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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废弃物再生利用在房建工程中的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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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筑废弃物的高效再生利用对促进建筑行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相关政策持续完善，推

动建立以政府引导、市场驱动为核心的推进机制。当前存在材料性能不稳定、分类回收不足等技术难题，影

响再生产品的应用效果。通过构建多主体协同治理模式，优化资源配置与责任分工，提升整体运行效率。智

能识别与再加工技术的应用显著提高分拣精度与再利用水平。实践表明，系统性优化路径有助于推动建筑废

弃物资源化向标准化、智能化、产业化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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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al pathways for the regenerative utilization of construction waste in building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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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efficient regener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construction waste play a crucial role in promo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Continuous improvements in related policies have 
facilita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promotion mechanism centered on government guidance and market-driven forces. 
Technical challenges such as unstable material properties and insufficient classification and recycling affect the 
application effectiveness of recycled products. By constructing a multi-stakeholder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model,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responsibility distribution can be optimized, thereby enhancing overall operational efficiency. 
The application of intelligent identification and reprocessing technologies significantly improves sorting accuracy 
and reuse levels. Practices have shown that systematic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help advance the resource utilization 
of construction waste toward standardization, intelligence, and industri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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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建筑废弃物产生量持续

增长，带来资源浪费与环境压力双重挑战。传统处理

方式难以满足绿色发展的现实需求，推进建筑废弃

物再生利用成为缓解资源约束、减少环境污染的重

要举措。当前在政策支持、市场机制、技术手段等方

面已取得一定进展，但材料性能控制、分类回收效

率、多方协作机制仍存在明显短板。如何通过系统性

优化路径提升建筑废弃物的资源化水平，已成为房

建工程领域亟待深入探索的重要课题。 
1 建筑废弃物再生利用的政策与市场推进机制 

建筑废弃物再生利用的有效推进，离不开完善

的政策引导与健全的市场机制共同作用。近年来，国

家和地方政府陆续出台相关政策，推动建筑废弃物

资源化利用纳入生态文明建设和循环经济发展的整

体框架之中。中央层面提出“无废城市”建设目标，

明确要求提升建筑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

处理水平，各地也相继制定地方性法规和技术标准，

规范建筑废弃物的分类收集、运输、处理及再利用流

程。政府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绿色信贷等手段，

鼓励企业参与建筑废弃物再生产品的研发与生产，

形成以政策驱动为核心的外部激励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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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市场机制的构建对于实现建筑废弃物再生

利用的可持续发展同样至关重要。目前，部分地区已

开始探索建立建筑废弃物回收交易平台，推动建筑

垃圾从产生到再利用的全过程市场化运作。通过引

入竞争机制，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再生产品的经济性

和竞争力。建筑行业上下游企业的协同合作逐步加

强，设计单位、施工单位、材料供应商等多方主体在

项目实施过程中开展联动，推动建筑废弃物源头减

量与现场处置结合，实现建筑全生命周期内的资源

高效循环[1]。随着绿色建筑理念的不断深化，市场对

环保型建材的需求呈现持续增长趋势，这种趋势不

仅体现在政策层面的支持，更反映在建筑设计、施工

及运营各环节对可持续材料选用的实际需求中。建

筑废弃物再生产品，如再生骨料、再生砖块、再生混

凝土等，正逐步从试验性应用走向规模化推广，其在

节能、减排、降耗等方面的潜力日益受到关注。 
为推动这一进程，需在现有政策框架基础上进

一步完善法律法规体系，明确各类主体在建筑废弃

物管理中的责任与义务，强化全过程监管机制，提升

执法效率与透明度。应加强行业标准体系建设，制定

统一的技术规范和质量控制标准，提高再生产品的

市场认可度和应用安全性。在此基础上，构建以企业

为核心、市场为导向、产学研协同发力的技术创新机

制，成为突破当前发展瓶颈的关键路径。通过鼓励企

业加大技术研发投入，引导高校与科研机构开展关

键技术攻关与成果转化，促进建筑废弃物再生利用

模式由依赖政策驱动向市场自主驱动转型，从而实

现建筑行业绿色低碳、循环高效的发展目标。 
2 材料性能不稳定与分类回收不足的技术瓶颈 
建筑废弃物再生利用过程中，材料性能的不确

定性成为制约其广泛应用的关键技术难题之一。由

于建筑废弃物来源复杂，成分多样，再生材料在物理

力学性能、化学稳定性和耐久性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导致其难以满足房建工程对材料一致性和可靠性的

基本要求。尤其是在再生骨料的使用中，因原始混凝

土破碎产生的微裂纹以及附着的水泥浆体残留问题，

影响了再生骨料的密实度和界面结合能力，进而降

低再生混凝土的整体强度和稳定性。 
目前缺乏统一的性能评估标准和技术规范，使

得不同来源、不同工艺处理的再生材料在实际应用

中缺乏可比性和适应性，限制了其在结构工程中的

推广。与此建筑废弃物的分类回收体系尚不完善，进

一步加剧了再生材料质量控制的难度。当前大多数

建筑废弃物在拆除现场未能进行有效分拣，混合运

输和集中处理的方式造成后续资源化利用过程中的

杂质含量高、分离效率低等问题。特别是金属、塑料、

木材等非混凝土类材料混入其中，不仅增加了再加工

的复杂性，也显著降低了再生产品的纯度和附加值。

由于缺乏高效的智能识别与自动分拣技术支撑，传统

人工分拣方式效率低、成本高，无法满足大规模建筑

废弃物处理的需求，从而影响整体资源利用水平。 
在技术层面，提升建筑废弃物再生材料的性能

稳定性和分类回收效率，亟需从源头管理、预处理技

术、材料改性等多个环节开展系统性优化[2]。一方面

应推动建筑拆除与回收环节的精细化管理，建立分

阶段、分类型收集机制，减少混合污染；另一方面应

加快先进破碎筛分、智能分选、界面改性等关键技术

的研发与集成，提升再生材料的均质性和适用性。构

建覆盖材料性能测试、生产工艺控制、产品应用评价

的全过程质量保障体系，为建筑废弃物再生材料的

大规模工程应用提供技术基础与数据支持。 
3 多主体协同治理下的资源循环体系建设路径 
在建筑废弃物再生利用的推进过程中，单一主

体或单一环节的努力难以实现系统性突破，必须依

托多方参与、协同运作的治理模式，构建高效、稳定、

可持续的资源循环体系。当前，建筑废弃物从源头产

生到最终再利用涉及多个利益相关方，包括政府部

门、开发企业、施工单位、材料生产企业、回收处理

机构以及终端用户等，各方在信息传递、责任分工、

利益分配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割裂，影响了资源

循环体系的整体效能。为破解这一难题，需建立以政

策引导为基础、市场机制为驱动、技术支撑为保障的

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框架。 
政府应发挥制度设计与监管职能，制定覆盖建

筑废弃物全生命周期的管理规范，推动跨部门协作

机制建设，打通政策壁垒。通过完善激励机制，引导

企业主动承担资源循环利用的责任，形成政府与市

场协同发力的发展格局[3-5]。建筑行业各参与单位需

加强上下游联动，在项目规划、设计、施工、拆除等

阶段提前介入资源化考虑，推动建筑废弃物减量化

和再利用目标的前置化实施。信息共享平台的建设

是促进多方协作的重要手段。 
当前由于缺乏统一的数据采集与交换标准，建

筑废弃物的种类、数量、流向等关键信息难以实现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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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追踪，造成资源配置效率低下、重复运输成本增

加等问题。通过构建覆盖建筑废弃物全流程的信息

管理系统，整合产废端、运输端、处理端、应用端的

数据资源，可有效提升各方协同响应能力，提高资源

配置效率。借助大数据、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增强信

息透明度与可追溯性，为建筑废弃物资源化的精准

决策提供数据支撑。在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方面，应

进一步拓展多元化治理主体的互动渠道，提升社会

认知水平与参与积极性。行业协会、科研机构等非政

府组织可通过发布技术指南、组织经验交流、开展专

业培训等方式，促进行业自律与能力建设。 
4 基于智能识别的建筑废弃物高效分拣与再加

工技术 
随着建筑废弃物产生量的持续增长，传统依赖

人工或简单机械的分拣方式已难以满足高效率、高

质量资源化处理的需求。在此背景下，基于智能识别

技术的自动化分拣系统成为提升建筑废弃物处理水

平的重要突破口。该类技术通过集成图像识别、光谱

分析、传感器探测等手段，实现对建筑废弃物中不同

材料组分的快速识别与精准分离，显著提高分拣效

率与再生材料纯度，为后续再加工环节奠定良好基

础。智能识别技术的核心在于构建高效的分类模型

与稳定的识别算法。 
当前，依托深度学习的计算机视觉系统已在多

个工业领域取得应用突破，并逐步引入建筑废弃物

处理流程。通过对大量建筑废弃物样本进行训练，系

统能够自动识别混凝土、砖瓦、金属、塑料、木材等

常见成分，并结合机械臂或气动装置实现自动分选。

相比传统方法，该技术不仅提升了识别准确率，还大

幅降低了人力成本和操作风险，使建筑废弃物的预

处理过程更加标准化和集约化。在实际工程应用中，

智能识别系统的部署需与建筑废弃物处理工艺流程

紧密结合，形成从前端拆解、中端分拣到后端再加工

的全过程智能化链条[6-8]。在破碎筛分环节，可引入

近红外光谱仪与 X 射线荧光分析设备，实时检测物

料化学组成，动态调整破碎参数与分选策略；在金属

回收环节，采用电磁感应与涡流分选技术，实现对钢

筋、钢构件等金属材料的高效提取；在有机物和轻质

材料分离阶段，则可结合风选与光学识别技术，确保

不同密度物质的有效分离。 
在再加工环节，智能控制系统同样发挥着关键

作用。通过对分拣后的原材料进行性能评估与配比

优化，系统可自动调节再生骨料的级配、掺合比例及

添加剂用量，提升再生混凝土、再生墙体材料等产品

的质量稳定性。结合物联网技术对生产过程中的能

耗、排放、原料消耗等数据进行实时监测，进一步优

化工艺参数，推动建筑废弃物再加工向绿色化、数字

化、精细化方向发展。智能识别技术的应用还需配套

建设统一的数据接口标准与设备协同平台，以支持

多源异构设备之间的信息交互与远程控制。 
5 结语 
建筑废弃物再生利用是推动房建工程绿色转型

的重要路径。政策引导与市场机制协同作用为资源

循环体系提供制度保障，技术创新则突破材料性能

与分拣效率的瓶颈。智能识别与再加工技术的发展

显著提升建筑废弃物处理的精细化水平，多主体协

作模式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与责任共担机制。面向

未来，需持续完善法规标准、强化数字赋能、推动产

业链深度融合，构建高效、智能、可持续的建筑废弃

物资源化体系，为实现低碳城市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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