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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专门到各大超市收集过期食品，一定会引起不好的猜想。香
港几个“90后”青年不仅收集这样的食品，还做起了这样的生意，他们的
字号是“GreenPrice （绿惜） ”，生意做得很阳光，网店、实体店、社区里
的小集市都有他们的商品，1元钱 （港币，下同） 的零食，几块钱的咖啡
豆、罐头、调味料……被越来越多的顾客接受。这样的生意引发了香港社
会对过期食品的反思与讨论。

“过期”与“最佳食用期”

一般人在超市中拿起食品先看保质日期，只要接近当天日期就会放
下，超过了马上会投诉。但是，“绿惜”的年轻人注意到这个现象：日期
有“此日期前使用 （used by） ”和“最佳食用日期 （best before） ”两
种。前者指过了该日期食用可能危害健康，一般是较容易腐坏的食物。而
后者表示该日期前能保持最佳质量，过了该日期并不等同不能食用，比如
薯片，可能不如在日期内松脆，但仍然可以食用。

现实是很少有人注意日期的区别，更何况超市商品海量，顾客不会选
过期或接近日期的食品。这一消费习惯致使大量食品沦为垃圾。据香港环
保团体调查，仅香港四大连锁超市每天丢弃的食物就有87吨，当中有1/3
是尚可食用的面包、蔬果等。

创业“绿惜”的几个年轻人本来素不相识，但都有“粒粒皆辛苦”的
情感，他们在一次公益活动中相遇，碰撞出抢救“过期”食品的火花。他

们先制定了“绿惜”的创业计划，拿着计划书参加各种比赛，终于在一个
社会创新培训项目中得奖，拿到了10多万元的创业资金。之后，他们与20
多家超市签订协议，低价收购即将超过最佳食用日期或已过期的食物，其
中最多的是饮料、巧克力、饼干、酱料、干货等，收货后他们自己先食
用，确保食用无问题后贴上自家店铺的标签。他们经营灵活，提供试吃，
有些商品请顾客定价，提倡随吃随买，不鼓励囤货。对他们来说，这是小
本生意，也是让市民形成节约惜食的生活方式。

超级市场超级浪费

超级市场超级浪费已成现代社会的普遍现象，香港媒体跟进此一议
题，披露年前有近万罐可乐和果汁“撂”在垃圾站，1月份有2万包软糖扔
在元朗塘头埔村，2月份有8000盒薯条扔在屯门洪祥路垃圾站，这些食品
有的尚未过期，有的只超过“最佳食用日期”10天。食物变垃圾，一方面
是惊人浪费，一方面给已经饱和的垃圾处理厂带来压力。

对此，香港环保团体呼吁超市及时将卖剩食物赠予食物回收银行，帮
助低收入市民，将不能食用的食物提供给相关部门用于堆肥或动物饲料；
同时呼吁政府尽早落实“垃圾按量收费”和“禁扔厨余”，用经济杠杆促
使超市减少浪费。以英国为例，如果超市将卖剩食品提供给食物银行，每
吨食品付16英镑处理费；如果送往垃圾站，每吨要付50英镑，如此，超市
便会优选送给食物再利用机构。

不限于超市，当下香港不少菜市场也将卖剩的生鲜食物交给社团回收
发放。据香港媒体报道，九龙塘市场一个海鲜档的老板说：“过去为了保
持形象，把刚死还能吃的海鲜扔掉，很浪费，现在冰鲜后送出去，环保又
能帮到人，有意义。”有需要的人下午等候在发放点，将冰鲜的鱼虾带回
家。

抢救“过期食品”看似不是大主题，但可以减少食物浪费。如果消除
人们对“最佳食用日期”的误解，数以吨计的食物将免于沦为垃圾，同时
将降低一些人的生活开支。有团体收集卖剩食品供应给有需要的人，日积
月累，会减轻这个人群的生活压力。最重要的是，这个过程传递了互助互
惠的正能量，通过企业、社团、政府机构合作达成减少浪费、惠及人群的
目标，令善意得以传播，有助社会良性循环。

有法律和食安风险

虽然“最佳食用日期”已在“正名”中，但“过期”就是有害的观念
深入人心，尤其是食物，人们最关心的还是安全。香港环保团体“地球之
友”曾经委托香港浸会大学化验81款已过“最佳食用日期”的食物，结果
显示全部符合食用安全，但这样的安全还能持续多少天没有标准，很多人
还是远离“过期”。

对于超市来说，维持声誉、避免潜在的法律风险最重要，虽然有时会
将临近过期的食物降价销售，但大多数都是下架了事。因此，惜食“过
期”食品需要法律支撑。当下香港没有法条保障食品回收者和捐赠者的利
益。2015年，香港立法会曾讨论参照西方的先例，制定免责条款：如果食
物捐赠者立意良善，且谨慎地处理了捐赠的食物，便可免除不必要的法律
责任。但最后还是基于安全的考虑，没有制订相关条例。

但民间的讨论仍在继续。支持立法者认为，当下市民对过期食品认知
不足，企业也缺乏捐赠动力，有关法条可避免捐赠者的法律风险，使他们
更愿意捐赠食物，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不支持者认为，香港市民的环保
意识已不断提升，“惜食”应该是一个道德命题，香港现行的捐赠及受赠
法条已能厘清责任，保障食物捐赠的安全。比如2013年食物安全中心已经
宣布捐赠食物指南，捐赠协议可以指南作为参照。

当下的香港，转赠食物、人弃我取的观念正在形成，有不少网页和手
机群组“拯救”食物，发现大量被弃食物时，有人会发布信息，有社团会
跟进处理，也有捐赠与受赠在网上达成。由餐后打包到关注“过期食
物”，这是社会文明前行的又一小步。

吃 得？ 吃不得？

香港社会抢救“过期食物”
本报记者 陈晓星

香港环保团体举办“惜食”活动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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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马英九团队任职的罗智强
近日投书 《中国时报》 表示，他近
日读了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历史系
教 授 哈 拉 瑞 （Yuval Noah Harari）
写的 《人类大命运》、汤马斯·佛里
曼 （Thomas Friedman） 写的 《谢谢
你迟到了》，这两本书都谈到未来，
但在台湾，未来已经被大多数人遗
忘了，很少有人认真地谈未来，特
别是公众人物与政治人物。文章摘发如下：

于执政党，我们只看到其祭出“保防法”、“反渗
透法”加强监控，权力的手愈握愈紧，似乎深怕留了
一道缝，让好不容易到手的权力溜走。于在野党，则
像一群被囚在地窖里的幽灵，充满着怨恨，忙着伸出
无力的手指，指着彼此的鼻子，数算着对方的无能。

于整个台湾，谈起过去，只剩下自怜自艾的“台
湾人的悲哀”，只剩下不断自我否定、自我推翻与自我
破坏，彷佛上帝从不曾眷顾过这一方土地，这世界上
所有的人都对不起我们。

却忘了，台湾在过去数十年曾经享有稳定和平、
繁荣经济。世界一直给台湾很多的机会，而过去的台
湾也一直以一种感恩的心、奋进的志气回报机遇。但
现在，我们的路却愈走愈窄、愈走愈狭，不是因为上
帝收回了对台湾的眷顾，而是我们自己丢失了感恩之
心与奋斗志气。

也因此，谈起现在就只剩下交互的指责与无尽的
争斗，因为眼睛只看得到脚下的一小步，所以经常迷
失方向，在原地虚耗徘徊；因为心里只在乎立足的一
小方土，所有的力气，皆用来相互争执，只能无止尽
地不见天日地厮杀。社会一天比一天撕裂，暴戾之气
益浓。

当我们忙于清算昨天、争斗今朝的同时，这个世
界，却正用毫不留情的残酷速度快速前进着。那速度

快到即便此刻的我们，倾尽全力起身疾追都会追得十分辛苦，可我们却
像一群在渐渐加温的热锅中互咬的蚂蚁，彷佛不理会未来，未来就真的
会与己无关一般。

哈拉瑞与佛里曼的书都提到了机器人时代对人类世界的冲击，都共
同预言了人工智能将取代现有大多数的工作，唯一的差别是，佛里曼乐
观地认为人类不会被取代，会在新的工作型态中发挥所长；而哈拉瑞则
展现的是另一种超然的达观，认为人类现有的价值体系可能会被完全颠
覆，从“智人”时代走向“神人”时代。

不要以为佛里曼的乐观很慈悲，佛里曼的乐观有个条件，就是你我
得努力通过加速学习跟上这样的加速未来；也不要把哈拉瑞的“神人”
想象得太浪漫，因为，“神人”的时代在某种意义上是我们这一群“智
人”的灭绝。

从中大家看出了问题没有？在台湾，我们不管是法律、政治制度乃
至思维心态，都不存在“未来”这两个字。这才是我们最该担心的事。

对政治一直怀抱热情的我，对台湾的当前困境也没有智慧解答，但
我想，也许大家可以给自己一个小功课，那就是，不妨看看 《人类大命
运》来思考我们的命运，不妨看看《谢谢你迟到了》，你可能会发现未来
太快，这太快太快的未来若真能迟到一下，还真是值得感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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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新北市瑞芳区猴硐是个距离台北不
远的小村镇，此地因猫闻名，被称为猫村。

两年前，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回应网
友提问时说，他未曾造访台湾，但想去有

“猫村”之名的猴硐。
让村上春树念念不忘的猴硐猫村，位于

猴硐车站周边以光复里柴寮路一带为中心的
山上。乘坐台铁从台北市中心出发，到瑞芳
车站换乘平溪线抵达猴硐车站，仅需一个半
小时。一下车，就能见到车站里、树荫下、
楼梯间、花丛中、屋顶上，各色花纹、各个
品种的猫怡然自乐。

猴硐猫当家。从猴硐车
站抵达猴硐猫村的人行桥也
被改造成造型独特、人猫共
用的“猫桥”，设有猫咪玩
耍的猫跳台等。

事实上，猴硐此前是产
煤重镇。矿业兴盛之时，猴
硐住户曾达 6000 人之多，
共分为3个矿坑，分别是本
坑、猴硐坑和复兴坑。如今
的平溪线，最初也是为运输
沿线矿坑开采的煤而兴建。

但考虑到开采成本等因
素 ， 位 于 猴 硐 的 矿 区 于

1990 年左右关闭。当地煤矿愿景馆的讲解员
江宜静告诉中新社记者，矿区的关闭让青壮
年人口大量流失，使得原本腹地狭小、地处
偏远的猴硐面临无以为继的萧条、落败景况。

猫，改变了猴硐。从 2009 年起，新北市
官方将其规划为观光景点，并透过爱猫人士
们发起“有猫相随，猴硐最美”活动，吸引

“追猫族”增加一日游，为小镇注入商机与生
气，2013 年还被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络评选
为“世界六大赏猫景点”之一。

此前在台北开人力资源公司的胡先生，
退休后回到光复里柴寮路的猫村静养。他回

忆，因为矿区蛇与老鼠多，猴硐地区素有养
猫传统；而猫群的繁殖力强，造就数百只猫
在此处栖息。

在他眼中，猫带来了万千游客，让村子
恢复了一些生机，让年轻人回来了，售卖起
文创产品，开起了民宿与咖啡店。

面对猫商机，自称是矿工后人的胡先生
也不甘寂寞，在家门口售卖起小吃灌香肠。
他说，自家的灌香肠是祖传秘方，无防腐
剂，既能补贴家用，也让游客品尝到地道的

“矿工家的味道”。
65 岁的居民詹碧云家中养了 87 只猫，她

视每一只猫都是家庭成员，都值得被珍视。
但她也有“幸福的烦恼”。她说：“每个月单
是15公斤一袋的饲料，就要吃掉12袋，是一
笔很大的负担。”

让詹碧云和猴硐猫村居民烦忧的还有，
在盛名远播之后，猫村还招来弃养与偷窃的

问题。猫村成了许多饲主弃
养猫的场所，也有许多居民
家中的小猫连笼子一起被盗
走。

村上春树曾说，猫这种
生物，有种使人捉摸不透的
神秘感。猫村的寻常景色
是：许多猫惬意地躺在夕阳
下的余晖中，眺望着平溪线
上往来的火车。这的确让人
感到神秘：这些猫是以什么
样的心情，那样专注地眺
望？

（据中新社台北电）

台 湾“ 猫 村 ”
龙 敏 陈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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猴硐猫村街景。 龙 敏摄

为应对少子化冲击，台湾当局本周宣布成立“少子化办
公室”，专事“催生”，目标是提升当下台湾低迷的生育率。
台湾卫生福利事务主管部门表示，将整合现有的资源，包括
养育补助、儿童医疗、生育救济等政策，提出创新做法，最
快6月制订出短、中、长期“催生”方案。

台湾的生育率自 2005 年开始下滑，人口结构今年开始
“老幼翻转”，即14岁以下人口低于65岁以上人口。台湾大学
社会系教授薛承泰认为，当局推出生育奖励，企业提供较优
的产假，仍抵不过年轻人婚姻、生育观念的改变，因此要挽
救生育率，应从教育着手，扭转台湾年轻人的观念。

催 生催 生
本周，台湾一份“校园毒品泛滥之成因与因应对策”专题报

告显示，台湾12至18岁少年毒品犯罪人数从2012年起逐年下降，
但 2015 年又攀升至 1939 人。同期 18 至 24 岁青年毒品犯罪人数也
呈先降后升态势。报告分析，青少年吸毒、滥用药物受到多种因
素影响，包括家庭失能、隔代教养、学习意愿低落、交友复杂、
出入不良场所等。

日前，台湾教育事务主管部门表示，将以巡回展览、青少年
戏剧演出、进入社区巡讲等方式进行反毒
宣传，并搜集新型伪装毒品的图片资料，
供师生、家长提高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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