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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技术的现代化到人的现代化

我们从事垃圾分类工作已有多年时间。从技术的角度关注这些事情更早

一些，并逐渐从技术维度扩展到政策、制度和社会维度，也顺理成章地从自

然科学扩展到社会科学。垃圾分类与可持续发展，需要从其内含的技术维度

与社会维度中找到一些结合，形成合力去推动垃圾分类工作的进步。在这个

意义上，对“蒲公英计划”在社会科学角度作解读，需要很好地把“蒲公英

计划”的特色、亮点展示出来，特别是把它体系化、系统化，进而完整地、

全面地向公众展示出来。这个过程跟垃圾分类工作是一样的，先有实践，从

实践上升为理论，再用这种理论去指导我们更好地开展实践。在这一过程

中，我也学习到了很多东西。

毫无疑问，自从我们国家开始推动垃圾分类，就把垃圾分类跟绿色发展

紧密结合在一起。从生活上讲绿色生活，从生产上讲绿色生产，从经济社会

发展讲可持续发展，这一进程不断深化。刚开始重心放在设施建设、体系建

设上，到后面越来越注重制度建设、人的行为习惯的改变和社会文明水平的

提升。从硬件设施到制度，再从根本上回到人的可持续发展，实际上是一个

不断深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类似“蒲公英计划”这样一些重点在人的

行动计划代表了未来我国垃圾分类发展的方向，一定程度上会是引领垃圾分

类再上一个新台阶的标志性计划。

与三个维度的可持续发展相对应，现代化也要从三个维度展开讲。从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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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设备、能力等“物”的现代化，到法律法规、制度政策、标准规范等

“制”的现代化，最终到公民义务、社会治理、文明进步等“人”的现代化，

从不同维度去做比较，找到发展规律和前进方向。总的来讲，物的现代化方

面，中国有巨大的后发优势和丰富的经验积累，人力、物力、财力等都可以

集中起来办大事，飞速发展并实现赶超。制的现代化方面，我国有得天独厚

的体制优势，在党的领导下，政府统筹、层层问责，只要我们下定决心，大

力投入，就可以将这个优势放大，并取得更优异的成果。人的现代化则依赖

于社会的法治化水平，相对而言是最难的，可能永远在路上。

二、垃圾分类的技术维度——国际比较

世界上各个国家开展垃圾分类的时间是不同的，有的发达国家比中国起

步早 100 多年到几十年不等。世界上首座垃圾焚烧厂在 1878 年就投入运营了。

垃圾分类先进国家的昨天可能就是我们的今天，他们的今天可能就是我们的

明天，因为人类社会很多事物的发展都要经历一个类似的过程，起作用的共

性规律是我们都需要遵循，也很难逾越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依据一

定的指标去测量现今我国垃圾分类与发达国家垃圾分类之间的差距。

从基础设施来讲，我国垃圾分类设施的建设速度是超乎想象的，在几年

之内取得的进展可能是发达国家几十年取得进展的总和。现在，我国垃圾分

类处理能力和技术格局在世界上也都是领先的，与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是相适应的，甚至一定程度上是超前的。为什么这样讲？2022 年我国城市

的垃圾分类无害化处理率已经达到 99.9%，与发达国家相比较，已经没有本

质上的差距了。当然，我国在发展中国家之中更是一枝独秀，可以讲一骑绝

尘。处理设施技术结构也形成了多元化、现代化的格局，可以为我国垃圾分

类处理提供强有力的硬件保障。我国垃圾焚烧发电占比在 2022 年是 72.5%，

仅次于日本的 80%。短短十年之内，我国垃圾焚烧发电的产能已经超过了日

本、美国、欧洲的总和。厨余垃圾处理方面，这些年各大城市新建的各种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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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设施，总的能力加起来也已经是全世界第一，在整体处理中的占比也已

经位居世界前列。当然现在技术种类比较多，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提高运行效

率，进一步提升环境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从量上来看，阶段性任务

已经完成了，接下来就是提质增效，也就是进一步完善制度。

三、垃圾分类的制度维度——回收物的处理

如前所述，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的总量肯定是不少

的。我们不但能把我国自己产生的可回收的东西回收了，也能处理世界上其他

国家可回收的东西。过去发达国家 70% 的塑料垃圾其实是出口到中国，中国再

帮着他们做再生利用，我们是具备这种能力的。从回收量上看没有太大问题，

但是差在什么地方？差在没有实现回收的现代化，差在了制度的完善上面。

目前我国的可回收物回收基本上沿用了过去的“拾荒大军”和废品交易

模式，因陋就简，随行就市，且仍旧以个体回收为主，整个回收链条非常

长。链条长就会存在各种各样不可控的因素，形成游离于监管之外的灰色地

带，导致后端的再生利用成本比较高。很多时候成本都是倒挂的，如果没有

政府的相应补贴就做不下去，但最主要的是前端没有规范管理，导致后端成

本比较高，只能走向降级的利用。很多东西本身品质很好，像塑料饮料瓶都

是食品级的，可以得到很好的利用，但是由于前端没有得到妥善管理，最后

只能用它去做衣服或者地毯，回收价值大大降低。最核心的是我国要把制度

的短板补上，在整个链条上，从生产商、品牌商、销售商到消费者都要去承

担应该承担的责任，把责任分担的体系建立起来，把生产者责任延伸的制度

建立起来，把污染者付费的制度落到实处，未来这个短板也就补上了。

如果整体上作对比，就垃圾分类的四个品类来讲，我国现在跟发达国家

在垃圾分类真正的差距就在可回收物上；可回收物也不在量，而是利益分配

机制不合理，导致整个回收行业没有实现现代化。成本比较高，导致产品的

附加值比较低，负外部性突出，政府负担很重。对于低值可回收物，如果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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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不补贴的话，基本上做不下去。高值可回收物不需要补贴，但由于前面提

到的原因，往往都走向了降级利用。总体上，社会综合成本是比较高的。从

品类来讲，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可回收物是下一步要重点抓的。我们也看

到，在“蒲公英计划”中以奶盒回收作为种子，通过奶盒回收带动低值可回

收物，如一些轻质包装类、衣服、玻璃瓶等的回收。把生产者责任延伸的制

度建立起来以后，可回收物这部分也就迎头赶上发达国家了。因为我国后端

处理的能力是比发达国家强的，短板其实在制度。

四、垃圾分类的社会维度——人的现代化

“蒲公英计划”就像种子一样，通过实践和探索，带动全社会广泛参与

到垃圾分类的探索中。不管是蒲公英志愿讲师还是蒲公英教师，都是在做

“人”的工作——实现“人”的现代化，帮助社会每一个公民在享受权利的同

时也要尽到义务，在享受政府提供的各种便利的同时，付出一些小小的“麻

烦”，这些小小的“麻烦”反而会使整个社会的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善，进

而给我们的生活提供更大便利。例如，外卖餐盒给我们的生活提供了便利，

特别是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讲，点外卖已成为日常。在享受了外卖带来便利的

同时，如付出一点点劳动，尽量不要剩餐，把外卖餐盒稍微清理一下，并做

到分类投放，从而使外卖餐盒进入回收利用系统而不是垃圾处理系统，会极

大地方便以垃圾回收处理为缩影的公共服务体系，使得全社会的运行成本下

降。我认为这些内容都是人的现代化很重要的体现。在享受权利、享受便利

的同时，如果一点义务也不尽、一点责任也不负，最后所有成本都由全社会

共同承担，这肯定不是现代化应该有的样态。

 “蒲公英计划”是真正地把工作的重心放在了人上面。实际上，中国式

现代化的本质就是人的现代化，垃圾分类也要做人的工作。现在之所以出现

很多乱象，归根到底就是因为只见垃圾不见人，认为垃圾分类就是垃圾的事

情，其实不是。慢慢地，通过类似于“蒲公英计划”这样的工作，我们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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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见垃圾又见人的阶段。通过做人的工作，我们跟政府、居民、学校、社会

组织搭起一座沟通的桥梁。五社联动对不同主体的行为模式总结得非常到

位，通过这些才能让人更妥善地对待自己产生的垃圾。只要人的工作做到位

了，未来我们可以做到不见垃圾只见人，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愿景。未来社会

文明水平提升了以后，垃圾分类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大家都尽到自己的责

任以后，未来垃圾才会逐步实现减量，减量化应该是我们追求的理想目标。

五、未来展望——迈向可持续发展的垃圾分类工作

未来希望类似于“蒲公英计划”这样特别好的实践探索，在全社会生

根、开花、结果，实现“不见垃圾只见人”的愿景。真正做到这一步，我们

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也就基本实现了。尽管发达国家现在的环境问题如大气的

问题、水的问题基本得到了较好的解决，但垃圾的问题依然是困扰发达国家

的一个难题。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垃圾的特性越来越复杂，处理和回收的

约束条件也越来越多，难度越来越大。从这个意义上讲，发达国家也没有实

现可持续发展。2023 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公布了 SDG 实施的进度，认为已

经严重落后于计划，严重偏离了目标。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

都有比较大的差距，从他们现在对待垃圾的所作所为来看，与真正的可持续

发展目标还是有差距的。比如，现在塑料垃圾的问题引起全球的广泛关注，

2024 年 2 月 28 日至 3 月 1 日，在肯尼亚召开的第二届联合国环境大会重申

了塑料垃圾回收的问题。未来不管是海洋塑料还是微塑料问题，必须通过全

球紧密合作，综合应用技术与政策、管理、经济手段，改变人的行为，才能

逐步化解塑料污染问题，转危为机。有了发达国家提供的经验和教训，希望

未来我国能够在类似于“蒲公英计划”这样一些特别好的探索的指引下，形

成在垃圾治理、基层社会治理领域的一套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不单为中

国，也为全球的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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