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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并非天然需要分类的。但当垃圾
越来越多，“垃圾围城”频频见诸报端，分
解远远跟不上生产，垃圾挤压到了正常的
生活。而垃圾分类，是推动垃圾减量化、
资源化、无害化的重要措施。有分类，才
能更好分解。只有分好类的垃圾，才能变
成资源，才能为地球减负。垃圾分类的责
任为何需要每个人承担？沿着经济学家科
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的分析思路，我
们到底是有“不分类的权利”，还是有“必
须分类的义务”并非是既定的，它是全社
会基于成本作出的制度性选择。

但为什么到处理垃圾这件事上，却需
要将分类责任分配每个个体？这反映出：
随着垃圾产量加大，土地、人力成本提
升，社会末端处理垃圾的成本正在急剧上

升，大家越来越享受不起前端“不分类的
权利”了。

例如，杭州的一些小区，引入专业的
第三方公司进行垃圾分类，算下来每户每
年要花500元以上，这还未算上垃圾处理
的后续成本，这对富裕地方的财政也称得
上高昂。更重要的是，让公众参与垃圾分
类，不仅是经济上的合算，更会在理念上
产生长远影响。参与，是最好的教育。一
个人若每天参与到分类，注意着“计量收
费、分类计价”，那大概率也会支持“光盘行
动”，选择“不过度包装”，会大大助推全社会
垃圾的减量化；而如果孩子在幼儿园的开学
第一课，就是垃圾的干湿分离，那么我们又
怎会担心垃圾分类无从开始又无疾而终
呢？这正是：垃圾一分类，城市不再累。

垃圾分类试点推行19年
这次如何落地

生活垃圾一般分四类：厨余
垃圾、其它垃圾、可回收物和有
害垃圾。垃圾分类，是推动垃圾
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重要
措施。有分类，才能更好分解。
只有分好类的垃圾，才能变成资
源，才能为地球减负。

最近，在国家决策层部署
下，垃圾分类工作骤然提速。
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强制”的
引入。7月1日起，即将正式实
施的《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
例》规定，个人混合投放垃圾，
今后最高可罚200元；单位混
装混运，最高则可罚5万元。

在上海大大小小的社区
里，一夜之间，楼道里的垃圾桶
全不见了。现在，大约500户
才分得一个垃圾投放点。更重
要的是，不能任性倒垃圾。按
规定，居民一天倒垃圾的时间
段只有早上7：00~9：00以及下
午4：00~6：00，垃圾必须分“可
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干
垃圾”四类投放，违者个人罚款
50至200元。

一时之间，上海民众有点
懵。“垃圾分类”骤然落地引起
巨大反响，但这个做法其实并
不新鲜。2000年6月，北京、上
海、南京、杭州、桂林、广州、深
圳、厦门被确定为全国首批8
个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然
而这么多年过去，取得的效果
并不显著。

垃圾分类这件我们最该做
的小事，到底难在哪？应该如
何解决？试点推行19年，这一
次它会如何落地？

有调查称，赞成垃圾分类
的居民高达九成，但真正做到
的仅一成。叫好又叫座，往往
取决于两点，一是“不分类、
不收运”，二是混装、混运受
处罚。

垃圾分类，光靠呼吁不
行，尤须严格执法倒逼。而推
动人人参与，避免分类好的垃
圾被混装拉走之尴尬，离不开
一套精细治理体系。建立长效
机制、推动习惯养成，垃圾分
类才能蔚然成风。

——人民日报官方微博

6月18日晚，北京市城市管理委主
任孙新军做客第二期“市民对话一把
手·提案办理面对面”直播访谈节目，
与市民、市政协委员就“加强垃圾分
类，实现垃圾管理减量化和资源化”的
话题进行交流。记者了解到，2012 年
出台的 《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目前已列入 2018～2020 年立法规划，
新修订的条例将对个人明确垃圾分类责
任，混合投放垃圾将处以罚款。此外，
在新创建的垃圾分类示范片区里，将对
分类垃圾桶标识进行调整，厨余垃圾改
成“湿垃圾”，其他垃圾改成“干垃
圾”，让居民对分类标准一目了然。

新修订的条例将不光对单位，也将
对个人明确垃圾分类责任垃圾分类责任。。孙新军说孙新军说，，
北京将参照上海的经验北京将参照上海的经验，，对个人混合投对个人混合投
放垃圾处以不低于放垃圾处以不低于200200元的罚款元的罚款。。

晚综

产生量最大的是其它垃圾和
厨余垃圾，也被称为干垃圾和湿
垃圾。如何快速学会垃圾分类？

“八个字就学会垃圾分类了：资
源回收、干湿分开。”具体地
说，把能卖钱的和不能卖钱的分
开，就是资源回收，把会烂的和
不会烂的分开，就是干湿分开。

你知道小龙虾的“正确投放方式”吗垃圾·五花八门

垃圾分类难就难在事无巨细，情况千
差万别。用过的纸巾是否可以回收？网友
为此争得“头破血流”。有人直白理解，纸
巾分解很容易，当然是可回收垃圾；有人
则说，研究证明，擦过汗的纸巾由于沾有
污渍，回收利用价值不大，厕纸由于水溶
性太强不可回收。

此外，一排垃圾桶往往有好多个颜
色，但不同的标识分别代表什么意思？装
食物的塑料餐盒属于厨余垃圾还是其他垃
圾？该怎么扔？用不同颜色垃圾箱区分垃
圾种类是一种通用做法，但群众大多时候
不知所措。

还有，旧衣服、旧报纸、玻璃瓶、瓷
器为啥找不到地方回收？瓶装矿泉水和罐
装饮料的处理方式是否相同？以及网传小
龙虾的所谓“正确”投放方式——整只小
龙虾为湿垃圾，而去黄龙虾头为干垃圾，
龙虾肉为湿垃圾……其实，根据上海市废
弃物管理处的回应，扔小龙虾没那么复
杂，因为小龙虾、龙虾壳、龙虾头、龙虾
黄、龙虾肉全部属于湿垃圾。

事实上，许多城市已与垃圾分类缠斗
近20年，十八武艺都用上了，双方依然难
解难分。垃圾分类因此获得一个很文艺的
外号——“最难推广的一桩小事”。

涉及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置环节·缺一不可

据介绍，垃圾分类是一个涉及分类投
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置的全
程分类体系，没有一个环节可缺失。“推行
垃圾分类，关键是要加强科学管理、形成
长效机制、推动习惯养成。”从前端看，无
论是因观念还是设施，当前垃圾分类“认
可度高、践行度低”；从后端看，许多城市
的倡议到位了，但无论人力还是财力，依
然存在多方缺位。垃圾分类需前后端的配
合，它是社会文明水位与社会治理能力的
一次竞赛。

从当前情况看，垃圾收集的第一责任
主体——物业公司通常积极性不高。要求
物业公司实现分类清运垃圾，是一笔并不
小的成本。比如，通常企业清理厨余垃圾
的费用是 120 元/桶 （不含补贴），如果严
格执行垃圾分类，物业公司需雇佣保洁员
进行垃圾二次分拣，成本再次提高。

环卫公司的清运能力参差不齐，也是

导致混运混装的原因。
在一些地方，一个垃圾箱房归属三个

部门监管：干、湿垃圾归绿化市容局管，
有害垃圾归环保局管，可回收物归商务委
管。各自不同的标准导致操作困难，难以
形成合力，最终可能导致谁也管不好，直
至没人管。为杜绝混装混运，住建委下发
通知，将加大对未分类收集贮存生活垃
圾、把生活垃圾交由未经许可或备案的企
业和个人进行处置等违法行为的执法检查
力度，严格查处收运企业“混装混运”行
为，对情节严重的要逐出市场。

在西安、杭州等城市，一方面严厉打
击“混装混运”，奖励群众举报。另一方面
则在建立相应的垃圾处理工厂、完善垃圾
处理体系。只有杜绝混装混运，做到全程
分类，再来要求百姓从源头分类投放垃
圾，才能让人信服。不过，这不是一蹴而
就的。

垃圾一分类，城市不再累责任·人人承担

让生活垃圾全程分类
迈入“法治时代”

上海
正式就“垃圾分类”立法

2019年1月31日，上海市十五届人
大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上海市生活垃
圾管理条例》，条例将于2019年7月1日
起施行。“这是我国第一部由地方人代会
审议通过的规范生活垃圾管理的地方性
法规。想让垃圾分类成为超大城市社会
治理的又一个‘法治化样本’，得让市民
充分感受到条例实施的效果。”上海市人
大常委会主任殷一璀说。

条例分为十章。条例第一章第四条
显示，上海市的生活垃圾分为可回收物、
有害垃圾、湿垃圾和干垃圾。废电池、废
灯管、废药品、废油漆及其容器等属于有
害垃圾。湿垃圾指易腐垃圾，如食材废
料、剩菜剩饭、过期食品、瓜皮果核、花卉
绿植、中药药渣等。

条例规定，单位未将生活垃圾分类
投放至相应收集容器的行为，可处以
5000至5万元的罚款；个人将有害垃圾
与可回收物、湿垃圾、干垃圾混合投放，
或者将湿垃圾与可回收物、干垃圾混合
投放的，可处以50至200元的罚款。

条例还明确，“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
在餐饮服务场所设置节俭消费标识，提
示消费者适量点餐。餐饮服务提供者和
餐饮配送服务提供者不得主动向消费者
提供一次性筷子、调羹等餐具”；“旅馆经
营单位不得主动向消费者提供客房一次
性日用品”。

违反上述条文，且逾期不改正的，将
处以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目前，中国各地已有40多座城市正
在试点生活垃圾分类，部分城市已出台
行政管理办法等。上海社科院副院长张
兆安认为，在立法领域形成刚性约束将
成为趋势。

北京
个人混合投放垃圾将处罚款

核心提示

上海环球金融中心的物业人员通过舞蹈的形式吸引楼内人员参与了解垃圾分类上海环球金融中心的物业人员通过舞蹈的形式吸引楼内人员参与了解垃圾分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