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 前 上 海 正 以 绣 花 般
的 耐 心 、 细 心 、 卓 越 心 推
进 城 市 精 细 化 管 理 工 作 ，
努力破解垃圾分类等难题 。
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如日本 、
德 国 、 英 国 等 有 着 完 善 的
垃 圾 分 类 处 理 体 系 ， 其 中
有 不 少 经 验 可 以 借 鉴 。 本
期 《环 球 》 介 绍 近 邻 日 本
是 如 何 将 垃 圾 分 类 做 到 极
致的， 其中的关键是什么 ？
下 一 期 将 推 出 一 组 德 国 、
英 国 等 欧 洲 国 家 在 垃 圾 处
理 和 回 收 方 面 成 功 尝 试 的
文章。

———编者

《经济学人》 4 月 7 日

解决谋杀

当世界变得越来越稳定， 谋杀正困
扰着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城市。 2016年，
全球共有56万人因暴力致死， 其中68%
因为谋杀，而战争仅占18%。 其中拉丁美
洲最严重 ， 占世界8%的人口却贡献了
38%的谋杀死亡人数。 同时， 在南部非
洲、中东与亚洲，谋杀也正加剧。本期《经
济学人》认为，世界正在积极阻止战争，
如果将同样的精力用于阻止谋杀， 那情
况会大幅改善。 发展中国家的很多问题
暂时难以解决，但谋杀绝不在其中。

《旁观者》 4 月 7 日

工党已准备好执政

去年大选中， 工党取得自 1945 年
以来的最大胜利， 当时保守党并不确定
这是他们面临的最大危机， 还是只是更
大危机的开始。 下月， 英国将举行地方
选举。 保守党在许多地区形势不妙， 最
令他们担心的是伦敦。 不久前， 保守党
还认为， 在伦敦保守党拥有无可争议的
控制权。 但今年的情况不同了。 恐慌与
不安在伦敦保守党人之间弥漫， 他们认
为自己将面临惨败。 甚至一些激进人士
认为， 伦敦的保守党应与国家保守党切
割， 成为一个独立的实体。

《纽约客》 4 月 16 日

春天的音符

本期封面创作者、 来自伦敦的画家
汤姆·高尔德如此阐述自己的创作灵感，
“我清晰地记得，当我坐在女儿的小提琴
课堂中，听着她拉小提琴时，外面树上的
鸟儿在唱歌。这是多么美妙的瞬间，我决
定记录下这般美好。 ”同时，他还希望通
过这幅封面改变人们的偏见，“人们经常
讨论大城市多吵闹， 这通常指那些不悦
且扰人的声音，但同时，城市中有很多美
好的音符等待着我们去发现。 ”

３３００支
据 澳 大 利 亚 广 播 公 司 ９ 日 报

道， 澳大利亚过去十年间枪支失窃

数量几乎翻番， 有关机构呼吁政府

进 行 枪 支 监 管 改 革 。 数 据 显 示 ，
２００７ 年 至 ２０１７ 年 ， 澳 全 国 有 近

２．７ 万 支 枪 被 盗 。 ２００７ 年 至 ２００８
年 ， 失 窃 枪 支 数 量 为 １７００ 支 ；
２０１６ 年至 ２０１７ 年， 失窃枪支数量

增至 ３３００ 支。

３５．４摄氏度

澳大利亚气象局在位于悉尼市

的观测山收集的数据显示， ９ 日测

量点最高气温为 ３５．４ 摄氏度 ， 打

破了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６ 日创下的 ４
月最高气温纪录 ３４．２ 摄氏度 ， 是

该测量点自 １８５８ 年进行气温数据

采集以来的最高气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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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如何将垃圾回收做到极致

说起日本， 人们会自然地想到干

净卫生的生活环境和彬彬有礼的社会

文明。 时隔数年再回东京， 记者发现

东京街头的垃圾箱明显减少， 但街道

卫生状况却有了更大的改善， 路面更

为干净。 值得一提的是， 东京街道地

面上增加了大 量 的 “禁 扔 垃 圾 ” 和

“禁止步行吸烟” 等标示， 以前经常

看到的烟头几乎再也找不到了。 能有

这样的卫生环境， 可以说要归功于日

本细致入微到近乎 “变态” 的环保理

念， 尤其是在垃圾分类回收方面。

通过法制完善垃圾处理制度

滴水穿石非一日之功， 日本的垃

圾处理问题也经历了一个逐步治理的

过程。 进入近代以来， 日本垃圾处理

经历了重视公共卫生、 应对公害保护

环境和构建循环型社会的三个阶段。
起初， 日本垃圾由个人或者民间

垃圾处理行业的人员自行收集， 然后

对垃圾中有价 值 的 物 品 进 行 分 类 回

收、 变卖。 在当时这种无序管理的状

态下， 人们只注重回收垃圾中有价值

的废旧物资， 导致在路旁或空地上胡

乱堆积起大量垃圾， 滋生大量蚊蝇，
导致传染病盛 行 ， 卫 生 状 况 十 分 堪

忧 。 为提升公共卫生水平 ， 1900 年

日本制定了 《污物扫除法》， 将垃圾

处理纳入法制管理 。 1954 年 ， 日本

出台了 《清扫法》， 并于 1963 年制定

了提升生活环境设施的五年规划。 政

府通过立法和加大投入， 使得本国垃

圾处理逐步进入有序管理， 卫生环境

得到改善。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日本经济高

度增长， 家电快速普及、 超市和便利

店兴起， 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巨大变

化， 社会进入了大量生产、 消费和废

弃的模式； 同时， 随着工业生产的增

多， 非法排放随处可见， 各种废弃物

未能得到有效 处 理 ， 工 厂 排 放 的 水

银、 塑料等有害物质还导致了大气污

染和环境公害。 著名的水俣病和痛痛

病就是出现在这个时期。 针对当时的

问题， 日本政府先后制定了 《公害对

策基本法》《大气污染防止法》《水质污

染防止法》和《废弃物处理法》等法律，
同时加强了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和人力

物力的投入， 对环境问题进行了综合

性的统一治理，改善了环境。
进入本世纪后， 日本政府又提出

构建循环型社会建设的目标， 计划通

过努力彻底改变大量生产、 消费和废

弃式的经济体系， 推进以 3R （减量

Reduce、 再 使 用 Reuse、 再 生 利 用

Recycle） 为 目 标 的 循 环 型 社 会 。 同

时， 还制定了 《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

基本计划》， 通过法律形式明确循环

利用率和最终排放目标， 努力争取实

现最终零排放的目标。

在日本扔垃圾是一门技术活

在日本， 各地对垃圾分类的要求

不尽相同， 大致分类有可燃物、 不可

燃物、 资源类、 粗大类和有害类， 而

不同地区还会根据当地情况对这几类

再细分为若干子项目。
比如可燃类包括可以燃烧的橡胶

制品、 剩菜剩饭和一些可燃的生活垃

圾， 但不包括塑料； 资源类垃圾还具

体分为干净的塑料、 纸张、 旧报纸杂

志、 旧衣服、 塑料饮料瓶、 听装饮料

瓶、 玻璃饮料瓶等； 有害类则是指存

有对人体健康有害的重金属、 有毒物

质或者对环境造成现实危害或者潜在

危害的废弃物 ， 包 括 电 池 、 荧 光 灯

管、 灯泡、 水银温度计、 过期药品、
过期化妆品等 。 日用垃圾要分成 15
类至 25 类， 有的甚至高达 30 多种。
而大件垃圾如旧家电、 旧家具等的处

理， 还需要提前预约， 在垃圾上贴上

相应数额的垃圾处理券并按照指定时

间和地点进行回收。
以东京为例， 因居住场所不同，

垃圾回收的方式也不一样。 通常， 公

寓式住所都有自己的专用垃圾房， 每

天可以随时扔垃圾， 但也要按照规定

对垃圾进行分类后送到垃圾房， 到指

定日期再由回收人员负责回收； 而个

人住宅区必须按照规定日期和时间回

收各类垃圾， 在非规定时间内不能随

意扔垃圾。 记者所在目黑区对家庭和垃

圾回收行业分别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并

提出了 “目黑 100” 的口号， 即号召每

人每天减少 100 克垃圾排放。 而相邻的

品川区对垃圾分类回收的指导 手 册 达

30 页之多， 各种要求明确细致 。 为了

普及垃圾分类知识， 各地政府在加大宣

传教育力度， 通过分发宣传册、 座谈、
到学校讲解等方式加强垃圾分类的宣传

力度。
由于个别地区对垃圾分类的要求过

细， 不少人感叹， 在日本连扔垃圾都是

一门技术活。 《垃圾和资源的分类、 丢

弃方法》 里写道 : “厨房内的垃圾 ， 请

将垃圾中的水完全滤去 。 炸过 东 西 的

油 ， 将布和纸张浸入油中 ， 或使 其 凝

固。 纸尿布， 请先将污物冲到便器内，
之后揉成小团， 以避免其影响卫生。 硬

纸板类， 请将其折好， 用纸绳捆成十字

形等。”
而各地又会在此基础上增设自己的

条款 。 比如横滨市垃圾类别细 分 为 十

类， 垃圾手册条款有 500 项之多， 很多

条款极其繁冗： 口红属可燃物， 但用完

的口红管属小金属物； 水壶属金属物，
12 英寸以下属小金属物， 12 英寸以上

属大废弃物 ； 袜子 ， 若为一只 属 可 燃

物， 若为两只并且 “没被穿破、 左右脚

搭配” 则属旧衣料； 领带也属旧衣料，
但前提是 “洗过、 晾干”。 而德岛县上

胜町， 更把垃圾细分到 44 类， 并计划

到 2020 年实现 “零垃圾” 的目标。

宣传理念从娃娃做起 ，
习惯培养从细节入手

垃圾分类看似繁琐， 但久而久之养

成习惯后 ， 也是一件非常有意 思 的 事

情 。 除了法律和各种规定的强制 要 求

外， 更重要的是培养习惯。
日本极为看重环保教育和宣传环保

理念， 尤其是做到 “从娃娃抓起”。 日

本幼儿园都会普及垃圾知识， 让孩子们

从小了解环保知识和垃圾处理的方法。
记者曾见到过环保主题的小学生画展，
有的作品反映饭后要先用旧报纸擦洗有

油的碟子再拿去清洗， 减少油污进入下

水道的几率； 有的则表达洗衣服尽量用

洗衣皂， 不用含磷的洗衣粉等等。
事实上， 通过多年的努力， 日本垃

圾分类观念已经深入人心。 这种从儿时

养成的习惯自然会跟随人的一生， 进而

形成了一个良好的社会风气和 环 保 氛

围。 这就是平时看不到随地乱扔垃圾的

日本人的原因。 他们通常把垃圾放进包

里带回家再进行分类处理。 有了这样的

环境， 如果不好好实行垃圾分类的话，

周围人员对乱扔垃圾者的鄙视是一种道

义上的惩罚， 更是一种无声的监督， 进

而形成自觉的好习惯。
以处理饮料瓶为例， 首先要把剩余

液体喝光或倒光， 用水简单冲洗， 然后

打开瓶盖， 撕掉标签， 踩扁瓶体， 才算

达到回收的标准。 而纸质牛奶或果汁盒

子 ， 还必须沿着压折线铺平成 四 方 形

状。 这是一件很枯燥的事情， 而日本企

业则想出很多创意来让垃圾回收变得更

有趣。 比如在饮料瓶子外包裹的塑料薄

膜正面， 设计类似脑筋急转弯等内容，
如果你想知道答案， 就必须要把整个薄

膜拆下来。 这样一来， 人们的兴趣就被

激发出来了， 不仅益智有趣， 还顺便协

助了垃圾分类的执行。

垃圾分类应具备可操作性

日本的垃圾分类虽然十分复杂， 但

也非常清楚， 一看便知， 便于进行垃圾

分类处理。 国内一些地区在垃圾分类方

面大多是按 “可回收” “不可回收” 两

类进行分类。 对于电池等需要专门回收

处理的垃圾没有明确的规定。 更关键的

是， 垃圾回收车到来后， 无论是什么垃

圾统统一起收走， 直接失去了分类回收

的意义， 也淡化了对分类的要求。
日本的垃圾分类经过 30 多年的发

展， 至今已拥有了成熟的市场体制、
完备的法律体系和完整的产业链。 与

日本相比， 我国的垃圾分类尚处于起

始阶段， 在制度、 技术、 法律方面还

有很多欠缺。 首先要有法可依， 制定

和完善有关垃圾分类的法律法规， 并

做到严格落实。 其次， 加大垃圾分类

的宣传教育， 增加对垃圾分类产业的

投入。 第三， 制定适合国情的垃圾分

类制度， 引入监管和市场竞争机制。
由于我国目前的垃圾分类仍然处于初

始阶段， 因此只能循序渐进。 我们可

以先进行简单分类， 在几大类的基础

上加强宣传， 使民众能够真正地认可

和接受， 然后再逐步细化。 在垃圾分

类之后， 政府也必须切实做到垃圾分

类处理， 做到真正的回收资源， 以实

现垃圾分类回收的真正意义。
垃圾分类看起来是一件小事， 但

它直接关系到自然资源的有效合理利

用， 影响到社会公共卫生、 环境管理

和市容面貌， 更反映出民众的个人修

养和道德素质。 垃圾分类是一个系统

的社会工程， 需要从多方面入手， 配

套推进落实， 既要从源头做好分类，
更要做好垃圾回收处理和资源再利用

的协调推进。
（本报东京 4 月 11 日专电）

垃圾分类事无巨细

第一类：可燃垃圾

厨房垃圾（菜叶子、剩菜剩饭、
蛋壳等“生垃圾”），不能再生的纸类

（餐巾纸，面积大于明信片的纸张属

于“资源垃圾”），木屑及其他（小棒

棍、花草、烟头、湿毛巾、尿不湿、宠

物粪便、宠物用灰沙、干燥剂、抗氧

化剂等）
方法： 厨房垃圾需要沥干水分

用报纸包好； 棍棒类砍成约 50 厘
米的长度捆牢； 食用油或废油需要
用抹布擦干净， 瓶口用报纸封堵；
牛奶盒尽量回收到设在超市门口的
回收箱。

第二类：塑料瓶类

饮料、酒类、酱油等塑料瓶（装

饮料 、果汁 、茶 、咖啡 、水等 的 塑 料

瓶 ），酒 类 （日 本 酒 、烧 酒 、料 酒 等 塑 料

瓶）；酱油、食用油、沙司、洗洁精的塑料

瓶属于“可回收塑料”
方法：拧开瓶盖，揭掉塑料商标，用

水洗净瓶内，压扁瓶身，装入透明或半透
明塑料袋里。

第三类：可回收塑料

商品的容器或包装袋，蛋糕、蔬菜的

包装袋，方便面的包装袋，洗发水、洗洁

精的瓶子，蛋黄酱塑料瓶，牙膏管，装洋

葱或橘子等的网眼口袋，超市购物袋

方法： 洗净并撕下附着在口袋上的
东西， 剪开蛋黄酱或番茄酱的塑料瓶将
会利于清洗； 瓶罐的塑料盖也属于可回
收塑料； 装食物的发泡包装尽量回收到
设在超市门口的回收箱。

第四类：其他塑料

容器、包装以外的塑料，录像带，CD
及其盒子，洗衣店的口袋，牙刷，圆珠笔，

塑料玩具，海绵，拖鞋、鞋类，布制玩具等

方法： 含有金属或陶瓷的物品属于
“不可燃垃圾”，软管类需要剪成30厘米
的长度。

第五类：不可燃垃圾

陶瓷类（碗、陶瓷、砂锅等），小型电

器（电熨斗、电吹风），其他（耐热玻璃、化
妆品的玻璃瓶、保温瓶、溜冰鞋、雨伞、热
水瓶、电灯泡、一次性取暖炉、一次性和

非一次性打火机、铝制品、金属瓶盖等）
方法：耐热玻璃、化妆品瓶与其他玻

璃的溶解温度不同，故不能一起回收，需
视为“不可燃垃圾”；一次性打火机必须
用尽。

第六类：资源垃圾

纸类（报纸、宣传单、杂志、蛋糕包装

盒、信纸、硬纸箱等），布类（旧衣服、窗帘

等），金属类（锅、平底锅、金属制罐子），
玻璃类（酒类、醋、酱油等液体包装瓶、玻

璃杯、玻璃渣等）
方法： 硬纸箱需要折好， 报纸

杂志等用绳索捆牢； 喷雾器瓶子必
须用尽， 在无火且通风的地方将瓶
身凿开若干小孔； 啤酒瓶尽量返还
商铺。

第七类：有害垃圾

荧光棒、干电池、体温计（用水

银的体温计）、充电电池等

方法： 有害垃圾与资源垃圾必
须装入不同的垃圾袋；装有荧光棒、
干电池、 体温计的垃圾口袋上必须
注明“有害”二字；未使用水银的体
温计属于“不可燃垃圾”；充电电池
尽量回收到商铺的回收箱。

第八类：大型垃圾

家电回收法规定范围内的电器

（空调、电视、冰箱、洗衣机、冰柜），
家具 ，家用电器 （柜子 、被褥 、电 磁

炉、炉子等），其他（自行车、音箱、行
李箱等）

方法： 处理大型垃圾需要打电
话预约 ， 并支付一定数量的垃圾
“处理费”。

■本报驻东京记者 刘洪亮

■本报驻东京记者 刘洪亮

上 图 ： 日 本

分 类 垃 圾 桶 比 较

复 杂 ， 而 民 众 能

分 门 别 类 地 将 不

同 垃 圾 投 进 去 ，
全 靠 从 小 在 学 校

的 培 养 以 及 政 府

的日常宣传。
东方 IC

左 图 ： 在 日

本 一 家 废 旧 家 电

处 理 工 厂 ， 一 位

工 人 正 在 回 收 可

用的资源。
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