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垃圾分类”，政府想清楚了吗？  1

王晓明 

按照政府的⽂文告，本周起，全上海，市民都必须先将垃圾分成4
类，才能丢弃了。 
这是早就该做的事。此前政府也推⾏行过不⽌止⼀一次，为什么最后

都不了了之，做不成呢？ 
⽹网民指出了很多原因：如果从住宅出去的已经分了类的垃圾，

在后续的运输中又被混在了⼀一起，那还分什么类？！如果只是要求
市民将垃圾分类，却不建设⾜足够的分类处理垃圾的⼯工⼚厂，那也是⽩白
搭；即便这两个问题都解决了，这些⼯工⼚厂的⽣生产成本却太⾼高，政府
的补贴不够⽤用，就还是难以为继…⋯…⋯ 
我再补充⼀一个原因：“垃圾分类”对市民的要求太⾼高了。 
这些年，我们已经习惯于只关⼼心个⼈人眼前的物质利益，对其他

的事情基本⽆无感。⼀一遇到什么事，我们都是先盘算得失，如果失⼤大
于得，就本能地袖起⼿手，⽽而这得失，对不起，都⾸首先是“我的”和可
见的。 
但“垃圾分类”这件事，恰恰违反我们的这种习惯：“失”很具体，

家⾥里要摊⼏几个垃圾袋，要仔细地分拣，⽽而且从此就要这么分拣下去
了，“得”呢？除了“公共利益”，什么都没有。 
你知道，我们恰恰是对公共利益这类东西最⽆无感的：它那么模

糊，还常常要⼏几⼗〸十年甚⾄至更久以后才兑现，你要我现在就为它每天
⾟辛苦地拾掇垃圾，太难为⼈人了吧？ 
当然，我们向来是听话的，现在政府⼒力推这个事，⼤大家都会配

 上海市政府发布的《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明定于2019年7⽉月1⽇日开始施⾏行。与此前发布的同类条例1

相⽐比，“垃圾分类”是这个新条例中最引⼈人注⺫⽬目的内容（其中还第⼀一次规定了50-200元/次的罚款数额），
也是这⼀一个多⽉月来官办媒体集中宣传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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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即便被强制着“双规”了，  也都会尽量赶在规定的时间⾥里，去规2

定的地点扔垃圾。但是，过⼏几个⽉月，政府的注意⼒力转移了，热劲消
退了，恐怕⼤大多数⼈人，都会不知不觉地故态复萌吧，毕竟⽣生活不轻
松。 
半年前，上海C区某住宅⼩小区⾥里，“垃圾分类”的试点正在热头上，

两位套着袖章的⼥女⼠士，⼀一早就守在垃圾站前，年长的厉声呵斥：“这
是湿垃圾桶，塑料袋不要丢进去！”年轻的摊⼀一本账册，低头记录每
⼀一位来⼈人的表现：如此粗细兼备的管制下，各式垃圾分别⼊入桶，秩
序井然。可这⼀一周，我再去这个⼩小区，隔很远就看见垃圾站的乱相：
袖章⼥女⼀一个不见，贴着“⼲干垃圾”标⽰示的⼤大桶⾥里，赫然蹲着两袋臭烘
烘的湿垃圾，其中⼀一袋，还斜伸出⼀一⼩小截⽊木屑⽚片…⋯…⋯ 
官员⼤大概要叹⽓气了：“⽼老百姓就是只顾⾃自⼰己…⋯…⋯素质太差！” 
可是，远的不说，就是1980年代，上海⼈人也曾多次表现出对公共

事务的热忱的，⼴广场上⼈人⼭山⼈人海。为什么今天却“只顾⾃自⼰己”了呢？ 
这30年，社会⽣生活中的⼏几乎所有强⼒力之⼿手：官家政策、市场经

济、学校教育、媒体宣传…⋯…⋯ 都在把⼈人民往看重物质、眼前、局部
和个⼈人，轻贱精神、长远、整体和社会的⽅方向赶。你看满⼤大街竖着
的“核⼼心价值”的标牌中，第⼀一条就是“富强”，其他的“⾃自由”啊“诚信”
啊，统统排在其后。 
⼈人都是环境的产物，这么⼏几⼗〸十年锤炼下来，我们⾃自然就成了现

在这个样⼦子：⼀一⼼心谋求个⼈人富裕，其他事情都往后放。即便知道了“富
裕”并⾮非⼈人⼈人可得，于是转⽽而⽹网游、追剧、养⾝身、啃⽼老…⋯…⋯ 依然转
在“个⼈人”的轨道⾥里，对其外的天地茫然⽆无感。 
这可说是1990年代初以来中国社会的⼀一项最重要的分⼯工了：平头

百姓埋头谋⽣生赚钱就⾏行了，⾄至于集体、公共、国家和社会的事情，
统统由政府管。 
不细说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分⼯工了，只说⼀一句：如果两边都各

 “双规”这个词，本是对中共纪委的⼀一种通⾏行措施（强制犯事的官员“在规定的地点和时间⾥里交代错误/罪2

⾏行”）的简称；这⼀一次为了确保落实“垃圾分类”，上海的⼀一些街道政府试⾏行在所辖的住宅区⾥里限定（即明
显减少）居民投放垃圾的地点和时间，遂有⺴⽹网民戏称这是“在规定的地点和时间”⾥里投放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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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其责，说不定也能让社会安定⼀一阵⼦子。可这30年，虽然⼈人民充分
地尽了责：我们把⼏几乎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赚钱养家中了，
这些年经济的⾼高速发展，主要就是亿万百姓奋⽃斗的结果，政府这⼀一
⾯面，说实话，责却常常尽得很差，⼴广为百姓诟病的“三座⼤大⼭山”，  就3

是显例。 
更要命的是，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危机，它们是即便政府全⼒力

尽责，单靠它⾃自⼰己——⽆无论它多强⼤大——也对付不了的。“垃圾危机”
就是其⼀一：上海每天的垃圾量快要接近3万吨，⽼老港垃圾焚烧⼚厂——
据说是全球最⼤大的——的3座⼚厂房全⼒力运转，也只能处理三分之⼀一！
如果市民中没有越来越多的⼈人，⽢甘愿为了公共利益⽽而⾃自我克制、持
续付出，由此形成巨⼤大的社会压⼒力，⼀一⾯面从消费端抵制商品⽣生产系
统的盲⽬目扩张，⼀一⾯面推动政府以⽴立法来遏制资本逻辑，也就是说，
如果⼈人民不能起来介⼊入社会政治，捍卫公共利益，逐步改变整个社
会的前⾏行⽅方向，那就⽆无论媒体上怎么嚷嚷，“城管”怎么罚钱，垃圾
都只会越来越多，最后把⼤大家都围进死⾓角。 
正因为“垃圾危机”是这样的⼀一种新挑战，这⼀一次上海的“垃圾分

类”，才把所谓市民“素质”的问题，凸显得这么触⽬目：只有千千万万
的市民都坚守公德，持之以恒，这事情才可能不再如以前的同类运
动那样，⼀一阵风吹过，痕迹都留不下⼏几丝。 
可是，要千千万万的市民有公德，就必得改变上述的社会分⼯工，

打开民众参政的⼴广阔空间，让⼤大家在信息、知识、思维、⼈人际沟通、
⾃自我组织与管理…⋯…⋯等等⽅方⾯面，逐步锻炼出⾜足够的能⼒力。⾃自晚清以
来，对⼈人民缺乏公德的感叹就⼀一直⽆无法停息，鲁迅更尖锐地指出：
百姓的⼀一盘散沙，正是被“治”的结果。在⼩小国寡民、闭关锁城的时
代，这样的“治”也许可以安国，但今天的局⾯面完全不同，⼤大⾄至全球
的⽣生态和经济危机，⼩小到⼀一地的“垃圾围城”，都清楚地显⽰示：国家
和社会的未来，都有赖于民众的公德⼼心，⽽而这公德⼼心的最⼤大来源，

 指学校教育、医疗和养⽼老这三项费⽤用太⾼高，如⼤大⼭山⼀一般重压在百姓⾝身上。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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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民众在公共事务中当家作主的实践。 
当然，远⽔水解不了近渴。回到“垃圾分类”这事情上，⽂文告已经发

布，就不能重蹈覆辙，越是看清楚我们的公德⼼心的现状，就越得有
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推动⼤大家持之以恒。在这⽅方⾯面，⾄至少这⼏几条是
政府必须做的： 
⼀一，⼤大幅度增加专职的管理⼈人员，以此增加——⽽而不是减少——

市民投放垃圾的时空⽅方便。政策再好，如果扰民太多，也⼀一定难以
施⾏行，现在许多住宅区⾥里的类似“双规”的做法，应该尽早取消。 
⼆二，慎⽤用国家暴⼒力。⽬目前这种50-200元/次的罚款标准，是太严

苛了：⼀一袋垃圾⼲干湿混淆，和在公共场所抽烟和吐痰，哪个更该罚？
如果更该罚的你不罚，或者罚不了，那又有什么理由，在这该罚程
度更低的事情上⼤大开罚款单？ 
三，多从正⾯面奖励。⼀一些住宅区已经这么做了：积分换物、点

卡抵钱…⋯…⋯ 这并⾮非只是以⼩小惠诱⼈人，也是体现对公⼼心的嘉奖，如今
⼤大家都习惯于从物质的⾓角度去体会精神价值，物质奖励⾃自是当然。 
四，投⼊入⾜足够的经费。有了⾜足够的钱，才能招募⾜足够的专职⼈人

员，建设⾜足够的软硬设备，提供⾜足够的物质奖励，⼀一句话，才能建
⽴立⼀一个有效的垃圾分类管理系统。政府应该有信⼼心：在这个事情上
投⼊入巨款，是能得到纳税⼈人的⾸首肯的。 
五，转变“运动式”的施政⽅方式。既然再次开了头，就要⼀一直做下

去，⽆无论经费、⼈人员和制度安排，⾄至少得有⼗〸十年的规划。倘若政府
⾃自⼰己只打短期的算盘，又如何指望市民持之以恒呢？ 
当然，这些都做到了，也只是不得已的治标之策。与“如何处理

垃圾”相⽐比，“如何减少垃圾”才是治本之事。政府有责任处理好公共
事务，⽽而为了真正解决类似“垃圾围城”这样的新型的公共危机，政
府更有责任开放公共空间，以此促进民众的公德之⼼心。事实上，即
便“垃圾分类”这样看上去牵涉⾯面不⼤大的事，要真正做得好，不半途
⽽而废，也还得看那些关乎根本的社会层⾯面上，是不是有真正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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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至少此刻，我更愿意反过来想：⼤大河奔流，是⽆无数涓滴汇⼊入
的结果，和其他⼀一些施政举措不同，“垃圾分类”明显得到民意的⽀支
持，更有不少年轻⼈人，长期⾃自发地投⾝身于有关“垃圾危机”的呼吁、
讨论和志愿者⾏行动。  如果政府想清楚了，全⼒力投⼊入，以⾃自⼰己的持之4

以恒，带动市民的持之以恒，像“垃圾分类”这样的事情，就也能从
⼀一个⽅方⾯面，促进全社会对于⼈人类的进步⽅方向、公共利益和公德之⼼心
的新的认识吧。 

2019年7⽉月 崇明

 即便⼼心⾥里嘀咕“真⿇麻烦”的市民，嘴上也会说“这是好事”。当然，也不能因此忽视基本的事实：在上海4

2500万市民中，能以实际⾏行动⾃自觉地持续做好“垃圾分类”的⼈人，⺫⽬目前还只占⼀一个很⼩小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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