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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周刊/观点 

 

东京怎样推行垃圾分类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俞祖成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将于今年 7月 1日起实施，这意味着上海即将成为我国第一个

实施垃圾强制分类的城市。目前，上海生活垃圾管理工作还存在全程分类管理体系不健全、基础

设施建设和改造有待加快推进、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水平有待提高等问题，亟须学习和借鉴国

际、国内先进经验。 

    实施“接触式指导” 

    在日本东京，23个区政府负责回收辖区内的生活垃圾并将其搬运至垃圾中端处理设施。回收

垃圾之前，居民会被要求按照“可燃垃圾、不可燃垃圾、粗大垃圾以及资源垃圾”原则进行分类

投放。然后，专业的清扫事务机构负责包括焚烧、粉碎及资源遴选等在内的垃圾中端处理工作。

东京都政府负责垃圾终端处理工作，即将经由中端处理后的垃圾残渣，搬运至东京湾的中央防波

堤外侧填埋处分场或新海面处分场进行填埋。 

    新宿区是东京都政府大楼所在地，也是颇为繁华热闹的街区。目前，该区拥有 34.2万人口，

家庭户数达到 21.7万，其中 60%为单身家庭，12%为外国人。同时，该区的各种商业机构总数达

到 3.5万。 

    据了解，新宿区政府设置了新宿清扫事务所、新宿东清扫中心、歌舞伎町清扫中心及新宿中

转/资源中心这四个机构，负责将 22107个垃圾回收点的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回收并搬运至中端处理

设施。在此基础上，新宿区还有不少细节安排： 

    例如，通过官方网站详尽公布有关垃圾分类和投放方法、垃圾收集与处理流程以及垃圾排放

量变化等信息，且专门制作推出了日语版、英语版、中文版、朝鲜语版的垃圾分类与投放手册。 

    又如，针对特殊困难家庭，区政府提供上门回收垃圾的服务。所谓特殊困难家庭，主要是指

两类家庭：第一类是指由 65 岁以上且需要护理服务的老人组成的家庭或者是由残障人士组成的

家庭；第二类是指由 85 岁以上的单身老人组成且没有亲戚、友人对其进行定期联系和访问的家

庭。 

    再如，从 1998年开始实施“接触式指导”，即通过工作人员采取登门拜访的方式，与市民当

面对话和交流，耐心规劝其遵守垃圾分类投放规则。 

    “接触式指导”的业务内容包括：垃圾分类方式及正确投放方法的指导；有关垃圾回收点的

新设、改善以及废止的咨询和指导；垃圾违法投弃行为的调查和指导；应邀前往辖区内的保育园、

幼儿园、小学以及中学等学校，为学生们传授有关垃圾分类与回收的知识；处理涉及垃圾问题的

市民投诉并前往现场开展矛盾调解工作。 

    激活市场活力和就业潜力 

    截至 2017 年 4 月 1 日，新宿区从事垃圾回收工作的公务员共有 204 人。这些人数有限的公

务员队伍，显然无法全面承担垃圾分类回收工作。为此，新宿区政府采取了多种办法。 

    第一，彻底公开并全面宣传有关垃圾分类的信息与数据。 

    东京都垃圾分类回收体制的高效运转，正是依靠广大居民及各种组织的积极参与。而调动社

会力量的参与，需要将相关信息和数据进行彻底公开。 

    登录新宿区官方网站，人们可以立即获得该区有关垃圾分类回收的所有信息和数据。这些信

息和数据，精确到任何一种垃圾的分类与投放方式、每位居民每天排放的平均垃圾量以及处理一

公斤生活垃圾所需经费等信息。 



 

第 2页 共 2页 

    对上海而言，通过官方网站公开的信息还远远不够。建议以市绿化市容部门为代表的相关政

府部门在《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实施后及时公开相关信息和数据，为调动和吸引公众参与

垃圾分类做好第一步工作。 

    第二，为特殊困难家庭提供上门回收服务。 

    调查发现，东京都的 23 个区政府都为无法自行下楼投放垃圾的特殊困难家庭提供上门回收

垃圾服务。这是一项极为人性化且极有必要的制度设计。 

    近年来，上海正快速步入老龄化社会。同时，未安装电梯的老旧公房依然大量存在，确有不

少无法依靠自身力量进行垃圾投放的特殊人群。为此，我们需要适时出台特殊困难家庭的认定标

准并采取更适合本地情况的方式，为其提供上门回收垃圾等服务。 

    第三，探索实施垃圾分类回收业务的政府购买方式。 

    东京都 23 个区在垃圾分类回收领域普遍采用“公务员＋政府购买”的方式，在垃圾处理等

关键领域采取“公务员主导”方式，在垃圾收集和搬运业务领域则大规模实施“政府购买方式”，

从而大幅度节省了财政资金的支出，又激活了垃圾回收领域的市场活力和就业潜力。 

    在上海，原有的垃圾回收体系已经“崩塌”，新的体系尚未成形，社会企业参与积极性不高，

低价值可回收物（废玻璃、废木头、废塑料等）没有出路，居民交投不便。建议积极探索和创新

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鼓励和推动更多的民间力量参与垃圾分类回收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