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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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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7 月 31 日，韩国各大媒体不约而同地报道了同一

条新闻：首尔电视台正在热播的电视连续剧 《绅士品格》

被评为“使用一次性用品场面最多的电视剧”。这是由首

尔环保团体在对连续剧进行跟踪评价后授予的。此报道一

出，立刻引起网友热议。有人说，《绅士品格》 是在鼓励

制造垃圾；有人评，《绅士品格》 在环保方面着实缺乏

“绅士风度”。媒体的批评和网友的谴责给电视台和剧组造

成了巨大压力。

此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韩国国民较为普遍的环保意

识。国土狭小、人口密集、资源贫乏、工业发达是韩国的

基本国情，而韩国人对于一次性用品的排斥情绪从根本上

正是来源于此。一次性用品不仅浪费资源，更会增加环境

负担，韩国人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出他们对此有着深刻认

识。且不说韩国人在家里、饭馆普遍使用的铁筷子以及用

淀粉制成的牙签，就是叫韩餐或中餐外卖，餐馆使用的也

不是一次性饭盒而是正规餐具。所以在韩国，饭馆送外卖

的人特别辛苦，他们不仅要负责把饭菜按时送到，还要负

责把餐具及时收回。

韩国国民的环保意识还体现在他们对政府限制一次性用

品政策的支持态度上。2002 年，韩国政府曾针对一次性用

品的限制措施作过民意调查。结果显示，93.5%的市民表示

支持政府对一次性用品的限制政策，86.3%的人表示将忍受

限制措施带来的不便，而另有 90.5%的人表示将参与减少使

用一次性纸杯的活动。正是基于这种民意基础，韩国政府自

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颁布实施 《资源节约与循环利用

法》，限制一次性用品的使用并逐步扩大限制范围。

2002 年韩国对 《资源节约与循环利用法》 进行修订，

明确了一次性用品的定义范围，并制定了更严厉的限制措

施。法律规定，旅馆 （7 个房间以上的） 和洗浴场所不得

免费提供洗发水、牙刷牙膏和刮胡刀等一次性用品，经营

者须提醒顾客，如有需要可向前台购买，经营者在开具住

宿发票时必须将一次性用品消费额单独列出。对于违反此

项规定者每次处以 5 万韩元以上、300 万韩元以下罚款。法

律还鼓励市民对旅馆澡堂等经营场所进行监督，对据实举

报者每次由当地政府给予 2 万到 15 万韩元不等的奖励。该

规定出台后，有一段时间，举报者大行其道，旅馆从业者

风声鹤唳。虽然也曾有些旅馆老板因恶意歪曲举报而遭受

不白之冤，但这项措施的最终结果是使一次性用品基本从

旅馆房间消失，而旅馆业产生的一次性用品垃圾也因此迅

速减少。越来越多的韩国民众习惯于出门旅游或去温泉洗

浴时自带洗漱用品了。

在相关措施实施近十年之后，韩国政府于 2008 年开始

修改针对一次性用品的法律规定，逐步放松了对某些行业和

某些特定用品的限制。修改后的法律规定，对于洗发水、牙

刷牙膏和刮胡刀等一次性用品，洗浴业仍必须遵守原来条

款，不得免费向顾客提供，而旅馆业则可视自身能力以及市

场情况由经营者自主决定是否免费提供这些一次性用品。与

此同时也放宽了对餐饮业使用一次性纸杯以及商店免费提供

纸制包装袋的限制。虽然有环保团体对政府此举提出反对意

见，但韩政府解释说，韩国国民的自觉环保意识已有很大提

高，放宽有关限制只会提高服务质量，为消费者带来更多方

便，并不会导致一次性用品的消耗量大幅增加。

当然，放宽限制并不意味着放任不管，韩国政府更注

重引导行业加强自律。对于旅馆业，政府加强与行业协会的

合作，通过协会与旅馆签订自律合同，尽量减少一次性用品

的发放和使用。根据记者的体会，在政府放宽相关限制后，

韩国那些大型中高档酒店依然坚持对一次性用品进行收费，

只有一些小型的低档旅馆才又开始免费向顾客提供。

看韩国如何逐步

取消一次性用品
顾金俊

“希望做今后最好的手机”
——访华为消费者业务集团 CEO 余承东

编者按 出门在外，使用酒店、餐馆免

费供应的一次性用品已是国内消费者的习

惯。而在国外，随着相关法规的完善和环

保理念的深入人心，使得一次性用品已经

不再吃香。

一次性用品在海外一次性用品在海外

席卷而来
悄悄离去

每当有国内朋友到比利时出差或旅
游，记者总免不了要提醒他们带上牙膏、
牙刷和拖鞋等私人日常用品，因为荷兰、
比利时和卢森堡（简称荷比卢）的酒店不
提供这些一次性用品。荷比卢的酒店不
提供部分一次性用品不是因为小气，而是
出于环保考虑。

记者在荷比卢出差住宿，发现的酒店
在免费提供一次性用品方面不搞“一刀
切”，而是根据环境保护和方便顾客的原
则有选择地提供一次性用品。荷比卢的
酒店一般都会免费提供一次性洗发水、沐
浴液和护肤霜，但出于环保意识往往不会
提供牙刷、牙膏、拖鞋和梳子等一次性用
品。有些酒店对一次性用品服务进行改
革，如给顾客使用大瓶装的洗发液和沐浴
液，客人可以各取所需，在这些物品用完

后再添加，从而有效地减少了浪费。有些
酒店在客房醒目处放置提醒卡建议同一
个客人可以减少床单、被套、毛巾等洗涤
次数。当然，在有些高档酒店，顾客如忘
带牙刷、牙膏、拖鞋、剃须刀等日用品，可
以打电话或向前台索要这些用品，酒店一
般都会提供，少数酒店甚至会要顾客购买
这些用品。随着人们的环保意识不断增
强，欧洲人如今外出旅行住酒店，大都已
经习惯自己带私人用品。

欧洲酒店有选择地提供一次性用品就
是绿色酒店理念具体化的结果之一。绿色

酒店理念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欧洲酒店
行业，很快成为国际酒店行业的潮流。按
照绿色酒店的经营理念，酒店向顾客提供
的产品与服务既要有益于顾客身体健康，
又要符合充分利用资源和符合保护生态环
境的要求。绿色酒店在实际经营过程中注
重节能环保，减少废品和污染物的生成与排
放，降低酒店经营对环境造成的破坏影响。

总的看来，荷比卢的酒店不像国内高
级酒店那样空间宽敞和设施奢华。难怪不
少国内来的朋友都认为欧洲有些四星级的
酒店在国内最多只能算三星级。尽管如

此，在欧洲，无论是经济型酒店还是豪华型
酒店，如今都越来越关注节能环保并以此
作为吸引住客的卖点。

欧洲有些酒店因在环保领域所做出的
努力而获得欧盟颁布的“欧洲生态标签”。
这些获得“欧洲生态标签”酒店的建筑采用
了多角度自然采光和通风的设计，减少灯
光及空调的使用。此外，酒店还有多项节
能、低碳、环保的措施，例如中央空调余热
回收、采用空气显热、全热交换器、减少废
气的排放、客房备品提倡环保和使用无磷
洗衣粉等。

荷比卢：绿色理念深入人心
本报驻布鲁塞尔记者 严恒元

欧洲酒店很久以前就不再提供一次
性用品，包括牙刷、牙膏、塑料浴帽、梳子
等，但是卫生纸、香皂、沐浴露等卫浴必
需品仍有提供。欧洲酒店的这种做法，一
方面是出于环保的考虑，另一方面也可
以有效节约成本。

在欧洲，节能环保的理念已经深入
人心。一次性用品的发明，曾极大方便了
欧洲人的生活，一次性用品的消费也曾
达到顶峰。但随着环保运动在欧洲的兴
起，特别是欧洲国家以绿党为代表的，以
环保为主要政治路线的政治力量逐渐成
为社会中的重要声音，百姓的环保意识
也开始不断增强。

维也纳、萨尔茨堡都是欧洲著名的

旅游城市，每年要接待大量游客。但在
这些城市的酒店里几乎看不到牙刷、牙
膏、梳子、塑料浴帽等一次性用品，所有
客人都要自备上述用品。很多游客认
为，这些日常用品所占空间小，方便携
带，并不会给旅行带来什么不便，如果
所有人都自觉使用自带的日用品，拒绝
使用一次性用品，则会为环境保护作出
很大贡献。

也有一些游客告诉记者，其实牙刷、
牙膏等对注重生活品质的欧洲人来讲是
很私人的东西。很多人都会根据自己的
情况选择不同的牙刷和牙膏，一些人还
会根据牙医的建议坚持使用特定的牙齿
护理用品。因此，酒店提供的一次性牙刷

和牙膏，并不能很好满足欧洲人的日常
需求，甚至会给他们带来牙齿健康上的
问题，这也是一次性牙膏和牙刷不受欢
迎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实，欧洲的酒店行业并未因为不
提供一次性用品而受到批评和冷落。相
反，欧洲很多高档酒店都在其他方面提
高了服务标准。例如，一些酒店为经常出
差的商务女性客户提供专门储存护肤品
的冰箱。类似的高档服务才是欧洲酒店
吸引顾客的特色。正如一位酒店从业者
向记者说的那样，“我们吸引顾客的，不
是那些让人觉得粗制滥造的一次性用
品，而是无微不至的服务和宾至如归的
感觉。”

奥地利：以高品质服务取胜
本报驻维也纳记者 谢 飞

在北欧航空飞往哥本哈根的航班上，空乘
人员会提供装饮料的一次性塑料杯，当乘客因
更换饮料而提出更换杯子的要求时，通常会遇
到礼貌的劝阻：“这个杯子还能继续使用。”而
在丹麦的旅店中，几乎看不见一次性用品。

丹麦作为一个资源贫瘠、地域狭小的国
家，却跻身世界最富有国家之列，节俭的民族
习性起了很大作用。综合看来，丹麦人节俭习
性的形成源自政府政策、人口结构和本地风
俗。

丹麦是北欧模式国家，重税体系是协助
丹麦缩小贫富差距的主要工具。在这种体
系下，与丹麦稳居欧盟第一的物价水平相
比，无论是公司高管还是超市营业员，纳税
后的可支配收入都不能算多。因此，节约每
一个铜板从安徒生时代开始就是丹麦人家
教的重要内容。与此同时，政府通过税收等
手段强化各方节约。丹麦政府为了鼓励人
们节约，制定了税率很高的消费税，最高可
达到 25%左右。

促成丹麦人日益重视节俭美德的另一个
重要因素是，老龄化让丹麦劳动人口比例下
降，丹麦人的福利匮乏危机感提高了人们的
节俭意识。根据最新统计，2013 年丹麦 98
个自治市中只有 3 个城市的劳动人口比例超
过 50%，这意味着为社会税收作出贡献的人
口比例在下降，未来丹麦国家能提供的福利
空间在减少，丹麦人很可能需要自己花钱为
各种福利买单，因此，整个社会都在为此未雨
绸缪，养成节俭生活习惯的意识已经成为社
会共识。

对自然的热爱也是促成丹麦节俭文化的
重要背景因素。丹麦人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
上千年，热爱自然的天性已经融入丹麦人血
脉中。在丹麦，木制家具很少刷油漆，一般
使用自然的上蜡工艺，因此少了光鲜亮丽，
多了回归自然的亲近感。热爱自然，尊重自
然的本性，让丹麦人备加崇尚节俭生活方式。

丹麦：
节俭风尚

由来已久
本报驻哥本哈根记者 关晋勇

布达佩斯是世界著名的旅游城市，
拥有822家不同星级的酒店。酒店客房基
本不配备一次性生活用品，客人入住酒
店均自带洗漱用品、睡衣和拖鞋等。匈牙
利人还认为，在各种场合不设一次性用
品，折射出一个国家的形象和国民素质。
在匈牙利，酒店的洗浴液绝大多数是固
定在洗澡间墙上的，而不是一次性袋装

或瓶装的。
在匈牙利的餐馆和酒店，无论是自

助餐还是免费餐饮，客人剩的饭菜过多
都是要罚款的。中餐馆和中餐快餐店为
就餐者提供的筷子也不是一次性的，就
连套筷子的纸套也可反复使用。匈牙利
崇尚简易包装。在商店和超市里，购买食
品、熟食和生肉、鱼虾等大多是不给塑料

袋的，商家是用纸包好，购买者用自带的
（塑料袋、布袋、篮子等）将所购物品装入
其内，如需塑料袋，则要在收款台另付费
领取。

当地居民区和大多数超市旁边均
设有自动回收机，人们可将塑料类、
玻璃类、金属易拉罐类、纸类废品和
废电池等按照分类进行投放，输入相
关数据后，出来的是投入物品所换回
的硬币。这种做法既环保同时还得到
了收入，也免除了人们去废品收购站
的麻烦。

在匈牙利的公共场所，到处可见以
图示和颜色标示的分类垃圾桶。记者所
居住的小区，垃圾的分类非常清楚，厨
房垃圾、报纸、碎纸（碎纸机粉碎的纸），
塑料制品、电池、金属品、衣物、旧电器
等，可放入贴有相应标签的固定装置
里。环保部门每年年底到小区收旧物
品，平时打电话可上门免费收旧物。为
杜绝乱扔烟头现象，布达佩斯所有的公
共场所外边和道路旁（间隔 10 米）以至
偏远郊区的小街和小道上都设有专门
放烟头的装置，以免随地乱扔。

匈牙利：节约环保利国利民
本报驻布达佩斯记者 刘 键

高 妍画

东南亚更关注成本因素
本报新加坡电 记者陶杰报道：新加坡的酒店与中国不

同，没有明确挂牌公开区分几星级酒店或者是经济型酒店，一
般来说都是根据酒店规模、硬件设施、服务质量以及行业中的
名气来定位。但是在提供一次性用品的问题上，所有酒店考虑
的角度几乎都是一样的，就是以成本为依据。这里既没有政府
部门的干预，也没有哪一个行业协会的规定，每个酒店都是依
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提供一次性用品。在东南亚差不多
都是相同的情况。

一般来说，提供一次性用品的酒店主要是出于吸引住客
或者是提供更好服务的角度来考虑，而这样的酒店大多是五
星级以上的酒店，因为该类型酒店收费较高，一次性用品的
成本基本上都覆盖了。而档次较低的酒店更多地是出于成本
考虑，一般不提供一次性用品，或者只提供几种相对便宜而客
人又会使用的，如牙膏牙刷、洗浴液等，至于梳子、刮胡刀、
拖鞋等，如果住店客人有需求，向酒店提出要求，酒店会视情
提供。

接受记者采访的几位酒店经理反复强调，在考虑是否
提供一次性用品的问题上，酒店只考虑成本，与服务质量
无关，与环保也无关。他们认为那种单纯拿环保说事儿，
拒绝提供一次性用品的酒店完全是误导公众。有一个酒店
经理还给记者简单算了一笔账，他以拖鞋为例，按照一双
拖鞋 1 新元 （约合 5 元人民币） 的成本计算，酒店 100 个房
间每天就需要提供 100 双拖鞋，成本为 100 新元，一年就是
3.65 万新元 （约合 18.25 万元人民币），以此类推，确实是
一个不小的数字。

一次性消费曾被看成时髦，潇洒，富
有。时至今日，由于一次性消费不但对资源
造成极大浪费，且对环境形成日益严重破
坏。在美国，这一习惯日益被世人当作陋习
而厌弃。

美国是一次性产品生产和消费的头
号大国，其历史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上半
叶。1827 年，纽约州特洛伊城一个名叫汉
娜·蒙塔古的女子，发明了世界上第一个
假领，她的丈夫奥兰多受到启发，在曼哈
顿的哈德逊河畔创办了一家生产用后即
弃的纸质领子和袖口的工厂。很快这类工
厂相继开办，到 1872 年，美国的纸质衬衫
领子和袖口的产量已经达到 1.5 亿个，标
志着美国一次性消费时代的开始，并且逐
渐形成了一次性消费文化。时至今日，一

次性产品已经席卷世界，这些产品在满足
了消费者对方便、快捷、洁净等现代生活
需求的同时，也很快形成了规模巨大的产
业群和产业链。全球一次性医械市场在
2011 年就超过了 1000 亿美元，其中美国
占据大约 40%的份额。城市化进程和生活
节奏的加快，使美国人外出用餐消费扩
大，推动了一次性餐饮用品市场的日益增
长，美国保持着全球最大一次性餐饮用品
市场，市场规模约为 190 亿美元。数据显
示，到 2015 年，一次性餐饮用品的全球市
场可望达到533亿美元。

但是享受消费主义的狂欢也带来了
很多后遗症，一次性用品泛滥成灾，在生
产和消费过程中所产生的环境污染日益
严重。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生态经济、绿

色消费等可持续发展理念，开始进入美国
政策制定者和民众的视野。美国政府机构
和立法部门的经济发展观发生转变，相关
法律法规和行政措施相继出台，从生产许
可、污染物排放、产品标准、税收等生产经
营环节对一次性消费进行规范，对以不可
再生资源为原料的一次性产品的生产与
消费，如宾馆的一次性用品、餐馆的一次
性餐具和豪华包装等进行限制。

一些美国企业的生产观和经营观也
发生转变，将循环使用资源、创造良性社会
财富，作为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和企业社会
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多的美国民
众的消费观念也发生较大变化，接受环保
主义理念，克制过度消费的冲动。目前在美
国旅行，很多酒店已经不再提供牙刷、牙

膏、梳子、拖鞋等一次性用品。在好市多、宜
家等大型超市和商场购物，商家已经不再
免费提供一次性购物袋。

不过，虽然美国政府和立法机构、企
业和民众从各个层面反思消费主义所带
来的环境恶果，但是由于利益集团的抵
制、法律上的漏洞以及一些民众享受消
费主义的积习难改，根治带来资源浪费、
环境危害和健康风险的一次性产品泛滥
问题并非易事。在美国，很多酒店仍然提
供一次性洗发液、香皂、纸杯，大量商场
仍然免费提供塑料购物袋，许多餐馆仍
然使用塑料泡沫饭盒打包饭菜。市场分
析人士认为，消除一次性用品的环境危
害，需要政府、立法机构、企业和消费者
的共识和共同努力，这将是一个渐进的
过程。

可以想象，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不断
普及和强化，摒弃一次性消费的陋习，将成
为节约资源和环保意识提高的新标志，且
可与环保意识一道，形成一种崭新的环保
修养内涵。

美国：一次性消费日益被看成陋习
本报驻纽约记者 张 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