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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称中国)，国土面积约 960 万 km2、12 亿 6583 万的人口(2000 年)、国内生

产总值(GDP、2001 年)约 1.2 兆美元(人均 911 美元)、作为行政区由 23 个省、5 个自治区、4 个直

辖市、以及香港和澳门的 2 个特别行政区构成。

　中国在近几年的激剧的经济增长中，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之间的差距问题逐渐明显。为此根据

“西部大开发”的方针，今后将促进内陆的开发。西安市由于作为西部大开发的据点，今后将重

点实施投资开发。另一方面，由于西安有着古都长安悠久的历史背景，每年的旅游人数超过 1200
万人次以上，是中国屈指可数的国际性旅游城市。由此西安市将实行在保护市内环境的同时进行

开发的“可持续开发”的基本方针。此方针，根据在 2002 年 11 月召开的第 16 届中国共产党人民

代表大会上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中国经济建设和改革的八方面主要任务”中，“积极推进西部

大开发”，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精神，把重点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的建设作为国家的方针

所认识。西安市被此方针所推进，构想在中国国内的环境情报网络工作中成为中国有代表性的废

弃物管理模范城市。

  另一方面，我国对华环境援助应遵照一下方针。

  中国在实现显著的经济增长中，作为其负面影响的环境问题也很严峻。中国政府自身也加强了

措施，正在进行环境法制度的整备，但资金和技术力量还不够完善，所以还不能治本。我国立足

于全球环境保护和对北东亚地区的酸雨实行措施的观点进行援助。1997 年中日首脑会议的就“面

向 21 世纪的中日环境合作”构想取得了同意，对“中日环境开发模范城市构想中的重点城市以及

“环境情报网络工作构想”中的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和 39 个城市环境信息网络建设提供了援助。

中国有广阔的国土和众多的人口，由此我国对中国的援助方式采用不是对中国的全国范围都提供

环境方面的援助，而是通过政策对话促进中国方面的自我努力,对重点的建设提供援助的方针。废

弃物管理领域也根据此方针，对中国为改善城市卫生环境构筑废弃物管理体制，在废弃物管理的

重点地区改善废弃物管理系统以及实行培养教育指导者，运用环境情报网络向中国全国提供信息

的体制建设方面提供援助。西安市应在西部大开发中进行产业培训和作为世界屈指可数的旅游城

市的景观及城市卫生等环境保护的工作。为此中方提出了政府方针，由此我国认为对西安市作为

废弃物管理典范提供援助是具有极高意义的。

　 目前,西安市每天产生的城市生活垃圾量(与日本的一般废弃物相当)约有 3000 吨，预计今后将

随着西安市的发展进一步增加。对于这一问题，中国政府于 1988 年向日本政府提出了实施“西安

市生活废弃物处理计划调查”的请求。通过该计划调查的实施,1990 年提出了 M/P 和 F/S。根据调

查结果，西安市作为总体规划制定了 “环境卫生设施发展计划”， 该规划中反映了废弃物管理

管理计划调查总体规划(M/P)的内容。西安市并根据该规划,在市东部江村地区建设了最终处置场

(江村沟最终处置场)，在对废弃物进行填埋处置的同时，对以下的废弃物管理项目进行计划或实

施。

· 运用中转系统，有效率的对城市生活废弃物进行收集和搬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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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促进对器材的更新，提高垃圾收集搬运车辆的工作效率。

· 包括对最终处置场的继续建设，渗滤液处理设施的建设以及包括环境监测工作的卫生填埋处

理的实施。

· 对医疗废弃物、工业废弃物及建筑废弃物进行适当的处理管理。

· 有城市生活废弃物中的有机成分的堆肥化，实现垃圾的减量化和资源化。

· 对废弃物管理机构和制度进行改变、改正、提高效率。

· 对财政方面进行改善，包括对垃圾费征收系统的改善。

　但是西安市对目前的废弃物管理状况进行评价后确认了以下非常紧迫的课题的存在。

1) 从城市西部到城市东部的江村沟最终处置场垃圾运输车的移动距离长，另外因为现在经由

城市街区地，交通阻塞使所要时间在单程 90 分钟以上的情形也是存在的。因此，有必要

建设高效率的中转系统。

2) 现在最终处置场的渗滤液是用运油车从距离 40km 的污水处置场运出然后进行处理的。因

此，庞大的运输费用造成市政府的财政负担，与此同时也是在多雨季节造成处置场内一时

的渗滤液滞留的原因，有建设专用处理设施的必要。

3) 为了把握周边环境状况，监测体制有进行建设的必要

4) 最终处置场的填埋器材老化，有进行更新的必要。

　在上述 4 项课题中，关于 2)的渗滤液处理设施的建设方面，西安市正在以在 2003 年投入运行

为目标，自己进行施工建设。另外，关于 1)中的中转站，为了设置中转用器材，中方已经在对建

设中转站的施工建设进行计划。因此，对于上述的问题的解决，中国政府要求我国提供中转站用

的器材、环境监测器材及最终处置场用器材。

　对于这一要求，我国根据从 2000 年度制定的循环型社会形成法为基准实行国际合作的观点，提

供废弃物管理方面的无偿资金援助时，要求受援国制定废弃物管理计划，考虑周边环境及社会环

境。为此，于 2002 年 6 月派遣预备调查团对西安市的废弃物管理状况以及周边情况进行了调查，

认为西安市实施的对策是合适的。由此，2002 年 10 月 29 日～11 月 30 日期间派遣西安市废弃物

管理改善计划基本设计调查团、另外于 2003 年 2 月 16 日～3 月 1 日期间派遣同基本设计概要说

明调查团，进行本基本设计调查。

　基本设计调查的结果，关于对生活废弃物的收集运输，特别是西安市西部地区，违章投掷，不

全部收集等现象的发生，都是目前的问题。这种现象的发生原因是到最终处置场的距离太远、花

费的运输时间太长、现有的收集运输车已经到了最大收集运输极限的缘故。因此，垃圾的中转输

送系统的引进是确保输送车收集能力的紧急课题，本项目中实施的中转运输基地用器材的供应也

被定位成西安市废弃物管理改善的中心事项。

　另外，如前面所述，最终处置场的配置和填埋的实施，到现在为止，虽说西安市正在实施，但

由于推土机等填埋器材的不足、老化等原因，不能实现当日覆土等卫生填埋处理，这也是发生恶



S - 3

臭异味的原因。还有，每天观测这些环境影响的器材和环境监测器材也不足够，因此，最终处置

场和环境监测器材被定位成在江村沟最终处置场等地确立适当、正确的运营管理时的重要器材。

　由此，本项目是构筑西安市西部市区城市生活废弃物的有效率的收集和运输方法的同时改善接

受垃圾的中转运输基地和最终处置场的运营管理以及环境管理的项目。

　根据基本设计调查时确认的西安市的申请内容及申请背景，再加上器材的技术规格和数量的精

查结果，确认此事业内容为下表所示。

　器材内容

项目 機材名 形式 数量 用途

中转运输车 22～25 吨左右 20台 垃圾二次运输车

中转集装箱 18～20ｍ3 25 个 二次搬运车积载集装箱中转站用器材

压缩设备 横型压缩方式 2 套 压缩垃圾，填充集装箱

气体分析器 携型 2 套 CH4、H2S、CO、NH3的分析
雨量计 现场设置 1台 雨量测定

流量测定装置 现场设置 1 套 渗滤液流量测定

COD 分析计 携型 2台 水质分析
环境监测器材

ｐＨ／
传导率测定装置

携型 4台 水质分析

推土机 160Kw 左右 3台 垃圾均匀摊开、覆土

装载机 120Kw 左右 2台 覆土的搬运及装载

垃圾填埋压实机 180Kw 左右 1台 垃圾以及覆土的压实和碾轧

挖掘机 0.8m3 1台 挖土／覆土的采集

翻斗车 8 吨 5台 覆土的搬运

药液喷雾车 5 吨 1台 驱除害虫

最终处置场用器材

道路清扫车 机械式 1台 道路清扫

　在本事业实施时，估计中方需要负担的事业费为 2.04 亿日圆。中方主要负担的事项是中转站建

筑物及周边设施的建设工程及提供器材的安装和组装工程。关于本项目的器材调配以及现场设置

的必要时间,环境监测器材和最终处置场方面,招标／签约后需要约 6~7 个月,另外中转运输器材方

面,预计需要 18 个月的时间。

　本项目的实施，可能对市内西部产生的垃圾收集运输系统进行大幅度的改善的同时，可能对江

村沟最终处置场的填埋管理系统的维持能力进行提高以及三民村中转站和在最终处置场进行简易

环境监测系统的构筑。具体的预想效果如下所示。

（１）直接效果

· 中转运输的实施(提供中转站用器材)的同时，违章投掷减少，收集垃圾量增加。

· 由于收集垃圾量增加，对垃圾的全产生量的收集率要提升，结果就是违章投掷的减少。

· 由于中转运输的实施，一次收集车的每一次运输距离缩短，车辆的旅程数增加，单位时间的

收集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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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弃物处理器材(特别是覆土用器材)的提供，覆土水平可达到填埋标准。

· 环境监测器材的提供，将按照简易环境监测计划实施水质分析和大气分析工作。

（２）间接效果

· 像本项目一样的大型中转运输系统的建设，在中国西部是初次的尝试，作为废弃物管理的典

范事例希望不仅在中国西部地区，也在中国全国的其他地区进行技术的转移。

· 通过本项目，将做出自然以及社会环境监测计划。中方得到持续实施，构造起周边环境调和

的废弃物管理系统。

· 目前，因为在狭窄路面上进行装载作业的运输车引起的交通阻塞可以根据中转的实施得到改

善。

　中方计划在中转站的新建工程的时候设立“三民村垃圾中转运输处工程实施准备室”，并且在

设施的运营管理时在“西安市市政管理委员会”下面设立“三民村垃圾中转处”。另外，环境监

测器材以及最终处置场用器材的运营管理方面，就按照现状分别由“环境卫生科学研究所”和“固

体废弃物管理处”的现有熟练人员进行实施。另外，关于这些运营管理有关的费用, 西安市政府

保证预算，因此，对于本项目中方的运营•维持管理体制,在技术方面及资金方面都是充分的，已

确认没有问题。

　因此，我们判断，对西安市全体的废弃物管理项目的一部分,我国实施无偿资金援助的意义很大，

妥当性也很高。

　另外，为了使本项目有效果的，有效率的进行实施，我们对中方实施机关提出以下建议。

1) 中转系统建设是本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垃圾压缩设备等的中转器材由日方负责提供,
中转站建设以及器材的安置组装工程由中方负责实施的中日合作项目。因此中日双方的工

作必须在技术方面、工程方面得到相协调。为此,中日双方在明确责任分担的基础上进行充

分的信息交换，中方要与日方的援助相结合切实的实施中方所负担的项目。

2) 中方要对日方预定实施与本项目关联的「技术支持」以及培训等技术援助进行适当的人才

确保，并且对其培养要积极且有计划的进行。

3) 中方要对包含通过本项目制定的自然以及社会环境监测计划的废弃物管理体制的监测调查

自主并确实的继续下去，根据其结果探讨具体的改善方案，为废弃物管理全体的进一步改

善做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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