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来，上海很多社区的居委干部和居民志愿者们纷纷行动起来，为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顺利推行打基础、做准备。然而，不少
参与者表示：推行垃圾分类，比想象中复杂；需要应对的细节很多，问题千丝万缕、纵横交错，不知劲该往何处使。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尹良富留学日本多年，回国后，又参与所在小区垃圾分类减量试点工作。他所经历的故事
和由此生发的种种思考，颇具启示意义———

推行垃圾分类，劲往何处使
■ 尹良富

“00 后”聊天流行语
你懂吗

■ 张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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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垃圾分类的不同路径
■ 冯垚

ퟮ뷼，폐췸폑룸듳볒돶쇋럝뾼뻭，뻭쏦쫇벸
캻 “00 뫳 ”뗄 QQ 뛔뮰 ：dbq、xswl、nss、nbcs、zqsg、

ퟟ뮨슷、삩쇐、퇸믰……헢킩퓚“00 뫳”훐쇷탐뗄
췸싧짧붻폃폯，쓣쓜뾴뚮뛠짙？죧맻뾴뗃뚮，릧쾲
쓣，룺짏쇋ퟮ탂뗄쇷탐폯뎱쇷。

쯦ퟅ“00 뫳”“05 뫳”퓚짧붻쎽쳥짏햸슶춷뷇，

헢킩죃죋쏾늻ퟅ춷쓔뗄쯵킴、싔킴、탂퓬듊돉캪튻
쪱죈틩뗄뮰쳢。폐죋죏캪헢킩쇷탐폯“몱볻뗃쿱짺
욧ퟖ”，쒳킩ퟖ듊룹놾컞쯵킴뇘튪；튲폐맛뗣죏캪，

헢킩쟎욤뮰뫜폐틢쮼，뻍쿱떱쓪뗄럇훷쇷、믰탇컄，

듺뇭쇋쓪쟡튻듺뗄뒴퓬솦。떫컞싛죧뫎，쿫쇋뷢“00

뫳”，믲탭뻍튪듓죏쪶쯻쏇뗄짧붻쇷탐폯뾪쪼。

处什么圈子用什么话

“nss뿛 1。”18쯪뗄룟훐짺훬쮼퓚뛔뮰뿲듲돶
헢벸룶ퟖ， 뛔랽쇋좻뗘믘뢴쇋 “1”———뻍쿱쒳훖낵
뫅。헢쫇랢짺퓚“00뫳”횮볤퓙웕춨늻맽뗄튻뛎뛔뮰。

퓚헢샯，“nss”쫇“얯쮵쮵”뗄쯵킴，횸뗄쫇뛠
믘뢴 QQ 뿕볤훐뗄 “쮵쮵 ”。뛸 “뿛 1”샠쯆 “call

1”，폐훖쮵램쫇풴ퟔ폎쾷，폎쾷맽돌훐，뛓폑믘뢴
“1”뇭쪾폐믲뢽틩、횪뗀쇋뗈몬틥，“0”뇭쪾쎻폐，

평듋퇜짺뾪살쪹폃。

돽쇋“nss”，“00 뫳”짧붻쇷탐폯뮹뿉틔쇐돶
튻룶뫜뎤뗄뇭룱———

폐뗄쫇훐펢컄쯵킴，샽죧，“dbq”쫇“뛔늻웰”

뗄운틴쯵킴，“xswl”쫇 “킦쯀컒쇋 ”，“zqsg”쫇 “헦
쟩쪵룐”，“nbcs”쫇펢컄“nobody cares”뗄쯵싔，틢
캪쎻폐죋맘탄、쎻폐죋퓚틢。

폐뗄폫“00 뫳”ퟮ뎣폃뗄짧붻쎽쳥 QQ 폐맘，

뇈죧，“cqy”쫇“뒦 Q 폑”，틢쮼쫇퓚 QQ 짏붻엳폑
늢캬돖폑틪；“쟳삩쇐” 쫇횸쟫쟳삩돤뫃폑쇐뇭；

“쳉쇐”횸“볓쇋 qq 뫃폑늻쮵뮰횻쫇퓚쇐뇭샯쒬
쒬쳉ퟅ”；훁폚“퇸믰”퓲쫇뫃폑뮥뚯욵랱뗄쿳헷，

QQ 뫃폑튻횱놣돖쇄쳬믡폐믰뮨 ，7 쳬늻볤뛏폐
킡믰뮨，30 쳬뇤듳믰뮨， 쯹틔쎿쳬놣돖뮥쿠훁짙
랢튻쳵쿻쾢뻍쫇퓚“퇸믰뮨”。“뮡”튲쫇튻룶뫜폐
틢쮼뗄ퟖ，횸“샫뾪폐쫂늻믘쿻쾢”，쯹틔뿉틔ퟩ
듊캪 “랹뮡”“닞뮡”“쮯뮡”“ퟟ슷뮡”， 췆닢살ퟔ
“랴짤뮡첫뎤”뗄쮵램。

헢킩쇷탐폯듳뛠떮짺퓚럛좦、폎쾷좦뗈룷룶
쫴탔쏷쿔뗄좦ퟓ훐，횸듺쓇킩틑뺭퓚쒳룶좺쳥훐
풼뚨쯗돉뗄만뚨폃램，폈웤쫇늻캪듳훚쯹횪뗄쳘
뚨폃램。폐킩살ퟔ췸싧쏻죋믲췸싧뷰뻤，폐킩살
ퟔힷ탇컄뮯，폐킩쫇캪쇋랽뇣뛸쯵킴、볲킴，폐킩
룉든컞샥춷，뒿듢쫇얼좻뗄닺컯。

“뇈죧‘믹닙컰 6?뗈，뻍쫇폎쾷훷능췦돶살뗄
튻룶릣，뫳살퓚폎쾷훐놻듳볒맣랺쪹폃。”“00 뫳”

췸폑“죈릷”쮵。듳죽톧짺헅쿾뷩짜，“ퟟ뮨슷”

풴ퟔퟛ틕뷚쒿 Produce101，훷튪폃폚럛쮿펦풮ퟔ
벺뗄얼쿱，힣쯽믲쯻튻쟐쮳샻。

퓚쿲췢삩즢뗄맽돌훐，늻짙췸싧쇷탐폯뗄풴
춷틑늻뿉뾼。벴뇣쫇“00 뫳”，튲늢럇뛔쯹폐짧붻
췸싧쇷탐폯헕떥좫쫕。“컒췦폎쾷、 폃 QQ， 뛔폎
쾷、QQ 뗄쇷탐폃폯뇈뷏쫬，쿱‘ퟟ뮨슷?‘뫽쇋?컒
뻍늻쫬쇋，틲캪늻ힷ탇。”훬쮼쮵。뛸쪹폃쓄킩
듊、쪹폃욵싊죧뫎，맩룹뷡뗗죔튪뾴쪹폃헟쯹뒦
뗄좦ퟓ。

最大乐趣在于圈地自萌

컊웰“dbq”“xswl”뗈췸싧짧붻죈듊쇷탐뗄풭
틲，늻짙“00 뫳”늻볙쮼쯷룸돶쇋쿠춬뗄듰낸，“틲
캪듲ퟖ룼랽뇣！”퓚쯻쏇뾴살，듲폎쾷믲쇄쳬쪱，

샻폃운틴쯵킴쓜쳡룟붻쇷킧싊。춬쪱，헢킩듊튲
듺뇭쇋ퟮ탂뗄쇷탐쟷쫆。 죧맻늻쿫첫퓧실컩，룺
럧쪹폃쫇튻훖뇘탫。

떱좻，룼훘튪뗄풭틲쫇“좦뗘ퟔ쏈”。헢킩듊
놻쪹폃헟쫓캪뇋듋붻쇷쪱뗄쳘뚨 “낵폯”， 뻟폐
“뷶좦쓚죋뚮”뗄쳘탔 ，뺭평 “컒뚮/쯻늻뚮 ”뗄퓋
ퟷ，듯떽붫“좦췢죋”업돽퓚췢뗄쒿뗄。

“폃췸싧쇷탐폯쇄쳬십짏뿉틔쪶뇰쓪쇤뛎，뿉
틔룼뫃뗘붻엳폑。”“죈릷”쮵。훬쮼룼횱퇔늻믤，

“뛔랽늻뚮뻍듺뇭쯻샏쇋，뻍늻쿫뫍쯻쇄쳬쇋。”헢
킩듊틲듋튲돉캪뇦죏짭럝、 좷솢짭럝죏춬뗄튻훖
랽쪽。

듋췢，폐쪱뫲，쪹폃췸싧쇷탐폯튲돶폚틾님
ퟔ컒뗄쒿뗄。릫뾪랢뇭뗄퇔싛죧맻늻쿫놻볒뎤믲
쓪뎤헟뷢싫，샻폃헢킩“쒪쏻웤쏮”뗄낵폯쫇ퟮ뫃
뗄톡퓱。 헅쿾뷢쫍뗀：“늻엂볒뎤뾴쇋튻솳，

헢뻍쫇쫴폚쓪쟡죋ퟔ벺뗄붻쇷랽쪽。”

쪵볊짏，췸싧쇷탐폯늢럇“00 뫳”뛀뒴，늻싛
“80 뫳”“90 뫳”，뚼퓸랢쏷믲헽퓚랢쏷튻쳗쳗횻퓚
킡좺쳥훐쇷뒫뗄뮰폯맦퓲。샽죧，퓸뺭웄캪쇷탐뗄
“orz”듺뇭“쪧틢쳥잰쟼”，뇭쪾“쒤냝”；“233”살풴
폚쎨웋뇭쟩뗚 233 뫅，쫇튻헅뒷뗘듳킦뗄뇭쟩，췸
폑랢쳻쪱볓짏“233”뗄뫳ힺ，뇭쪾룷훖틢틥뗄킦。

什么样的热词能“出圈”

퓚헣붭뒫쎽톧풺뷌쪦、췸싧짧좺퇐뺿헟췵ö'뾴
살，“뫜뛠쪱뫲，쪹폃췸싧쇷탐폯뗄폯뺳뇈헢킩뮰놾
짭뗄틢틥룼훘튪。쯼쏇뛠짙튲헛짤돶쪹폃헟쯹짭뒦
뗄쎽뷩뇤잨， 볻횤ퟅ췸싧컄뮯뗄랢햹맽돌。” ퟷ캪
“80뫳”，쯽퓸쫇킣풰 BBS뗄짮뛈쪹폃헟，쓜룐횪떽
“80뫳” 뫜뛠췸싧짧붻폃폯떮짺폚 BBS싛첳짏，듳
뛠쫇쿳탎믲펢컄쯵킴， 뫜뛠폃폯뚼뫍쟩룐뇭듯쿠
맘。떫뫳살，쯦ퟅ BBS 뗄췋뎡，헢킩뮰믹놾짏뻍늻
듳놻쪹폃쇋。

춬샭，“00뫳” 뫜뛠쇄쳬죈듊뫍 QQ 뗄짧붻릦
쓜폐뫜듳맘쾵。 헢킩죈듊쳘뇰탎쿳쟒믺쇩뗘뇭듯
ퟅ쟩룐， 튲붫 QQ 뎣볻릦쓜뫍짧좺컄뮯죚뫏퓚튻
웰，뛔폚좦췢죋살쮵폐컭샯뾴뮨냣뗄짱쏘룐。

췸싧쪱듺，탂뗄“죈듊”닣돶늻쟮，쎿룶죋뚼
퓚톧쾰훐，늢쟒믡붫횮쫓캪ퟔ벺쯹뒦좦닣뗄짭럝
뇪쪶。튻냣뛸퇔，헢킩뮰폯뗄쪹폃쟩뺳뫍죋쫽퓶
뛠횮뫳，믡돶쿖튻룶듳솿쪹폃헢킩뮰폯뗄죈쏅쳻
믲뿆웕ퟜ뷡쳻。췵ö'쮵，“헢뻍뫜쿱폯퇔듇뗤뗄뇠
맽돌。헢킩쳻ퟓ퓚뷩짜‘탂듊?쪱，웤쪵튲퓚볇
슼ퟅ튻룶췸싧짧좺뗄죕뎣。떫횮뫳죴쎻폐듳훚쎽
쳥췆늨훺삽，‘탂듊?뻍뫜쓑‘돶좦?。ퟮ훕쓜돉캪
듳훚쇷탐폯뗄，췹췹쫇쓇킩늻첫탨튪쳘뚨쪹폃쟩
뺳뗄、쓜뮽웰듳뛠쫽죋쟩룐릲쏹뗄‘죈듊?。”

      （摘编自上观新闻“文化观澜”栏目）

留学日本：
垃圾分类成了我的生活习惯

1990年 7月，我离开复旦新闻系，进入日
本国立一桥大学， 开始了长达 9 年的留学生
活。住过东京都多摩地区府中、国立、小平等三
个城市的经历，让我体验了这三个城市不一样
的垃圾分类生活。

早在上世纪 90年代初， 日本就开始推行
垃圾分类减量制度。但事实上，在同为东京都
管辖的都内区与多摩地区的 25 个市之间，这
项举措并非同步推进。 即使同属多摩地区、同
样是选择花钱把垃圾运到最终垃圾填埋场（位
于西多摩郡日之出町）的两个市，在推动垃圾
分类上也有所区别。关键还是看这个市愿意在
垃圾分类这件事上投入多少。毕竟，把垃圾搬
运到填埋场，是要按量来付费的，财力更足的
政府，会比较不在乎这笔费用。

比如，我最初居住的府中市并没有实行垃
圾分类，经常可以发现路旁立着大块头的铁质
垃圾箱，任由居民随便倾倒。因为它守着府中
赛马场和东芝等纳税大户，那些垃圾处理费算
是“毛毛雨”。

但等两年后， 我搬到学校所在地国立市
时，境况已经大变。国立市已执行严格的垃圾
分类排放制度。排放床、家电等大型垃圾时，需
向市政府清扫课购买排放券。可燃垃圾、不可
燃垃圾、资源物必须分类，按规定排放。这是因
为，国立市是一个文教都市，除了学校，还是学
校，财政经费基本上依赖于住在那里的居民缴
纳的住民税等。换言之，对于财政经费并不宽
裕的当地政府， 垃圾处理费是一笔不小的开
支。但执行分类制度，填埋量减少后就可以节
省经费。

等到快取得博士学位时，我有幸抽中了东
京都提供给低收入人群居住的都民住宅，搬到
了小平市。 这种住宅相当于上海市的廉租房
（需每年提交收入证明， 超标就必须搬离）。住
到小平市后，让我确确实实体验到了日本居民
自治的含义。

恰巧那时小平市正好开始推行垃圾分类
制度。我所居住的小区（日本叫作“团地”）规模
比较大，有 20多幢四五层高的楼房。团地管理
办公室通知住民参加垃圾分类说明会时，每家
都必须有人到场。

我所居住的那栋楼有 24户居民， 没有保
洁人员。 整栋楼的卫生保洁工作由这 24户居
民按每周一户的方式轮流担任，一年能轮上两
三次。大楼一楼的布告栏里贴有排班表，户户
平等，不可能发生“你少做”“他不做”的情形，

最多就是互相调换一下值班日期。值班住户家
的门上会挂一个告示板，上面的纸张上印有分
担工作的实施情况记录，一周结束后要把这个
告示板挂到下一个排班家庭的门上。

值班住户的主要工作是，一周内要清扫一
次四层楼面的走廊（每层楼面有一个外走廊），

每天打扫清洗垃圾停放点，把垃圾收集车拒绝
清运的垃圾带回家，等到下一个排放日再放出
去。那些被拒绝回收的垃圾，未必是住在这栋
楼的居民丢弃的，大概率是外人所为。但不管

是谁丢弃的， 只要是在你家当班时发生的，即
便在高温季节垃圾发酸发臭令人作呕，你也必
须把它清理干净带回家。这种“没有商量余地”

的硬约束，客观上要求人们必须养成“不随便
给别人添麻烦”的意识。

搬到小平市生活前，我和家人基本上都住
在企业或学校的宿舍里。 这些地方都有保洁
员，不大需要操心保洁的事。但搬到了小平市
后，我们就必须同身边的日本人一样，对生活
垃圾一丝不苟地进行分类， 必须按时排放，垃
圾中的塑料制品必须清理出来， 洗净晾干捆
好，再投入专设在超市门口的回收箱里。

回到上海后，虽然还没有开始实行垃圾分
类，但我家因为“积习难改”，习惯了把生活垃
圾进行分类，坚持把厨余垃圾装进一个袋子里
丢到垃圾箱，把废旧纸盒、塑料瓶等可再生资
源分拣出来，送给门房间的阿姨去卖废品。

亲历小区试点：
从严格到不严格只是一步之遥

2011年，我所居住的小区成为上海市生活
垃圾分类减量的试点社区。 这让我可以近距
离参与和观察上海推进垃圾分类减量的整个
过程。

说句心里话， 无论是最初作为一名居民，

还是现在被推举为业委会成员参与小区管理，

这些年来，我对小区试点分类工作始终保持着
关注。只是，比较遗憾的是，这么多年来，无论
如何努力，至今为止，我们小区还是没有实现
每家每户都能按规排放垃圾。除了部分家庭严
格遵守外，很多家庭的垃圾分类工作始终依赖
业委会雇人进行“二次分拣”。如何走出这一困
境，是我一直在思考的。

还记得试点初期，我们小区基本上就由居
民小组长通知居民到居委会看操作板报，没有
实际操作演示，然后每家领回一只咖啡色的双
层桶，用于装厨余垃圾。等到开始实施分类时，

最初的一两周，早、晚两次由居委会成员与居
民志愿者在垃圾房前检查居民排放出来的垃
圾，现场指导大家如何分类。

有这些人员协助监督的这段日子，垃圾分
类工作确实做得不错。但一旦现场监督指导期
结束， 部分居民就陷入了生活垃圾不分类、随
意排放的“旧态”。作为补救措施，小区不得不
雇人专门进行“二次分拣”。

小区先是花钱雇每天蹲守在小区门口收
集废品的人帮忙， 无奈此人在分拣时只翻捡
可卖钱的东西， 剩下的干湿垃圾一概不管。

更换后的分拣员虽然分拣得比较认真，却被
此前那个收废品的人赶跑了。后来，虽然改
由小区业委会出钱雇人分拣，再由街道根据
分拣出来的厨余垃圾量， 按每桶 7至 10元不
等的标准对分拣员进行奖励，但经过了这一
波三折的 “折腾”，“严格分类” 慢慢地走向
“不严格分类”，不少原本执行分类意愿较强
的居民也开始动摇了。有的干脆又“偷起懒”，

按照老办法，随意将垃圾丢进垃圾房，只等分
拣员来收拾。

从我对闵行区古美街道、 梅陇镇等 20多
个小区的实地考察来看，各个小区或多或少都
存在上述情形。这种垃圾分类模式严重考验着
分拣员的责任心与良知，一不小心，之前的所
有努力就前功尽弃了。

据我所知，围绕垃圾分类减量工作，还出
现了一些不良现象。比如，某小区有分拣员骑
着三轮车去周边菜场捡拾菜皮来冒充厨余垃
圾，以骗取奖励金。某小区有个别居委会干部
竟然对街道下拨给居委会、用于奖励居民志愿

者的奖励金动起了“歪脑筋”。这些不良现象出现
后若得不到妥善处理，对所有认真做好垃圾分类
的居民来说，都是一种伤害，无形中，还会严重损
耗他们对垃圾分类减量的信心与决心。

困扰与思考：
垃圾分类到底该如何推动

上面絮絮叨叨地分享了我所经历的垃圾分
类故事，首先，是想向大家传递这样一个讯息：垃
圾分类减量的推广工作十分重要，必须动员居民
全员参与；做足、做细、做充分，是取得任何进展
的关键。

以东京都日野市为例。1999年， 在日野市推
出垃圾分类减量回收改革的前一年，时任市长首
先从市府各部门募集了 150 多位公务员组成志
愿者团队，3人一组，深入当地 250个社区自治会
（类似于我国的居委会）召开居民说明会，进行推
广宣传。在长达一年的准备期内，这个有着 17万
多人口、7.5 万个家庭的城市共召开了 600 多次
居民说明会。市长除了站在人群密集的车站等处
散发宣传单外，还亲自主持了 100多场居民说明
会。这些持久而细致的准备工作，为该市居民全
员参与和顺利实施垃圾分类减量制度奠定了良
好的群众基础。反观我所亲历过的小区试点准备
工作，两者之间的差距还真是蛮大的。

其次，虽然近期上海通过人大立法，将居民
违法分类行为的处罚权交给了市容管理部门，但
市容管理部门能否下沉到每个社区，针对每户居
民履行监督职责，其困难之大可以想象。

归根结底，从最初的准备，到后来的推动、落
地，终究还是需要依赖居民的自觉性。在我看来，

在街道层面组建一些市容管理人员参加的专题
工作组，与居委会及居民志愿者联合组队，巡回
指导和监督居民的垃圾分类排放工作， 或许有
用。对意识薄弱的市民乃至仍然我行我素的“老
赖”，则应根据该行为人的社会属性，针对性地予
以处罚和纠正。

比如，对拒不改正的本市居民，在口头及书
面警告无效的情况下，不妨考虑向其所在的工作
单位进行通报，由工作单位进行教育；对退休人
员，则可通过民政部门采取扣发老年综合津贴等
方式，促其改正错误；对于非户籍的外来人口中
有居住证者，建议在为其进行入户积分计算时设
置门槛；对于无居住证的外来人口，必要时可对
房东等责任连带人进行处罚。

再次，从源头上减少生活垃圾排放，仍是不
容忽视的根本问题。对此，政府可考虑通过购买
服务的方式，由专家指导、帮助企业解决产品全
生命周期内的垃圾控制和减量工作，尽早出台推
动相关产品资源化回收利用的政策措施。 又如，

在蔬菜批发市场等场所，可考虑逐步实施精捡蔬
菜入市制度，从产生大量厨余垃圾的销售环节加
以“源头控制”。

此外， 提高认知水平是解决一切难题的基
础。在这方面，能够推动中小学生从小养成良好
的垃圾分类习惯十分重要。垃圾减量化、资源化
利用的相关知识与方法，不妨作为大中小学教育
的必修内容加以重视，真正让垃圾控制与减量成
为市民生活的一部分。

日前，4个由环保志愿者扮演的卡通垃圾分类箱人偶亮相大宁郁金香公园里广场， 市民
们纷纷驻足观看、参与互动。

源头初步分类，处置厂适度分选

选择以该模式处理生活垃圾的代表国家
是美国和加拿大。

该模式下的生活垃圾分类相对简单，即源
头产生垃圾部门只是初步分类分拣，然后垃圾
被运到处置厂进行适度分选，整个分类的精细
化水平一般。

从该模式分类类型来看，垃圾源头大体分
为 4大类：可回收利用垃圾（纸张、塑料和金属
盒瓶等）、有机垃圾（庭院垃圾与食物垃圾）、特
殊垃圾（大件家具、家用电器、有害垃圾等）以
及其他普通垃圾。其中，对可回收垃圾的具体
分类，在源头部门不分或只是粗分，然后再经
分选设施进行适度细分。 经过分类收集运输
后，进入后端处置环节。

可回收垃圾被运送至分选设施，一般是转
运站内或专门的再生资源处理厂。有机垃圾被
运送至堆肥厂或覆盖材料（覆盖土）加工厂，普
通垃圾则送至填埋场或焚烧厂。

值得一提的是，庭院垃圾与食物垃圾占到
美、加生活垃圾产生量的 30%。一般来说，这些
有机垃圾单独分类后，庭院垃圾就地堆肥或收
集后进行集中堆肥或制成覆盖土，食物垃圾则
被家庭粉碎机粉碎后直接排入污水管网，或者
收集后进行集中生物处理。

之所以形成这种分类模式，与美、加两国
的资源、人口和经济发展模式高度相关。美国
与加拿大都是高消费、 高排放的经济发达国
家，同时地域宽广、资源丰富、人口结构多元，

在产生大量垃圾的同时，推行高水平垃圾分类
的动力相对不足。

以美国纽约市为例， 每年制造垃圾 2400

万吨，一半来自居民的生活垃圾，每一个纽约
人平均每天出产垃圾 5磅（约 4.5斤），这个数
字是日本和很多欧洲国家居民每天丢弃垃圾
的两倍。在源头部门初步分类之后，纽约市的

垃圾不在市域内处理，而是由铁路或船运送至
弗吉尼亚州、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和纽约
州北部的垃圾处理厂，进入最终处理环节。

与此分类模式相适应，美、加两国的最终
垃圾处理多采用填埋方式。在美国和加拿大这
些地广人稀的国家，因为垃圾有地方埋，填埋
成本比较低廉，比起投资几十亿美元建垃圾焚
烧发电厂，它们自然更愿意选择填埋。

美国超过 63.5%的垃圾被填埋处理，仅有
15%的生活垃圾进行焚烧。加拿大的垃圾焚烧
率也不到 10%。

源头适度分类，处置厂精细分选
选择以该模式处理生活垃圾的有中国台

湾、德国、瑞典、英国、法国等。

该种模式中， 生活垃圾分类相对细致，即
在源头部门便进行相对细致的分类，到处置环
节进行精挑细选，能够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
得到较充分的回收利用。

比如，在德国柏林，针对可回收垃圾就有
蓝色、绿色、黄色和灰色 4种颜色的垃圾桶。蓝
色垃圾桶放可回收利用的纸类，绿色垃圾桶放
玻璃制品，黄色垃圾桶放塑料包装、金属垃圾
和日常废旧塑料等，灰色垃圾桶放有机垃圾。

再如，在我国台湾地区，2004年 1月开始，

台北市进一步实施厨房垃圾分类收集。将厨房
垃圾分为“养猪厨余”（剩菜剩饭类垃圾）和“堆
肥厨余”（未经烹调的菜根菜叶垃圾）两类，分别
放入后装垃圾车尾部加挂的红、蓝塑料桶中。同
时， 硬性规定若将普通垃圾杂物混入厨房垃圾
排放，将被处以 1500-6000元新台币罚款。

这种分类模式的形成，与这些国家和地区
的资源禀赋、 文明理念和发展模式等息息相
关。与美国、加拿大的高消费、高排放不同，这
些国家和地区尽管也经济发达，但由于资源和
土地相对有限，生态环保和资源循环利用理念
深入人心，加之群众文明素质较高，逐步形成

了较为精细的垃圾分类模式。

与这种分类模式相匹配的是，经过资源回
收后的终端处理环节也非常严格，确保垃圾分
类管理的成效一以贯之。

在德国， 为了使垃圾的处理与环境相容，

德国对垃圾处理的技术选择做了严格规定：在
源头控制和分类回收利用后，首先采取的是堆
肥（生化）技术，其次是焚烧技术，最后才是卫
生填埋垃圾。

在台北市，垃圾焚烧厂和填埋场必须执行
台湾环保署颁发的空气排污许可证和水排污
许可证，实现废气、废水的达标排放。其守法报
告要定期向台北市环保局报送，并送给作为独
立第三方的台北市监督委员会。

源头精细分类，全流程高质量处置
选择该模式的典型代表是日本。

该模式特点在于，生活垃圾分类的全流程
中各个环节都是精细化的，核心思路不是产生
大量垃圾后焚毁它， 而是尽一切可能变废为
宝，尽量少产生垃圾，最终需要处理的垃圾能
够得到高水平处置。

日本的垃圾分类在源头产生部门便非常
精细。以东京为例，其 23个特别区每个区的政
府官网上都附有垃圾分类表，按照一定顺序对
垃圾进行逐一分类，总共可分为 15大类，分别
是容器包装塑料类、可燃垃圾、金属陶器玻璃
类垃圾、粗大垃圾、罐装类、瓶装类、打印机墨
盒类、摩托车类、废纸、干电池、喷雾器罐、液化
氧气罐、白色托盘、塑料瓶和不可回收类，对每
一类垃圾都有详细的处理要求。

在东京，生活垃圾处理方式极端精细———

饮料瓶子的处理流程：喝光或倒光，简单
水洗，去掉瓶盖，撕掉标签，踩扁，根据各地的
垃圾收集规定在“资源垃圾”日拿到指定地点，

或者丢到商场或便利店设置的塑料瓶回收箱。

鲜奶纸杯的处理流程：洗净、剪开、晾干。

报纸、废电器的处理流程：丢弃的报纸会捆扎得
整整齐齐，丢弃的废电器的电线会捆绑在电器上。

餐具、废油的处理流程：有油的碟子要先用
废报纸擦干净再拿去清洗，这样会减少洗涤剂的
使用，不让难分解的油污进入下水道；厨房的废
油需要去超市购买一种凝固剂， 凝固剂倒入废
油，油就成为固体了，然后将固体的油用报纸包
好作为可燃垃圾处理掉。

食品包装纸的处理流程：从自动贩卖机购买
一盒纸装饮料，价格中含有 10日元押金，当消费
者饮用完毕，将折叠好的纸包装投入旁边的自动
回收机后，押金就会自动返还。

在这种模式中， 生活垃圾不仅分类精细，回
收运输也有精细化要求。日本的生活垃圾回收有
严格的时间规定，住宅区管理人员给市民发放的
日历中都有明确的标记。比如，东京新宿区在周
二和周五是可燃垃圾的投放回收日，周四和周六
分别为可回收垃圾和金属陶器玻璃类垃圾的投
放日，而且必须在当天 8 点前投放，其他日期和
时间不可回收。另外，不同种类的生活垃圾使用
不同的专用垃圾车进行运输。 在每天规定时间
里，各种垃圾清理车会沿居民区收集垃圾，用高
压水枪冲洗干净，再将垃圾运往垃圾处理厂。

由于分类质量高，日本的终端垃圾处置质量
效果也非常好：大部分生活垃圾变废为宝，通过
循环利用又变成宝贵的资源；最终进入末端处置
环节的垃圾纯度非常高（杂质特别少），焚烧后产
生的有害物质少，环境质量得到绝对保证。

以日本东京市为例，东京 23个特别区（相当于
上海的中心城区） 中，21个区内都有垃圾焚烧厂，

且位于闹市区之中，很多垃圾焚烧厂周围不乏高端
住宅区和商业区。除了高质量焚烧垃圾之外，这些
中心城区的垃圾焚烧厂往往还能够成为所在区域
热能和电能供应的能源中心。同时，由于垃圾焚烧
厂就在市民工作生活区域附近，既减少了垃圾转运
成本，也对民众强化垃圾分类意识起到一定的警示
与教育意义。（摘编自《科学发展》2019年 3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