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①：斯洛文尼亚首都卢布尔雅那大街小巷整齐排列的垃圾箱。

卢布尔雅那公共事业公司官网供图

图②：2022年 10月 20日，在德国杜塞尔多夫塑料展上展示的可再生塑料和

回收技术。 本报记者 李 强摄

图③：英国艺术家在伦敦动物园打造名为“废弃物空间”的艺术装置，鼓励人

们停止使用一次性塑料瓶。

克莱尔·多赫蒂摄（人民视觉）

图④：以色列特拉维夫阿里尔·沙龙公园一景。 李咏梅摄

今年 3 月 30 日是联合
国设立的首个“国际无废
日”。作为一种先进的城市
发展理念，“无废城市”通过
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
活方式，持续推进废弃物减
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将废
弃物对环境的不利影响降至
最低。

近年来，一些国家积极
开展“无废城市”建设，探索
通过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废
弃物回收使用、科学优化垃
圾分类等措施，推动减污降
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
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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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洛文尼亚首都卢布尔雅那市郊的区域废

弃物管理中心干净整洁，周围绿树成荫，野生鹿

群漫步其间。让人很难想象的是，这里是 58 座

城市废弃物的最终“归宿”，每年处理废弃物总量

高达 17 万吨，占到全国总量的 1/3，是欧洲最大、

最现代化的废弃物处理场所之一。

2014 年，卢布尔雅那成为欧洲第一个宣布

实现“零废弃”标准的首都，并于 2016 年获评“欧

洲绿色之都”和“全球十大生态旅游目的地”之

一。然而 20 年前，卢布尔雅那的废弃物填埋场

还是垃圾遍地、污水横流。据统计，当时卢布尔

雅那的废弃物回收率仅为 29.3%，远远落后于欧

洲其他城市。为了从根本上提高回收效率，卢布

尔雅那市政府与市政公司不断探索，通过更新回

收技术，不断优化分类回收流程。

自 2012 年起，卢布尔雅那市内的废弃物回

收中心转移至城市的特定区域，地上分类垃圾桶

与地下储存系统直接连接。其中，地上的可回收

垃圾桶可以免费使用，有机垃圾桶和不可回收垃

圾桶则必须刷卡计量，每月底按总量计价向市民

收取垃圾处理费。按照规定，卢布尔雅那的有机

垃圾袋和不可回收垃圾袋采取统一尺寸，方便根

据刷卡次数计算市民垃圾丢弃量。地下储存系

统则有效利用了城市地下公共空间，扮演着“小

型废弃物中转站”的角色。由于垃圾在丢弃时已

完成了严格分类，工作人员只需定期前往地下

回收。

这一政策推出后成效显著，让卢布尔雅那可

回 收 垃 圾 量 增 加 3 倍 ，不 可 回 收 垃 圾 则 减 少

30%，同时处理成本和市民人均处理费用均有所

下降。目前，卢布尔雅那共建有 67 个废弃物回

收中心，居民能在距家 150 米的范围内丢弃垃

圾。此外，卢布尔雅那市政废弃物处理公司还注

重优化收集频率，并通过开设二手物品交易和回

收中心等方式，鼓励市民在生活中尽量减少废弃

物产生，尽可能延长物品的使用周期。

2015 年，在欧盟资金支持下，卢布尔雅那的

废弃物填埋场被改造为区域废弃物管理中心，将

废弃物从单纯填埋处理改为分类与回收利用相

结合。如今，不可回收垃圾仍会被送至 24 米深的

地下填埋，只剩一根根伸出地面的排气管，提示

着人们地下填埋设施所处位置。中心废弃物设

施负责人万雅·法比延介绍，其余废弃物或被分

类回收，或被制成生物燃料，或进行堆肥处理后

用于维护城市绿地。

通过各界人士的通力合作，卢布尔雅那“无

废城市”建设成绩斐然。当前，卢布尔雅那的废

弃物回收率已达到 68%，高于欧洲平均标准，正

朝着 2025 年达到 75%、2035 年成为“无废城市”

的目标稳步迈进。自觉进行垃圾分类也早已成

为卢布尔雅那市民的生活习惯。“通过科学分

类，我们不仅减少了经济开支，而且拥有了更美

丽的生活环境，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市民

雅卡·克拉尼奇说。

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

优化分类回收流程 创造美丽生活环境
本报记者 谢亚宏

乘飞机降落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本—古里

安国际机场时，市中心一座郁郁葱葱的小山清晰

可辨。这个名为赫利亚的地方，曾经是特拉维夫

的废弃物填埋场。经过多年改造，赫利亚已变身

成为中东地区最大的城市公园——阿里尔·沙龙

公园，面积超过 2000 公顷。雨后初晴，空气中散

发着淡淡的草香，人们在公园里聚餐、小憩、遛

狗、游戏，感受着闲趣生活的惬意。山顶青草铺

地、绿树环绕，公告板上的照片和文字展示着赫

利亚的发展变迁。

赫利亚于 1952 年建成废弃物填埋场，经年累

月，一度堆出一座高高的垃圾山，其散发的气味

令周边社区不堪其扰，引来的大群鸟类也给机场

带来安全隐患。1998 年，废弃物填埋场被关闭。

2005 年，以色列政府决定在赫利亚及其周边地区

建设公园，打造调节生态的“城市绿肺”。然而，公

园的建设亟待解决两大问题——一是几十年堆

积起来的垃圾如何处理，二是以后特拉维夫的城

市废弃物又该怎么办？

为了处理改造这座垃圾山，以色列政府邀请

国际知名工程师、设计师等参与方案设计，并很

快付诸实践：公园建设所需的材料均由建筑垃圾

回收而来；山中共挖出 100 多口井，用于收集沼

气，为附近纺织厂提供重要的发电能源；山上覆

盖了一层生物塑料薄膜，并铺上清洁土壤种植绿

树，以免树木生长受到垃圾分解产生的细菌影

响；山下还挖出一个地下水库，用于收集雨水，以

供绿植灌溉。

此外，以色列政府还在赫利亚建造了多个废

弃物处理设施，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衍生燃料工

厂。每天，特拉维夫的城市废弃物由近 1000 辆

垃圾车运抵这里，经过一道道全自动处理工序，

最终实现“变废为宝”。废弃物首先通过粉碎机

被切成小片，再由滚筒分拣机将有机物分拣出

来，运至工厂生产成农业肥。其余废弃物则会通

过风道按照重量被进一步分类，传送带上的强磁

会把含铁的金属吸走，铝金属则由弱磁仪器处

理。最后，红外线会扫描所有处理过的废弃物，

确保没有“漏网之鱼”。残余废弃物将被进一步

粉碎、干燥、压缩，成为衍生燃料，可广泛用于发

电、取暖等用途。

据统计，该工厂每天可生产 500 吨衍生燃

料，取代本地区 10%的化石燃料供应。经过以上

流程，80%以上的废弃物都将得到回收利用，少

量无法回收的垃圾仍将运到填埋场处理。

赫利亚的变迁折射了特拉维夫城市建设理念

的变化。2018年，全球 23个城市联合发布“建立无

废城市”宣言，特拉维夫就是其中之一。为此，特拉

维夫市政府组成了官民合作团体，在纺织品、水、建

筑垃圾、食物、创新科技等五个方面制定行动计划，

倡导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减少废弃物产生，

发展循环经济。根据计划，到 2030年，特拉维夫将

在 2015年基础上，将人均年产生废弃物从 2.6公斤

减少到 2.2 公斤以下，填埋和焚烧的废弃物减少

50%以上，减少或禁止不可回收塑料制品使用等。

目前计划已取得显著成效。

“无废城市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废弃物产

生，而是要通过改变生产生活方式，从源头减少

废弃物产生，并有效进行回收再利用。”以色列作

家皮埃尔·拉维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以

色列城市人口分布集中且密度大，建设“无废城

市”有助于实现更可持续发展。

以色列特拉维夫

填埋场变身城市生态公园
本报记者 管克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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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无废城市”作为一种先

进的城市管理理念，越来越受到各

界关注。“无废城市”就是通过推动

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持

续推进固体废物源头减量和资源化

利用，将固体废物环境影响降至最

低，打造低碳、环保、节能、友好的社

会环境。

建设“无废城市”的理念在国际

上受到广泛关注与认可。2019 年 3
月，第四届联合国环境大会审议通

过了《废弃物的无害环境管理》第

4/7 号决议，支持一些国家的废弃

物管理创新举措，以减少废弃物产

生并发展适当的废弃物管理基础设

施。 2022 年 12 月 14 日，第七十七

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宣布每年

的 3 月 30 日为“国际无废日”，旨在

呼吁包括政府、社会、企业、社区等

利益攸关者提高责任意识，共同推

动可持续发展。

部分国家和地区在“无废城市”

建 设 方 面 起 步 较 早 ，探 索 出 了 一

些经验。一是将固体废物管理纳入

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环节，通过国家

战略和立法手段为“无废城市”建设

保驾护航。例如，1995 年，澳大利

亚首都堪培拉通过了到 2010 年实

现“无废”的法案，成为世界上首个

官方设立“无废”目标的城市。

二 是 注 重 扩 大 实 施 范 围 ，将

“ 无 废 城 市 ”建 设 贯 穿 于 生 产 、消

费 、再 生 资 源 回 收 利 用 等 各 个 领

域。例如，欧盟确立了“从农场到

餐桌”的“无废城市”建设战略，旨

在通过在运输、存储、包装等环节

采取行动，减少食品加工与零售业

对环境的影响。欧洲各国也积极

推动减少城市固体废物产生并实

现资源化利用。

三是创设“无废社区”，鼓励公

众转变消费模式、选择绿色生活方式。例如，荷兰阿姆斯特

丹专门打造了德科维尔循环社区，包含船屋社区、咖啡厅、

温室菜园、行动实验室和沼气船屋等 5 个主要区域，目标是

使所有废弃物在社区内获得充分利用。新加坡为落实可持

续发展战略，在消费点引导消费者减少厨余、一次性用品，

鼓励二手物品再利用和捐赠，并推广绿色标签产品。

推动“无废城市”建设，既是践行新发展理念的题中之

义，也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中国于 2008 年

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2019 年正式启动

“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城市固体废物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水平不断提升，为在全国范围内深入开展“无废城市”

建设积累了经验。

“十四五”时期，中国确定了 113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和

8 个特殊地区开展“无废城市”建设。以社会各界的持续

推动、积极参加国际经验交流为重要抓手，相信中国将涌

现出更多“无废城市”建设亮点，在固体废物管理与利用

处置的关键问题上实现突破，为推动建设清洁美丽的世

界作出贡献。

（作者为清华大学环境学院长聘教授、联合国环境署巴

塞尔公约和斯德哥尔摩公约亚太区域中心执行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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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记者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家餐厅打包食

品时，发现以往的薄塑料餐盒已不见踪影，取而

代之的是可再生塑料制成的黑色厚餐盒。服务

员表示，这种餐盒可以重复使用，消费者可以下

次来店时予以归还。

这一变化源于今年 1 月 1 日施行的德国《包

装法》修订案。按照新规，德国餐馆、小吃店、咖啡

馆在提供打包服务时，必须向顾客提供可重复使

用的餐具，违反法令的商家将被处以最高 1 万欧

元的罚款。此前，德国已于 2021 年 7 月禁止使用

塑料刀叉餐具以及吸管、搅拌器等一次性制品。

从 源 头 减 少 废 弃 物 ，一 直 是 德 国“ 无 废 城

市”建设的核心内容。早在 1986 年，德国就出

台了《垃圾避免产生和垃圾管理法》，提出应避

免废弃物产生、推动废弃物直接利用和再生利

用，同时建立了生产者责任制管理模式。 1996
年，德国又推出相关法规，规定对废弃物采取

“避免产生—循环使用—最终处置”的处理方

式，利用循环经济模式对废弃物进行处理。

近年来，随着消费需求变化、外卖等商业模

式兴起，德国包装垃圾产生量一直处于高位，是

欧洲乃至全球塑料包装垃圾产生量最大的国家

之一。根据德国联邦环境局最新数据，德国平均

每人每年产生包装垃圾 225.8 千克，每年为处理

购物袋、外带杯、食品包装等一次性塑料制品，全

国市政清洁成本就高达 4.34 亿欧元。

对此，德国不断出台针对餐具、餐盒以及饮

料杯回收利用的一系列新举措，引导政府、企业

和消费者一同参与废弃物减量及循环利用。在

相关措施的推动下，打包餐具管理系统逐渐成为

德国颇受欢迎的新型商业模式。顾客在打包外

带时需要首先注册餐厅会员，餐具二维码会自动

与会员二维码绑定。打包无需额外付押金，但如

果顾客在两周内还没有归还餐具，就需要支付约

10 欧元的餐具费用。这一模式在德国很多高等

院校广受年轻人认可。

除了源头减量，德国还利用市场化力量加强

末端回收，双管齐下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厨余垃

圾是末端回收的重点，对于其中哪些能转化为资

源再利用，德国官方制定的废弃物分类指南进行

了详尽、细致的说明。例如，过期食品、剩菜剩饭、

果皮、蛋壳、茶叶、茶包、咖啡渣、厨房用纸，以及灌

木插条、树叶、花朵等都被列为可回收对象。

为了加强回收力度，在柏林，除了市政垃圾

清运车外，一家名为“Refood”的企业也会定期

提供车辆，主要在餐馆、食堂和超市门口“带走”

剩饭剩菜、过期食品和烹调油脂等。这家企业通

过回收吃剩的薯条、过期的酸奶等食品垃圾，可

以从每吨有机物中制取多达 150 立方米的沼气，

并 借 由 热 电 联 供 系 统 转 化 为 350 千 瓦 时 的 电

力。回收的烹调油脂则成为加工生物柴油的重

要原料。仅柏林一地，每年通过回收厨余垃圾制

取的沼气，可以替代 250 万升柴油，减少 9000 多

吨碳排放。

德国柏林

可重复使用餐具减少包装浪费
本报记者 李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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