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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二十三区清扫一部事务组合

东京模式（总论版）
～解决了城市垃圾问题的东京历史和优势～

摘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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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我们的力量
实现洁净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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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模式的历史性背景

1970年左右
被填埋处理的大件垃圾

1982年
从公布为建设预定地后经过了16年，（第一代）杉并清扫工厂
竣工

1960年代～1970年代，虽然增设了清扫
工厂，但是垃圾量不断增加，超过了其
处理量。
这就是所谓的“垃圾战争”。“垃圾战
争”是行政、都民与垃圾的战争。

1929年
深川垃圾处理工厂竣工

1910年代
露天焚烧

开始了固定分批式垃圾焚烧，但由于垃
圾分类的不彻底和过剩焚烧，炭黑导致
了大气污染。

日本最早的管理废弃物的法律“污物扫
除法”，从卫生观点出发，推荐对垃圾
实施焚烧，但是由于反对运动等原因，
焚烧炉的建设无法推进，而因露天焚烧
产生的苍蝇、蚊子等则导致了很多卫生
问题。

出处：《东京都清扫事业百年史》（东京都环境整备公社、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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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都 东京23区

• 东京23区是位于东京都的东部的23个自治体，是发挥着日本的政治、
行政、经济等中枢功能的东京都中心地域。

• 东京模式，是在克服因人口聚集和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各种垃圾问题的
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是东京23区的都市垃圾处理系统及其优势的系统
性结合。

• 东京模式中显示的都市垃圾处理系统的主体是：东京23区、东京二十
三区清扫一部事务组合（以下称“清扫一组”。）、东京都及其居
民。

什么是
东京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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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东京都以及东京23区的介绍

2.废弃物处理的历史

3.东京模式的优势

4.运用东京模式的国际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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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东京都以及东京23区的介绍

出处:1950年－2017年人口普查、都民经济计算（东京都、2014）、内阁府县民经济计算（GDP的计算基准经多次修订，原本并不应该直接连接。这里表示GDP的变化趋势情况。）

人口：约1,400万人（2017年）
（其中 23区 930万人）

面积：2,191 ㎞2（其中 23区 627 ㎞2）
经济规模：94兆9,021亿日元

（东京都 2014年）

举世无伦的人口急速增加和经济活
动的高速成长，形成了东京模式的
独具一格。

人口密度和人均地域GDP数据出处

人口 地域GDP

东京 东京23区、2014年10月（东京都统计局） 东京都、2014年（内阁府 县内总产值）

雅加达 2016年（Statistik Indonesia 2017) 同左

曼谷 2010年（Population and Housing Census）
2013年（Office of the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Board）

吉隆坡 2016年（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alaysia) 同左

河内 2016年（General Statistics of Vietnam）
2016年（Hanoi Quarterly Knowledge Report 
by Colliers International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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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废弃物处理的历史

垃圾产生量、填埋量的变化趋势和相应措施

出处：《东京都清扫事业百年史》（东京都环境整备公社、2000）、清扫事业年报（2016）
※1  回收、利用焚烧时产生的热能源
※2  再利用率＝（资源垃圾量＋处理过程资源化量＋统一回收量）/（行政收集量＋搬运带入量＋统一回收

量）

主要的填埋量
削减措施

主要的
3R措施

1955年 开始资源统一回收

1989年 通过“TOKYO SLIM”减少垃圾量、再利用
1991年 大件垃圾实施全面收费
1996年 事业类垃圾实施全面收费
1997年 开始资源的分开收集和店铺回收

2015年 正式实施
焚烧灰水泥
原料化

2009年 正式实施未资源化的废塑
料的垃圾发电※1

1950年～ 增设清扫工厂

P13

1973年 通过可燃/不可燃烧垃圾的分开收集，确保焚烧能力
1973年～1977年 清扫工厂的大规模化

1983年～1994年 通过清扫工厂的重建，提高焚烧能力P26

P10

P26 P16

再利用率※2

(2016)

约 18%

相对于总排放量的填埋处
理量的比例（2016）

约 11%

P26

2001年 制定了有关促进焚烧灰熔融炉渣等的相关方针

1997年 完善可燃烧垃圾处理体制

垃圾量
填埋处理量
资源回收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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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23区的垃圾处理和再利用的历史

垃圾问题
的黎明期

（1900年-1955
年）

 针对世界性霍乱、鼠疫大流行的公众卫生对策
 都市化带来的垃圾量的剧增

各个阶段 问题

高度经济增长
垃圾问题突出

（1955年-1973年）

稳定成长期
环境问题对策
（1973年-1985

年）

垃圾量大幅增加
（1985年-1990

年）

3R开幕
（1990年～现

在）

 由于社会、经济状况的剧烈变化
根本性的垃圾对策的需求增加

 大量消费、废弃/最终处理场地紧张
 高水分垃圾的焚烧处理
 东京垃圾战争（1971）

 环境问题对策
 废弃物的再利用、资源化的必要性的提高

 垃圾量的进一步激增
 垃圾性质的多样化（PET塑料瓶的诞生等）

 二恶英类化学物问题对策
 循环型社会建构的推进
 进一步削减填埋量

对策
 通过制定污物扫除法（1900），垃圾处理成为自治体的责任和义

务，导入垃圾收集承包制，对企业进行监督
 东京最早的垃圾焚烧场竣工（大崎）（1924）
 市营垃圾处理工厂竣工（深川）（1929）
 在4处稼动清扫工厂（1930）

 通过制定清扫法（1954），完善都的条例、组织
 国家对废弃物处理设施整备的辅助金制度启动（1963）
 通过进行废弃物处理以及制定清扫相关的法律（1970），对条例也

进行了修订，明确记载事业类垃圾的排放者责任以及居民协作的重
要性

 收集・搬运的高效化
 焚烧技术的开发和焚烧处理的推进，在9处稼动清扫工厂（1973）

 正式稼动具备公害防止设施的新锐清扫工场
 为确保焚烧能力，开始分开收集可燃烧、不可燃烧垃圾（1973）
 再利用运动、统一回收的推进
 通过说明会、协商会，与居民进行恳谈
 在13处稼动清扫工厂（1985）

 开展“TOKYO SLIM”活动，呼吁减少垃圾、实施再利用（1989）
 在14处稼动清扫工厂（1990）
 通过修订废弃物处理法（1991），推进废弃物的减少、再生

（3R）

 大件垃圾全面收费（1991）、事业类垃圾全面收费(1996）
 为抑制垃圾的产生、促进再利用而制定强有力的新条例（1992）
 作为针对的二恶英类化学物对策，实施清扫工厂的重建、更新、改建等
 利用行政力量，开始资源回收、PET塑料瓶的店铺回收（1997）
 完成现有的21个清扫工厂体制（2001）
 推进气化熔融炉、焚烧灰熔融设施等的整备（2002～2008）
 正式实施未资源化的废塑料的垃圾发电※1（2009）
 正式实施焚烧灰水泥原料化（2015）

出处：《环境、循环型社会・生物多样性白皮书图解》（环境省，2011）《东京都清扫事业百年史》（东京都环境整备公社、2000）、
《我国以及各发达国家的废弃物焚烧技术的活动分析，以及对发展中国家的适用可能性研究报告书》（JICA、2012）

2．废弃物处理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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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化

循环型垃圾处理系统

3．东京模式的优势

最终处理焚烧
分类・排放

收集・搬运

居民・企业

总排放量
3,291.0

（100%）

资源垃圾 348.2 （10.6%）

不可燃烧垃圾 51.8（1.6%）

大件垃圾 57.9 （1.8%）

可燃烧垃圾1,678.5（51.0%） 焚烧等中间处理2,697.6（82.0%）⇒ 282 (8.6%)

 依照区的计划，恰当分类
并排放垃圾。

 通过纳税，对系统进行财
政性支持。

 原则上，企业自行处理、
处置。

东京23区

 各个区对垃圾进行收集，
分别搬运至以垃圾分类的
中间处理设施。

 根据垃圾的处理量等，支
付负担金额（税金）。

资源回收
（资源化）

41.0
（1.2%）

清扫一组

 整备并运用21处清扫工厂、2处不可燃
烧垃圾处理中心和大件垃圾破碎处理
设施等，通过削减垃圾容量和垃圾资
源化，实现最终处理量的最小化。

 承担填埋处理费用。

东京都

 整备并运用环保型
最终处理场。

填埋处理量
348.7

（10.6%）

实际数量为千吨/年
（2016）

能源回收

行
政
收
集

统一回收188.5 （5.7%）

破碎等中间处理 64.6 (2.0%)

搬运带入垃圾等 966.1 （29.3%） 直接填埋 2.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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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迅速且正确的收集
• 通过妥当的收集，实

现零海洋垃圾

• 海洋污染的彻
底防止

• 安全且卫生地处理
• 热能源的有效利用
• 贯彻资源回收
• 环境影响的最小化

合理排放
（居民・企业）

收集（23区） 中间处理（清扫一组） 最终处理（东京都）

• 履行说明责
任和具有透
明性的废弃
物行政

东京23区的垃圾・资源的处理过程 ー SDGs※视点 ー

家庭

商店、公司

城镇

不可避免而
产生的垃圾…

遵守规定，对垃圾进行认
真分类后，丢弃垃圾，配

合资源回收。

• 面向可持续生活方式
的启示

• 3R的推进

再资源化・再商品化
（制造商）

清扫工厂
23区内有21处。
（其中2处清扫工厂正在重建中）

不可燃烧垃圾处理中心
23区内有2处。

大件垃圾破碎处理设施
23区内有1处。

新海面处理场

3．东京模式的优势

※2015年9月的联合国峰会上采纳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
记载的从2016年至2030年的国际目标。

首先是3R的实践!

资源

罐头扔哪里？
这里

瓶 罐 PET

塑料瓶

可燃烧
垃圾

大件
垃圾

不可
燃烧
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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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3R理念的垃圾减量、再利用的主要措施

日本泡沫经济后的垃圾减量、再利用的主要措施

1989年 “TOKYO SLIM”活动的开始
 利用大众传媒，推进垃圾减量和再利用
 都民、企业、行政参与的“东京垃圾会议”的开始

 以减少垃圾产生和推进垃圾再利用为目的，对事业所进行
现场指导（垃圾特工人员）

1991年 大件垃圾收集的全面收费
 200kg以下的大件垃圾为对象的收费

1996年 事业类垃圾的全面收费
 约56万的事业所为对象，1天10kg以下的事业类垃圾的全面

收费

建议制定“东京规定”，其中明确记载各自的职责和责
任分担
 设定每周1次的由行政实施的资源回收（东京规定Ⅰ）
 促进制造者等对容器等的自行回收（东京规定Ⅱ）
 急速普及的PET塑料瓶的店铺回收（东京规定Ⅲ）

2000年 资源回收事业（废纸、瓶、罐）的全面开展
 可燃烧垃圾的收集从每周3次减少为2次，新设每周1次的资

源（废纸、瓶、罐）收集日

1991年至1998年期间，每年召开1次
的“东京垃圾会议”上，每次都有数
万人规模参加，引起了社会对清扫事
业的关心。

出处：《东京都清扫事业百年史》（东京都环境整备公社、
2000）

行政实施的资源回收量

收集模式事业
正式实施

最终处理焚烧
分类・排放

收集・搬运

资源化

能源回收

企业需在垃圾上贴
上事先支付的垃圾
处理费用标签后再
丢弃垃圾。

3．东京模式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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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面对面的交流和面向次时代的排放者教育

对
排
放
者
的
启
示

对新排放
规定的导入的

应对措施

合理排放
规定的
普及活动

孩子们的
环境意识的

形成

对
下
一
代
的
教
育

￭ 重视面对面的交流

- 在街道纪委会、自治会等举办的说明会

- 由清扫事务所职员实施的挨家挨户的访问 等

￭ 各种启示、教育工具

- 对应多种语言的传单配发

- 区的宣传报纸的清扫特辑 等

￭ 建立令居民周知、贯彻执行的体制

- 行政方设置用于进行排放指导的“交流指导班”

- 配置以居民志愿者活动为基础的“减少废弃物等
的推进人员”

- 持续性的宣传活动（宣传报纸、垃圾集聚所宣传
板等）

￭ 实施对次时代排放者的教育

- 清扫工厂的参观（仅中小学生，平均每天约100人
前往参观）

- 对学校学生的校内教学

- 举办中学生环境峰会，讨论有关环境、能源问题
等

出处：对杉并区的听证结果、杉并区网站、杉并区资料

坚持长年的启示、教育，致力于提高居民意识，形成良好习惯。

杉并区每年实施83次废塑料的垃圾发电
说明会，与总共约3,500位居民进行了交
流

年度 中小学生 其他 合计

2015 41,123 17,580 58,703
2016 41,901 19,153 61,054

清扫工厂等的参观人数

最终处理焚烧
分类・排放

收集・搬运

资源化

能源回收

3．东京模式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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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多种启示工具，普及合理的分类、排放规定

出处：港区垃圾分类应用

手机应用
垃圾分类传单

（日语、外语）

出处：杉并区网站

分类・排放方法的说明 各种垃圾类别的排放日期通知

最终处理焚烧
分类・排放

收集・搬运

资源化

能源回收

3．东京模式的优势

可燃烧
垃圾

不可燃烧
垃圾

废纸、
PET塑料瓶

可燃垃圾

不可燃垃圾

资源塑料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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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统一回收”的以居民为主体的资源化活动

 大约10户以上的家庭自主组成的居民小组进
行家庭资源的回收，并将资源交给资源回收
企业的活动。

 1955年起，作为都的模范地区，开始“减少
垃圾、利用垃圾活动”。

 各区根据回收量支付奖金，通过提供资源回
收公司的信息，提供或出租工具、器材等，
为活动提供支援。

通过统一回收所回收的资源回收量，占23区全体的资源回收量的约35%。
此外，其相当于家庭排放的垃圾、资源排放总量的约8%（2016）。

・支付奖金 约6日元/kg
・提供回收企业信息
・提供/出租用具、器材

回收量的报告

・资源回收的合同
・资源物的交付

实绩的报告

居民
（实施团体）

区

来自自治体的支援对策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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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年 统一回收量的变化趋势

出处：《东京都清扫事业百年史》（东京都环境整备公社、2000），对经济产业省垃圾插图素材集
（http://www.meti.go.jp/policy/recycle/main/data/illust/a.html）进行加工后制作而成。

资源物
回收公司

最终处理焚烧
分类・排放

收集・搬运

资源化

能源回收

3．东京模式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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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100%收集的各种措施

支持100%收集的收集、搬运活动

有效的收集操作 上门收集制定计划

收集搬运操作计划的制定

 根据垃圾量的预测、排放规
则、人口密度等数据以及现
场情况，有计划地统一实施
车辆和人员的配置，以及搬
运路线的设计等。

使用清扫车进行垃圾压缩

 从约44万处垃圾集积所，由约1,
500辆以上的清扫车辆进行收
集。

 清扫车辆的70%都是小巧灵活，
且垃圾压缩率高的小型压力车。

 对于未分类的垃圾、无法收集的
垃圾，则在垃圾上贴上注意标
签，促使居民进行正确分类。

上门收集

 对于不方便排放垃圾的高龄
老人、残疾人，实施上门收
集服务。

出处：对杉并区的听证结果、千代田区网站

最终处理焚烧
分类・排放

收集・搬运

资源化

能源回收

3．东京模式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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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街市的安全的稳定焚烧处理

丰岛清扫工厂

涩谷清扫工厂

最终处理场
5km

最终处理焚烧
分类・排放

收集・搬运

资源化

能源回收

对于人口、经济活动都极其集中，最终处理场有限的东京23区来说，焚烧处理是迅速处理垃
圾，保证公共卫生的最佳且有效的方法。

在发生源附近焚烧处理废弃物

向最终处理场的搬运量的最小化
交通堵塞的缓和
温室效应气体的削减

费用效率的提高
环境负荷的降低

21个清扫工厂（2018年现状）

3．东京模式的优势

清扫工厂

不可燃烧垃圾处理中心

大件垃圾破碎处理设施

足立区

葛饰区

北区

荒川区

江户川区

台东区

墨田区

江东区

板桥区

文京区

丰岛区
练马区

中野区

杉并区

世田谷区

目黑区

新宿区

涩谷区

千代田区

中央区

港区

品川区

大田区

葛饰

足立

北

江户川

丰岛

板桥

光丘

练马

杉并

千岁

世田谷

墨田

新江东

中央

有明

中防

港

涩谷

目黑

多摩川

品川

大田 京浜岛

正在重建中

正在
重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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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垃圾的种类和处理步骤的最佳的资源化（行政收集）

出处：经济产业省 对垃圾插图素材集(http://www.meti.go.jp/policy/recycle/main/data/illust/)
加工制作而成

 热能源的有效利用
 将焚烧灰（约2万吨）进行水泥原

料化、熔渣化，并再利用清扫工厂

家
庭
、
小
规
模
企
业
等
（
行
政
收
集
）

 回收铁、铝等（约2万吨）进行再利用

 不可燃烧垃圾处理中心从被破碎的不可燃烧垃
圾中回收铁、铝，大件垃圾破碎处理设施从被
破碎的大件垃圾中回收铁作为资源。

不可燃烧垃圾
处理中心

大件垃圾破碎
处理设施

制造商的
再利用中心

民间再利用
企业

 再资源化・再产品化
 PET塑料瓶的再产品化
 源于PET塑料瓶的服装
 再生纸
 铝罐 等

不可燃烧垃
圾

可燃烧垃圾

大件垃圾

资源垃圾

348,175吨
16%

51,817吨
2%

57,901吨
3%

1,678,490吨
79%

最终处理焚烧
分类・排放

收集・搬运

资源化

能源回收

3．东京模式的优势

（2016年）

水泥原料化之前的搬运步骤

清扫工厂 水泥工场都内铁路货物站 当地铁路货物站

http://www.meti.go.jp/policy/recycle/main/data/ill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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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2025 2030 2035 2040

A清扫工厂

B清扫工厂

C清扫工厂

D清扫工厂

出处：对设备厂家的问卷调查结果

制定重视居民交流的重建计划

普通废弃物处理基本计划

• 重建计划，是为稳定实现可燃烧垃圾的全量焚烧，基于普通废弃物处理基本计划（15年计划）而制定

的，该基本计划中制定了21个清扫工厂的重建日程。

• 普通废弃物处理基本计划，通过公众言论征集意见，大约每5年进行1次修订。

普通废弃物处理基本计划

制定
重建
计划前

准备期
（5年）

• 在重建计划制定之前，面向附
近居民举办说明会

• 募集有关重建事业的意见

重建计划的制定
• 事先举办说明会
• 重建计划草案的居民说
明会和意见募集

• 计划的确定

环境影响评价手续
• 有关调查计划书的意见
募集

• 评价书草案的居民说明
会和意见募集

• 评价书的递交

操作期

准备期

施工期

通过贯彻从基本计划阶段
到与居民的交流沟通，制
定充分反映地区意见的重
建计划。

普通废弃物处理基本计划

5年

5年

焚烧
案件构成 招标 EPC O&M

财务
居民协议构成

3．东京模式的优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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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对技术和价格进行评价的招标制度

综合评价竞标方式

 严格的环保意识，降低环境污染。
 正确的维护，实现25～30年的稼动。
 故障少，维修成本也低。

技术评价项目

 对环保、高耐久性、维护成本等技术点也进行评
价，可确保设备的质量。

 技术评价方需要有高度的知识和判断力。

招标价格 技术评价

特
点

建
设
后

评
价
项
目

在控制价格的同时
可选择具的有高技术

企业

在重建清扫工厂之际，以综合评价竞标方式选择企业，令技术评价的高度知识和判断力得以
积累。

大项目 中项目 小项目

应对社会性
促请的相关
项目

与地域环境的调和项目

景观
绿化
对参观人员的关照

减少环境负荷以及防止地
球暖化对策的相关项目

排气量
使用电量的削减对策
建筑物暖化对策
能源起源 CO2 的排放量

设备以及建筑物的安全性、
稳定性的相关项目

设备事故、故障对策
对垃圾质量的额定能力可能范围
主要设备的处理能力
建筑物以及烟囱的安全、维护计划

企业的技术
力量的相关
项目

设计、施工的相关项目

设施配置计划以及设备配置计划
分解工程施工计划
建设工程施工计划

导致炉子停止的故障相关
项目

故障记录

企业的建设、售后服务体
制等的相关项目

建设体制
售后服务

综合性成本
削减的相关
项目

公益活动收支
公益活动年使用量
电力收支

定期维修项目（6年）
主要设备维修项目（10年）

焚烧
案件构成 招标 EPC O&M

财务
居民协议构成

3．东京模式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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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烧
案件构成 招标 EPC O&M

财务
居民协议构成

EPC(工程总承包)合同企业的施工监管以及向居民提供施工进程信息

清 扫 一 组

￭ 实施计划的制定

￭ 分解施工

￭ 建筑施工

￭ 烟囱施工

￭ 设备施工

￭ 外部结构、绿化施工

￭ 试运转

EPC合同企业

重建工程中环境保护
 防止噪音、振动

 分解施工中采用圆顶形帐
篷

居 民

招标评价结果
的公开和

信息的提供

清扫一组制作的“重建工程报”

合同内容的

履行情况确认 建议事项

的执行和

性能确保

工程站点上设置的
信息角

3．东京模式的优势

EPC：Engineering, Procurement and Construction的简称。是设计、筹措、建
设的总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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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且稳定的持续运转管理

锅炉

过滤式
集尘器

排气洗涤塔

污水处理设备

催化剂
反应塔

每年4次分析
垃圾的性状

连续测定CO浓度，维持
在100ppm（换算为氧气
为12%）以下

燃烧气体温度需连续测定
维持在800℃以上
在设备暂休后开始运转时，
因助燃装置使炉温迅速上
升

在设备暂休前停止运转时，
因助燃装置使垃圾完全燃
烧连续定量投入

均匀混合的垃
圾

连续测定排放气体
温度

维持200度以下

分离、除去排
气中的灰尘

 连续测定灰尘、
NOx、SOx、氯化氢、
水银

 每年测定1次二恶
英类化学物

焚
烧
炉

垃圾封
闭场

垃圾吊车

平台

气体冷却器

焚烧灰的烧失量在10%以下

焚烧
案件构成 招标 EPC O&M

财务
居民协议构成

清洗气体、防止
冷却水的飞散

每年实施1次综
合性彻底检修

 烟道排气的测定
（灰尘、SOx、
氯化氢）

烟道排气的测
定（NOx）

3．东京模式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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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标时，对整个生活周期中的成本缩减技
术进行评价

 每年1次对所有锅炉进行彻底检修
 稼动15年后，进行基干设备的重点施工

实现25-30年的运营期。以稼动40年为
目标，正实施延长寿命施工。

长期的稳定稼动

 对照法律规定的维护管理基准、依法设定
的维护管理计划值，实现稳定的操作

 设定超出国家、东京都的规定值的自我规
定值，彻底防止公害

 为了保护清扫工厂周围的居住环境，对垃
圾收集车的搬入数量、路线进行控制

完善的维护管理和公害对策

维护管理的贯彻和积极的信息公开

焚烧
案件构成 招标 EPC O&M

财务
居民协议构成

积极的信息公开

环境测定结果
 在网站上公开排气、排水、焚烧灰/飞灰

的性状、清扫工厂周围的大气环境、二
恶英类化学物浓度（排气、焚烧灰、飞
灰、排水等）等所有的测定值

连续测定结果
 在网站上公开燃烧室气体温度、集尘器

入口气体温度、排气中CO浓度

环境报告书
 所有的清扫工厂需每年制作。在网站上

公开运营方针、处理流程、各种数据、
参观者实绩等的总结报告

运营协议会
 在清扫工厂定期举办。对运转稼动的状

况进行报告，包括故障、事故。

清扫工厂报
 在所有清扫工厂发行新闻报纸，在网站

上公开

清扫工场的显示盘上实时显
示气体状况（世田谷清扫工
厂）

3．东京模式的优势

环境报告数2016（大田清扫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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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于生物质量能
源部分的电力购买

由国家、自治体、居民、电气企业支撑的财务系统

东京23区

清扫工厂等
建设/重建

清扫工厂等
运转・维护管理

国（环境省）

国（经济产业省
资源能量厅）

根据普通废弃物处理基本计划，
制定并递交有关设施整备的循环
型社会形成推进地域计划

递交性价比分析

焚烧
案件构成 招标 EPC O&M

财务
居民协议构成

 作为生物质量能源发电设施的设备认定申请
 完善用于计算生物质量能源比率的体制

固定价格
购买制度
（FIT）

价格设定与购买的义务化

电气企业

补助金
（最多50%）

东京都

将区内收集的垃圾搬入
处理设施

最终处理场的整
备和运营

清扫工厂的运转・维护管理（O＆M）费用明细（2016年度)

居 民

可燃烧垃圾的焚烧处理

公共卫生
的确立

可再生能源的
运用

分担费用

纳税 纳税

掩埋处理费用

3．东京模式的优势

相当于非生物
质量能源部分
的电力售出

27.5%

21.5%

9.9%8.2%

5.9%

5.3%

4.2%

3.2% 14.3%
定期点検補修・整備工事

人件費

清掃工場運転管理等業務委託

光熱水費

残灰等埋立処分委託

薬剤購入

焼却灰等運搬費

環境対策測定等

その他

处理单价

约12,000日元/t

人工费用

※焚烧灰熔融部分（多摩川、葛饰清扫工厂）除外

清 扫 一 组

定期点检维修・整备施工

清扫工厂运转管理等业务外包

水电煤气费

残灰掩埋处理外包

药剂的购买

环境对策测定等

其他

焚烧灰等搬运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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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各种对策，消除地域居民的不安和不满

不安

不可信

不满

• 听说清扫工厂是危险设施，真的没有问题吗
• 排放出的烟内含有有害物质，是不是对健康有危害
• 车辆交通量增加，是不是会危害环境

• 清扫工厂、自治体是不是隐瞒着一些对他们自己不
利的信息

• 政府、自治体会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做出各种决
定，不能相信

• 清扫工厂的建设，会导致周围的印象恶化
• 我们了解清扫工厂的必要性，但是在感情上无法接

受其建在自己的附近

主要居民的声音 实施的对策

焚烧
案件构成 招标 EPC O&M

财务
居民协议构成

3．东京模式的优势

安心感的构筑

・ 防止公害的努力
・ 完全的信息公开

信赖关系的形成

・ 说明会的实施
・ 协议会的设置

对地域的关照

・ 与地域调和的设施
设计

・ 通过热供给等，实现向
地域的回报

应有的姿态

安心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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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家庭等

电力
企业

通过出售、地域回报等，实现热能源的有效利用

附近公共设施
出售

植物园、泳池

设施内的使用

热供给
企业

出售
高温水等

电气

免费或
收费

出处：清扫工场等作业年报（2016）

最终处理焚烧
分类・排放

收集・搬运

资源化

能源回收

3．东京模式的优势

发电实绩（2016年度）

每年焚烧垃圾量 270万吨

平均低位发热量 11,223kJ/kg

总发电量 12亿 206万 kWh

总售电量 6亿 8996万 kWh

发电效率（练马清扫工厂） 23%

发电收入金额 98亿190万日元

单位发电量 449 kWh/吨垃圾

热供应实绩（2016年度）

热供给量（收费） 41.5万GJ

发热收入金额 1亿8582万日元

收费供给对象

地域热供给（有明清扫工厂、品川清扫工厂）、
都立梦之岛热带植物馆、东京辰巳国际游泳池、
东京体育文化馆（新江东清扫工厂）、
都立板桥特别支援学校（板桥清扫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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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可进行高效垃圾发电设施的技术

出处：环境省《高效垃圾发电设施整备手册》

最终处理焚烧
分类・排放

收集・搬运

资源化

能源回收

3．东京模式的优势

节热器

代替气体冷却器设置低温节热器，实
现了在抑制二恶英类化学物的再合成
的同时，有效回收热能源。

低温节热器

将过滤式集尘器出口的部分排气送回燃烧室，作为
燃烧空气再利用。利用低空气燃烧，减少排气量，
力图提高使用锅炉的热回收率。

排气再循环系统

对锅炉的主蒸汽条件进行高压化
和高温化（4MPa,400℃），通过
提高涡轮内部效率，争取发电效
率的提高。

高温高压锅炉

气体二次加热器

锅炉

过滤式
集尘器

催化剂
反应塔

气体冷
却器

节热器

焚
烧
炉

排
气
洗
涤
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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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焚烧处理，实现的填埋处理量的削减效果
利用焚烧实现的减少垃圾容量效果

垃
圾
的
容
量

-95%

焚烧后焚烧前

● 通过焚烧，可削减约95%的垃圾容量

填埋处理量的变化趋势

● 通过贯彻垃圾的资源化和焚烧带来的垃圾减量
效果，填埋处理量从1989年起减少了85%

出处：《东京都清扫事业百年史》（东京都环境整备公社、2000）

填
埋
处
理
量

（
吨/

年
）

正式实施未资源化的
废塑料的垃圾发电（2009～）
正式实施焚烧灰水泥原料化（2015～）

通过资源回收等，促进资源化
以及可燃烧垃圾的全部焚烧的
清扫工厂整备（～1996）

从1989年起减少了85%

最终处理焚烧
分类・排放

收集・搬运

资源化

能源回收

3．东京模式的优势

不适合焚烧的填埋垃圾 可燃烧但未焚烧的垃圾 焚烧残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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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前提下的海面填埋处理的实施

￭在海面上建设最终处理场
- 由于难以确保在内部地区

的填埋地，因此主体确立
海面填埋技术

￭欢迎参观人员参观
- 面向从孩子至成人的各种

参观人员，准备参观时间
各不相同的各种参观内容

- 任何人都能前往参观，更
有来自海外的众多参观者

出处：《东京都废弃物填埋处理场指南宣传册》（东京都环境局）、东京都网站
《国土交通省的循环型社会形成的方针》（国土交通省、2000）

• 从1927年起至今，共在7个海面处理场填埋

了1亿吨垃圾。

• 现在，最终处理场除了处理中间处理的残余

外，还对都内中小企业排放的产业废弃物进

行填埋处理。

• 作为努力削减填埋量的成果，填埋的剩余年

数据说在50年以上。

最终处理焚烧
分类・排放

收集・搬运

资源化

能源回收

3．东京模式的优势

￭实施环保前提下的填埋
- 妥当实施渗出水处理，防

止海洋污染

- 实施甲烷回收，削减温室
气体※

- 并努力延长寿命
※2017年1月起暂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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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埋地
名称

使用期
（年度）

面积
（ha）

旧址的使用

① 8号地 1927-1962 36.4
公园、普通居住
地域、铁路车站

② 14号地 1957-1966 45.0
公园、热带植物
馆、棒球场、清
扫工厂

③ 15号地 1965-1974 71.2
工业地域、公园、
野营场

④ 中央防洪堤坝内侧 1973-1986 78.0 海之森公园

⑤ 中央防洪堤坝外侧 1977-现在 199.0 正在填埋

⑥ 羽田洋面 1984-1991 12.4 机场

⑦ 新海面 1998-现在 319.0 正在填埋

用于垃圾处理的各种填埋地旧址

最终处理焚烧
分类・排放

收集・搬运

资源化

能源回收

2020年东京奥运会，将在填埋旧址举办射箭、越野等各种竞技比
赛。

3．东京模式的优势

（资料提供方：东京都港湾局） Ⓒ东京都

新海面处理场
[沙土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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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的改善

为海外各国实现SDGs的国际贡献

东京模式

公共卫生的维护 实现“可持续都市”的大前提

 经济的高度成长
 人口的聚集
 垃圾质和量的剧烈变化
 用地的限制

背景

 垃圾的削减和再利用
 与居民进行协议
 高度的垃圾焚烧发电技术
 彻底的环保意识

适用战略

东京模式的技术、
知识和判断力的应用

为海外各国实现SDGs的国际贡献

4．运用东京模式的国际贡献

居民启示的促进

可再生能源的
促进使用

通过废弃物管理，防
止对环境的影响

废弃物的削减、通过合
理处理，实现垃圾产生
量的削减
防止海洋垃圾带来的
影响

履行说明责任和具
有透明性的管理体
制的构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