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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城市“代谢系统”更健康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杨学聪

要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
化处理，普遍推行垃圾分类是前提条
件。而垃圾产生源头的分类投放，更与
每一个人密切相关。垃圾分类是越细越
好吗？当然不是！北京环卫集团总经理
张农科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垃圾的收
集治理，是城市重要的“代谢系统”。解
决垃圾分类难题，关键是探索再造符合
国情的垃圾分类模式。

“代谢系统”不堪重负

“我们小区有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
其他垃圾 3 个分类垃圾桶。可实际上，3
个桶里的垃圾差别并不大，都是混在一起
的。”北京市民刘女士说。张农科说，这不
仅因为居民的分类素养还不够，更因为分
类过的垃圾最终又被混装在一起运走，挫
伤了居民的垃圾分类积极性。

垃圾分类为何会面临这样的尴尬？
“现在，正规的环卫运行是从垃圾楼开始
的，之前属社区和物业自治的范畴。”张
农科说，“我国垃圾分类的重点是厨余垃
圾收集运输，突破点是公共服务体系与
物业社区的有效衔接”。

他告诉记者，在计划经济时期，供
销社体系主导废旧物资回收；剩下的垃
圾由市政环卫部门统一收运。废旧物资
回收和生活垃圾收运两个网络并行运
转，互相支撑，客观上起到垃圾分类的
作用。随着供销社体系退出，小商小贩
和“拾荒者”成为废旧物资回收主体。
因为不具备处理能力，商贩把有用的拿
走，没用的重新混入生活垃圾，造成对
环境的二次污染。

近年来，随着废旧物资的价格走
低，越来越多的小商小贩另谋出路，加
上近几年电商发展带来包装物激增，本
应进入废旧物资回收网络的废弃物涌入
环卫部门负责的生活垃圾网，造成末端
处理设施的超负荷运行。

“垃圾产生量快速增长，有害成分不
断增多，废旧物资的环境污染也越来越
突出。”张农科说，与此同时，社会上提
出的各种分类方式层出不穷，“乱花渐欲

迷人眼”。从环卫人的角度看，张农科
说，“搞分类切忌做‘盆景’，要找到能
广泛推广的方式”。

垃圾到底应该怎么分类？张农科介
绍，国际上主要有 3 种模式：以美国为
代表的简单分类模式，以填埋为主要处
理方式；以德国、瑞典等欧盟国家为代
表的有限分类模式，将垃圾分成 5 类至 6
类，对可生化组分和可燃组分进行生化
和焚烧处理；以日本为代表的无限分
类，将垃圾分成 100 多类，采取的模式
是无限分类与焚烧处理。

“每个国家的垃圾分类模式都是由垃
圾组分、土地资源、生态环境状况、经
济发展水平、社会文明程度等国情决定
的。”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我国选择了
源头“干湿分开”与末端工业化集中分
选相结合的处理工艺对垃圾进行分类。

管理方式亟待改进

垃圾分类思路清晰，为何推进起来
困难重重？从根本上说，是垃圾的概念
出了错。

在国际上，垃圾是对所有城市固体废
弃物的统称，分类在此基础上进行。欧
盟国家及日本的城市固废，均由一个部门
进行管理，不存在废品回收的网络，而是
由一个市场化主体进行收集和处理，由大
型的环境综合服务商进行综合实施。

而在中国，垃圾特指生活垃圾，不
包括废旧物资、电子垃圾、建筑垃圾、
有害垃圾、医疗垃圾等。“生活垃圾仅占
城市固废的一小部分。”张农科说，“我
们把垃圾概念缩小化、固定化了”。而随
着物质的极大丰富，垃圾概念实际上在
扩大。近年来，北京生活垃圾产生量呈
两位数增长。

在北京，每年除了产生 800 多万吨
的生活垃圾，还有 950 万吨的建筑垃
圾、500万吨的废旧物资、250万台套的
电子废弃物、7 万吨的地沟油、2 万吨的
废机油以及 49 种危险废弃物没有得到全
量分类收集处理。其中，生活垃圾由市
政部门监管；废旧物资归商务部门监

管；电子垃圾归发改工信部门监管⋯⋯
环卫部门承担的垃圾收运网络被限制在
很小的公共领域。

“但无论怎么分割，各类垃圾最终无
外乎焚烧、填埋、生化 3 种终端处理方
式。处理方式决定了前端分类方式。”他
说，要提高垃圾处理效率，前端分类尤
为重要。中国垃圾的一大特点是厨余垃
圾含水量大、有机质多，直接填埋会污
染水土，焚烧易产生有毒有害气体。因
此，我国垃圾分类总体思路是把厨余垃
圾 （湿垃圾） 分出来，进行生化处理，
转化为肥料或沼气等可再生能源。

目前，我国的垃圾末端处理设施已经
按照干湿分类的处理模式建设，这就决定
了前端分类只要把干垃圾和湿垃圾分开
即可。居民把废塑料等废旧物资分为一
类，把以厨余垃圾为主的湿垃圾分为一
类，把其他干燥的生活垃圾分为一类即
可，由专业企业上门分类收集。其中，干
垃圾进行工业化再分选，有价值的东西再
利用，剩余部分焚烧处理。

“近年来，政府越来越重视垃圾分类
问题，出台了很多文件，但法规体系还
不健全。”张农科举例说，法律上垃圾概
念界定不清、刚性不足，对造成垃圾分
类“二次污染”等问题违法不究、执法
不严。由于法律和行业壁垒，没有打通
分类投放与收集的通道，垃圾车进不了
小区造成垃圾混装混运。“只要垃圾分类
在两张网上进行，普遍垃圾分类制度就
很难建立起来。”

分类模式亟待再造

要推行垃圾普遍分类制度，形成中
国特色的垃圾分类经验，再造垃圾分类
模式已刻不容缓。

张农科认为，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
类运输的前提是生活垃圾收运网和废旧
物资回收网“两网融合”。这样才能在前
端，对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全口径管理；在
中端，在一张固废物流网上分类转运；在
末端，废旧物资和生活垃圾进入不同处理
设施进行分类处理。从而有利于所有城

市固废纳入一个体系内处理，防止垃圾体
外循环造成“二次污染”。

在建立适合中国垃圾特点和适应末
端处理模式的垃圾分类方式的同时，还要
建立以政府为主导、以企业为主体、全民
参与的垃圾分类体系。在顶层设计、公共
政策制定、宏观调控、激励机制以及公民
教育上下功夫，让垃圾分类投放成为百姓
自觉，同时剥离废旧物资的商品属性。提
供准公共服务的环卫企业，要把服务节点
从游离于前端之外的垃圾楼，前置到源
头，把收运网络“织”进小区，解决垃圾分
类“最前一公里”的问题。

无论纽约、伦敦、巴黎还是东京，
都有一家专业化的环境综合服务商，负
责垃圾的分类收运与处理。民众是垃圾
分类体系的参与者，是实现垃圾分类模
式再造的基础。“垃圾分类应由专业化的
企业承担市场主体责任和社会责任，这
将更有效地实现垃圾分类。”垃圾分类志
愿者陈先生说。

值得关注的是，垃圾分类市场体系
建设中应提高准入门槛，让有处理能力
的企业进社区、机关、学校，实现“桶
车直运”。为什么？以回收废弃冰箱为
例，不具备污染物处理能力的收集者，
在收运废旧冰箱后，很可能把冷凝剂随
意倾倒；有处理能力的企业，才能实现
真正分类、有效运行，承担起相应的环
境责任。

张农科说，垃圾分类是个大产业。西
方大城市选择单一运营商，是以规模化实
现质量的可控、服务的可持续。“我们应该
学习大纽约、大首尔经验，在城市集群中
规划设施，在区域协同中搞大园区。积极
培育绿色化产业，不断完善末端综合处理
能力，以更好地支撑前端分类。”

他提出，还要构建与中国特色垃圾
分类模式相适应的管理体制机制。坚持
政府主导下的垃圾分类模式再造，统一
垃圾概念，把所有城市固废物的管理交
由一个部门，改变目前“政出多门”的
格局。这样才能落实垃圾分类的主体责
任，理顺与市场的关系，建立统一的分
类标准，形成可复制推广的全国经验。

□ 我国垃圾分类的重点
是厨余垃圾收集运输，突破点
是公共服务体系与物业社区
的有效衔接。

□ 各类垃圾最终无外乎
焚烧、填埋、生化三种终端处
理方式。处理方式决定了前
端分类方式。

□ 分类投放、分类收集、
分类运输的前提是生活垃圾
收运网和废旧物资回收网“两
网融合”。

□ 在建立适合中国垃圾
特点和适应末端处理模式的
垃圾分类方式的同时，还要建
立以政府为主导、以企业为主
体 、全 民 参 与 的 垃 圾 分 类
体系。

一年多前，北京市丰台区把区内 400
多个小区“打包”，招标厨余垃圾分类运营
企业。最终，北京环卫集团下属子公司取
得了运营权。有了专业的服务公司帮忙，
这些小区分出的厨余垃圾，从原来的每天
10吨至20吨，达到稳定的日均60吨至70
吨。而 2015 年，北京全市每天分类出的
厨余垃圾不过300吨，效果立竿见影。

厨余垃圾的收运处理只是北京环卫
集团固废收运体系探索的冰山一角。集
团副总经理罗伟为记者描述了环卫人心
目中垃圾分类的理想模式：“我们提出‘大
环卫、全覆盖、一体化’的服务模式，形成
了具有‘首善要求、首都标准’的‘京环模
式’，即‘1 网+N 园’的固废收运处一体化
运营模式。”

“京环模式”的基础是构建基于固废
收运网及多个固废处理循环产业园组成
的立体运行网络，通过将环境综合服务向
前端延伸，开展垃圾前端分类、微环境服

务和道路清扫保洁作业，实现生活垃圾收
运网和废旧物资等固废收运网合一，打造
统一的现代固废收运物流网络和逆向物
流网络。同时，升级现有固废处理设施，
将分散的设施重构成若干个固废处理循
环综合园区，即“N 园”。固废收运网和循
环产业园进行有效衔接，形成“1网+N园”
的一体化运营体系，实现对城市所有固废
的齐收共管。

如今，这种模式正成为现实。北京环
卫集团已初步形成布网、收购、增值、集
运、处置于一体的两网融合的运营服务模
式。“桶站设施改造+源头干湿分类+平台
企业运行+工业化集中分选+园区分置处
理，是垃圾分类的发展方向。”罗伟说。

2014年起，北京环卫集团成立了2家
专业从事垃圾分类业务的全资子公司，在
垃圾源头实施以干湿分开为重点，宣传教
育与二次分拣互补的垃圾分类模式，率先
在全国建成垃圾分类和废旧物资回收统

一运营的模式。专业服务使分类和回收
效率提高1倍以上。

“我们还尝试对小区分类设施做适当
改造，完全避免了误投的问题。”罗伟说，
改进后的可回收垃圾桶，可实现单向投放
不能翻取，有效避免翻垃圾桶现象，湿垃
圾桶具备刷卡功能且开关不用翻盖，直接
投放。他们通过智慧化运行模式构建了
厨余垃圾刷卡积分的正向激励。在前端
分类回收的基础上，集团的全密闭绿色物
流车队，将可燃垃圾、厨余垃圾、废旧物资
运输统一调配，提升运输效率。

目前，他们已在西城、朝阳、丰台、海
淀等 8 个区开通垃圾智慧分类服务：建设

“生态岛”10 个，进驻社区 800 余个、政府
机关、单位和学校20余个、大型商超40余
个，线下铺设智能分类回收设备近千台，
覆盖居民 18 万户，实现废旧物资回收量
2600吨，收集厨余垃圾1.5万吨。

此外，通过跨区域并购，环卫集团还在

外地组建了处置废旧橡胶塑料、纺织品、纸
张的专业公司，并计划在北京附近建设 2
座至 4 座高标准大型固废循环园区，提升
区域垃圾资源化利用水平。目前，其环卫
公共服务已经在30多个城市落地。

垃 圾 分 类 的“ 京 环 模 式 ”
本报记者 杨学聪

清晨，晨雾洒满山乡，重庆市南川区三泉镇窑
湾村农民在忙着耕种。山乡梯田宛如一幅美丽的
生态图画。 瞿明斌摄

本报讯 记者苏大鹏、通讯员江滨报道：近年
来，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加大海岛生态系统保护和
修复力度，大力实施青山系统工程，使得当地大长山
岛正在变身为“鸟岛”。

长海县通过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和污染物排
放许可制度，加强污水处理厂站运营管理，加大海岸
线保护力度，推进乡镇村屯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深
入开展垃圾分类减量工作。这些措施为海岛生态格
局带来了变化。数据显示，通过生态建设，目前长海
县 有 林 地 面 积 61 平 方 公 里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44.43%。2016 年，长海县被评为国家级生态县，同
年被授予“中国黄嘴白鹭之乡”。长海县有野生鸟类
近 300 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 10 种。近年来，
当地爱鸟志愿者对野生动物的保护意识不断增强，
为鸟类的栖息繁殖创造了条件。在长海县鸳鸯港、
小龙口水库等景观带，常有黑天鹅、中华秋沙鸭、斑
嘴鸭等珍稀鸟类出现。

本报讯 记者周斌报道：日前，云南省环境保护
厅联合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和昆明动物研究
所召开新闻发布会，在全国各省区中率先发布《云南
省生物物种红色名录》。

《红色名录》总计评估了 11 个类群的 25451 个
物种。其中大型真菌和地衣分别为 2759 种和 1067
种，高等植物19333种（苔藓植物1912种、蕨类植物
1363 种、裸子植物 115 种、被子植物 15943 种），脊
椎动物 2285 种（鱼类 619 种、两栖类 190 种、爬行类
211 种、鸟类 949 种、哺乳类 316 种），另外鱼类有 7
个亚种按评估标准列为“不予评估”。

评估结果显示，云南省生物物种中属于绝灭等
级的有 18 种，占评估物种总数的 0.07%；受威胁的
物种有2625种，占评估物种总数的10.31%，云南特
有物种3432 中，受威胁率为25.96%，约为全国受威
胁率（13.9%）的2倍。

云南省环境保护厅副厅长高正文说，云南是全
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省份，是我国重要的生物多
样性宝库和西南生态安全屏障，也是生物多样性受
威胁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近年来，云南各级各部门
采取建设自然保护区，开展珍稀、濒危和极小种群物
种拯救、保护、恢复等措施，一些生态系统功能得到
恢复，部分物种野外种群数量稳中有升。但由于资
源过度利用、栖息地破坏、生境破碎化等因素，使众
多珍稀物种数量减少、种质资源流失、生态系统服务
功能退化。

下一步，云南将依据《红色名录》划分的11个等
级，实行分类管理：对于被评估为“野外绝灭”“地区
绝灭”的物种，采取人工繁育、离体保护等抢救性措
施；对于被评估为“极危”“濒危”和“易危”的物种，加
强各类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建立新的保护区或保
护小区，实行就地保护，或者迁地保护和离体保护；
对于被评估为“近危”“无危”等受到威胁较小的物
种，坚持预防为主、保护优先。

云南发布生物物种红色名录

大 长 山 岛 变“ 鸟 岛 ”

山 村 梯 田 美 如 画

北京环卫集团改造的分类垃圾站。
本报记者 杨学聪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