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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阅读·垃圾史说

也许我们都曾经把硬纸板，废旧电器和报纸酒瓶等可回收物卖给过“收破烂”的

回收站工人。回收站工人这些有偿回收的行为，一定程度促使居民们早就有了对垃

圾区别对待的意识。但是，当今世界各国的垃圾分类方式其实是很不一样的，浙大

教授就曾提出“垃圾具有国别特性”的观点。

同一个世界，不同的垃圾

“垃圾具有国别特性”

先看看国际上三种典型的垃圾分类模式——

以美国为代表的简单分类模式。美国地大物博，垃圾“减量化”需求并不

是最迫切的，只简单地将垃圾分为两三类。

大多数美国人的家门口都有两类垃圾桶，简单分为可回收与不可回收。

可回收垃圾包括硬纸板，玻璃瓶等等，但是不包括塑料制品。负责清理垃圾的

清洁工，也会在不同的时间段分别清理普通垃圾和可回收物品。或者居民们

也可以去固定的可回收物投放点，投放硬纸板等可回收垃圾。

简单的垃圾分类模式也一度遭到美国大众的诟病。因为一股脑放置在一

起的可回收垃圾常常会增加回收利用成本：例如工人们必须先把一些不可回

收利用的东西，例如花园软管，甚至是坏了的割草机等等分离出来；而放置在

一起的垃圾，常常也会发生例如番茄酱或者油腻的披萨盒弄脏了可直接进行

销售的材料，使得可销售材料变为废品。

以德国、瑞典等国家为代表的有限分类模式，则细致化许多。居民大体上

将垃圾分成 5 至 6 类。有机垃圾会直接通过工业化分选装置进一步精细分

选，再直接回收利用。在德国，垃圾不进行分类处理便丢弃是违法行为，被发

现后，未分类垃圾的人会面临处罚。

而以日本为代表的是无限分类模式，日本由于土地资源稀缺、填埋受限

制，且各类矿产资源短缺，所以他们采取的模式是无限分类与焚烧处理。日本

将垃圾分成100多类，先资源化处理，实在不能再细分的，进行焚烧处理。

看一下，在日本，一个普通的矿泉水瓶是这样回收的：首先拧下盖子，然

后撕开瓶外包装纸，这样一个瓶子就分了三部分——包装纸和瓶子归类为

资源垃圾；盖子如果是金属制品，归为可燃垃圾，如果是塑料制品归为资源

垃圾。

浙大能源工程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严建华教授曾在一篇论文中提到

过“垃圾具有国别特性”的概念。在城市社区生活垃圾中，厨余垃圾占了很大

比例。有关资料显示，北京厨余垃圾的比例为32%、上海为42%，广州甚至高

达 47.86%，而在西方发达国家，其厨余垃圾比例一般都在 20%以内。厨余垃

圾等这类超市垃圾不容易被燃烧到 850℃，也就是可以破坏焚烧垃圾时产生

的致癌物二恶英的温度。

由于国内老百姓对生活垃圾的分类做得并不规范，导致垃圾分组极其复

杂。在垃圾处理上能利用的可燃物少，垃圾焚烧利用率很低。如果采用垃圾

分类，我们能得到“纯度”较高的生活垃圾，这样对于提升垃圾焚烧炉的燃烧热

值效率都十分有帮助。

解决我国的垃圾困境，分类极其重要

未分类的垃圾是废物，分类后便有了许多处理技术来使之变废为宝。这

也是为什么我们认为垃圾分类是解决“垃圾围城”困境极其重要的一步。

对于可降解的有机垃圾，主要的先进处理技术之一是厌氧消化处理，

将废弃物转化为能源资源。这些技术在我国也有应用。据知乎用户“赵

竹致”介绍，厌氧消化是利用微生物在厌氧条件下进行发酵，将有机物转

化为二氧化碳、甲烷、和水等代谢产物。既可以将垃圾减量，还可以产生

能源。

我国早在上世纪70年代，曾在农村大力推广沼气。可是由于技术条件以

及管理不善，这些沼气池后来大多都废弃了。但是在另一边的欧洲国家，尤其

是德国，厌氧消化处理厂则得到了快速发展与使用。在 2003 年时，德国便已

有了3000家厌氧消化厂。

除此以外，先进的垃圾处理办法还包括有热解法和气化法，使得有机物在

高温无氧环境下产生可燃气体等能源；而等离子法还可以裂解或重组有机物、

晶体、非晶体和无机物等等。

但是对于不可回收又不可降解的垃圾，填埋和焚烧是目前较为普遍的处

理方式。

垃圾填埋是我们国家目前最普遍实行的垃圾处理方式。

其实焚烧法是一种更为理想的处理方式。焚烧法对垃圾的减量幅度大，

并且余热发电也能实现资源化。不过正如上所说，我们的城市垃圾可燃物含

量不高。但是这样的“困局”可以靠垃圾分类来缓解——如果采用垃圾分类，

则分离出的可燃物质，可大大提高焚烧利用率，焚烧法的垃圾处理方式更能发

挥用场。

《垃圾之歌》的最后一部分，提出了“垃圾十诫”，最后一条

是“教育下一代——消除迷思”。

二十多年前，《垃圾之歌》的两位作者就认为：“我们目前

所面临的垃圾问题，是由这一代的成年人及在此之前无数世

代的人类所造成的。然而，除非能以教育的力量来消除人类

心中的几种重大错误观念，否则我们的下一代也必然难逃相

同的自我谴责。”

他们警醒无数后来人——如果缺乏持续关注，垃圾问题

最后必然会失去控制；不过，一旦有了合理的政策，就不该再

对垃圾处理这项任务，存有畏难或惧怕的心理。

从这一本书，再回到我们生活的城市。

在杭州，垃圾分类这几年一直被稳步推行，“垃圾分类告

知书”分发到户，统一发放的垃圾袋已登记编号，以便监管。

而且，垃圾分类在各大中小学的宣传非常深入——如果你不

知道一样垃圾的归属，问问家里的小学生，答案百分百正确。

最后一点，恰恰如同威廉·拉什杰所期望的那样。

在耳濡目染中，阅读也承担着“教育”的功能。

在中国，关于“垃圾”的图书，多是工具类，文化类不多。这

两年，在垃圾分类被热议中，不少出版社将目光落在这类图书上。

在上海市民焦虑于垃圾如何分类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社已经推出了“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生活垃圾分类指定

用书”，包括：《宝宝学分类》（幼儿园版）、《上海市生活垃圾分

类知识读本》（小学生版）、《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知识读本》

（中学生版），按照学生的认知层次，涉及了生活垃圾分类的具

体方法、益处，生活垃圾存在的问题和引起的危害，以及湿垃

圾优先分类的意义、发达国家垃圾分类的先进做法、国家和地

方近年来对垃圾分类的相关法律法规等内容。

而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垃圾分类教育读本》，同

样为了以不同年龄段学生的阅读需求为基础，开发学前本、小

学本、初中本，图文并茂并适当结合媒体融合技术，吸引儿童

自主阅读，积极思考、应对，引导孩子从教室、学校、家庭及当

地社区环境中存在的“可解决的问题”做起。 本报记者 孙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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