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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垃圾回收处理与循环利用专题

从 “垃圾战”到 “多元协作”
———日本垃圾治理的路径与经验

胡　澎

（中国社会科学院 日本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００７）

摘　要：当今日本在垃圾治理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但在经济高速增长期，垃圾公害问题曾一度非常严

峻，日本各地爆发了多起被称为 “垃圾战”的反对建设垃圾处理场的民众运动。随着日本经济结构的调

整、环境保护运动的推进，民众的环境保护意识和再生利用观念不断提升，日本从大量生产、大量消费、
大量废弃的社会经济模式走向垃圾分类、垃圾减量、资源再生的循环型社会。日本的垃圾治理靠的是相关

法律和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环保宣传和教育的持之以恒以及民众对垃圾分类、垃圾减量运动的广泛参与。
进入２１世纪，各级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市民等作为垃圾治理的主体，分工合作、相互支持的 “多

元协作”① 模式，将日本的垃圾治理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这种政府引导、市场激励、民众参与的垃圾治

理多元主体的协作模式值得中国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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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垃圾问题是伴随城市化进程而出现的一个世界

性课题。“垃圾围城”“垃圾填埋场短缺”“垃圾处

理设施避邻效应”等围绕垃圾出现的社会问题，是

每个国家、每个城市到一定发展阶段都会遇到的产

物。日本各级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市民作为

垃圾治理的多元主 体，通 过 积 极 参 与、密 切 合 作、

相互支持的 “多元 协 作”［１］，令 日 本 的 垃 圾 治 理 走

出了一条富有特色的道路。文章拟从 “多元协作”

的视角剖析日本垃圾治理的路径和实践经验，以期

为中国的垃圾治理提供新的思路。

一、战后以来日本垃圾治理的历程

二战结束至今７０余年，日本在环境保护领域、

特别是垃圾治理领域走过不同历史时期，垃圾问题

的表现形式以及垃圾治理的目标、内容、手段都不

尽相同。

１９４５年到５０年代末的战后经济恢复期，日本

垃圾处理方式主要是沿袭传统方式，厨余垃圾一般

用作饲料或堆肥，一般垃圾靠焚烧和填埋处理。随

着日本人口从农村向大城市聚集，城市垃圾量骤然

增多。市町村 担 负 垃 圾 的 收 集 和 处 理 工 作。５０年

代后半期，东 京 都 和 其 他 自 治 体 均 面 临 垃 圾 量 增

大、垃圾填埋场用地紧张，垃圾处理能力不足等问

题。粗放式垃圾填埋也对地下水源等生态环境造成

了破坏。大量垃圾得不到及时清运，或被随意倾倒

到河流、海湾、空地，环境脏乱，蚊蝇滋生，继而

引发传染病等一系列公共卫生问题。垃圾在运输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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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日语写作" 协动" ，指的是不同种类、不同性质的组织为了达成一致的社会目的，在保持各自资源、特性的基础上，以平等的立场相互

协作，共同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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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还 会 产 生 烟 尘、恶 臭 等。为 此，日 本 政 府 在

１９５４年制定了 《清扫法》，在市町村负责收集和处

理垃圾的基础之上，规定中央政府和都道府县要在

财政和技术上对垃圾收集和处理给予支持，同时明

确了民众有义务协助市町村进行垃圾收集和处理。

２０世纪六 七 十 年 代 的 经 济 高 速 增 长 期，经 济

飞速发展，物质日益丰富，国民收入有了较大幅度

提高。到６０年代中后期，日本ＧＤＰ已位列世界发

达国家前列。但经济至上、产业优先的政策产生了

严重的环境公害问题，大气污染、水质污染、土壤

污染、噪音污染、震动污染、地面下沉及恶臭７种

典型的公害，危 及 生 态 环 境，对 国 民 健 康 构 成 威

胁。民众为了保护生存环境、捍卫生存权利，在全

日本展开 了 轰 轰 烈 烈 的 反 公 害 运 动。震 惊 世 界 的

“四大公害”诉讼标志着日本民众开始对一味追求

经济、不顾及环境的 政 策 说 “不”。在 反 公 害 运 动

的推动下，日本政府也开始反思经济至上的政策，

出台公 害 对 策。１９６７年 的 《公 害 对 策 基 本 法》明

确了地方 自 治 体、居 民 在 防 治 公 害 问 题 上 各 自 的

职责。

这一时期，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

社会经济模式开始出现，企业的销售方式、民众的

消费行为随即发生了变化，由此带来了垃圾量的持

续增加。以前以食物 残 渣、厨 余 垃 圾 为 主 的 垃 圾，

变成混有废旧纸张、塑料包装、玻璃瓶、一次性用

品等的垃圾混合体。同时，伴随城市化的发展，大

量建筑垃圾产生，不法分子违规丢弃垃圾的现象也

屡见不鲜。为应对不断增大的垃圾处理需求，政府

不得不考虑重新规划土地，用于垃圾处理。民众担

心垃圾填埋对地下水造成污染，担心垃圾焚烧产生

的烟雾对健康构成影响，因此，垃圾处理设施的建

设计划一出台，便遭到周边民众的强烈反对。这一

时期突出的特征是以东京都江东区、杉并区为首爆

发了反对建设垃圾处理设施的居民运动，即 “垃圾

战”。当时，东京都清扫局负责２３区清扫垃圾的工

作。１９６６年１１月，东京都公布暂定杉并区高井户

地区作为垃圾处理厂建设的后补地区。在当时 “官

主导”的政治体制下，这项决议既没有听取民众的

意见，也没有给居民讲清楚便草草出台，由此引发

了周边居民持续的抗议活动。与此同时，江东区填

海而成的 “梦之岛”一直被作为东京都的垃圾填埋

场来使用，１９７１年，东京特别区产 生 的７０％的 垃

圾被运到了江东区处理。每天有大约５　０００辆垃圾

收集车在区穿梭［２］，带来恶臭、交通堵塞、蚊虫滋

生等问题，引 起 了 居 民 的 极 大 不 满，继 而 引 发 抗

议。１９７１年江东 区 议 会 通 过 了 反 对 垃 圾 进 入 本 区

的决议。“垃圾战”这一词汇最先由东京都知事美

浓部亮吉在发言中使用，之后与垃圾相关的摩擦和

纷争均被称之为 “垃 圾 战”。这 场 “垃 圾 战”一 直

持续到１９７４年，才在法院的调停下告一段落。

１９７０年，在 全 面 修 改 《清 扫 法》的 基 础 上，

制定了 《废弃物处理及清扫法》，规定废弃物分为

“产业废弃物”和 “一般废弃物”，一般废弃物由市

町村负责处理，产业废弃物则由排放单位负责。不

少都道府县 纷 纷 依 照 法 律 制 定 了 相 关 条 例。１９７５

年左右，随 着 垃 圾 中 可 以 再 生 利 用 的 东 西 越 来 越

多，一些地方自治体也纷纷在基本法的基础上制定

了对可燃垃圾、不可燃垃圾、塑料垃圾等进行分类

收集的措 施。１９７５年 初，静 冈 县 沼 津 市 首 先 提 出

了 “资源垃 圾”这 一 概 念，并 开 始 了 垃 圾 分 类 收

集，之后，垃 圾 分 类 逐 渐 普 及 到 全 日 本。这 一 时

期，日本政府和民众开始意识到垃圾治理与日常生

活环境和公共健康紧密相连，单靠政府是解决不了

的，政府和民众须相互支持与合作。

１９８０年到１９９８年末的 “泡沫经济”时期，大

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社会经济模式被固

定下来，居民消费增 大，特 别 是 家 电 销 售 量 增 加，

包含废旧家电、塑料包装、易拉罐等在内的垃圾不

断增量且呈现多样化特征。一些生产厂商为了迎合

消费者，想方 设 法 对 商 品 进 行 包 装，甚 至 过 度 包

装。与此同时，以１９９２年东京日之 出 町、户 泽 的

反对垃圾场建设运动为代表的民众运动蔓延至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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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几乎所有的 都 道 府 县 都 爆 发 了 这 样 的 “垃 圾

战”。据１９９５年的统计，全日本有高达３６８起运动

与垃圾有关，其中反对垃圾处理厂建设的就有２７９

件，占总数的７３％［３］。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半期，政府从过去单纯注重

经济增长向经济发展与社会环境双向发展转变，垃

圾分类在全日本得到进一步推广。干电池、荧光灯

等有害垃圾 的 分 类 也 陆 续 推 进。１９９１年 修 订 后 的

《废弃物处理及清扫法》增加了废弃物的排出抑制

与分类、再生的法制化内容。同年，为确保资源有

效利用和废弃物的抑制以及保护环境而实施了 《促

进资源有效利用的法律》，要求企业在设计、制造

阶段充分考虑产品对环境的影响，对废旧产品要进

行自主回收利用。１９９３年开始，“垃圾减量化综合

战略”实施，对市町村的分类收集、居民团体的集

体回收活动等予以补助，对垃圾减量和再生利用先

进市町村开始颁发 “绿色再循环城市”的称号。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以后，再生利用技术不断被开发出来，

针对容器包装等回收再利用的法律纷纷出台。

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 末， “泡 沫 经 济”崩 溃 以 来，

日本的经济发展进入转型期，越来越多的民众认识

到解决环境污染和垃圾处理场所不足的问题必须从

源头治 理。１９９８年 《特 定 非 营 利 活 动 促 进 法》出

台之后，大量环境领域的非营利组织产生，越来越

多的民众参与到垃圾分类、垃圾减量、再生利用的

过程中，成为推动垃圾治理的一支重要力量。

２０００年以 后，日 本 彻 底 告 别 了 大 量 生 产、大

量消费和大量废弃型的社会经济模式，走上了一条

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循环型社会与可持续发展

的道路。构 建 循 环 型 社 会 的 基 本 法 和 计 划 相 继 出

台，使日本成为世界上循环经济立法最为完善的国

家。减 量 化 （ｒｅｄｕｃｅ）、再 利 用 （ｒｅｕｓｅ）、再 循 环

（ｒｅｃｙｃｌｅ）的 “３Ｒ”成为实现经济与环境双向发展

的循环型社会不可或缺的三大要素。这一时期，大

城市的资源分类回收更加细化，可燃垃圾、不可燃

垃圾、资源垃圾、粗大垃圾、不可回收垃圾、塑料

包装类垃圾、家电、临时性大量垃圾等的区分，让

垃圾处理更为科学、高效。垃圾排放量逐渐呈现减

少态势。有些自治体在垃圾分类上愈加细致，像德

岛县上胜町将垃圾分类细化为３４类，成为垃圾分

类的模范小镇。这一时期，垃圾分类收集以及再生

利用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根据一般社团法人塑料循

环利用协会的统计，２０１６年，塑料生产量为１　０７５

万吨，日本国内消费量为９８０万吨，估算废旧塑料

的总排出量为８９９万吨，对废旧塑料的有效再使用

率约为８４％［４］。与 此 同 时，实 施 垃 圾 分 类 和 垃 圾

减量的自治体也让老百姓从中得到了实惠。例如，

厨余垃圾等处理过程中产生的电能和热能在公共设

施中重新得到利用，自治体在垃圾处理上节省的经

费被扩充到了其他福利领域。

二、日本垃圾治理的几点经验

作为垃圾治理的先进国家，日本真正做 到 了：

环境保护法律健全，垃圾分类规则细化，资源回收

门类齐全，垃 圾 减 量 目 标 具 体，垃 圾 处 理 技 术 领

先，环境 保 护 宣 传 得 力，民 众 广 泛 参 与 垃 圾 治

理……。如今，不随意丢弃垃圾、垃圾带回家分类

以及垃圾减量、物尽其用、循环再利用已成为日本

民众的日常生活习惯。特别是政府、民众、企 业、

非营利组织等多元主体承担各自的职责，相互支持

与合作，开创的垃圾治理途径最为有效。

（一）构建多层次垃圾治理的法律体系

战后 至 今，日 本 政 府 不 断 立 法 和 修 改 法 律，

１９６７年颁布了 《公害对策基本法》、１９７２年颁布了

《自然环境保护法》、１９９３年颁布了 《环境基本法》

等，构建起了一个全方位的公害对策和环保法律体

系。 《环境基本法》是 日 本 环 境 政 策 的 根 本 大 法。

为了防止非法丢弃垃圾以及垃圾扩大的行为，１９７０

年制定了 《废弃物处理及清扫法》，将垃圾分为家

庭垃 圾 和 产 业 垃 圾，该 法 分 别 于１９９１年、１９９７

年、２０００年进 行 了 修 改。为 了 增 大 垃 圾 丢 弃 的 成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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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施了对一些大件垃圾丢弃的付费制度。针对

家电、汽车、包装容器 （玻璃瓶、塑料瓶、塑料制

容器包装、纸制容 器 包 装 等）、食 品、建 筑 废 弃 物

等，分别制定了回收利用的专项法。如：《家用电

器回收利用法》规定废弃空调、冰箱、洗衣机和电

视机由厂家负责回 收。消 费 者 在 丢 弃 电 视、冰 箱、

洗衣机等电器之前，需要联系销售商或者家电回收

利用受理中心处理，并支付费用；《汽车回收利用

法》规定，汽车生产商有义务回收废旧汽车，进行

资源再利用；《建设回收利用法》促进了水泥、沥

青、木屑等建筑材料等建筑资源的再利用，提出到

２００５年，建 设 工 地 的 废 弃 水 泥、沥 青、污 泥、木

材的再利用率达到１００％的目标。这些专项再生利

用法的制定，逐步完善了垃圾分类处理和回收利用

的法律体系，提高了制造业领域企业的回收能力，

对于企业成为有社会责任感和环境友好型企业起到

了很好的推进作 用。２０００年 通 过 的 《推 进 循 环 型

社会形成基本法》，以立法的形式把抑制天然资源

的开采和使用，降低对环境的负荷，建设循环型的

可持续发展社会作为了日本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目

标，明确了国家、地方政府、团体、事业者、国民

的职责。《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基本计划》为实现

循环型社会规定了时间表和具体路径。

（二）开展环境保护、垃圾治理的宣传和教育

日本在推进环境保护、垃圾治理、构建循环型

社会的宣传和教育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极大提升了

公民的环保意识、垃圾分类和垃圾治理的观念。每

年的５月３０日被命名为 “零垃圾日”，６月５日被

命名为 “环境日”，从５月３０日到６月５日的一周

期间是 “垃 圾 减 量、再 循 环 推 进 周”，同 时 也 是

“全国垃圾非法丢弃监督周”①。推进周期间，环境

省、内阁府、总务省、农林水产省、经 济 产 业 省、

国土交通省等相关省厅、各都道府县、市町村、全

国知事 会、全 国 市 长 会、企 业、ＮＰＯ、ＮＧＯ 等，

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等媒体、发行宣传手册，介

绍相关法律、环保调查报告以及环保先进事例，推

广可持续社会和循环型社会的宣传，开展对各种环

境美化活动、３Ｒ活动。在这一 周，环 境 省 对 于 大

规模产业废弃物、非法丢弃和防止等行为，进行集

中监督，同时 设 立 非 法 丢 弃 垃 圾 的 报 警 热 线。每

年，环境省在 各 都 道 府 县 的 支 持 下，对 产 业 废 弃

物、非法丢弃的现象都要进行调查统计和公示。日

本政府将那些在环境保护方面取得卓越成绩的地区

命名为生态城市②。每年１０月被命名为 “３Ｒ推进

月”，推进月期间，相关省厅、地方公共团 体、相

关团体开展广泛的宣传活动。环境省还会与自治体

共同召开 “３Ｒ活动推进论坛”③，众多企业、研究

机构、各 业 界 团 体、ＮＰＯ等 参 与。２００６年 开 始，

在每年的 “３Ｒ推进全国大会”上，对在垃圾分类、

垃圾减量、可循环社会建构上积极采取行动并有突

出贡献的个人、企业、团体予 以 表 彰。在 “３Ｒ推

进月”期间，环境省、 “３Ｒ活动推进论坛”、经济

产业省与自治体，流通业相关团体、消费者团体共

同举办 “环境友好购物活动”，呼吁生产厂家对商

品进行简易包装，呼吁消费者携带购物袋并在购物

时充分考虑环保。为了让消费者识别再生纸商品，

３Ｒ推进协议会 制 定 了 “Ｒ”的 标 识，印 在 用 再 生

纸制造的 商 品 上。为 了 加 深 民 众 对 垃 圾 问 题 的 理

解，促进垃圾减量和再循环的市民参与，东京都从

１９８９年６月开始，进行以 “ＴＯＫＹＯ　ＳＬＩＭ”为题

的宣传活动，１９９１年 开 始，每 年 开 展 一 次 “东 京

垃圾集会”。活 动 期 间，在 人 流 量 较 大 的ＪＲ站、

私铁站等地张贴宣传布告，开展各种宣传活动。

一些非营利组织也积极致力于环境保护和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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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１９９２年第１次垃圾减量推进全国大会 上 决 定 设 立 “垃 圾 减 量 化 推 进 周”，从１９９３年 开 始 实 施。１９９７年 改 为 “垃 圾 减 量、再 循 环 推 进

周”。

生态城市指的是１９９７年创设的一种制度，旨在推进企业排出的废弃物成为其他领域的原料，实现零废弃物。

其前身是１９９２年开始召开 “垃圾减量化推进全国大会”。



治理的宣传。例如，“民间非营利ＮＧＯ”① 针对生

活中的垃圾、食品、住宅、交通等问题进行 调 查；

召开研讨会、市民论坛；在京都郊外进行有机农业

的实践；派遣会员去海外参观、学习；开办讲座对

少年儿童进行环境教育等，在环境保护的宣传和普

及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日本十分注重对青少年环保意识的培养，中小

学经常开展体验式 环 境 教 育、环 境 学 习 活 动。如，

到公共设施进行清扫活动，参观垃圾处理厂、垃圾

焚烧厂等设施。孩子们在体验和实践中获得垃圾治

理的相关知识，学习和思考垃圾问题和环境问题。

就连上幼儿园的小朋友都学会了把用过的牛奶盒、

饮料瓶洗干净后进行分类和回收。值得一提的是，

这种体验 式 的 环 境 教 育 活 动 大 多 是 通 过 学 校、家

庭、社区、企业 密 切 合 作 的 “多 元 协 作”方 式 实

现的。

日本不仅重视对本国民众进行垃圾分类的普及

和宣传，还注重对来日本旅游或在日本生活的外国

人进行垃圾分类的宣传和指导。在地方自治体的官

网上，可以查询到本地生活垃圾分类规定，图文并

茂指导如 何 垃 圾 分 类。根 据 本 地 区 外 国 居 民 的 构

成，这些垃圾分类的 规 定 还 被 翻 译 成 英 语、中 文、

韩语、巴西语、泰语等。垃圾分类规定被印成彩色

图表或日历，日历上清晰标明可燃垃圾、不可燃垃

圾的投放时间以及各类资源垃圾的回收时间。当有

新居民从外地搬进 本 区 生 活，房 东、町 内 会 委 员、

邻里居民有义务指导他们如何进行垃圾分类。

通过宣传，越来越多的民众认识到地球上资源

和能源是有限的，必须改变既有生活方式。垃圾分

类、垃圾减量乃至垃圾治理的基础在于民众观念的

变革和广泛的参与。

（三）“多元协作”治理垃圾问题

２０世纪 六 七 十 年 代 的 “垃 圾 战”反 映 了 地 区

利益之间、公私利益之间、公共利益和地区利益之

间以及一部分人与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之间产生的摩

擦和冲突。实践证明，作 为 公 共 问 题 的 垃 圾 治 理，

不能由国家、自治体单方面决定和承担，也不能让

处于利益矛盾双方的民众长期处于对峙和争斗的状

态。前者会在公共性名义下侵害部分民众的基本人

权，后者不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在处理垃圾问

题上，日本民 众 与 政 府 一 度 是 “官 民 对 立”的 关

系，民众主要通过抗议、请愿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诉

求。随着日本 经 济 的 发 展 和 “官 主 导”政 治 的 变

化，民众与 政 府 的 关 系 逐 渐 由 “对 抗”转 向 “协

作”。９０年 代 中 后 期 以 来，随 着 非 营 利 组 织 的 兴

起，越来越多的民众参与到环境保护和垃圾治理的

过程之中，并产生一种共识，即：政府、非营利组

织、企业和民众各有其独特的作用，“官”与 “民”

应建立伙伴关系。通 过 垃 圾 分 类、垃 圾 减 量 运 动，

民众与政府之间的信任被修复和重建，垃圾减量运

动就反映了民众自身参与政策决定和解决自身问题

的趋势。政 府 也 在 制 定 政 策 和 治 理 垃 圾 问 题 的 时

候，有意识地吸纳不同利益方的声音。

目前，“多元协作”的方式已成为日本垃圾治

理最为突出的特征。首先，在国家层面，建立健全

法制、广泛宣传以及政府部门的身体力行是垃圾治

理的关键。２０００年 日 本 制 定 了 《国 家 及 其 他 实 体

促进环保货物和服务的法律》《绿色采购法》，规定

国家各省厅、国会、法院等部门须制定和公布采购

环保物品的方针，每年度还要进行评估。政府采购

的汽车以及空调、电脑、复印机、复印纸等设备及

耗材，都应是节能环保或再生利用制品。其次，地

方自治体在促进垃圾治理、循环型社会的构建中起

到了引领作用。为了实现循环型社会，各自治体制

定了垃圾减量的目标。例如，浜松市制定的目标是

实现家庭垃圾产生量最少的政令指定都市。为了实

现这一目标，要 开 展 三 大 战 役：一 是 厨 余 垃 圾 减

量，在扔厨余垃圾之前要把里面的水分控干净，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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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１９９２年７月成立于京都、２００２年成为特定非营利活动法人ＮＰＯ。



为水分会让垃圾增重，增加运输成本、降低焚烧效

率。二是将可 燃 垃 圾 中 可 资 源 化 的 约８％的 垃 圾，

如，包食品的纸、用过的信封、卷筒卫生纸里的纸

芯等进行分类并放置回收点。三是消灭食品浪费。

垃圾问题与日常生活有着密切关系。日本的垃

圾治理从反对公害、呼吁合理处理废弃物过渡到关

注生活方 式 对 环 境 的 影 响。为 了 不 给 环 境 增 添 负

担，民众要改变传统的生活方式，建立新的价值观

和行为方式。目前，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产生这样

一种共识，即：民众既是垃圾问题的受害者同时也

是加害者。在这一观念的影响下，逐渐改变既有生

活方式，养成对环境友好的生活方式：他们遵守所

在市町村规定，将垃圾分类并在固定时间、地点投

放；分类收集的牛奶盒、塑料泡沫托盘，洗干净后

送到超市的回收点；自带购物袋，尽量不使用超市

的塑料袋；购物时选购包装简易的环保型商品，尽

可能使用替换装，减少容器垃圾的使用；厨余垃圾

用于堆肥，培育蔬菜和鲜花，美化社区环境；食品

尽可能吃光，减 少 食 物 浪 费；本 着 物 尽 其 用 的 原

则，把不用的物品拿到自由市场、跳蚤市场给有需

要的人使用。旧衣服等纤维类废旧物品经清洗、消

毒后在二手店以低价出售，有些被运往发展中国家

支援贫困 民 众。据 统 计，有８７．５％的 人 先 考 虑 环

境再采取行动， “垃 圾 按 照 地 区 的 规 则 分 类”，有

８３．３％的人选择 “日常生活中尽可能不产生垃圾”，

有８４．６％的 人 “不 把 油 或 者 食 物 残 渣 倒 入 下 水

口”［５］。实践证明，越来越多的民众在践行垃圾 分

类，参与垃圾减量运动，将废旧物资加工制作成商

品进行售卖，这样一来，人与物、企业与消 费 者、

消费者与消费者建立起了联系并逐渐形成网络，成

为推动地方社会和社区发展的动力。

垃圾治理也需要企业遵守各项环保法规，变一

味追求生 产，不 顾 及 环 境 的 方 式 为 环 保 型 经 营 模

式。例如，在设计 产 品 的 时 候 考 虑 资 源 再 利 用 问

题，家电、汽车报废拆下来的各部分零件怎样变为

再生资源。同时，还要努力让容器包装更轻、更便

捷，以抑制容器包装垃圾的产生。事实证明，越来

越多的日本企业在环境保护意识的影响下，开始关

注企业的社会形象和社会责任感。多数企业能够从

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在防止污染、保护自然环境等

方面积极配合、协作，实施资源减排措施，开发高

新技术，构筑循环产业体系。例如，雾岛酒造企业

从２００６年开始利用微生物将红薯废料和酒糟进行

发酵，生成沼气并将沼气作为燃料再用于烧酒的酿

造。２０１４年，将红 薯 废 料 和 酒 糟 发 酵 之 后 产 生 的

部分沼气 用 于 发 电，每 年 销 售 电 量 达７００万 千 瓦

时。这种生产废弃物处理方式可以有效利用食品废

弃物和农产 品 废 弃 物，减 少 二 氧 化 碳 排 放，变 废

为宝［６］。

三、日本垃圾治理的案例分享

（一）京都市的垃圾治理举措

京都 市 作 为 一 个 年 间 游 客 人 数 高 达５　０００万

人①的旅游 城 市，垃 圾 问 题 一 度 困 扰 着 城 市 发 展，

也影响着古城的风貌。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京都市从

垃圾分类入 手 大 力 整 治 垃 圾 问 题。１９９７年１０月，

对玻璃瓶、易拉罐、塑料瓶开始分类收集，同 时，

对大型垃圾采取付费制；２００６年１０月，对装家庭

垃圾的塑料袋开始有偿化；２００７年１０月，对塑料

容器包装开 始 分 类 收 集；２０１３年９月，对 有 害 垃

圾、危险垃圾实施移动式回收；２０１４年１０月，开

展杂项垃圾的分类和再生利用。２０１５年１０月，制

定了垃圾减半的目标，规定了实施垃圾分类是市民

的义务。全 市 范 围 的 超 市 不 再 免 费 提 供 塑 料 袋；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实现了可燃垃圾的上午收集，垃圾

分类 中 增 加 了 修 剪 树 枝 一 项。１９９６年，由 市 民、

相关责任方和行政人员组建了 “京都垃圾减量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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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２０００年 《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基本法》出

台后，京都市更是坚决实施。２０１０年１０月，决定

了生态活动实施要纲。垃圾从２０００年最为严峻的

８２万吨减少 到 了２０１６年４２万 吨，减 少 了 将 近 一

半，焚烧设施也从５个点减少到了３个点，节约了

１３８亿日元的垃圾处理成本［７］。

京都市每年有上万个旅游观光节、学生节等集

会庆典活动，尤以 “祗园祭”最为盛大。“祗园祭”

期间，大量人流聚集并产生大量垃圾。从２０１４年

开始，“祗园祭零垃圾大作战执行委员会”在 “祗

园祭”之前督促每一家露天摊位尽量不使用一次性

餐具，要严格执 行 垃 圾 分 类 和 回 收。２０１６年 “祗

园祭”期间的垃圾减量效果明显。据统计，“祗园

祭”期间 的 游 客 达５５０　０００人，有２２８个 露 天 摊

位，２　３００位志愿者，重复使用了２１．６万个容器。

相比 没 有 开 展 垃 圾 减 量 活 动 的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４年，

垃圾量减少了２５％。［８］

（二）多元主体的垃圾治理实践

政府重视、立法推动、市民参与、非营利组织

践行、企业自律以及多元主体的相互配合，使得日

本的环境保护、垃圾治理运动走上了一条可持续发

展之路。“京都市 垃 圾 减 量 推 进 会 议”① 是 一 个 包

含ＮＰＯ、环 境 市 民 团 体、企 业、大 学 等 在 内 的

５２０家团体的联合会，致力于垃圾减量、环境友好

城市的实现。该组织下设４个委员会，即普及与启

发执行委员会、垃圾减量事业化执行委员会、地域

活动执行委员会、２Ｒ型生态城市构筑事业执行 委

员会。在市民、企业、行政方结成的伙伴关系的基

础上，开展了各种活动，特别是在京都市废弃物减

量等推进审议会的咨询中，市民、企业、行政三方

相互协作，阐述了垃 圾 减 量 的 重 要 性。发 行 会 刊、

运营自己 的 网 站，召 开 面 向 企 业 的 垃 圾 减 量 的 讲

座、对垃圾治理 “多元协作”事例予以资助。值得

一提的是，在市役所前的广场开设二手物品交易市

场；督促行政单位垃圾减量；促使商业街的店铺不

使用一次性容器采用可重复使用的容器……取得了

良好的效果。２０１６年 该 组 织 以 其 突 出 的 成 就 荣 获

了 “环境大臣奖”。由 东 京 民 众 代 表、相 关 企 业 代

表、行政方代表构成的 “东京垃圾会议”制定垃圾

减量的行动计划，运营物资循环再利用中心和二手

货交换场所，进行废 旧 物 品 的 修 理、展 示 和 提 供，

居民家里 闲 置 物 品 的 信 息 可 在 那 里 登 记、自 由 交

换。

“充满活力的垃圾治理伙伴之会”② 在环境省、

经济产业省、农 林 水 产 省、国 土 交 通 省 等 的 支 持

下，２００１年创 设 了 “市 民 创 造 的 环 境 城 市 活 力 大

奖”③，他们在全 日 本 征 集 以 “多 元 协 作”方 式 建

设的充满 个 性 的 循 环 型 地 区 典 范。２００１—２００３年

期间，共有１５０家团体参与活动。群马县伊势崎市

的 “ＮＰＯ法 人 环 境 网 络２１”④ 凭 借 将 厨 余 垃 圾 堆

肥培育蔬菜做成饮料、大米做成米酒等一系列富有

创造性的可循环活动，荣获２００１年大奖。佐 贺 县

伊万里市用了１０年的时间，在当地的餐饮店、旅

馆、配餐中心等６０家商家以及１００户家庭建立起

一个网络，对厨余垃圾进行回收、堆肥，用于休耕

地的种菜和养花。回收餐厅废油作为生物柴油的燃

料循环利用。倡导 “我们要把自己产生的垃圾变为

资源”，与当地企业、商家、市民、政 府、大 学 相

互配合，为实现一个零垃圾的城市做出了贡献，荣

获了２００２年大奖。

为了减少食品浪费，“全国美味食品光盘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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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组织成立于１９９６年１１月。

日语为：元気なごみ仲間の会。

日语为：市民が創る環境のまち “元気大賞”。

日语为：ＮＰＯ法人環境ネット２１。



网络协议会”① 倡导并发起了 “光盘行动”②，截至

２０１８年３月，共有４７个都道府县的３２０个自治体

参与。长野县的松本市发起了 “３０１０运动”，号召

大家在宴会开始后３０ｍｉｎ与结束前１０ｍｉｎ不要离

席，而要 专 心 享 用 美 食。在 宴 会 快 要 结 束 前 的

１０ｍｉｎ时，会有 人 提 醒 客 人 回 到 座 位 继 续 享 用 美

食，尽可能吃光所有盘中食物。号召大家对食物要

抱有 感 恩 之 心，杜 绝 浪 费，并 精 心 制 作 了 “３０１０

运动”宣 传 广 告。２０１７年１０月，松 本 市 召 开 的

“第一届 减 少 食 品 浪 费 全 国 大 会”，参 加 人 数 多 达

８００人。

在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一些团体、非营利组

织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町内会、自治会、志愿者组

织等社区居民自主结成的组织，在固定的场所和规

定好的时间，将收集来的空瓶、废旧纸张、纸盒等

汇总分类，交给资源回收单位进行再利用。多数自

治体对 这 些 集 体 回 收 垃 圾 的 组 织 有 一 定 的 补 助。

ＮＰＯ法人 “建 设 可 持 续 社 会 的 活 力 网”③ 以 “可

持续的未来”为题，与全国各地的团体携手合作开

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成绩突出，受到２００７年 度 环

境大臣的表彰。“地球环境伙伴广场 （ＧＥＯＣ）”④

通过开办讲 座 加 深 民 众 对 于 伙 伴 关 系 的 理 解 和 认

识，同时，将市民、民间团体的声音反映到政策制

定部门。由熊本县水俣市３　５００位主妇组成的 “垃

圾减量女性联络会议”，从１９９８年开始致力于督促

商家和超市减少食品包装泡沫托盘和免费塑料袋，

她们开展的活动规模不大却能持之以恒，最终获得

当地商家的理解和支持。

综上所述，垃圾治理是一项综合、循序渐进且

道路漫长的艰巨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推动垃圾

治理，应以 “垃圾减量” “资源回收”作为垃圾处

理的基本原则。日本７０余年垃圾治理的经验和教

训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当今，中国正在建设

生态文明，垃圾分类也在一些大城市急速推进。客

观而言，中国城市的垃圾分类主要由政府推动，存

在着政策 落 地 效 果 不 理 想、市 场 潜 能 未 能 有 效 发

掘、民众参与率低、民间组织的力量尚未充分调动

等问题。今后，应借鉴日本的经验，逐步出台垃圾

治理的法律法规，制定垃圾分类的标准要从简单到

复杂，一开始不能要求太高、分类过细；应明确政

府、居民、企业等各社会主体的责任和义务，通过

“多元协作”治理垃 圾 问 题；要 重 视 宣 传 教 育，普

及环境政策，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促进民众参与垃

圾分类；政府和企业之间要加强环保方面的合作，

与公众之间也应该有更多的互动；要对一些违反垃

圾分类的恶劣做法予以曝光和抵制。今后，随着中

日关系的推进，中日两国在垃圾治理领域有着广泛

的合作空间。应 立 足 中 国 国 情，借 鉴 日 本 成 功 经

验，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垃圾治理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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