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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

〔主办〕

〔公开〕

昆发改资环函〔2022〕37号

昆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政协昆明市第十四届一次会议
第 141275号提案答复的函

和跃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规划建设昆明市循环经济产业园的建议》提

案收悉，经认真研究，会商市城市管理局、市生态环境局、市卫

生健康委，现答复如下：

一、昆明市循环经济发展情况

发展循环经济，提高可回收可再生物资循环利用水平，可以

实现“变废为宝”，具有增加有用资源、减少废弃物有害物的双重

价值，是国家和省大力支持鼓励的发展方向，也是实现碳达峰碳

中和目标的有力支撑。昆明市高度重视循环经济发展，正在积极

申报国家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示范城市，抓紧编制《昆明市建

设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示范城市实施方案》和《昆明市“十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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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经济发展规划》，预计今年内完成。

昆明市发展循环经济已具备一定的人口、经济、社会发展环

境和相关工作基础。物资回收利用方面，已形成昆明经开区跑马

山区域性大型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基地、昆明经开区三瓦村再生资

源回收利用基地等 9个大型交易市场，近三年全市累计回收生产

生活类废旧资源达 443.37万吨， 其中废钢铁 353.85万吨，废铜

25.32万吨，废铝 21.94万吨，废锌 4.62万吨，废旧电子产品 1.80

万吨，报废机电设备及其零部件 0.49万吨，废塑料 17.63万吨，

废纸 17.42万吨，废橡胶 0.08万吨，废玻璃 0.11万吨，其他 0.11

万吨。废旧家电拆解方面，骨干企业建设卓有成效。云南华再新

源环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年处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约 120万台

（电视机 56万台/年；电冰箱 30万台/年；洗衣机 25万台/年；空

调 1万台/年；电脑 8万台/年）。云南巨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回收

范围覆盖云南省 14个州市，近年来每年回收处置废旧家电在 70

余万台，全年销售废塑料、铁、铜、玻璃等拆解产物 17872吨，

实现销售收入 4687万元。生活垃圾处理方面，2021年昆明市全

市生活垃圾清运量约 273.2万吨（约 7500吨/日），无害化处理率

达 100%。其中焚烧处理率为 89.6%，焚烧处理能力约 6600吨/日；

填埋处理率为 10.4%，填埋处理能力约 900吨/日。通过垃圾焚烧

发电约 9636万度。大宗固废处置利用方面，2021年全市预拌混

凝土（砂浆）生产中合计利用固体废弃物 580万吨（矿粉 339万

吨，粉煤灰 241万吨），综合节约效益约 6.38亿元；利用弃土消

纳场、五采区基坑回填、路基回填等方式和依托资源化利用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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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搅拌站、免烧砖厂等企业处理工程渣土、工程泥浆约 2650

万方，工程垃圾、拆除垃圾和装修垃圾约 82万方；通过推广机械、

人工覆盖、堆肥等资源化利用方式，完成秸秆还田约 120万亩，

秸秆饲料化利用约 31万吨。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方面，市工信局

牵头研究起草了《关于加快推动昆明市磷石膏综合利用的若干政

策措施》，全力支持开展磷石膏综合利用。加强一般工业固废、建

筑垃圾、生活垃圾、污泥、农作物秸秆等大宗固废循环利用，在

水泥基建材和新型墙体材料方面推广使用矿粉、粉煤灰、建筑垃

圾、磷渣、钢渣等大宗固废。

二、昆明市产业园区基本情况

根据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委、省财政厅《关于加

强园区循环化改造的通知》（云发改资环〔2017〕767号）和市委、

市政府印发的《昆明市各类开发区优化提升工作实施方案》（昆通

〔2020〕2号）要求，昆明市保留的国家级产业园区 5个，保留

的省级产业园区 10个，整合的省级产业园区 4个。全市各工业园

区根据各自产业定位，充分发挥优势，加强优化提升。例如，呈

贡信息产业园成为云南省数字产业化孵化平台首选园区，大力发

展以云计算、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软件信息服务、区块

链等数字经济产业，积极发展生物医药健康产业作为辅助产业；

东川区、安宁市于 2019年 10月成功入列国家工业资源综合利用

基地名单，积极推进以磷石膏为主的大宗工业固废综合利用。

自 2020年产业园区优化提升后，原晋宁工业园区和海口工业

园区整合合并入云南安宁产业园区。根据园区优化提升后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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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海口工业园区的主导产业是以石化、磷化、盐化为主的化

工产业和以金属新材料、石化新材料、化工新材料为主的新材料

产业，辅助产业是以轨道装备及配套设备制造、汽车零部件、光

学仪器等为主的先进装备制造业和以钢铁、有色金属冶炼压延加

工为主的冶金产业。目前，海口工业园区以海口磷业、三环中化

等为代表的一批龙头企业逐步发展壮大，以基础肥、复合肥为主

的一批磷化工企业聚集发展，已建成国家级高浓度磷复肥基地，

食品级磷化工产业正快速发展，海口磷业 7万吨/年食品级磷酸项

目正加快推进。拟进一步巩固提升传统磷化工产业，并引导其向

“精细化、专用化、高端化”方向发展，大力发展高技术含量、高

市场需求、高附加值的精细磷化工产品。

三、有关提案建议的答复

（一）关于厨余垃圾处理利用的答复

参照 《生活垃圾分类标志》（GB/T19095-2019），厨余垃圾分

为餐厨垃圾、家庭厨余垃圾和其他厨余垃圾。为破解厨余垃圾处

理难题，2020年 12月 21 日，市委专题研究昆明市厨余垃圾处理

工作，按照集中式处理为主、分散式处理为补充的思路，采取

“3+N”模式布局厨余垃圾处理设施。即：建设 3个厨余垃圾集中

式末端处理设施 （近期规划改扩建清缘润通餐厨垃圾处理项目，

处理规模达到 500吨/日；新建西郊有机垃圾处理厂项目，处理规

模为 400吨餐厨垃圾+300吨粪便；远期在西山海口规划一处设计

规模 900吨/日的厨余垃圾协同处理厂）。同时，再布局一批分散

式处理设施，作为集中式项目的补充，就地就近及时处理餐厨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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圾，所有新建项目均由昆明城投公司负责实施。具体情况如下：

1. 清缘润通餐厨垃圾处理项目。目前，昆明市仅有昆明清

缘润通一家餐厨垃圾处理厂，处理能力仅 200吨/日，日常收运由

清缘润通公司负责与餐饮单位签订收运合同，定期收运处理，处

理技术采用 “筛分+破碎+湿热+提取油脂+厌氧发酵+沼气利用”

工艺。经与昆明清缘润通公司开展餐厨垃圾处理特许经营权多轮

谈判，就特许经营范围、特许经营期限等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并

形成 《昆明市餐厨废弃物处理特许经营 （BOT）项目特许经营

协议补充协议》（以下简称 《餐厨垃圾处理特许经营补充协议》），

2022年 3月 25 日，《餐厨垃圾处理特许经营补充协议》有关事项

经十二届市委常委会第 29次会议审议通过，待与昆明清缘润通公

司签订 《餐厨垃圾处理特许经营补充协议》后，即可开展清缘润

通项目二期建设。

2. 西郊有机垃圾处理项目。西郊有机垃圾处理厂纳入十四五

厨余垃圾处理项目建设规划，设计日处理规模为 400吨餐厨垃圾

＋300吨粪便。项目已确定选址，完成可研编制、项目备案等前

期工作，待 《餐厨垃圾处理特许经营补充协议》签订后，即可启

动项目选定社会投资人招标等工作。

3. 分散式厨余垃圾处理设施项目。分散式厨余垃圾处理设施

作为集中式处理设施的重要补充，就近及时处理餐厨垃圾，由昆

明城投公司负责招标建设运营，2021年建设 12个点位共计处理

能力达 16.5吨/日，主要设置在 COP15第一阶段嘉宾入住酒店，

处理酒店餐厨垃圾，向四海来宾展示昆明垃圾分类新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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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垃圾填埋场基本情况。昆明市共建有 7座生活垃圾卫生填

埋场和 1座垃圾综合处理厂，分别为西郊垃圾卫生填埋场 （800

吨/日）、东郊垃圾卫生填埋场 （800吨/日）、石林垃圾卫生填埋

场 （80吨/日）、东川垃圾卫生填埋场 （80吨/日）、嵩明垃圾卫

生填埋场（85吨/日）、寻甸垃圾卫生填埋场 （70吨/日）、禄劝垃

圾卫生填埋场（90吨/日），宜石综合处理厂（300吨/日），西郊、

东郊、石林垃圾卫生填埋场均已停运并陆续开展封场整治或环境

整治提升工作。

（二）关于沼气资源综合利用发电的答复

垃圾填埋处置过程中产生的沼气处置问题，一直是各填埋场

工作的重中之重。但由于考虑到填埋气产生量随着年限的不同而

变化，沼气产量具有不稳定性等原因。为了解决沼气过剩且无法

直接排放的问题，根据各垃圾填埋场库容量不同，主要采用沼气

发电和沼气外燃式火炬处理燃烧废气方式处置，使沼气通过沼气

火炬燃烧处理，通过火炬主动导排燃烧，达到安全和除臭功能以

满足环保排放要求，避免沼气对环境的污染。

（三）关于垃圾渗沥液处理利用的答复

目前，全市各垃圾填埋场均建有渗滤液处理厂，渗滤液处理

方法主要采用 “斜管沉淀+机械过滤+UASB+A2O+DTRO”的联合

物化工艺进行处置，确保经处理后的渗滤液达到排放要求，处置

后排放的水体主要用于绿化浇灌。同时最大限度地对场内垃圾进

行填埋平整压实、对原排洪沟进行支砌和淤泥清除，加强对渗滤

液集中收集，达到不污染环境要求。目前，宜良沈家田片区，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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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集中建设卫生填埋场和东郊垃圾焚烧发电厂，五华区大凹片区

集中建设五华垃圾焚烧发电厂和西郊有机垃圾处理厂，实现了垃

圾处理设施相对集中。随着经济的发展、技术的进步，沼气的深

度开发加工效益会越来越好，高浓度的垃圾渗滤液污水也可能变

成能源和资源。这不仅有助于减少环境污染，而且还可以替代部

分化石能源消耗，可以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

益。我们竭诚欢迎具有有关资质及技术的各方力量投入到此项事

业中来，有关具体业务需与各辖区城市管理部门进行对接。

四、下步工作打算

“十四五”期间，结合省级相关要求和我市工作实际，将综合

考虑园区现有基础、用地规模需求、废旧物资体量及其收储转运

的场地、成本等各方面因素，依托各园区现有基础和优势，提高

资源循环化利用水平，切实提高资源产出效率，提升园区综合竞

争力，改善区域生态环境，着力建设高质量绿色低碳循环园区，

进一步推进园区循环化改造工作，助力全市循环经济建设。

（一）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使广大干部群众提高思想认识，

充分认识到发展循环经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大力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培训活动，集中宣传发展循环经济的先

进典型，真正形成“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广泛共识。

（二）建立健全自觉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机制。综合运用

财税、投资、信贷、价格、产业政策和资源配置等手段，继续加

大对高能耗、重污染的企业和落后生产能力的淘汰力度，建立健

全自觉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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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切实依靠科技进步突破技术瓶颈。大力发展资源节约、

资源综合利用、清洁生产技术，组织推广循环经济和资源节约适

用技术。重点发展产业链接、能量梯级利用、工业废弃物排放、

农业及生产废弃物减量化和资源化等技术和项目。

（四）加快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围绕基础设施共建共享、集

成优化，全面推进园区地下综合管廊、供水、供电、燃气、运输、

通讯、绿化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为园区智慧化管理提供支撑。

建设园区自然生态系统，优化园区生态环境。

（五）创新园区循环化改造管理模式。立足园区循环化改造

管理体制现状和面临问题，综合考虑园区未来发展需求和循环化

改造、环境保护要求，以推动园区内部机制体制优化整合为核心，

提升园区循环化发展的内生动力。

感谢您对昆明市循环经济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昆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2年 6月 7日

（联系人和联系电话：范永泉，63966870）

抄送：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市政协提案委。

昆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2年 6月 8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