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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 调查结果以及考察

 (1) 三民村中转站建设预定地周边居民调查

1) 建设预定地以及周边的现状

　作为在建设预定周边 300m 的范围内的住宅，建设预定地东南侧是塑料工场职工住宅（西

院）(大约 110 户)、东北侧是屎尿处理停车场职工住宅（大约 20 户），这两侧都与建设预

定地相邻接。另外，有与西北侧相邻接的养犬场（大约６户），但这是三民村地区在得到正

式许可后的临时设置，归三民村住民所有。经打听，这里基本上作为白天的工作场所所利用，

没有被用做住居。建设预定地的西北侧是“西安市汉长安城址保护区”，对建筑物的建设有

限制，在三民村归管理集体所有的农地面积很广。南侧的最初作为塑料工场的工场地带、夹

着大兴西路的３家工场、现在全部破产、无人作业。

　在作为进入市区道路的大兴西路路边，排着塑料工场和下水处理场等工场群。离建设预定

地点大约 800m 的地方有已破产的塑料工场职员住宅的别栋(大约 480 户)。在从那里开始往

前的大兴西路沿道(邓家村地区)并列排着民宅。

　与大兴西路平行的西北西－东南东的铁路，以 1 小时 4～6 辆左右的频率货物车和货客车

进行往来，对与铁道夹着的地域对中转设施产生影响的的可能性非常小。

　因为建设预定地在现存的屎尿处理停车场内，所以没有必要要新的用地收用，与用地收用

有关的赔偿以及住民的迁移都不会发生。

2) 调查结果概要

　回答者的性别，男性 24人(59%)、女性 17人(41%)(参照资料-16所示的结果。以下简称为

B-Q1)。根据年龄区分 40～49岁 21人(53%)、30～39岁 10人(25%)、50～59岁 7人(18%)、
60～79岁 2人(6%)。(B-Q2)。

　关于此项目中转站的建设，9成都回答为“知道此事”(B-Q2)，绝大部分从居委会那里听

说的(B-Q27)。

　对于中转积地的建设，“全面赞成”的占一成以上，“基本赞成”的占 7成，近 9成的居

民表示赞成，大约 1 成的居民是“基本上反对”(B-Q33)。作为反对的理由，全体人员都是

“离住宅太近”、“担心环境问题”。但是，多数的居民都是因为“想让城市变的更干净、

漂亮”、“解决环境问题”等理由，赞成中转站的建设，可以认为已经得到对于中转站建设

的必要性的理解。

　另一方面，得到来自赞成中转站建设的人们的愿望(自由意见)，“离住宅地远一点”、“希

望能防止环境污染”、“彻底强化设施管理”等意见。

　另外，进行利用关于中转站设施概要等照片、插图进行说明，在此之后进行调查居民的意

识是否有变化。

　当初，作为伴随中转站的建设・运营产生的悬念和问题，半数以上的列举的回答为“从设

施里发出的恶臭、噪音、粉尘”、“垃圾运输车的行驶时产生的恶臭、噪音、粉尘”、“垃

圾飞散”、“影响健康”等(B-Q32)，经过说明之后，有接近 8 成的回答“有的疑虑已经解

除(

3) 考察

多数的居民还是对中转站的建设表示赞成的，但是，因为对与规划和环境对策是有要求的，

所以我们对关于环境问题抱有不安的原因进行了调查询问。另一方面，近九成的回答与这次

的说明解释之前的一样，“知道中转站是个什么样的设施”(B-Q28)，但是对于已经用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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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之类解释过的被解决的社会环境问题抱有不安的还是很多，可以认为是对于设施方案还

没有正确认识。

　因此，关于项目的计划要做到切实的情报公开以及随之的居民的对此的理解也是不可缺少

的。为此，关于设施的建设和运营中的项目计划，根据计划的进展情况，实施适当的居民说

明会等活动，在向居民提供情报的同时，还要收集居民的意见，这些意见在试图顺利进行项

目实施的时候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另外，作为进入市区的道路大兴路，现在连接三环路的立交桥道路正在重新整备中，今后，

作为连接咸阳市和西安市的东部地区的主要干路。为了连接交通量多的汉城北路和三环路，

不仅仅是垃圾运输车辆，整体的交通量也会大幅度的增加。因此，要考虑垃圾输送车辆的运

行时间段，根据对于彻底进行对于驾驶人员的安全指导，有必要试图在车辆行运的同时减低

对环境的影响，并要确保交通安全。

(2) 江村沟最终处理场周边居民调查

1) 江村沟最理周的状

　江村沟最终处理场周边的现状如图 2.5-2所示。

　根据最终处理场在江村沟的位置，第一期处理场从 1995年、第二期从 1999年开始进行使

用。

　处理场周边住居的酚分布情况，最近的肖家寨在西北侧约 300m、还有江村沟在南侧约 400m、
高家沟在东北侧约 450m各地区的都有一部分在处理场外周的 500m以内的范围里。另外从西

北到东南的流向的江村沟的溪谷沿边，在上流有离东南侧约 1300m的任家坡、约 1500m的沟

泉村、在下流的西北一侧有唐家寨。还有，从肖家寨以及高家沟到处理场的道路为陡坡地带，

各自的差高达 50～60m左右。

　藩村到江村之间的通往市区的道路沿道，农地占地面积很广，各集中地的横贯地域有稀少

的人家。现在，伴随着第二处理场的使用，一天大约有 1000辆(约 500辆×2(往返))的运输

车辆进行往来。

　在江村沟流域，从最终处理场到唐家寨地区这区间的大规模的非法垃圾投放场地有一处、

小规模的有 2处存在。这是江村沟最终处理场建设之前的生活垃圾投放地，现在也仍然有一

部分垃圾被投放在这里。另外在同区域，以垃圾的影响为原因的污水池也有两处存在。

　西安市在处理场建设之前，作为补偿在预定地的附近，封锁了远有的井，在离处理场较远

的地方设置了新的饮用水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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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调查结果概要

　回答者的以性别区分为男性 33人(57%)、女性 25人(43%)(A-Q1)。根据年龄区分为 40～49
岁的 24 人(43%)、30～39 岁的 15 人(27%)、50～59 岁的 10 人(18%)、20～29 岁的 7 人

(13%)(A-Q2)。另外，周边住民几乎全部都是农民(A-Q7)。

　关于市方面对于处理场建设的事前对应，“基本上没有问题”与“希望再多听听居民的意

见”基本数量相同，根据地区差别，在上下流的沟泉村、任家坡、高家沟、肖家寨、唐家寨

回答“希望再多听听居民的意见”的人数较多。

　关于第二期处理场扩建工程，大约７成的回答为“不知道”，另外，从市方面得到了说明

的也只限于藩村地区的居民。(A-Q26)

　关于扩建工程。对市方面育有要求的占全体的 4 分之 1 左右，(A-Q30)，其中绝大部分都

是“希望再多听听居民的意见”(A-Q31)。

　另外，作为倒现在为止因处理场运营所发生的环境问题，在肖家寨、高家沟、沟泉村、任

家坡、唐家寨等地都以“从处理场发出的恶臭”的回答方式列举了处出来，希望能在实施过

程中根据对策得到解决。

　作为其他的环境问题“从垃圾运输车辆发出的噪音、震动”和“交通事故”等垃圾运输车

在运行时伴随产生的问题，在藩村被列举出了很多。

3) 考察

　在这次对象的选定之际，固体废弃物管理处没有把对岸地区以及上下流侧地区(肖家寨、

高家沟、沟泉村、任家坡、唐家寨)作为社会环境对象进行认识。关于作为垃圾输送车辆进

入市区道路的江村、李家村以及藩村等作为应该被考虑的区域，与此为对照，因此，希望听

取关于建设的意见的呼声很高。恐怕到对岸地区等的道路整备状况恶劣、距离也较长、在交

通路线上花费时间也很长、属于不被接受的最终处理场的影响的范围之内。所以，对于这些

地区有必要制造机会进行情报公开以及与居民进行商谈。

　另外，在江村沟最终处理场，现在，讲解根据即日盖土的实施和今后的渗滤液处理设施的

整备等对恶臭进行的措施，今后，有必要更加彻底和正确的对恶臭进行监测。

　关于垃圾运输车辆的交通问题，西安市整体来看常见的的交通阻塞、违章驾驶等行驶问题

为多发的状况，所以有必要致力于总和性的计划协商。但是，关于通往市内的道路，现在是

一天内大约有 1000 辆的垃圾运输车行驶，特别是根据安全驾驶终点地域的指定等办法，必

要对近邻的居民的交通受害进行考虑。

　根据城市垃圾卫生填埋技术规范／CJJ17-20011）”所示，“居民居住区域或者人畜水源供

给地点 500m 以内的地域不设置填埋场”，如图 2.5-2 所示，因为在地图上江村、肖家寨、

高家沟的一部分包含在填埋场的外围 500m以内、为了确认有必要进行实态调查。

(3) 江村沟最终处理场垃圾回收人员调查

1) 江村沟最终处理场垃圾回收人员的现状

　在江村沟最终处理场，基本上按照“西安市垃圾填埋场废品回收业管理的暂定规定”(2001
年 5 月，江村沟最终处理场管理事务所)，江村村民委员会实施现场作业的运营管理。遵从

同规定，把在供用开始后持续增加的垃圾收集人员的作业管理・环境卫生管理作为目的，相

江村、高家沟以及处理场内居住的垃圾收集人员配发入场许可证以及可以识别出身地域的作

业马甲和帽子。对于垃圾收集人员的进入，制限为最多 50 人左右，但是，接受了江村村民

                            
1 ) 同規範 4.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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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的强烈的规制缓和的要求，实行把对有价值物品的回收的收集人员变为 150～200 人

左右。作为收集人员的管理的一个环节，实施每天早上对村民委员会的现场管理者的入场许

可证进行确认。

　在处理场内居住的收集人员中，有 1～2 成是四川省出身的贫困人民，因为四川省的就职

状况了恶劣，以出外打工的形式进行对有价值物品的回收。他们的居住区域为扩建工程的范

围内，因为已经责令他们以 2002年 11月为期限退出此区域，已经有一部分已经转移或回乡

完毕，居住人数有减少的趋向。

2) 调查结果概要

　对调查进行回答的人以性别区分，男性７人(21%)、女性 27人(79%)(D-Q1)。以年龄区分，

30～39岁 19人(54%)、40～49岁 11人(31%)、50～59岁 5人(14%)(D-Q2)。另外以住址区分，

江村 80%、高家沟 2%、四川出身的 14%，大部分的是江村的农民。

　对有价值物品回收的人数为每户 1～3人(D-Q8)，垃圾回收人员的工作频率为一个月 7～30
日不等（D-Q7），所以回收人员的月平均收入为 50～300元不等，所以推定平均大约 130元
／户。

　关于江最终处理场的扩建工程，6成的居民回答“不知道”，知道的人也是从“邻居、朋

友”或“报纸和媒体”知道的，从市里没有的到解释和说明。

　另外，作为对关于扩建工程的希望，“希望不要因为垃圾运输车辆和重机引起事故”和“希

望增加回收人员的工作机会”各一件被提出。

　作为对有价值物品回收以外的收入进行回答时，9成以上回答为“农业”(D-Q13)，以农业

为中心的因季节变化有较大变动的收入之外，对有价值物品的回收是确保了稳定的收入，从

“因工资较好，希望尽可能继续废品回收”中也知道了(D-Q20)，废品回收对于周边居民也

是重要的货币收入来源。

3) 考察

　关于在处理场的回收人员的工作，在暂时规定中把“垃圾运输车从处理场离开后进行”等

定为作业管理方法，与垃圾运输车辆等的现场管理由村民委员会的现场作业管理者进行并行

管理。

　但是，事实上，在垃圾运输车辆和最终处理场器材的频繁往来中，在里作业车辆极近的地

方进行回收作业的人仍然存在，安全问题令人担忧。因此，是回收作业进行集团化、定时化，

试图是填埋和回收同时完成，有必要改善作业管理体制的实质。

　另外，已经确认有几名未成年的废品回收人员，但根据规定，未成年人的垃圾回收行为是

被禁止的。根据在填埋现场的目击调查，未成年回收人员几乎都为处理场内居住着的垃圾回

收人员的孩子，关于扩建工程也包括他们的转移问题，有必要考虑到他们的在回乡后的就职

情况和促进归乡等。

(4) 市内的垃圾回收人员调查

1)　市内垃圾回收人员的现状

　在西安从废弃物当中的资源回收，是在从发生源到填埋地点的的阶段实施的。首先，对各

个家庭进行直接访问，存在对玻璃瓶、铝、绉纹纸板等的有价值物品进行有偿回收的个人回

收业者。之后还有从家庭垃圾的收集站回收有价值物品的回收业者。回收人员的中间，在垃

圾回收站周边有利用收集车辅助收集作业的受各区委托协助市内美化卫生的的管理者和道

路清扫员等职员，其中大部分是一边实行担当作业，一边进行废品回收。除这些职员以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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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有价值物品回收是被限制的，除职员以外的市内垃圾收集人员对垃圾收集站周边的清扫以

及协助管理作业等以外在得到职员的同意后进行对有价值物品的回收。

2)　调查结果概要

　在作为调查对象的 75 人里，清扫员以及垃圾收集站管理者加起来为 31 人(42%)、兼职垃

圾收集人员 32人(43%)、专业垃圾回收集人员 11人(15%)。

　回答者以性别区分，男性 52 人(71%)、女性 20 人(27%)(E-Q1)。以年龄来区分是 30～59
岁 42人(80%)、60～79岁 18人(24%)、20～29岁 5人(7%)。

　在一处地方的收集工作花费的时间，应在 30 分钟以内和 1 个小时以内的大约站半数(E-
Q14)，他们的活动时间集中在垃圾收集车进行收集作业的清早～早上(5～9点)以及午后到晚

上(12～19点)的这段时间里。在垃圾收挤站里垃圾被集约，在被回收之前，市内收集人员在

短时间内有效率的实施对有价值物品的回收工作(E-Q10)。但是，即使在任何一个收集站里，

因为规制职员的回收行为，所以妨碍垃圾收集车辆的收集作业之类的问题几乎不会发生。

　进行对有价值物品回收的人数是每户１人的占 6成以上、每户 2人的大约占 3成、最多的

每户 3人的接近 1成(E-Q8)。收集作业的频率是一个月里在 20天以上的接近八成(E-Q7)，
收集作业的时间也各不相同，另外处收集作业以外的收入为 100～1000 元的不等(E-Q12)。
在市内的进行活动的收集人员平均约为 210元左右。

　关于本工程的收集・搬运的系统变更，几乎都为“不知道”(E-Q24)，根本没有希望进行

系统变更的愿望(E-Q27)。

　他们中间大约 5成的人都是“如果有好的收入来源就希望能放弃对有价值物品的回收”，

大约 2 成的人是“收入很好，尽可能维持现状，继续废品回收”(E-Q21)，所以便分为因为

没有就业机会才从事废品回收的和把清扫关联的作业作为副收入而得到利益的两派。

3)　考察

　认识调查和听访的结果，没有发现市内废品收集业主对垃圾收集系统进行妨碍的行为。另

外，也没有对收集系统等有任何要求。

　另一方面，根据市内废品收集业主的活动，垃圾的减量效果非常显著，也为了改善西安市

的废弃物管理，所以在对民间正在实施的废品回收的实态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的基础上，试图

对此的维持・改善是非常有效的方法。

 (5) 非法投弃场的收集人员的调查

1)　非法投弃场的收集人员的现状

　在西安市，郊外的农村地区的道路边和水路旁，池塘附近等地有大大小小的非法垃圾投放

地约 600处。

　根据本调查，位置就在西安市以及咸阳市的市境内的三桥路边的大规模非法垃圾投放地对

垃圾收集人员进行了认识调查。本非法投放场在过去是作为采沙场而被利用的，在此之后从

1995年 12月开始进行了生活垃圾的投放，但在 2001年 12月中止了对生活垃圾的投放，现

在是用这些生活垃圾把原来采沙是留下的空处填满，进行建筑用废弃物的投放。预定建筑废

弃物的投放将持续到 2005年。

　在此非法垃圾投放场，每天大约有 20 人的收集人员进行对有价值物品的回收。另外，收

集人员中的一部分居住在非法垃圾投放地的周围的用胶合板设置的临时住居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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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调查结果概要

　最为调查对象的 10名收集人员，均为在非法垃圾投放地里进行废品回收的作业者。

　进行回答的收集人员以性别区分男性 8 人、女性 2 人（F-Q2）。以年龄区分的为 20～39
岁 9人、40～49岁 1人。

　进行回答的收集人员中几乎全部是从 1 个月之前开始废品收集作业的(F-Q14)，在此之前

有大约８成的以“打工”为收入来源、大约 2成的为农民(F-Q14)。

　进行废物回收的全体人员(F-Q8)，回收作业的频率是 1个月在 20天以上的占 8成(E-Q7)。
废品回收业主的收入大约在 270元左右。

　对于关于本工程的收集・搬运系统的变更，全部都回答“不知道”(E-Q25)，对于希望系

统变更有 1人(E-Q26)，起愿望为“希望能考虑一下收集人员的健康问题”(E-Q27)。

　他们中的大约 7成都是“如果有好的收入来源希望放弃废品回收”，因为没有就业机会，

才进行废品回收作业的。

3)　考察

　非法垃圾投放地的废品收集人员因为现在的投弃量有减少的趋向，每个非法垃圾投放地点

的收集人员人数都不多，另外，因为各投弃场的回收作业的持续时间也很短，所以收集人员

的流动性也很大。非法垃圾投放场被封锁的时候，就移动到另外的地域去。另外，因为收集

人员的年龄也很年轻，新的就业机会会很多的。

 (6) 收集对象区域内的居民调查

1) 调查结果概要

　关于非法的垃圾投放，收集对象地域居民中大约 7 成的都见过非法投弃现场(C-Q19)，从

景观丑化、恶臭和害虫的滋生的观点来看，非法垃圾投放非常的恶劣，(C-Q20、21)。另外，

全部回答者的半数都认为“非法丢弃物应该清走”(C-Q24)。

　关于垃圾费用的征收问题，认为“完全赞同收费”和“基本认为应该征收”的人加起来有

大约 8 成(C-Q31)，基本上已经被同意征收垃圾费用。另外，认为不应该征收的原因几乎都

是“家庭的收入太少”为原因(C-Q33)。因此，在西安市正在计划的征收垃圾费用制度中，

设置了“对于低收入者进行减免”的规定，所以可以认为对于垃圾收费问题可以得到住民的

理解。

　另外，收集对象地域的居民中的 9 成以上对于中转站的建设一无所知(C-Q35)，但对于中

转站的建设，大约 8成的居民表示赞成，表示反对的还不满 1%(C-Q38)。

　但是，从设施里溢出来的恶臭、粉尘、产生的噪音、流出的污水、影响健康、垃圾的散乱、

害虫的产生等等，仍然存在着很多让人不放心的问题(C-Q37)，作为自由意见，可以看作是

在用地的选定上的考虑以及关于彻底的环境对策的意见(C-Q41)。同样，设施建设对于市民

来说是有利的，同意・赞成设施建设，另外希望早期的着手工程的建设，从这些看来，可以

看出居民对设施建设是保有肯定的意见的(C-Q41)。

2) 考察

　以收集对象区域内的全体居民作为对象所作的本地居民意识调查是为了把握对于垃圾处

理设施建设有直接影响的低层居民对垃圾以及环境的意识而进行的。今后在进行对西安市的

废弃物管理改善计划的同时，还要考虑到受工程影响的人们(微观的意识)，把握市民全体的

意向(宏观意识)，有必要在计划中反映出来。因此，这次作为底线数据的意识调查，希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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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后持续监测居民的意识的时候发挥作用，推进开发计划的实施、住民启发以及环境教育

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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