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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申城垃圾分类推行十余年，但效果并不
理想。其中没有刚性的法律法规约束是症结
之一。前不久，本市召开《上海市促进生活垃
圾分类减量办法（草案）》立法听证会，垃圾分
类这件民生大事终于有望纳入法制化管理。

上海是全国首批垃圾分类试点城市之
一，但相比同期开始推广垃圾分类的台北，差
距很大。一些市民“吐槽”：“就算我们分好了，
环卫系统还是混装混运混处，末端处置跟不
上，不是白分吗？”有人抱怨：“垃圾分类标准
一直在变，一会分有机无机，一会分干湿，一
会又“!"#”，我们搞也搞不清。”市民整体素质
有待提升，也成为矛头所指。

积极参与人群主要是谁？
长宁区芙蓉江路 $%&号的芙蓉小区是本

市第一批试点垃圾分类的小区。记者在垃圾
厢房边蹲点 $个小时，有 &$位老人将湿垃圾
除袋投入咖啡色“湿垃圾”箱，把塑料垃圾袋
投入黑色“干垃圾”箱。

'& 岁的保洁工吴阿姨负责在垃圾厢房
二次分拣。她说，现在小区里大概有三成居民
能做到正确的垃圾分类，其中绝大多数是老
人。中青年人不是嫌烦嫌脏，就是根本搞不清
怎么分类。每隔 $小时她就要到小区里的 !

个垃圾厢房巡一圈，将干湿垃圾分开，间隔时
间稍长就不行。每天，分离出的湿垃圾"厨余

垃圾#大概有 !个垃圾箱。
市容部门调查发现，旧小区的垃圾分类

做得较好，并不是原先人们以为的高档小区。
因为高档小区内有许多保姆负责扔垃圾，不
清楚垃圾分类的相关知识。

截至目前，全市已在近万个场点开展了
生活垃圾分类，覆盖到 (%&个机关、$!((个企
事业单位、))$所学校、'&$个菜场、$%*座公
园、+),-**万户居民。

市绿化市容部门也推出了一些激励手
段，希望逐步培养市民的好习惯。他们与团市
委联手组织发起了“换出更绿色的上海”———
垃圾分类新理念推广行动，以绿色账户为载
体，联合社会组织、志愿者队伍，在居住区开
展日常生活废弃物"有害垃圾$饮料纸包装$

玻璃瓶%及家用电子废弃物定期交投、积分换
礼的活动。上海绿色账户注册用户通过参与
垃圾分类、垃圾减量等绿色账户回收兑换活
动，获得绿色账户积分，可在绿色账户网上换
取各种日用品，还能换公园门票，以绿色行动
赢得绿色享受。

垃圾末端处置去向何处？
近万个场所产生的垃圾按要求分类后，

如何装车、运输、处置？
本市对生活垃圾分类收运、分类处置有

严格的工作要求，要求各区县环卫部门配置
与源头分类需求相适应的分类收运能力，落
实分类收运。分类后垃圾的混装混运，是对环
卫考核一票否决的项目。本市的生活垃圾分
流分类处置体系正逐步完善，分类后垃圾有
了较为明确的处置流向。

! 废旧衣物 本市废旧衣物回收工作主
要依托市场化运作模式，由社会回收企业自
行承担收运处置工作，企业在部分小区设立
废旧衣物回收容器，并负责上门收运。截至今
年 +.月底，本市共回收废旧衣物 &..余吨。

! 废玻璃 本市在垃圾分类居民小区设
专项玻璃投放容器，目前收集工作主要由居
民自行投入或小区保洁员二次分拣时分出，
区环卫企业负责将废玻璃统一运至区中转站
或集中堆放点，达到一定量后，统一交售给玻
璃回收企业处置。

! 有害垃圾 主要包含废荧光灯管、废
镍镉电池、废药品等。收集工作主要由居民自
行投放至小区有害垃圾收集容器，或由小区
保洁员二次分拣时分出。目前全市共设 (.个
有害垃圾集中收集点，由区环卫企业负责将
居住区有害垃圾统一运至集中收集点，再由

有害垃圾专项收运企业分别交售给上海固体
废弃物处置中心和上海电子废弃物交投中心
等地专项处置。截至今年 +.月底，本市共收
运有害垃圾 !,.余吨。

! 湿垃圾 目前，全市湿垃圾"集贸菜场

垃圾分流和居民区厨余垃圾小分类% 处置能
力超过 +&..吨/日。为提升各区县分类收集、
分类运输、分类处理能力，本市发布《关于湿
垃圾专用收运车辆购置补贴的实施方案》。为
解决湿垃圾处理后资源化利用出路问题，整
合环卫、绿化、林业等领域专家，开展湿垃圾
处理后加工产物用于绿化林业土壤改良的中
试研究；集中开展生化处理机就地处理的技
术测试；组织编制市湿垃圾处理专项规划。

分类标准为何一变再变？
“善变”的垃圾分类遭市民诟病，相关标

准是如何制定的？
上海市从上世纪末开始探索城市生活垃

圾分类。当时，生活垃圾末端处置方式以填埋
为主，所以上海最初尝试单独收集电池等有
害垃圾。随着末端处置方式逐步向填埋、焚
烧、综合处理等多样化发展，垃圾分类的方式
也发生了变化：生活垃圾焚烧前需对废玻璃
单独分类，因为玻璃进入焚烧炉容易粘结炉
排，引发机械故障，影响焚烧效果；而综合处

理方式主要以堆肥技术处理垃圾中的有机成
分。因此，!...年以后，上海采取了“一市两
制”的分类法———在焚烧厂服务地区实行“废
玻璃、有害垃圾、可燃垃圾”分类方式；在其他
区域实行“可堆肥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
圾”分类方式。

本世纪初，上海生活垃圾末端处置方式
基本确定以焚烧为主，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
提高，生活垃圾中可回收物的增加，在征求社
会意见的基础上，从 !..0年开始，上海在居
住区实行“有害垃圾、玻璃、可回收物、其他垃
圾”分类方式。!.+.年世博会后，借鉴台北案
例，结合上海实际，本市从 !.++年开始在居
住区推进以“干湿分类”为基础的“!1#”模式。

由历次分类方式的调整可以看出，“末端
处置决定前端分类”的理念贯穿其中。垃圾分
类方式的改变，其实是由垃圾末端处置和资
源化利用的途径和能力决定的。随着末端处
置技术的不断提高，分类标准也会相应调整，
将出现更多的专项分类品种，是大势所趋。

台北垃圾分类有何经验？
上海推行了 +0年垃圾分类，但为什么成

效依然不显著，与台北差距较大？业内人士认
为，上海在地域范围、人口数量、经济发展水
平和人口素质等客观条件方面都与台北存在

较大差异，因此制度设计、执行效果、执法成
本等都有较大区别。
首先，垃圾的定性与管理不同。台北市垃

圾管理工作由政府主导，对垃圾的定义包括
“一般垃圾”和“资源垃圾”。台北垃圾减量的
成效，主要集中在对“资源类垃圾”的回收再
利用，并通过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政策逐渐推
进。而上海市生活废弃物传统上分为“废品”
和“垃圾”两大体系。其中生活垃圾的管理主
要由政府部门承担，运输处置由政府主导，以
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委托有资质的企业承
担。而“废品”未纳入“生活垃圾”范畴，回收利
用由市场主导。
其次，机制设计不同。本市垃圾分类的机

制设计不够完善，导致市民观念仍停留在“你
要分类”，而不是“我要分类”。解决这个问题
需要经济杠杆来推动。台北对分出的玻璃、有
害垃圾、报纸等不收费，分不出的则需收费，
最终市民越分越细，从而使整个机制得以良
性循环。而上海市短期内征收居民生活垃圾
处置费的条件尚不成熟，正在积极探索以正
向激励为主的推进机制。所以，简单评价两个
城市“孰优孰劣”是不科学的，还需认真分析
台北垃圾分类减量成功的原因，借鉴其经验，
结合本市实际，科学地、实事求是地提出具有
上海特点的垃圾分类减量的目标和路径。

10多年前上海与台北同期开展垃圾分类，如今却差距很大———

阿拉生活垃圾为啥分不清爽？

! ! ! !上午，家住静安区万航公寓的何女士拎
着垃圾袋，走到咖啡色“厨余果皮”垃圾桶
前，打开塑料袋，将粽子皮倒入桶内。她不用
担心弄脏手，因为就在垃圾桶不远处，一个
新建的水斗解决了居民的后顾之忧。
今天，记者从静安区绿化市容局获悉，

作为上海面积最小的区，静安区今年将在全
市范围内率先实现垃圾分类居民区全覆盖。

湿垃圾不!沾手"

上海每天生活垃圾清运量高达!万吨左
右，每+'天的生活垃圾就可以堆出一幢金茂
大厦，其中近六成是厨余果皮等湿垃圾。静
安区绿化市容局局长刘毅介绍，如何克服居
民担心弄脏手的小事，是解决垃圾分类这个
大问题的重要环节。

在静安区曹家渡街道，以万航公寓为试
点，尝试政府购买服务，引进社会组织上海爱
芬环保科技咨询服务中心，推动居民除袋投
放湿垃圾。“我们做过调研，发现居民普遍担
心除袋投放湿垃圾会弄脏手，就与物业等部
门协商，在垃圾房旁添加水龙头、洗手池等设
施设备，气温低于+.!时还供应热水，方便居
民洗手，鼓励居民在倒垃圾时主动去除塑料
袋，将垃圾袋投放至其他垃圾桶内，垃圾分类
率大幅提高。”该环保项目专员介绍。

绿色账户换礼品

玻璃瓶罐、废电池、利乐包装，这些经居
民分类的回收物可以换回小盆栽、鼠标垫、
水杯、食用油等礼品。
从今年*月开始，静安区在,个街道分别

选取+个小区为绿色账户宣传示范点，奖励
居民干湿垃圾分类的行为。每月结合“绿色
星期六资源回收日”专项收集活动，定期在,

个试点小区同时开展积分兑换礼品，很受居
民欢迎，吸引越来越多居民主动加入垃圾分
类的行列。通过近&个月试点，,个试点小区
的日均湿垃圾产生量从最初的(-,桶，增加
到+.桶左右。

静安区将垃圾分类减量工作列入了
!.+!年区政府重点工作和!.+&年区政府实
事项目。今年已完成了,.个机关企事业单
位、&*所学校、'个菜场、!座公园、!()个居民
区的垃圾分类工作，基本实现居民区全覆
盖。明年还将在(.个小区推广“绿色账户”，
让垃圾分类不仅“入门”，而且“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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