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国

每个英国家庭都有三个垃圾箱： 一

个黑色， 装普通生活垃圾； 一个绿色，

装花园及厨房的垃圾； 一个黑色小箱子，

装玻璃瓶、 易拉罐等可回收物。 社区会

安排三辆不同的垃圾车， 每周一次将其

运走。 普通生活垃圾主要是填埋， 花园

及厨房的垃圾用作堆肥； 垃圾回收中心

则回收 42种垃圾， 如眼镜、 家具等。

美国

美国纽约的垃圾分类制度开始于

1986 年 。 为便于民众分类 ， 市政府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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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瓶子、 罐头等放在绿色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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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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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居民家的院子里， 都会有三

个深绿色大塑料桶， 盖子的颜色分别为

红、 黄、 绿。 绿盖子的桶里， 放清理花园

时剪下来的草、 树叶、 花等； 黄盖子的桶

里， 放可回收资源， 包括塑料瓶、 玻璃瓶

等； 红盖子的桶放其他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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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那些偷懒

不愿意去分类的人， 瑞典政府则通过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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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扔硬纸盒和纸板箱的容器口设

计成信封状。 这样一来， 大大减少了乱

扔垃圾的现象。

德国

德国是第一个为 “垃圾经济 ” 立

法的国家 。 90%的德国人会自觉遵守

垃圾分类规则 ， 近 80%的德国人认

为 ， 为环保作贡献对个人来说都很重

要 。 如今 ， 德国垃圾再利用行业每年

创造 410 亿欧元产值 ， 生产部门的垃

圾被重新利用的比例平均为 50%。 垃

圾回收已经成为德国人的环保 “标

签” 之一。

在德国， 各种垃圾都被严格分类，

尤其是对生活垃圾的严格分类， 已经成

为展现德国人严谨细致的代表性案例。

居民区附近都设有垃圾投放区， 并且放

置着棕 、 蓝 、 黑 、 黄四种颜色的垃圾

桶。 各种颜色代表不同的垃圾———棕色

投放有机垃圾， 蓝色投放废纸， 黑色投

放剩余垃圾， 黄色则专门投放标有绿色

圆点回收标志的商品包装。

比利时

比利时政府大力推广节能知识， 让

环保理念从家庭垃圾分装开始深入人

心。 孩子从小就要学会辨认垃圾， 学习

不同垃圾的处理方法。 有调查显示， 大

约有 95%的比利时家庭会按照规定自

觉进行垃圾分类， 家庭垃圾回收率居世

界前列。

新加坡

新加坡综合固体垃圾管理系统主

要从两方面着力———减少垃圾的产生

和废物回收。

为了把垃圾变成能源， 同时节约填

埋空间， 上世纪 70 年代后期， 新加坡

国家环境局开始使用焚化厂， 垃圾的体

积因此减少了 90%。 焚化后所产生的

灰烬及不可燃烧垃圾， 最后被运至实马

高垃圾埋置场填埋。

实马高垃圾埋置场是由位于新加坡

本岛以南约 8 公里处的实马高岛和邻近

的锡京岛相互连接、 围海而成， 这是世

界第一个从海域发展出来的垃圾埋置

场。 为了不污染环境， 岛的四周都铺设

不透水的保护膜， 确保填埋垃圾中的有

毒物质不会流入海中。

（小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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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垃圾处理站叫“资源循环站”

日本的垃圾分类细化能力堪称极致， 而达到这种极

致， 他们足足花了近五十年时间。 如今， 日本几乎做到

了垃圾百分百回收。 这种社会风尚的形成， 依赖的首先

不是先进的技术， 而是全民对环境的敬畏和 “小事从我

做起” 的高度自觉。

日本的垃圾分类是如何推行的？ 经历了哪几个阶

段？ 本刊介绍近年来我国一些环保工作者访问团在日本

东京、 京都、 大阪、 北海道等地考察时所获得的第一手

资料， 与读者分享其中值得借鉴的经验。

———日本垃圾百分百回收是如何做到的

日本垃圾分类的推行经历了很长

一段时间。 市民层面开始有垃圾分类

的意识， 始于在日本各地进行的垃圾

处理活动，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触发

性事件 ， 是 1971 年发生在东京的

“垃圾战”。

当时， 东京的垃圾全部送到集中

分布于江东区等湾区的垃圾焚烧厂进

行处理， 但由于垃圾未经过分类， 其

中的厨余垃圾含水量很高， 很难进行

完全燃烧， 产生了大量黑烟， 导致湾

区出现严重的大气污染和卫生问题。

为了减轻湾区的负担， 东京的各

个区尝试在自己区域内建造垃圾焚烧

厂。 杉并区也曾经计划建一个垃圾焚

烧厂 ， 但因市民反对 ， 最终没有建

成 。 于是 ， 大量垃圾急需运往江东

区， 此举遭到江东区民众的拒绝， 他

们和区长一起发起抗议活动， 最终造

成了混乱 ， 成为著名的 “东京垃圾

战” 事件。

事实上， 当时在日本各地都出现

了因垃圾处理而造成的紧急环境问

题。 也正是因为经历了这场激烈的抗

议活动， 民众才深切认识到， 垃圾问

题就在每个人身边 ， 并由此达成共

识， 即垃圾问题需要大家公平承担，

自区的垃圾不拿到别区处理， 必须在

区内建立垃圾处理厂， 包括涩谷、 池

袋这些比较繁华的地区， 也得有自己

的垃圾处理设备和处理厂。

回收来的垃圾经过焚烧， 可使垃圾

大幅减量。 但如果垃圾不经过分类就直

接焚烧， 会带来很多问题： 厨余垃圾的

水分会导致无法燃烧， 产生含有污染物

质的黑烟； 塑料制品混在垃圾中燃烧，

会产生致癌的二恶英； 而如果垃圾中混

有金属物质， 燃烧过程中会熔解， 并粘

在燃烧炉底， 带来新的麻烦。

通过宣传， 日本在市民层面慢慢

形成并强化了垃圾分类回收的意识。

在建设垃圾焚烧厂之前， 政府也会向

市民说明， 并确保分类回收的垃圾焚

烧后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 针对市民

最为担心的燃烧污染， 政府还会定期

对烟囱里的物质进行检测， 并将数据

向市民详细公布。

经过几十年努力， 日本的垃圾处

理越来越清洁高效， 不少垃圾焚烧厂

逐渐关停。

日本的垃圾分类极致到 “严苛”，

而达到这种极致， 他们花了近 50 年

时间。

广岛是日本最早开展垃圾分类的

地区。 起初， 垃圾被分成厨余垃圾和

其他垃圾， 后来变成可燃垃圾和不可

燃垃圾。 对于垃圾怎么分类， 当地居

民也有过一段很长的混乱时期。

东京最早在上世纪 30 年代曾试

图推行垃圾分类 ， 后因故中断 。 据

记载 ， 为了让市民搞清楚垃圾如何

分类 ， 政府在最初的三个月 ， 举办

了上千次对话和说明会 ， 参与市民

约 11 万人。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东京等

日本大城市的垃圾产出量越来越大，

以至于垃圾填埋场的空间严重不足。

为了从源头上减少垃圾， 提高资源利

用率， 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 日本用

了近五十年时间， 将垃圾分类方法逐

步细化， 使之渗透到每个家庭和每个

公民。

从最初将垃圾分为五类———可燃

垃圾、 不可燃垃圾、 资源型垃圾、 大

型垃圾和有害垃圾， 之后他们又将分

类不断细化到上百种。

以日本环保城市北九州为例， 1993

年开始回收罐子 、 瓶子 ， 1997 年开

始把塑 料 饮 料 瓶 进 行 分 类 回 收 ，

2002 年 起 设 立 荧 光 灯 管 定 点 回

收……此后 ， 他们对纸张 、 废电

池等近十种 有 价 值的资源 ， 也开

展了分类回收。

地方自治会经常与当地政府、 学

校联合， 举办垃圾分类说明会， 对垃

圾循环利用的意义进行宣传和普及，

还定期向周围居民发放宣传手册。

现在， 日本各地都有自己的垃圾

回收手册。 福冈市的家庭垃圾规章手

册共有 8 页， 详细介绍垃圾丢弃条例

和分类方法； 神奈川县大和市的家庭

垃圾分类手册用了 14 页 ， 对多达

700 种名目的垃圾进行了分类和回收

说明 ； 横滨市的垃圾分类手册长达

27 页 ， 家庭主妇一般会在厨房里放

一份手册， 随时翻阅。

循 环 型 社 会 提 倡 的 是 3R：

Reduce （减量）、 Reuse （重复使用）、

Recycle （再生利用）。 但在对垃圾回

收处理时， 人们一度只关注了最后一

个 “R”， 而忽视了前两个 “R”。 为

此， 日本近年来努力倡导 “重拾 2R”。

一些环保机构和组织正努力促进

相关企业参与到 “2R” 的活动中来，

从包装源头就考虑如何更方便垃圾分

类回收， 倡导市民提高物品的重复使

用率。 比如， 旧的纸板礼品盒可用作

存放文具、 化妆品、 袜子等的收纳盒，

废旧纸板可改造成宠物的玩具等。 日

本的家庭主妇们会将超市盛放蔬菜水

果的塑料盒， 清洗后送回超市供重复

利用。

在日本的家庭垃圾中， 食品包装

和各种塑料容器及制品约占 60%。 为

了对塑料垃圾更好进行回收和处理，

日本于 1997 年颁布了 《塑料容器及

包装重复利用行动纲要》， 呼吁消费

者、 业内和政府相互协作， 回收和利

用塑料资源。

日本化学用品生产商昭和电工是

塑料回收处理行业的先驱 。 该公司

2003 年耗资 74 亿日元建造了一座塑

料回收工厂。 他们采用热解汽化处理

技术， 可实现塑料制品零排放回收。

大型包装和聚酯 （PET） 瓶生产

商东洋制罐， 2008年开设了一家回收

利用工厂， 每年可回收 2.7 万吨 PET

瓶， 这些 PET 瓶的来源主要是以东京

为中心的关东地区。 通过复杂的聚合

和提纯处理， 废旧 PET 瓶可再生为用

于合成 PET 的有机化合物。 2016 年，

这项技术获得了日本经济产业省颁发

的资源循环技术和系统大奖。

随着原油价格不断上涨和原材料

成本的持续上升， 废纸的循环利用也

凸显出价值。 废纸的再生处理方法简

单， 不仅有助于节省能源， 还可实现

垃圾减量化。

在日本， 垃圾处理站被叫做 “资

源循环站”。 垃圾经过分类处理后变废

为宝， 有的用于火力发电， 有的用来

建设蒸汽游泳池， 从垃圾中提取金属

制成原料， 剩下来的垃圾渣则用来铺

路和填海。 东京著名的休闲娱乐区台

场， 有一半就是用垃圾填出来的。

如今， 日本几乎做到了垃圾百分

百回收。 这种社会风

尚的形成， 依赖的首

先不是先进的技术 ，

而是全民对环境的敬

畏和 “小事从我做

起” 的高度自觉。

（南祺）

一场激烈抗议
垃圾问题就在每个人身边

从五类到上百类
一年千次垃圾分类说明会

倡导重拾“2R”

从产品源头考虑减量和重复利用

荨用回收 PET 合成

的面料制成的服装

垃圾分类细节
吐露人文精神

●丢弃的报纸会捆扎得整整

齐齐；

●用过的喷雾罐一定要扎个

孔， 用以防爆；

●带刺或锋利的物品， 会用纸

包好再放入垃圾袋；

●饮料瓶都要进行简单水洗，

去掉塑料标签和瓶盖；

●纸质牛奶盒会剪开、 洗净并

晾干再回收；

●厨房的废油 ， 在日本是这

样处理的 ： 主妇们会自己掏钱去

超市购买一种凝固剂 ， 凝固剂倒

入废油 ， 油就成了固体 ， 然后将

固体的油用报纸包好 ， 作为可燃

垃圾处理。

●生活中， 人们有很多环保习

惯， 比如会在自动售货机旁把饮料

喝完， 把瓶子留在旁边的垃圾桶里

再离开。

●日本的食品及其他生活用

品以纸包装 、 环保包装居多 。 从

自动贩卖机购买一盒纸装饮料 ，

价格中含有 10 日元押金， 当消费

者饮用完毕 ， 将折叠好的纸包装

投入旁边的自动回收机后 ， 押金

就会自动返还。

日本垃圾如何细分

在一些国

家 ， 孩子从小

就学习对不同

的 垃 圾 进 行

分类 。

图片来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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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垃圾分类细化到上百种，

体现出近乎严苛的极致精细 。 这里

介绍其中主要的八种：

1.可燃物 （每周收集两次）

包括 ： 厨房垃圾 （菜叶子 、 剩

菜剩饭 、 蛋壳等 “生垃圾 ”）， 碎纸

（不包括厨房用纸 、 尿布 、 餐巾纸

和面积大于明信片的废纸 ， 它们属

于 “资源垃圾 ” ） ， 塑料袋和包装

纸 ， 橡胶和皮革 （包 、 鞋等 ） ， 管

子和其他塑料容器 （牙膏管 、 食用

油容器 、 酱油容器等 ） ， 木屑及其

他 （小棍棒 、 烟头 、 湿毛巾 、 宠物

粪便 、 宠物用灰沙 、 干燥剂 、 抗氧

化剂等）。

2.不可燃物 （每月收集一次）

包括： 长塑料 （塑料绳、 软管、

绳索）， 陶瓷器皿 （茶杯、 盘子、 砂

锅、 花盆）， 金属， 玻璃 （花瓶、 眼

镜 ） 和小家电 （熨斗 、 收音机 、 吹

风机 、 盒式磁带 、 电饭煲 ） ， 其他

（耐热玻璃 、 化妆品玻璃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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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超大垃圾
最长部分长度为 50 厘米以上的

物品， 被认定为 “大型垃圾”。 包括

橱柜 、 书架 、 沙发 、 床 、 桌子等 ，

超过 50 厘米长的毛绒玩具 、 自行

车、 排量 60 毫升以下的摩托车、 电

风扇、 吸尘器、 地毯和床上用品等。

2 米以上以及 70 千克以上的物品不

收集 ， 大型垃圾需预约处理 。 大型

垃圾每 10 千克收取 130 日元的处理

费 （各地标准会有差异）。

4.瓶子和罐子（每月收集两次）

包括空的玻璃容器 （必须取下

盖子）、 锡罐和铝罐。 必须放在单独

的垃圾袋中。

5.可回收塑料
包括 ： 饮料 、 酒类 、 酱油等塑

料瓶 ， 食品的各种容器 、 包装袋 ，

方便面袋子 ， 牙膏管 ， 超市的网眼

袋和购物袋等 。 瓶罐的塑料盖也属

于可回收塑料 ， 装食物的发泡包装

尽量送到设在超市门口的回收箱。

6.其他塑料
包括容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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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塑料鞋等。

7.资源垃圾
包括纸类 （报纸、 宣传单、 杂志、

蛋糕包装盒、 硬纸箱等）、 布类 （旧衣

服、 窗帘等）、 金属类 （锅、 平底锅、 金

属制罐子、 空罐子）、 玻璃类 （各种酒

瓶、 调味料瓶、 玻璃杯、 玻璃渣） 等。

8.有害垃圾
包括荧光棒 、 干电池 、 体温计

（用水银的体温计） 等。 有害垃圾必

须与资源垃圾装入不同的垃圾袋 ，

充电电池尽量送到商铺的回收箱。

回收规则和要求

1. 装垃圾的不是塑料袋， 而是指

定的可燃垃圾袋， 一般在超市出售。

2. 不同类型的垃圾在不同的日期

进行回收， 市民必须按规定在收集日

当天八点半前， 将垃圾送到回收点。

3. 如果需要丢弃电视机、 空调、

洗衣机 、 冰箱等大件垃圾 ， 需要支

付特定的费用 。 通常垃圾越大 ， 费

用越高 。 例如 ， 在东京涩谷 ， 椅子

的处理费是 400 日元 ， 床垫是 1200

日元， 沙发是 2000 日元。

市民可先在超市购买相应面额

的垃圾处理券 ， 贴在要丢弃的大件

垃圾上 ； 也可以打电话给当地的大

件垃圾受理中心， 申请上门服务。

丢弃喷雾罐时

先扎一个孔

先进行清洗要丢弃的

各种瓶子

平放在回收篮

或放入垃圾袋

日本的垃圾分类不仅种类

繁多， 而且细节中处处体现着

人文关怀。

丢弃喷雾罐时
先扎一个孔

破碎的玻璃制

品和锋利物品先用

纸包好 ， 再用红笔

写上 “危险” 字样

发达国家如何进行垃圾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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