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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看了一个小短片，从人
类离开地球的几小时开始，讲到三
千万年、三亿年所有的人类遗迹不
复存在、新物种来临为止。大自然
在这个过程之中展现了对人类所有
活动包括人类自身在内的神奇消化
能力。无疑，在大自然面前，我们
是渺小的，本质上，我们的一切全
部依赖于大自然，从这个角度看，
她是我们的母亲。

但是，人类活动制造的一系列
垃圾和废料、污染物都在破坏着大
自然母亲的生态平衡。生态破坏和
环境污染导致的各种危机正在威胁
着人类自身和整个地球的生存。英
国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预言——在
未来100年内，人类为生存必须离开
地球，在太空寻求新家。

如今，许多地方垃圾围城，将
来若垃圾围家，我们是否真的要做
星际迁徙才能活下来吗？当我们慌
乱逃跑时，能否驻足回头，在古人

“天人合一”的价值体系中寻找重生
的答案。

人与自然，在古代中国是完美
合一的。经历了大规模的文化革新
运动，至今幸存着的北京祭祀天、
地、日、月的四大祭坛还在默默地
陈述着我们祖先高远的智慧。祭祀
天地日月的礼仪之中，蕴含着祖先
对自然最深沉的敬畏。

4000 多年前，尧舜禹时代，中
华圣王的十六字心诀说道：“人心惟
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
中”，提出以精准恒一的精神来平衡人欲与天道的关系，以
人与自然合谐之道来引导社会生产生活的大方向，使人类
在日常之中能够敬畏天地自然，从而能自发地保护生态。
这无疑是人类文明得以长久延续的第一要义。

可以想像，如果人人有敬畏自然的理念，心中时刻扯
着一根“天地人和”的线，自然会爱护身边的环境，日常
生活也会走向节约和环保。垃圾和废料以及污染会减少，
而垃圾分类的举措会更精细化和彻底。

根本上，人类的行为除了自然生理的本能之外，更多
的来源于每个人的思想认识基础、价值体系、固有理念以
及由此形成的社会风气。所以，环保问题，根本上是教育
问题，是人心问题。解决人类生存危机，真正落实“天人
合一”的价值体系将能产生神奇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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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也有了垃圾分类也有了““互联网互联网++””

分类垃圾桶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已经随处可见，但是垃圾分类并没有成为
一种普遍的生活习惯。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的
通知，要求46个城市先行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

事实上，《方案》中的强制对象主要是指试点城市的党政机关，学校、科研、
文化、出版、广播电视等事业单位及一些公共场所管理等单位企业，对于居民采
取的更多是引导和鼓励的态度。《方案》中提到，要引入社会资本，通过“互联
网+”等模式来促进垃圾分类。

蔡竞仪

为什么需要“互联网+”参与垃圾分类？这
要从我国垃圾分类的背景说起。

我国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有一些城市提倡
垃圾分类收集处理，比如北京在 1993 年制定了

《城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对“城市生活废弃物
逐步实行分类收集”。

到了 2000 年 6 月，北京、上海、南京、杭
州、桂林、广州、深圳、厦门被确定为全国 8 个
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垃圾分类开始在全国范

围内推广。国内垃圾分类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
绩。民众对垃圾分类有了初步的认识，垃圾的类
别也已经细化为可回收物、家庭有害垃圾和厨余
垃圾，与国际通行标准基本一致。

但我国垃圾分类工作还存在很多问题，清华

大学环境学院副研究员曾现来告诉笔者，有一种
观点认为，中国垃圾分类中，干垃圾和湿垃圾

（滤出水分后的厨余垃圾） 混在一起，更没有分离
出有害垃圾，增加了后端处理的成本。

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垃圾分类不是由居民主
动完成，而是由可回收垃圾的经济价值刺激拾荒
者来完成的。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大众垃圾分类
的观念和习惯还没养成，很多人缺乏垃圾分类的
知识和能力，造成垃圾分类的被动性。

居民对于垃圾分类知之甚少，
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加强相关
教育，培养良好习惯。“互联网+垃
圾分类”模式恰好满足了这种需要。

当前“互联网+垃圾分类”模式
可以粗略地分为两类：一种是由居
民将“湿垃圾”与“干垃圾”分类

收集，贴上自己领取的专属二维码
后，分类投放到智能垃圾箱中，获
得手机 APP 中的相应积分，这些积
分可以用于超市购物或者换取日用
品。

另一种是居民通过手机 APP 预
约上门回收服务，将收集好的可回

收垃圾交给回收人员，获得积分
或是换取现金。这些功能多样的
手机 APP由不同的公司运营，因
此提供的服务也不尽相同，但是
一般都会包含垃圾分类知识的普

及。使用者如果遇到不清楚该如何
分类的情况，可以随时询问这些

“小管家”，如果因为偷懒或是疏忽
分错了类，工作人员也能通过二维
码及时追查到垃圾的主人，对其进
行教育和指导。

“互联网+垃圾分类”对于成都

市青羊区成都花园上城小区的居民
来说已经不算什么新鲜事了。从
2015 年底，上城小区就引入了“互
联网+垃圾分类”模式，小区的居民
在将垃圾分类之后，将二维码标签
贴在垃圾袋上再丢入对应的垃圾
箱，在工作人员扫描二维码之后他
们就能获得手机软件中的积分，积
分可以用来兑换纸巾、肥皂等日用

品。如果有人不按规定进行垃圾
分类，工作人员会通过二维码找
到垃圾的主人，帮助其进行重新

分类。上城小区的垃圾分类是由一
家环保公益组织和小区物管携手推
动的，公益组织的工作者还会定期
定点地在小区内开展垃圾分类的讲
解宣传活动，越来越多的居民因此
了解了垃圾分类的意义，主动参与
垃圾分类。近两年来，这种模式已
经出现在北京、江苏、四川、广东
等多个省市，并广受民众的欢迎。

“互联网+垃圾分类”的创新
模式在再生资源回收市场同样
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北京市东城
区花市中区等50个社区，一款名叫“绿
猫”的软件被用来帮助家庭解决废品
回收问题。居民关注“绿猫”微信号或
直接下载“绿猫”APP注册后，即可一键
呼叫专业回收人员上门回收。目前，

“绿猫”的注册用户已超过2万，日常活
跃用户近万个，覆盖了北京市东城区
50个社区、近10万户居民，平均每月能
够回收各类物资约300吨。

“绿猫”还充分利用已建成的再

生资源回收体系帮助厨余垃圾分类，
以微信公众号和 APP 为载体，通过视
频、图文等方式，让居民快速掌握正确
处理垃圾的方法；居民丢弃的厨余垃
圾也会通过“绿猫”的物流体系清运至
政府指定处理单位。该模式已在北京
东花市街道楼房区518户实验12个月，
厨余垃圾月分离量达到3.2-4吨。

“绿猫”的运营方北京天龙天天
洁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有限公司的总经
理刘权对笔者介绍，“绿猫”的出现
顺应了两种趋势，一是现在的中青年
不像老一辈那样有卖废品的习惯，而
是喜欢直接把可回收垃圾丢掉。而

“绿猫”的定位是做到操作方式简
单，服务快速、标准化，以提高年轻
群体参与垃圾回收的积极性；二是传
统的无证商贩回收垃圾的模式正在受
到规范化管理，政府致力于建设正规
的垃圾回收机制，因此需要企业的参
与，并且为企业提供了一定的补贴。

刘权还透露，目前政府已经在和
公司协调由政府出资购买企业服务的
细节问题，他相信，通过政府有效监
管、市场高效运营的方式，我国的垃
圾分类一定能够得到极大的推进。

“互联网+垃圾分类”模式以鼓
励、引导的方式来推广垃圾分类，促
使居民主动践行垃圾分类活动，为下

游的垃圾处理环节提供了便利。同时
它又引入资本力量，兼顾了经济效益。
虽然初期投入较大，但是从长远看来，
不仅有助于垃圾回收和环境保护，而
且可以起到提高民众素质的作用。不
过，曾现来认为，“互联网+垃圾分类”
模式固然可取，但由于技术要求很高，
广泛普及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① 居民主动参与少① 居民主动参与少

③

② 智能网络解难题

一键呼叫专家来

快递包装垃圾堆积如山快递包装垃圾堆积如山快递包装垃圾堆积如山

图一、杭州市某小区居
民正在使用智能垃圾桶。

图二、垃圾分类人员正
在扫描垃圾袋上的二维码。

图三、“绿猫”垃圾回
收软件使用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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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包装”现象如今普遍存在。据了
解，中国包装废弃物的年排放量在重量上已占
城市固体废弃物的1/3，而在体积上更达到1/2
之多，成为了增长速度最快的废物流之一。

快递行业成重灾区
网购已经成为时下最时尚、最普遍的一种

消费行为，快递行业也随之发展得如火如荼。
与此同时，快递包装的使用量也呈现井喷式增长。
据国家邮政局 2016年发布的 《中国快递领域绿色包
装发展现状及趋势报告》 显示，2015年，我国快递
行业共消耗快递运单 207 亿枚、编织袋 31 亿条、防
水快递包装袋 82.68 亿个、包装箱 99.22 亿个、胶带
168.85亿米、内部填充物29.77亿个，其中胶带使用

量可绕地球赤道425圈。
这些庞大的消耗量真的等于快递包装的实际需

求量吗？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副研究员曾现来对笔者介

绍，很多快递包装分量过重、体积过大、耗材过
多、成本过高，这些都属于“过度包装”。过度包装
已经成为了快递行业的通病。

消耗资源破坏环境
目前市面上的包装以纸张、玻璃、塑

料、金属等材料为主，其原材料大多源于
木材、石油、钢铁等，这些包装消耗了大
量资源。

以包装的用纸量为例，制作一吨快
递包装箱需要用 20 棵树龄为 20—40 年

的树；一个不超过50克的普通纸箱，则需要消耗2000
克水和木材。而这只是冰山一角。过度包装造成资源
能源的严重浪费，不符合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要
求，与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相背离。

我国目前还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垃圾分类和回收
利用制度，包装垃圾和其他种类的垃圾一样，主要
采用填埋和焚烧处理。但是像透明胶带、塑料袋、
空气囊等在内的包装垃圾，其主要原料是聚氯乙
烯，这一物质需要上百年才能完全降解。

双管齐下解决难题
近几年，随着过度包装成为广泛关注的社会问

题，我国开始重视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
出台了有关限制商品过度包装的国家强制性标准，在
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过度包装的问题，但是还需要进一
步的细化责任。

建立合理有效的包装垃圾回收利用体系，快递
行业走在了前面。今年 3 月 17 日，中国首个物流环
保公益基金——菜鸟绿色联盟公益基金在北京成
立，多家快递公司共同出资用于开展绿色物流的研
究和推动，通过推广电子面单、纸箱回收等举措减
少包装垃圾。

面对过度包装造成的环境污染，曾现来表示要从
两个方面着手解决，“首先，要建立、完善包装法律法
规，从源头上减少和避免过度包装现象的产生。其次，
要对包装废弃物进行资源化的回收处理。”

过度包装之过度包装之殇殇
徐徐 欣欣

天天洁公司工作人员在小区回收垃圾天天洁公司工作人员在小区回收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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