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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名称：      “互联网+”垃圾分类回收产品         

项目来源：        合肥劲旅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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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填写说明 

1、请保持表格的完整性，一级标题用黑体二号，二级标题用宋体五号加粗，正文用

宋体五号字，1.5 倍行距填写； 

2、表名用黑体五号字，图名用宋体小五号字加粗； 

3、表格用三线表； 

4、表格双面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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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项目研究的目的、意义及国内外现状 

 

一.国外垃圾分类现状 

    就目前来看，发达国家的垃圾分类在技术和普及方面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在部分国家和地区

已经实现了产业化。对于一些发达国家的居民而言垃圾分类已经成为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1.1 欧盟：随意倾倒垃圾构成犯罪  

    “随意乱倒垃圾是犯罪，此类行为将记录在案”的告示在欧盟的一些村庄里是很常见的。而同

样，如果地方政府不能为农村社区居民提供垃圾收集的服务或不按分区规划管理新住宅的开发，也

将受到农村社区居民的起诉。欧盟所有的农村社区生活垃圾都由市政当局集中收集和处理。垃圾箱

和垃圾收集处理的费用由地方政府征收的房地产税及其他税收支付。农民家中一般有两个不同颜色

的垃圾箱，一个装有机垃圾，另一个装无机垃圾。收取垃圾时，工作人员如果发现没有按规则对垃

圾进行分类，或把不适当的东西放到垃圾里，将会拒绝收集这些垃圾箱甚至罚款。 

1.2 美国：垃圾公司深入乡村  

    美国农村的垃圾处理，一般由的家庭公司来承担。这些公司规模不大，公司的员工也是农民，

他们开着小型垃圾车，到各家各户收取垃圾，同时也收取一定费用。而每家每户都有一个带轮子的

垃圾箱，每天早晨送到公路边，由专车带走分类垃圾。虽然美国的农民住得分散，但是垃圾公司的

服务范围会覆盖到各个角落。另外美国政府对办公垃圾、校园垃圾、园林垃圾、餐厨垃圾、建筑垃

圾等分别组织回收利用。 

1.3 日本：各种垃圾分类回收  

    在日本垃圾分类非常细致，不同种类的垃圾投放的要求也有所不同。有些地方每种垃圾的回收

时间都不一样，例如：可燃垃圾（每周一三五）、不可燃垃圾（每周六）、资源垃圾（每周四）、粗

大垃圾（每个月 20 日）等等等。这样的好处是，垃圾车装运同一种垃圾，可直接送到处理厂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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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减轻了后期二次分拣时候的工作压力。在日本如果你不严格的执行垃圾分类的话将面临巨额的

罚款。同时在日本的社会中，“不履行垃圾分类”是一个令人羞愧的名声。 

二.国内垃圾分类现状 

    相比之下，国内的状况就显得不容乐观，不仅是垃圾分类的实施力度及垃圾分类设施的合理化

研究严重不足。以北京为例，北京每年要产生 500 多万吨的生活垃圾，其中 11.07％为纸类垃圾、

12.70％为塑料垃圾、0.27％为金属垃圾、2.46％为织物、1.76％为玻璃，这些垃圾都属于可回收垃

圾。垃圾分类收集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就现阶段而言操作过程中的困难实在太大。目前

有近半数的居民不能清楚地说出哪些垃圾属于可回收垃圾，许多人在回收过程中，对于垃圾分类的

意义也依旧比较模糊。同时相关部门宣传垃圾分类相关知识力度欠缺方式欠妥，对实施过程中的监

督的力度也十分有限。 

三.本项目研究目的 

    就现阶段情况而言，虽然中国社会对垃圾分类的需求并没有像有些国家那样迫切，但是作为未

来环境工作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及时有效的对公民的垃圾分类意识进行培养，尽早在社会中形成

分类回收的“气氛”，结合现有的技术手段，以最贴近百姓生活的方式，从意识和成果等多方面共

同为循环经济在国内的推广打好基础，就目前来看还是十分有必要的。 

 

二、主要研究内容及预期研究成果 

 

    本项目的主要内容是运用卫星定位、GIS、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大数据分析等先进技术等现

有技术手段，通过手机客户端和小区内回收装置的方式与用户一起建立一套从前端分类到收运存储

与资源化利用的垃圾处理系统。同时配合补贴经济相关的推广方式，最终打造一个集数据收集、分

类推广、二手市场、家政服务等功能于一身的交流平台，最终达到启发并培养社区居民的垃圾分类

意识并最终达到解决社区居民生活垃圾分类和回收问题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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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为了达到普及垃圾分类相关知识个思想，鼓励用户自行进行分类工作，所以我们在手机客户端

的设计中加入了积分管理模块和补贴经济思想。补贴经济是从 2014 年的 O2O 补贴大战中产生的新

名词，也有希望成为继收费经济、免费经济之后的一种新兴的经济形态。这种经济形态将很可能打

破商家与用户间传统意义上的单维度连接，通过数据收集和产业整合而实现商家和消费者共同受益

的效果。同时这种目前在飞速发展的经济形态在宣传成形的概念以及推广不成熟产品、提高用户忠

诚度方面拥有着传统经济形态所不具有的巨大优势。向用户发放补贴的主要方式是积分，积分将在

我们的工作人员确认用户分类的程度之后根据相关标准发放，同时也将作为用户在系统内兑换相关

实体或虚拟物品的唯一凭证。 

 

 

 

四、研究时间安排和阶段目标 

 

2016 年 7 月，立项并确定人员安排及经费预算。（已完成） 

2016 年 8 月，印制发放调查问卷，确定项目大体框架。（未完成） 

2016 年 8 月，确定客户端和官网的大体设计。（未完成） 

2016 年 8 月，与济南迅驰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开发客户端并建设官方网站。（未完成） 

2016 年 8 月，手机客户端和官网网站静态预览版制作完成。（未完成） 

2016 年 9 月，客户端软件完成并进行内测。（未完成） 

2016 年 10 月，客户端上线并投入运行。（未完成） 

2016 年 10 月，确定垃圾定点回收装置的安放位置与大体设计思路。（未完成） 

2016 年 10 月，在厂内完成垃圾定点回收装置试制版并测试性能。（未完成） 

2016 年 11 月，实现回收装置的量产并安置到指定地点。（未完成） 

2016 年 12 月，全部前期工作完成，产品投入运行。（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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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项目主要参加人员 

项目负责人 陆波 

人员安排 

姓名 职务 职责 

王传华 运营总裁 方案决策、方向把控 

姚喜 研究中心长 研发方案把控 

陈迎 南方事业部总经理 整体布局 

马金宁 君联技术部部长 整体布局 

汤斌 ETC 研究院院长 项目协调 

殷素仪 董事长秘书 市场调研、项目推进 

曹皖庆 电气工程师 项目技术、推进 

王鑫 电气工程师 项目技术、推进 

徐志亚 网络工程师 网络技术支持 

漆天瑶 — 客户端设计协助 

六、经费预算 

支出科目 预算经费（元） 

硬件费用 11 万 

调研费用 0.5 万 

系统开发费用 50 万 

人资费用 3 万 

开发成果论证、鉴定、评审、验收费用 / 

用于开发活动的有关租赁费、运行维护费 / 

与开发活动直接相关的其他费用 2.5 万 

合计 67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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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承诺与保证 

我保证填报内容的真实性，我（与本项目参加人员）将严格遵守合肥

学院科研管理有关规定，保证按计划认真开展研究工作，达到预期研究目

标，按时报送有关材料。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八、审批意见 

指导教师意见 

 
 
 
 
 
 
 

   校内外指导教师签名： 

                                          

年  月  日 

教学系（部）审批意见 

 
 
 
 
 

                     

             
                       系（部）教学委员会主任（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