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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规定各异 按日处理

在日本的每个城市都有垃圾分类指南。日
本实行地区自治，所以各地方垃圾分类的规定
都会有所不同，有时甚至会细化到所居住的街
区都有差别。孩子们从懂事开始，就会在父母
的教导下严格遵守这些规则。

为了方便居民进行正确的垃圾分类，每个
市每年都会按照时间表，制定一本垃圾分类指
南和垃圾回收时间表，通常分发给各户居民的
会是一张彩印的双面垃圾回收时间表。

日本有家用分类垃圾箱，人们在家就可以
轻易地给垃圾分类。同时，扔垃圾还要分日子
——每户都有统一发放的表格，写着可燃垃
圾、不可燃垃圾、玻璃、罐头、电池等十余
种。如可燃垃圾 （包括果皮、菜渣等） 是每周
一三五扔；每周二可扔旧报纸；每月第四个周
一可扔不可燃垃圾，如电池等。

瑞典：教育后代 专人回收

在瑞典，人们自觉地保护环境，科学合理
地处理各种生活垃圾。政府对国民垃圾分类意
识的培养从儿童时期就开始了，他们先是把这
个概念引入学校，教育孩子们如何进行垃圾分
类，再由孩子们回家后告诉大人。因此，瑞典
在培养国民垃圾分类意识上足足花了一代人的
时间。

瑞典有专门的垃圾收集服务者，但他们
只收集特定的垃圾，一般是生物可分解的剩
菜残羹。对于没有被收集的垃圾，瑞典政府
在大多数的社区设立垃圾收集中心，在其中
放置许多标有颜色标识的垃圾容器，以方便
人们将已经分好类的垃圾投入专用的垃圾容
器。因此，如果没有提前分类，扔垃圾时就
会犯难，这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人们进行垃圾
分类。

但是，总有一些偷懒的人，不愿意去分
类，瑞典政府对此作出了回应：重新设计垃圾
容器来提高乱扔垃圾的难度，例如，把扔瓶罐
的容器口设计成小孔状的，把扔硬纸盒和纸板
箱的容器口设计成信封状的，减少了乱扔垃圾
的现象。

新加坡：全靠自愿 三步处理

在以法纪严明出名的新加坡，对于垃圾分
类，没有任何惩处措施，一切全靠自愿。而即
便是所谓的分类，也只是简单的可回收物和不
可回收物两种。

其垃圾处理以“3R原则”为核心，也就是
Reduce（源头减少）、Reuse（重新使用）和Re-
cycle（回收利用）。从源头减少来说，新加坡颁
布了简化商品包装的协定，由政府与工商业、
非政府组织协商开发，尽量使用再循环材料，
并简化产品包装。

在回收利用环节，垃圾先被送到焚化厂，
经过焚烧后，垃圾体积已经减少了90%。然后，
专门的机器会进行继续分拣，将其中的金属分
离，送厂售卖；适用的灰渣被制作砖头，用于
铺路。

美国：分类细致 回收明确

美国纽约的垃圾分类制度开始于 1986年。
作为垃圾生产大国的美国，垃圾分类正逐渐深
入公民生活。

在美国，垃圾可分为四类：一是可回收垃
圾，包括废纸、塑料、玻璃、金属、布料。二
是厨房垃圾。熟厨余包括剩菜、剩饭、菜叶，
生厨余垃圾包括果皮、蛋壳、茶渣、骨、贝壳
等。三是有害垃圾，包括清洁用品、装修和建
筑产品、园艺和控制虫害产品、汽车产品、家
电产品。四是其它垃圾，包括除上述几类垃圾
之外的砖瓦陶瓷、渣土、卫生间废纸、纸巾等
难以回收的废弃物及果壳、尘土。大棒骨因为
难腐蚀也被列入其它垃圾。

为便于民众分类，政府规定，在学校、机
关等地，垃圾桶分蓝色和绿色。凡纸类垃圾都
应放在蓝色桶中；而瓶子罐头等则放在绿桶
里。秋季的落叶和冬季的圣诞树则会在特定季
节由专人回收——当落叶满地时，政府就会明
确要求居民把落叶装入纸垃圾袋中，按指定时
间放在房屋前，由垃圾车收走。

德国：起步较早 居民支持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德国开始进行
垃圾分类回收。1991年 1月 7 日，垃圾分类在
全国正式推开。到了21世纪初，垃圾被重新定
义，它已不再被视为“垃圾”，而是再生原材
料。

德国一般将垃圾分为有机物、包装袋、
纸、玻璃与其它诸如电池一类的特殊垃圾。德
国各邦采用的垃圾分类颜色不同，分类的垃圾
桶或大塑料袋依住宅类型而定。

德国家庭至少会摆三种垃圾桶，分别用来
装生物垃圾、废纸、其他垃圾。三种垃圾桶的
桶盖颜色不一。除此之外，在每个垃圾桶桶身
上贴着垃圾桶的名称。许多德国家庭自己在家
里的分类比政府的要求还细致。

政府会向每家发一张“垃圾清理日程表”，
表上写明了该家庭所属的街道名称、每周来清
理哪种垃圾的时间信息。居民只需要按照这个
日程表在指定日期前一天把某种固定垃圾桶
（或袋） 放到街上就行，乱扔垃圾将会受到处
罚。

（本报记者 彭训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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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垃圾这样分类

2020年底46城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将达35%以上

垃圾强制分类 中国动了真格
本报记者 刘 峣

一袋垃圾的“奇幻漂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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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生活垃圾分类，山东青岛的居民
王女士深有感触。“一开始，每家每户都发
放了不同颜色的垃圾袋，用来装厨余垃圾
和其他垃圾，分别投在不同颜色的垃圾桶
里。可时间一长，大家都没了分类的耐
心。后来发现，环卫车运垃圾时，压根儿
就是把各类垃圾混在一起。”

对于垃圾分类，不少城市居民都有过
类似体验。中国鼓励和试行垃圾分类多
年，但似乎总是难逃“烂尾工程”“无疾而
终”之痛。有人形容，垃圾分类“理想很
丰满，现实很骨感”。专家认为，生活垃圾
分类绝非动动手那么简单，还需要从回
收、处理到利用的系统配合。

日前，国家发改委、住建部 《生活垃
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 发布 （下称 《方
案》），要求在全国46个城市先行实施生活
垃圾强制分类，2020 年底生活垃圾回收利
用率达35%以上。

从鼓励到强制，这一次，中国对推进
垃圾分类动了真格。

循序渐进 强制推行

《方案》 提出，在直辖市、省会城市、
计划单列市以及第一批生活垃圾分类示范
城市的城区范围内先行实施生活垃圾强制
分类。46 个城市的党政机关，学校、科
研、文化、出版、广播电视等事业单位，
协会、学会、联合会等社团组织，车站、
机场、码头、体育场馆、演出场馆等公共
场所管理单位及宾馆、饭店、购物中心、
超市、农贸市场、商铺、商用写字楼等企
业负责对其产生的生活垃圾进行强制分类。

生活垃圾强制分类为何从城市开始，
并从机关单位、公共场所以及宾馆饭店等
入手？有专家认为，作为一项系统工程，
垃圾分类需要循序渐进。从更具有可操作
性的主体做突破口，能够起到很好的示范
效应，从而引导居民养成主动分类的习惯。

在北京市政府参事、北京市人大代表
王维平看来，《方案》 的发布适逢其时。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推进生活垃
圾强制分类，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形象。除
了控制碳排放、治理大气污染，中国也在
大力解决困扰城乡的垃圾问题，提高全民
环境素养。”

回收利用 降低成本

《方案》提出，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
城市要结合本地实际，于今年年底前制定出
台办法，细化垃圾分类类别、品种、投放、收
运、处置等方面要求。其中，必须将有害垃圾
作为强制分类的类别之一，再选择确定易腐
垃圾、可回收物等强制分类的类别。

针对 《方案》，各地正陆续推出相关办
法。其中，昆明计划设置“三色垃圾桶”：
蓝色用于可回收物、红色用于有害垃圾、
绿色用于其他垃圾。

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总工程师徐海云
认为，3类垃圾分类收集与国际上先进的国
家基本一致，但中国垃圾分类的首要问题
是要做好衔接：可回收物分类与再生资源
回收的衔接；有害垃圾分类与危废处理的
衔接；易腐或厨余垃圾分类与生物质资源
化利用的衔接。

垃圾分类的目的何在？王维平认为，
一是便于分别处理，可燃垃圾送焚烧厂、可
堆肥的垃圾送堆肥厂、垃圾内的无机物进行
填埋等；二是便于分别回收利用，例如制作
再生纸、再生金属、再生塑料等，这需要背后
的产业支持。通过垃圾处理和回收利用，最
终实现《国家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所
规定的垃圾减量化、资源化。

垃圾分类同样可有效降低社会管理成
本。上个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发布的 《北
京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烧社会成本评估报
告》 显示，如果实施从收集到运输、焚烧
全过程严格分类，实现厨余单独处理、可
回收物回收利用，北京的生活垃圾管理社
会成本可从 2015 年的 42.2 亿元人民币降至

15.3亿元，降低64%。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宋国君认

为，应坚定地实施强制源头分类政策，遵
循污染者付费原则、生产者延伸责任制，
激励污染者减少废弃物产出，同时用资源
回收收入弥补垃圾管理社会成本。

计量收费 有奖有罚

在北京劲松五区，参与垃圾分类的家
庭拥有一个“绿色账户”。在家里把垃圾分好
类后，将厨余垃圾和可回收物投放到“绿馨
回收小屋”中的蓝色和绿色垃圾桶，就可以
获得一定的积分。达到一定分数后，就可以
兑换卫生纸、拉杆包等生活用品。

《方案》 提出，要通过建立居民“绿色
账户”“环保档案”等方式，对正确分类投
放垃圾的居民给予可兑换积分奖励。

王维平看来，过去垃圾分类推进艰难，其
中一个原因就是居民的生活习惯问题。“既没
有严苛的处罚，也没有诱人的利益”，习惯自然
难以养成。虽然近年来各地出台了类似积分制
的奖励政策，但对于部分高收入、低素质人群
来说，激励作用有限。因此，除了明确垃圾分类
的奖励措施外，必须要有强制性措施。

“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形成有效的激励约
束机制，按照污染者付费原则，完善垃圾
处理收费制度。”《方案》 提出，逐步将生
活垃圾强制分类主体纳入环境信用体系。

王维平介绍，中国正在推进垃圾分类强
制措施的试点。从国际经验来看，垃圾计量
收费模式应用普遍、方式多样。他举例说，在
日本，生活垃圾分类要购买专用的垃圾袋和
垃圾处理票，垃圾越多、花钱越多。此外，日
本环保志愿者积极参与垃圾分类监督，将垃
圾分类行为与个人诚信记录挂钩。

王维平说，垃圾分类要首先从单位做
起，通过计量收费，达到减量化的目的。

“实行惩罚性收费，很多人就会算经济账。
比如几家餐馆联合起来，花100万元买一台
小型厨余垃圾处理器，少排垃圾、少交
钱。”而对居民而言，则要鼓励、宣传、教
育，在条件成熟时再逐渐推行强制分类，
这也有赖于整个社会诚信体系的建设。

“垃圾分类具有公众性，每个人都得参
与，这就决定了垃圾分类的长期性，必须由
简入繁，逐渐推进。”王维平说，以东京为例，
起初垃圾仅分为“可燃”和“不可燃”两类，分
别送到焚烧厂和填埋场，后来才陆续添加了

“有毒有害垃圾”“大件垃圾”等类别。

建好后端 推动利用

老百姓仔细做好了垃圾分类，结果被
胡乱堆在一辆车上拉走。王维平说，类似
景象之所以出现，是因为以前试点垃圾分
类时，后端的处理设施没建好。

“从焚烧厂、堆肥厂，到填埋场、餐厨
垃圾处理厂、电子垃圾处理厂，除了在北
京等大城市外，很多城市此前忽略了后端
设施的建设，这就导致前端的分类成了徒
劳。”王维平说，再加上后续的设施建设需
要时间，因此直到近年来，相关的设施和
标准才陆续建立。

针对垃圾回收处理，《方案》 提出，鼓
励社会资本参与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运输
和处理，积极探索特许经营、承包经营、
租赁经营等方式，通过公开招标引入专业
化服务公司。推动建设一批以企业为主导
的生活垃圾资源化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及技术研发基地，提升分类回收和处理水
平。

垃圾回收处理还不够，还需要对回收
垃圾进行加工利用的产业。《方案》 提出，
加快培育大型龙头企业，推动再生资源规
范化、专业化、清洁化处理和高值化利
用。鼓励回收利用企业将再生资源送钢
铁、有色、造纸、塑料加工等企业实现安
全、环保利用。

“由于后续的加工利用手段不一样，因
此对于垃圾分类不能一刀切，而是要根据
各地的实际情况区别推进。”王维平举例
说，日本由于没有垃圾填埋用地，积极发
展垃圾焚烧，因此首先区分出可燃和不可
燃垃圾；而中国南北方垃圾的含水量不
同，同样要设定合理的分类方式。

两网融合 形成合力

据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的统计数
据，全国城市生活垃圾每年超过 1.5 亿吨，
并以每年8%—10%的速度递增。全国688座
城市，除县城外，已有2/3的大中城市遭遇
垃圾问题，每年因垃圾造成的资源损失价
值在250亿—300亿元。

近年来，困扰中国的“垃圾围城”问题正
在逐渐得到解决。2015 年 12 月，国家城市工
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按照绿色低碳的理念规
划建设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与此同时，农
村的垃圾治理也在逐步普及、升级。

在城市垃圾的回收及处理过程中，“拾
荒大军”的作用不可忽视。王维平说，2014
年，北京运到垃圾处理场的垃圾有700万吨，
而拾荒者运出北京的废品也是 700 万吨。如
果没有“拾荒大军”，独自消化1400万吨垃圾
和废品，垃圾收集处理系统将不堪重负。

这两年，城市垃圾处理的压力的确正
在增长。一方面，北京关闭了 82 个废品交
易集散地中的 80 个；另一方面，河北关闭
了大量低端的小造纸厂、小冶金厂等。废
品回收及再制造业的萎缩，导致在北京从
事废品回收的人群急遽减少。据王维平推
算，到去年年底，北京的“拾荒大军”已
从顶峰时的 17 万人减少到 8 万人。这样一
来，更多的废品进入了城市的垃圾处理系
统，这在无形之中增加了政府财政负担。

垃圾问题必须解决，拾荒大军亟待规
范，怎么办？《方案》 提出，要推进垃圾收
运系统与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系统的衔接。
而据媒体报道，今年上半年，北京将推进

“生活垃圾”和“再生资源”两套回收系统
的“两网融合”。有专家认为，推动两网融
合，实际就是要承认废品回收就是垃圾分
类，废物利用就是垃圾资源化。

王维平表示，废品回收要以市场动力
为主、政府补贴为辅，逐步实现转型升级
和健康发展。“比如，纸板的回收价格虽然
降了，因为有利润，依然有人在收。但废
塑料没利润，因此就没人愿意收，那么政
府就可以精准补贴废塑料回收。”

“只有政府、企业、公众和社会组织齐心
协力，才能把垃圾问题解决好。”王维平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