。

http://huanbao.bjx.com.cn/hot/hot_1069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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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章 投资匡算

参考《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程项目建设标准》（建标 142—2010）《生

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处理工程项目建设标准》（建标 124-2009）《生活垃圾

转运站工程项目建设标准》（建标 117-2009）等相关建设标准规范，考虑

到受项目占地面积、日处理规模、技术工艺、场地现状条件、各市县征地

费差异等多因素影响，各类垃圾处理设施项目工程量的性质和大小会出现

差异，结合近几年海南省已完成建设的相关项目经验，为落实规划项目建

设投资提供一定的参考，经综合分析、测算，海南省“十四五”期间垃圾无

害化处理设施规划项目总投资匡算为 122.69亿元，投资明细详见表 9-1。

表 9-1 项目投资匡算表

序号 类别 项目名称 数量（座） 规模（吨/日） 投资（万元）

1
处理设施

能力建设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6 5400 324000
厨余垃圾处理厂 8 2900 232000

粪便无害化处理厂 7 2250 40500
大件垃圾利用中心 6 190 4085
园林垃圾利用中心 7 700 14000

2
收转运体

系建设

新建转运设施 33 6230 87220
升级改造转运设施 178 9170 91700
有害垃圾暂存点 - 285 2850

有害垃圾收集转运中心 5 120 6000
大件垃圾破碎中心 19 360 3600

3
封场及筛

分治理
填埋场筛分治理 16 1836.79 万立方米 410948.55

4 信息平台 环卫管理服务平台 20 - 10000
合计 - - 122690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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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2 生活垃圾填埋场治理投资匡算表

序号 项目名称 规模（万立方米） 投资（万元） 治理方式

1 海口市生活垃圾填埋场 650 146250 筛分/封场

2 三亚市垃圾处理场 335 75375 筛分/封场

3 儋州市生活垃圾填埋场 149.06 41736.8 搬迁治理

4 五指山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场 42 9450 筛分/封场

5 万宁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场 110 24750 筛分/封场

6 定安县生活垃圾填埋场 61 13725 筛分/封场

7 屯昌县生活垃圾处理场 28 6300 筛分/封场

8 临高县生活垃圾处理场 44 9900 筛分/封场

9 东方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 105.42 23719.5 筛分/封场

10 乐东县城生活垃圾填埋场（一期、二期） 46.15 10383.75 筛分/封场

11 乐东县沿海生活垃圾填埋场 49.99 11247.75 筛分/封场

12 琼中县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 21 4725 筛分/封场

13 保亭县生活垃圾填埋场 48 10800 筛分/封场

14 陵水县生活垃圾无害化填埋场 79.87 17970.75 筛分/封场

15 昌江生活垃圾无害化填埋场 47 3450 筛分治理

16
白沙县牙叉镇生活垃圾处理场扩建工程

项目
23.3 1165 简易封场

合计 1836.79 41094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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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章 运行管理体系规划

10.1 明确责任主体

各市县各类垃圾收运处理、处置设施按属地原则，由市县人民政府统

筹进行实施，将项目纳入市县年度发展计划，并按轻重缓急编制建设或改

造升级计划，并建立应急联动机制和环境风险事故应急预案。

10.2 建立有效的监管机制

1、前期规划目标

全面完成全省 19 个市县和洋浦经济开发区城市综合管理服务平台上

线联网工作，实现所有市县整合形成环卫管理服务平台的建设目标。

2、末期规划目标

完善与提升环卫管理服务平台，探索人工智能驱动的环卫管理模式。

丰富各类专项监管，丰富综合数据库，推进省级平台智能化提升建设和监

督体系完善；推进各地环卫管理服务平台智慧化功能升级和行业应用智慧

化改造升级。

3、规划内容

主要包含标准规范编制、管理体制建设、省级平台建设、市县平台建

设、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基础空间数据共享等内容。

各市县要利用省电子政务外网和云平台资源，共享省级统一标配的软

件系统，整合形成集市容环卫生等为一体的本地环卫管理服务平台。采集

环卫管理相关数据，形成基础数据库与业务运行数据库，构建问题统一受

理、按责转办、限时办结、统一考核、集中反馈的闭环工作流程。充分运

用大数据分析、智能感知、实时监测等手段，指挥调度有关工作，实现环

卫管理向“精细化、智慧化”升级，纵向对接国家、省级平台，横向整合或

共享环卫管理相关部门数据资源，统筹协调、指挥调度、监督考核、综合

评价全市环卫管理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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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整体规划，省级平台和市县平台搭建同步启动，充分预留拓展业

务接口的思路实施。建议各市县采用“建设运行一体化”方式组织实施，将

业务系统研发、数据普查建库、平台运行管理、维护升级、安全保障等服

务推向市场化，明确责任，政府根据运行成效，对服务提供单位实施考核，

并按海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服务平台考核结果分期支付运行费用。

10.3 宣传教育

利用报刊、电视、电台、网络广泛宣传国家及海南省关于各类废物收

运、处理的政策、法规及具体措施，提升民众的环保意识，提高民众对环

卫项目建设和运行管理的参与度。

10.4 保障措施

1、加大投入力度，落实建设经费

各市县政府要多渠道筹集项目建设资金，加强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

积极吸引社会资本参与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项目建设运营。符合条件的项

目，可积极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资金支持。

2、加强组织领导，强化指导监督

各市县加强对“十四五”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的组织领导，切实履行

职责，压实目标责任，推进生活垃圾处理设施项目规划建设。省级有关部

门定期组织对规划实施情况进行评估，选择重点地区或重点项目进行规划

落实情况的专项督导，确保规划各项任务顺利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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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十三五”期间全省生活垃圾转运站建设一览表

序号 行政区划 项目名称 设计规模（吨/日） 建成时间

1

三亚市

海棠区龙江终端处理中心 450 2019年

2 荔枝沟转运站 50 2016年

3 干沟转运站 100 2020年

4 金鸡岭转运站 150 2018年

5 西岛转运站 30 2018年

6 中心渔港转运站 50 2018年

7 大出水转运站 100 2017年

8

儋州市

白马井片区转运站 100 2017年

9 新州片区转运站 100 2017年

10 海头片区转运站 50 2017年

11 八一片区转运站 100 2017年

12 西培片区转运站 50 2019年

13

文昌市

昌洒镇转运站 40 2017年

14 龙楼镇转运站 50 2017年

15 铺前镇转运站 70 2017年

16 重兴镇转运站 50 2017年

17 蓬莱镇转运站 30 2018年

18 公坡镇转运站 30 2018年

19 冯坡镇转运站 30 2018年

20 文教镇转运站 30 2019年

21 东路镇转运站 30 2018年

22 罗豆转运站 30 2019年

23 锦山镇转运站 50 2018年

24 东郊镇转运站 70 2019年

25

琼海市

博鳌镇转运站 50 2018年

26 阳江镇转运站 50 2019年

27 长坡镇转运站 50 2018年

28 大路镇转运站 50 2018年

29 万泉镇转运站 30 2018年

30 中原镇转运站 30 2018年

31 石壁镇转运站 30 2018年

32 排岭转运站 30 2018年

33 潭门镇转运站 30 2018年

34 电力城转运站 30 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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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行政区划 项目名称 设计规模（吨/日） 建成时间

35

万宁市

万城镇第二转运站 150 2018年

36 长丰镇转运站 60 2016年

37 三更罗镇转运站 60 2016年

38 南桥镇转运站 40 2016年

39 北大镇转运站 80 2016年

40 山根镇转运站 50 2019年

41 龙滚镇转运站 40 2016年

42 大茂镇转运站 40 2019年

43

屯昌县

城南转运站 90 2016年

44 尖岭转运站 50 2017年

45 中建转运站 40 2017年

46 屯城转运站 50 2017年

47

保亭县

南林转运站 30 2019年

48 八村转运站 30 2019年

49 六弓转运站 30 2019年

50 毛感转运站 30 2019年

51
琼中县

红毛转运站 30 2020年

52 县城转运站 300 2020年

53

澄迈县

金江农贸市场转运站 45 2019年

54 桥头转运站 100 2020年

55 文儒转运站 100 2019年

56 仁兴转运站 150 2019年

57 白沙县 七坊镇转运站 40 2016年

合计 3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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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十四五”期间全省生活垃圾转运站新建项目规划一览表

序号 行政区划 项目名称 新增规模（吨/日） 建设规模（吨/日） 实施时间 项目预选址

1

海口市

龙华区转运站 1000 设计规模 1000吨/日 2021年 海口市龙华区

2 江东新区转运站 1000 设计规模 1000吨/日 2021年 海口市江东新区

3 琼山区转运站 600 设计规模 600 吨/日 2021年 海口市琼山区

4 石山镇转运站 25 设计规模 25吨/日 2022年 海口市石山镇

5 东山镇转运站 25 设计规模 25吨/日 2022年 海口市东山镇

6 永兴镇转运站 25 设计规模 25吨/日 2022年 海口市永兴镇

7 五源河转运站 25 设计规模 25吨/日 2022年 海口市长传路

8 三亚市 红沙转运站 300 设计规模 300 吨/日 2021年 三亚市吉阳区红沙中学附近

9
儋州市

农贸市场五座小型转运站 50 设计规模 50吨/日 2021年 儋州市

10 海花岛三座转运站 280 设计规模 280 吨/日 2021年 儋州市海花岛

11 木棠片区转运站 50 设计规模 50吨/日 2021年 儋州市木棠区

12
琼海市

阳江镇转运站 150 设计规模 150 吨/日 2021年 琼海市阳江镇

13 长坡镇转运站 150 设计规模 150 吨/日 2021年 琼海市长坡镇

14 博鳌镇转运站 150 设计规模 150 吨/日 2021年 琼海市博鳌镇

15

万宁市

后安镇转运站 80 设计规模 80吨/日 2021年 万宁市后安镇

16 东澳镇转运站 80 设计规模 80吨/日 2021年 万宁市东澳镇

17 礼纪镇转运站 80 设计规模 80吨/日 2021年 万宁市礼纪镇

18 兴隆第二转运站 50 设计规模 50吨/日 2021年 万宁市兴隆区

19 东岭转运站 50 设计规模 50吨/日 2022年 万宁市东岭农场

20

东方市

天安乡转运站 50 设计规模 50吨/日 2022年 东方市天安老防石场

21 公爱转运站 50 设计规模 50吨/日 2022年 东方市公爱农场 6队
22 华侨经济区转运站 80 设计规模 80吨/日 2022年 东方市华侨经济区五队

23 老中沙转运站 80 设计规模 80吨/日 2022年 东方市田中村

24
五指山市

市区转运站 135 设计规模 135 吨/日 2021年 五指山市城区

25 番阳镇转运站 30 设计规模 30吨/日 2021年 五指山市番阳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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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行政区划 项目名称 新增规模（吨/日） 建设规模（吨/日） 实施时间 项目预选址

26 水满乡转运站 30 设计规模 30吨/日 2021年 五指山市水满乡

27 定安县 定城镇转运站 200 设计规模 200 吨/日 2022年 定安县定城镇

28 临高县 红华转运站 30 设计规模 30吨/日 2021年 临高县红花农场

29
乐东县

尖峰镇转运站 500 设计规模 500 吨/日 2021年 乐东县尖峰镇

30 抱由镇转运站 500 设计规模 500 吨/日 2021年 乐东县抱由镇

31 陵水县 提蒙乡转运站 50 设计规模 50吨/日 2021年 陵水县提蒙乡

32 保亭县 县城转运站 300 设计规模 300 吨/日 2021年 保亭县县城

33 洋浦经济开发区 干冲区转运站 25 设计规模 25吨/日 2021年 干冲新农贸市场

合计 6680 - - -

附表 3 “十四五”期间全省生活垃圾转运站改造项目规划一览表

序号 行政区划 项目名称 设计规模 运行时间 实施时间

1

海口市

大英市场转运站 7 1994 2021
2 海甸二西路转运站 5 1998 2021
3 海甸二东路转运站 5 1998 2021
4 龙舌坡转运站 7 1998 2021

5 五贤转运站 6 2002 2021

6 青年路转运站 8 2002 2021

7 万华转运站 11 2002 2021

8 南大桥转运站 25 2004 2021

9 玉沙转运站 25 2004 2021

10 秀英村古城转运站 25 2004 2021

11 头铺转运站 25 2006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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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行政区划 项目名称 设计规模 运行时间 实施时间

12 东风桥转运站 22 2008 2021

13 大致镇转运站 40 2008 2021

14 文华转运站 25 2010 2021

15 龙桥挺丰转运站 10 2011 2021

16 山高村转运站 25 2012 2021

17 新坡转运站 10 2012 2021

18 遵谭咸谅村转运站 10 2012 2021

19 遵谭新潭村转运站 10 2012 2021

20 长德村垃圾转运站 8 2013 2021

21 丰盈村垃圾转运站 8 2013 2021

22 滨海 102 号垃圾转运站 25 2013 2021

23 坡博村转运站 25 2013 2021

24 大样转运站 25 2013 2021

25 苍东村（幼儿园）转运站 25 2013 2021

26 苍西村转运站 25 2013 2021

27 薛村转运站 25 2013 2021

28 龙桥永东转运站 10 2013 2021

29 滨濂村公益菜市场转运站 25 2014 2021

30 高坡上（东）村转运站 25 2014 2021

31 龙桥三角园转运站 10 2014 2021

32 龙泉镇五一转运站 10 2014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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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行政区划 项目名称 设计规模 运行时间 实施时间

33 海达路转运站 11 2014 2021

34 一砖厂垃圾转运站 12 2015 2022

35 海玻市场垃圾转运站 12 2015 2022

36 华侨中学转运站 10 2015 2022

37 丁村转运站 25 2015 2022

38 新坡仁台村转运站 10 2015 2022

39 海鲜大世界转运站 11 2015 2022

40 长流中学垃圾转运站 25 2016 2023

41 假日海滩垃圾转运站 25 2016 2023

42 火车站垃圾转运站 25 2016 2023

43 中央公园垃圾转运站 25 2016 2023

44 新海村垃圾转运站 8 2016 2023

45 港丰市场垃圾转运站 12 2016 2023

46 汽配城垃圾转运站 25 2016 2023

47 加旺市场垃圾转运站 25 2016 2023

48 业里村垃圾转运站 8 2016 2023

49 水头村垃圾转运站 8 2016 2023

50 省卫校垃圾转运站 25 2016 2023

51 书场村垃圾转运站 25 2016 2023

52 向荣村垃圾转运站 12 2016 2023

53 万绿园转运站 25 2016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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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行政区划 项目名称 设计规模 运行时间 实施时间

54 仁里转运站 25 2016 2023

55 海职院转运站 10 2016 2023

56 金牛北路转运站 25 2016 2023

57 三叶西转运站 25 2016 2023

58 振发路转运站 70 2016 2023

59 水泵站转运站 70 2016 2023

60 凤翔转运站 70 2016 2023

61 明珠小区转运站 70 2016 2023

62 海府转运站 150 2016 2023

63 新世界花园转运站 7 2016 2023

64 一中转运站 25 2017 2024

65 世纪公园转运站 25 2017 2024

66 群上路转运站 22 2017 2024

67 金盛达垃圾转运站 25 2018 2025

68

三亚市

春园转运站 300 2010 2021

69 育才转运站 50 2010 2021

70 马岭转运站 50 2011 2021

71 田独转运站 50 2014 2021

72 林旺教师村转运站 50 2015 2021

73 梅山转运站 50 2014 2022

74 凤凰转运站 50 2015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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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行政区划 项目名称 设计规模 运行时间 实施时间

75 创意产业园转运站 50 2015 2022

76 荔枝沟转运站 50 2016 2023

77 大出水转运站 100 2017 2024

78 金鸡岭转运站 150 2018 2025

79 西岛转运站 30 2018 2025

80 中心渔港转运站 50 2018 2025

81 临春河路转运站 100 2018 2025

82 鹿回头广场转运站 100 2018 2025

83

儋州市

那大城区东片区转运站 150 2013 2021

84 那大城区西片区转运站 250 2013 2021

85 那大城区北片区转运站 150 2013 2021

86

文昌市

会文镇转运站 50 2013 2023

87 东阁镇转运站 70 2014 2023

88 抱罗镇转运站 70 2014 2023

89 翁田镇转运站 50 2014 2023

90 南阳镇转运站 40 2014 2023

91 昌洒镇转运站 40 2017 2024

92 龙楼镇转运站 50 2017 2024

93 铺前镇转运站 70 2017 2024

94 重兴镇转运站 50 2017 2024

95 蓬莱镇转运站 30 2018 2025



90

序号 行政区划 项目名称 设计规模 运行时间 实施时间

96 公坡镇转运站 30 2018 2025

97 冯坡镇转运站 30 2018 2025

98 东路镇转运站 30 2018 2025

99 锦山镇转运站 50 2018 2025

100

万宁市

和乐镇转运站 50 2012 2021

101 万城镇转运站 100 2013 2021

102 兴隆转运站 50 2015 2022

103 长丰镇转运站 60 2016 2023

104 三更罗镇转运站 60 2016 2023

105 南桥镇转运站 40 2016 2023

106 北大镇转运站 80 2016 2023

107 龙滚镇转运站 40 2016 2023

108 万城镇第二转运站 150 2018 2025

109
定安县

龙门镇转运站 15 2012 2022

110 龙湖镇转运站 15 2012 2022

111

屯昌县

西昌镇转运站 50 2013 2021

112 黄岭转运站 50 2013 2021

113 坡心镇转运站 50 2013 2021

114 城南转运站 90 2016 2023

115 屯城镇转运站 50 2017 2024

116 尖岭镇转运站 50 2017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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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行政区划 项目名称 设计规模 运行时间 实施时间

117 中建转运站 40 2017 2024

118 南吕镇转运站 90 2017 2024

119 乌坡镇转运站 90 2017 2024

120 枫木镇转运站 90 2017 2024

121 新兴镇转运站 90 2017 2024

122 南坤镇转运站 90 2017 2024

123

澄迈县

金江镇转运站 200 2010 2021

124 福山镇转运站 100 2014 2021

125 加乐镇转运站 80 2014 2021

126 中兴镇转运站 80 2014 2021

127 永发镇转运站 100 2015 2022

128 瑞溪镇转运站 80 2015 2022

129 临高县 临高县转运站 450 2010 2021

130

乐东县

大安镇转运站 80 2013 2021

131 志仲镇转运站 80 2013 2021

132 万冲镇转运站 50 2014 2021

133 千家镇转运站 50 2014 2021

134 九所镇转运站 50 2014 2021

135 黄流镇转运站 50 2014 2021

136 莺歌海镇转运站 50 2014 2021

137 尖峰镇转运站 50 2014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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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行政区划 项目名称 设计规模 运行时间 实施时间

138

琼中县

黎母山镇转运站 25 2014 2021

139 乌石转运站 25 2014 2021

140 长征镇转运站 25 2014 2021

141 中平镇转运站 25 2014 2021

142 和平镇转运站 25 2014 2021

143 上安乡转运站 25 2014 2021

144

保亭县

加茂镇转运站 30 2014 2022

145 响水镇转运站 30 2014 2022

146 新政镇转运站 30 2014 2022

147 三道镇转运站 30 2014 2022

148 陵水县 英州镇转运站 120 2014 2021

149

昌江县

昌化镇转运站 30 2014 2022

150 海尾镇转运站 40 2014 2022

151 乌烈镇转运站 20 2014 2023

152 七叉镇转运站 20 2014 2024

153 十月田镇转运站 20 2014 2024

154 城南转运站 50 2018 2025

155 城西转运站 50 2018 2025

156
洋浦

洋浦经济开发区转运站 100 2014 2021

157 三都镇转运站 120 2016 2023

158 五指山市 毛阳镇转运站 30 2015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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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行政区划 项目名称 设计规模 运行时间 实施时间

159 南圣镇转运站 30 2015 2022

160

陵水县

椰林镇转运站 200 2015 2022

161 新村镇转运站 120 2015 2022

162 本号镇转运站 100 2015 2022

163 隆广镇转运站 100 2015 2022

164 光坡镇转运站 120 2015 2022

165

白沙县

七坊镇转运站 40 2017 2024

166 牙叉镇转运站 80 2021 2025

167 邦溪镇转运站 50 2021 2025

168

琼海市

长坡镇转运站 50 2018 2025

169 万泉镇转运站 50 2018 2025

170 中原镇转运站 50 2018 2025

171 石壁镇转运站 50 2018 2025

172 排岭转运站 50 2018 2025

173 潭门镇转运站 50 2018 2025

174 内环街转运站 30 2018 2025

175 先锋村转运站 30 2018 2025

176 电力城转运站 30 2018 2025

177 官塘镇转运站 30 2018 2025

178 龙湾转运站 30 2018 2025

合计 917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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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十四五”末期全省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处理规模一览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新增设计

规模（吨/日）

2025年垃圾产

生量（吨/日）

2025年总处理

规模（吨/日）
服务范围 项目预选址

1 海口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 4073.40 4200 海口（部分）、澄迈 澄迈县老城开发区颜春岭附近

2 三亚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1200 3424.69 3450
三亚、乐东（抱由、千家、大安、志

仲、万冲、九所）、保亭（新政、三

道、响水、毛感、南林）

三亚市天涯区南岛农场前锋队

附近

3 儋州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1000 1965.11 2000 儋州、洋浦、白沙、临高
儋州市那东公路 18 公里处往南

宝农场方向西联农场

4 文昌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1800 2302.37 2400 文昌、三沙、海口（部分） 文昌市文城镇青山岭西侧

5 琼海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 941.14 1200
琼海、万宁（北大、东澳、大茂、后

安、和乐、山根、龙滚）
琼海市嘉积镇里帮村

6 东方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400 1194.89 1200
东方、昌江、乐东（利国、黄流、莺

歌海、佛罗、尖峰）

东方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西

侧

7 陵水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二期） 700 1499.10 1400
陵水、五指山、保亭（保城、加茂、

什玲、六弓）、万宁（万城、南桥、

兴隆区、礼纪、长丰、三更罗）

陵水县文罗镇龙马村与南平国

营农场分界处

8 屯昌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 852.30 600 屯昌、定安、琼中 屯昌县屯城镇大洞村牛鼻岭

9 昌江县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厂（改造） 300 - 300 适时调整 昌江县叉河镇海榆西线西北侧

合计 5400 16253.00 167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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