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申城生活垃圾分类标准历经过多次

变化! 比如"从早期试点的有机#无机二

分法"逐步拓展为 !"#$ 年以来试点的可

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湿垃圾%#

其他垃圾$干垃圾%"然后"是目前实行的

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干垃圾的

四分法!

!%$&年"国务院颁布的生活垃圾分类

实施方案明确&&&可回收物# 有害垃圾#

易腐垃圾"以及居民'干#湿(垃圾的分类

类别! 其中"易腐垃圾包括单位食堂#宾馆

饭店# 农贸市场等场所产生的餐厨垃圾#

果蔬菜皮#碎骨碎肉等单位'湿垃圾(!

可见"申城现行'四分类(与国家的要

求一致! 同时"目前的'四分类(分类标准

已实施数年"约定俗成"市民认知度和配

合度逐渐提高" 此时不宜轻易再做调整!

!%$&年"市人大城建环保委#市绿化市容

局问卷调查显示" 在接近 $'%%% 份问卷

中"赞同'四分类(并主张干湿分类的意见

占 (&)*+)今年"市人大城建环保委问卷

调查再次验证这个结论"在 $(%%%余份问

卷中"&')(+的被访者对于'四分类(表示

认可!

于是"条例草案第 $, 条将'四分类(

予以延续和固化"并具体分类列举了日常

生活中常见的垃圾品种（见左图）!
生活垃圾的具体分类目录" 由市绿化

市容部门会同市商务# 环保等部门制定"并

向社会公布! 不过"具体分类目录也并非一

成不变"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生活垃圾特

性"都会是具体分类目录的调整缘由!

姚丽萍

2001年以来，申城生活垃圾年均增长量超过
3%，目前生活垃圾年度处置量接近750万吨。

生活垃圾分类，终极目标是什么？减量化、
无害化、资源化。人工智能，存在发展的终极目
标，又是什么？赋能，不但赋予人类社会新技术，
成为人类的左膀右臂；也赋予人类新思维新理
念，从而改善民生，提升福祉，带动人类文明进

入新境界。
当人工智能走近垃圾分类，已经并即将带

来怎样的变化？今天上午，《上海市生活垃圾管
理条例（草案）》提交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 6
次会议分组审议。立法调研表明，多年来的垃圾
分类面临的诸多难题，因为人工智能的介入，让
那些曾经的“不可能”变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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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请出“ 清道夫”

首席记者 姚丽萍

!垃圾收费 ! 不再!技术不能"

指对人
体健康或者
自然环境造
成直接或者
潜在危害的
零星废弃物，
主要包括电
池、废灯管、
废药品、废油
漆及其容器，
但单位集中
产生的除外。

指易腐
的生物质废
弃物，主要
包括剩菜剩
饭、瓜皮果
核、花卉绿
植、肉类碎
骨、过期食
品、餐厨垃
圾等。

适宜回
收和可循环
利 用 的 废
弃物，主要
包 括 废 玻
璃、废金属、
废塑料、废
纸张、废织
物等。

指除可
回收物、有
害垃圾、湿
垃圾以外的
其他生活废
弃物。比如
污损后不宜
回收利用的
包装物、餐
巾纸、厕纸、
尿不湿、竹
木和陶瓷碎
片等。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将明确分类标准

! ! ! !谁污染，谁付费———这是环保通行规
则，但到了生活垃圾处置收费环节，这个
通行规则失灵了。近 "#年前，申城生活垃
圾处置，即已提出生活垃圾处置收费设
想，一番争论之后，无疾而终。其间，最大
的障碍并非观念，并非该不该收费，而在
于如何收？人们普遍的困惑是：难不成每
天每户人家倒垃圾的时候，专人负责称
量？还是按照每户人家每月水电煤气费的
消耗标准，以近似比例估摸出垃圾产出
量，“大约摸”收费？无论如何，这些办法都
因为“技术不能”无法精准精确，无法公平
公正。

今年上半年，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
创新和完善促进绿色发展价格机制的意

见》，明确了我国在垃圾处置、节能环保等
领域的价格改革方向；两个时间节点
是———"#"#年，基本形成有利于绿色发展
的价格机制和价格政策体系；"#"$年，建
立起比较完善的绿色发展价格机制。

其中，尤为引人关注的是，健全固体
废物处理收费机制。"#"#年底前，全国城
市及建制镇全面建立生活垃圾处理收费
制度；完善危险废物处置收费机制，全面
建立覆盖成本并合理盈利的固体废物处
理收费机制，完善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和减
量化激励机制，加快建立有利于促进垃圾
分类和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的激
励约束机制。

一种普遍的评价是，这些措施，既是

对现有绿色价格政策的补充完善，更是对
相关领域价格机制的改革创新；这样的完
善和创新，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也
是社会治理的观念变革。

那么，为何在这个时间节点明确生活
垃圾处置收费制度？是环保的需要，更因
为技术进步让公平合理的垃圾收费制度
成为可能———因为人工智能，曾经的难题
不再是难题。

在申城，一些小区试点生活垃圾分类
的智能化处置，设置统一的智能回收箱，
居民的门卡或身份证号码绑定回收系统，
每天定时定点刷卡开启回收箱，分类投放
垃圾；同时，这个不断升级的智能回收系
统还将具备自动感应式的称重能力，每户
每月投放了多少垃圾，一目了然。由此，因
为人工智能，生活垃圾处置的收费问题，
不再“技术不能”。

! ! ! !人工智能，不只作用于垃圾收费，也
作用于变废为宝的生活垃圾再利用。

玻璃瓶、牙膏皮、塑料袋……收集起
来废品回收，换取零钱，是不少 %# 后、&#
后的童年记忆。但，这种与生活垃圾资源
化密切相关的记忆，却已在很长时间里远
离了人们的生活。幸好，人工智能来了，用
新的方式激活回收记忆，完善回收方案。

申城立法调研表明，山东青岛的再生

资源智能回收模式值得借鉴。青岛市确定
若干家资源回收企业，政府给予一定补
贴，由其在城市管理部门认可的住宅小区
公共部位设置智能回收箱，回收塑料、衣
物、纸张等可再生资源；有意思的是，智能
回收的单价高于市场均价，用价格杠杆撬
动居民参与回收的积极性。

价格杠杆撬动生活垃圾资源化处置，
还没完，居民积极参与智能回收的另一个

好处是———直接拉动了消费。每次，居民
凭“智慧分类卡”交投，设备自动称重，屏
幕上显示结算金额，计入居民卡内，卡内
金额可在指定超市、商家消费。这一模式，
不但发动居民参与垃圾回收，也拉动了消
费，颇受欢迎，厦门、杭州、深圳、大连等地
也都在推进智能回收。

可以预见，人工智能也将在申城的生
活垃圾智能回收中大显身手，提升资源回
收效率，建立全新的交投习惯，以覆盖更
广、更便捷的现代回收体系，实现生活方
式的新变革。

!智能回收 ! 革新交投习惯

! !邻避效应" ! 说再见不远了

! ! ! !人工智能，不止带来生活垃圾的减量
化、资源化、无害化，更将为人们带来新的
眼界新的格局。

近年来，伴随社会经济发展、城市规
模扩张和人口不断增长，生活垃圾产生量
与日俱增，给资源环境带来巨大压力，垃
圾处理问题成为大城市面临的重大环境
问题之一。而生活垃圾的收集、运输、处置
和资源化利用，都需要处理设施，这也是
垃圾处理的重要硬件保障。

今年上半年，市统计局一项专题电话
调查显示，在 "###多名受访市民中，认为
“分类处理设施不健全”是生活垃圾分类
处理主要障碍的比例最高，约占 '"(，可

见，加快推进处理设施建设，十分紧迫。
但一种尴尬是，小到垃圾箱，大到垃

圾焚烧厂，这些设施虽然都是城市生活
垃圾处置所必需，人人都需要，但它们却
很可能无处落地，因为“邻避效应”。为何
会有“邻避”？一方面，曾经的“技术不能”、
管理粗放，让垃圾处置地无异于“污染地”
的代名词，人人避之唯恐不及。但若可以
让垃圾焚烧厂变成公园、变成婚礼举办
地，智能化的垃圾焚烧为人们带来的，不
仅是垃圾的无害化，更是源源不断的电力
资源；这时候，人工智能让人们发现，技术
进步可以让精细化的城市管理、社会治理
成为可能，人工智能为社会生活、社会治

理开阔了眼界，“邻避效应”便也因此失去
市场。

事实上，在日本、在中国台湾，垃圾焚
烧厂变身“美好所在”的案例，早已不是新
闻，技术的进步，必然带来环保理念的变
化，因为人工智能，“邻避效应”跟人们说
再见的时候不远了。

人工智能，是技术进步，更是对旧观
念、旧思维、旧格局的破除，代之以新观
念、新思维、新格局。今天，普及推行垃圾
分类制度，是国家既定方略，关系到 )'亿
多人的生活环境改善。人们关注，上海能
否在这场“垃圾变革”中向国际水平看齐，
率先建立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制度，为全国
做出表率？上海是否有决心有底气，一步
步实现这场生活方式变革的终极目标？可
以看见的是———*+（人工智能），来了。

相 关 链 接
!四分类"#为何这么分$

新民图表 制图 邵晓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