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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全国，杭州的《条例》不是最早

出台的。2012年，国内首部以立法形式

规范垃圾处理行为的地方性法规《北京市

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其中提出

“本市鼓励净菜上市，提倡有条件的居住

区、家庭安装符合标准的厨余垃圾处理装

置”的倡议。同年，上海出台的《上海市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设施设备配置导则（试

行）》也指出，鼓励“在区域排污管道具

备条件的地区，新建的全装修住宅内，应

配置厨余果皮粉碎机；其他具备条件的住

宅，同时鼓励安装厨余果皮粉碎机”。

杭州渊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吴开富

介绍，厨余垃圾处理器一般装在厨房水

槽下水口，将普通过滤网替换掉。通过

这种机器，能将绝大部分厨余垃圾如鱼

刺、骨头、茶叶等粉碎成直径 2 毫米以

下的渣和浆。“因为高转速，食物残渣不

会残留在处理器中，不用担心会有气味

出来，垃圾小颗粒通过水带走时与水管

壁摩擦，对水管壁还有一定的清洗作

用。”吴开富说，由于是对垃圾进行物理

分解，不产生化学成分，也不像焚烧垃

圾产生二次污染，非常环保。

吴开富算了一笔账，一个家庭如果使

用厨余垃圾处理器，一年下来只需耗水电

20元左右，而一台处理器仅售2000元左

右，使用寿命在5-15年。既然又经济又环

保，为什么无法大规模推广？吴开富认

为，跟中国家庭的生活习惯有关。“大家习

惯了用垃圾袋装厨余垃圾，出门一扔，反

正有人回收，我不用管别的。这说明大家

的环保意识还没有到位，在不少发达国

家，厨余垃圾处理器的家庭安装率达到

90%以上，而杭州可能还不到1%。”

像瑞典等一些欧美发达国家，在培

养国民垃圾分类意识上足足花了一代人

的时间。我们，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

他山之石

日本
日本垃圾分类以严谨著称。

例如横滨市市政府印刷的手册上

共有518项条款：口红属于可燃物，

空口红管则属于小金属物；12英寸

以下的水壶属于小金属物，超过12

英寸则是庞大废弃物；单只袜子属

于可燃物，成对的未破损袜子则归

为旧衣料。

日本的街道上除了便利店门口

和自动贩卖机旁边，别处几乎看不

见垃圾桶。居民要按照规定的日期

和时间段在规定的场所扔垃圾，由

当地政府负责回收。一般而言，垃

圾在日本是按量收费的，扔越多收

费越多，具体情况则一言难尽。

经过多年的教育，垃圾分类观

念在日本早已深入人心。是否按

规定对垃圾进行分类、投放，是评

判一个人公德和社会责任感的重

要标准。

德国
德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垃圾大

致可以分为六类：生物垃圾、废纸、

包装袋、有毒废物、废旧玻璃和其

他垃圾。

而沿街的垃圾桶分为四个部

分，废纸、玻璃瓶垃圾、包装袋垃圾

和其他垃圾，不像中国的大街上通

常摆放的只有“可回收”与“不可回

收”两种分类的垃圾桶。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居民家中都有有关

部门配发的 3 只带轮子的垃圾桶，

各种生活垃圾按照“可以回收利

用”（黄色）、“绿色生活垃圾”（绿

色）和“不可再生利用”（红色）分成

3 种，被大家自觉地放置于不同的

垃圾桶中，并且在不同的时间进行

回收。

在每个小区，各类垃圾要送到

指定地点，社区管理部门向每个家

庭定期提供可循环使用的多层垃圾

袋，家庭处理不了的有机物每周有

专人至少收集一次。乱扔垃圾如被

发现要付出惨重的代价，高达1500

澳元（约合7600元人民币）的罚款就

是其中之一。

瑞典
瑞典在培养国民垃圾分类意识

上足足花了一代人的时间。针对那

些偷懒不愿分类的人，瑞典政府重

新设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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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

就极大减少了乱扔垃圾的现象。

在瑞典，大多数家庭有很多垃

圾桶用于存放不同种类的垃圾：有

色玻璃和其他玻璃要分类；铝和其

他金属要分类；新闻纸和硬纸盒也

要分类，其他纸则属于另外一类。

此外，瑞典人对这些垃圾进行细致

分类之前还要进行清洗，因为有奶

渍的牛奶盒不能回收，带有标签的

金属罐也不能回收。

美国纽约
纽约市长比尔·徳布拉西奥定

于2015年宣布“零垃圾”计划，立下

到2030年垃圾量减少300万吨以上

的目标。这一计划包括改进纽约

垃圾循环再利用项目，鼓励减少垃

圾排放，以及大幅减少使用塑料

袋。纽约市政府打算到 2020 年把

各种垃圾桶简化为一个桶。

记者 张哲

作为杭州第一部关于生活垃

圾处置的地方性法规，《杭州市生

活垃圾管理条例》（下称《条例》）

于去年12月1日的正式实施，为

依法治理垃圾工作提供了法律依

据。转眼间一年过去，这座城市

在生活垃圾分类方面取得了哪些

新进展？仍然面临哪些瓶颈？

实际上，并不是去年开始

的。生活垃圾分类这件事对杭州

人来说，由来已久了。

2000年 6月 1日，国家建设

部确定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

州、南京、厦门和桂林8个城市作

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

市”。几个月后，杭州市政府办公

厅发出下发《杭州市城市生活垃

圾分类收集实施方案》通知，订下

了5年内的工作目标。

这便是杭州第一次生活垃圾

分类。遗憾的是，当时并没有达到

预期效果。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

全社会对垃圾分类的认识不强。

在家中将垃圾分类分装是第一道

工序，也是最基础的，但很多市民

没有分类的意识，前端分类不理

想；二是即使经过了第一道工序，

分好类的垃圾仍然会被一起放到

收集车上，在中转站里全部压缩后

运往填埋，中端分类运输未实现；

三是将混合垃圾运到处理场后，如

果让环卫工人来进行分类，不仅是

一项巨大的工程，而且对环卫工人

的身体伤害也很大，而当时机械化

分选技术尚未得到推广，杭州市未

建成垃圾分类处理设施，无法进行

末端分类处理。

但是，生活垃圾分类这件事

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对一座城市来说，它不是锦

上添花，而是关系到城市长期持

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所以时隔10

年后，2010年，杭州市再次试行垃

圾分类。这一次借鉴了国内外城

市垃圾分类的基本做法，并公开

征求了广大市民意见，杭州市居

民家庭生活垃圾被分为可回收

物、有害垃圾、厨房垃圾、其它垃

圾四大类，分别采用蓝、红、绿、黄

四个主题色彩进行明确区分。

此后，垃圾分类始终持续有

序地推进着。近几年来，有关部

门创新了管理方式，不但编制了

《杭州市生活垃圾“三化四分”手

册》、《杭州市居民生活垃圾分类

操作指导》等宣传资料，更组织开

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集中培

训和座谈交流，以及“小手拉大

手”垃圾分类进校园活动。另外，

在149个分类小区开展“定时定

点”投放试点，充分发挥垃圾分类

志愿者、指导员的现场劝导、指导

作用，不断提高分类质量；同时在

繁华商圈、主要道路沿线开通了8

条“垃圾不落地”音乐专线，改善

周边的市容环境卫生。

通过坚持垃圾源头分类，提

高资源化利用水平，杭州日均垃

圾减量1200吨左右。今年1月至

10月，市区累计填埋、焚烧垃圾量

311.56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

长2.22%，垃圾量快速增长趋势

得到有效遏制，有效缓解了末端

处置压力。

这其中，杭州主城区各社区

随处可见的“大熊猫”废旧衣物回

收箱就是一项颇受关注的新举

措。为了推广低价值物回收利

用，虎哥回收、申奇、九贝壳等相

关企业参与回收低价值物品，在

全市范围设置了1911个低价值

物和1481个废旧衣物回收点，更

进一步扩展玻璃、金属制品、纺织

品、服装边角料等物品回收利用，

日均减量20余吨。

11月，杭州市推进生活垃圾收集处

置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公布了 122 个垃

圾示范小区的名单。当古荡街道文华社

区主任王宇青看到社区下属的绿洲湾小

区榜上有名时，她欣喜地把消息告诉了

绿洲湾垃圾分类志愿者陶宝丽。

绿洲湾小区从2011年就开始由社区

工作人员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到2014年

组织志愿者队伍，更贴近居民。虽然小

区不大，只有7幢楼、3个垃圾房，但对

于 7 名每周轮班、每天上下午两个时段

巡查、手工统计每家每户垃圾分类情况

的志愿者来说，工作量仍然很大。

而自今年起，街道里通过跟第三方

企业合作，协同志愿者开展工作，在技

术上给予智能化的支持。王宇青介绍

说，现在家庭来社区领取垃圾袋时，需

要通过手环完成，垃圾袋和手环就对应

了。这样在志愿者统计垃圾分类情况

时，只要通过扫垃圾袋上的二维码就知

道是哪个家庭丢的，极大简化了工作

流程。

如果在巡查中发现做得不够好的家

庭，陶宝丽等志愿者就会上门教育。有

的小年轻不自觉，丢垃圾时远远看到陶

宝丽在巡查，就想绕圈子避开，陶宝丽

主动追上前喊她，“小姑娘，打开给我看

看！”当场指出分得不正确的垃圾。小姑

娘也不好意思，只好重新分类。

光有批评教育不够，也要有奖励。

王宇青介绍说，街道里有个微创投项

目，社区申报后，运用其基金对居民进

行奖励。“我们每个月都有评比，按星级

奖励垃圾分类做得好的居民，奖品是肥

皂、餐巾纸。”而今年第三方加入后，活

动时会发放一些和环保相关的小礼品，

比如一些植物的种子。

“陶大姐他们志愿者还建了个 QQ

群，交流每家每户的分类情况，还讨论

一些分类标准。比如，一般的大骨头是

厨余垃圾，但是过大的骨头，有的志愿

者提出不容易处理，应该分到其他垃圾

里。还有像贝壳、纸巾等怎么分类，他

们都认真讨论。”王宇青说，在志愿者这

种认真态度的带动和第三方专业的技术

支持下，居民的垃圾分类意识逐年提

高，今年更是有明显的进展，心理状态

从“受约束”开始逐渐变成“习惯”。

不过由于经费等问题，像文华社区得

到第三方技术支持的并非多数。以古荡街

道为例，目前只有两个试点。而其他那些

没有成为垃圾分类示范小区的小区，则面

临各自不同却又大体相似的难题。

在应家桥社区工作人员韩江莉看

来，老小区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尤为困

难。她说尽管社区持续在做垃圾分类的

工作，但住户中多数是老年人，原有的

生活习惯很难改变；而一些出租户流动

过于频繁，也给社区的管理教育工作增

添困难。“还有，尽管《条例》里有涉及

一些惩罚措施，但基本都是针对社区相

关责任人的，而社区对居民个人则无法

有效追究责任。”韩江莉认为，缺乏有效

的奖惩措施，居民无法感受到跟自己切

身利益相关之处，是目前该社区垃圾分

类工作遇到的最大瓶颈。

据一位知情人士介绍，去年出台

《条例》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落实责任：如

果出现问题，谁来负责？根据条例，是

由管理单位 （物业或小区） 来负责；如

果管理单位指出具体居民的问题，再涉

及个人责任。问题在于对个人的取证很

难，所以无法落实追责，一般都是处罚

社区跟物业。“今年每个城区都有社区跟

物业被罚款过。而个人被处罚，杭州只

有过一个案例，一个小区外面的经销

商，它把房子租出去给人家做生意，装

修垃圾直接丢到了小区垃圾桶里。”

9月，王仲业（化名）住进了他在城西

某小区的新家。很快他发现，每一幢单元

楼的入口附近都会有一个绿色的大垃圾桶，

便于居民直接丢垃圾，但并不分类。加上

这个小区入住率并不很高，很多户还在装

修过程中，垃圾分类总体来说还远未到位。

即便在王仲业原先居住的位于主城

区的某小区，尽管每个垃圾房会配备不

同颜色的垃圾桶，但从他个人的经验来

看，似乎并没有人告诉他如何分类，其

他居民往往也是随便丢，“丢进哪个洞就

是哪个洞”。

像很多90后的年轻人一样，王仲业

比他的父辈们更加重视环境问题。每次去

国外出差、旅游，他都会注意观察那里的

人们是如何对待垃圾分类的。“在国内我

有时候也想好好分类，但真的很难做到像

日本等国家那么细致。”王仲业认为，一

座城市若要在整体上提高垃圾分类水平，

关键是要从市民的意识上来想办法。

在杭州生活的日子里，王仲业也确

实留意到针对市民的不同形式的垃圾分

类宣传教育，比如电视台播放的卡通小

短片，以及在西湖文化广场等地举办的

科普活动等。“杭州有一点做得挺好，就

是电池的回收。”王仲业说，以前大家都

是随便丢弃电池，容易造成污染，而现

在许多便利店、大商场都设有电池回收

点，电池定点回收的概念已经深入人

心。“那么是不是可以用类似办法，在市

民中更进一步推行垃圾分类的教育，从

正面来引导，让人们从意识上接受、甚

至喜欢上这件事？”

样本：绿洲湾小区的垃圾分类
智能+志愿者+奖励，让居民从“受约束”到“成习惯”

瓶颈:老小区的头疼事
奖和惩缺乏，责任很难追究到个人

引导：要让人喜欢上分类这件事
加强正面教育，垃圾不能随便丢

未来：等时间给答案
环保产品为何无法推广，意识如何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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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一周年之思：

分类分的不仅是垃圾，更是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