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些小区投放设施尚不规范，也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了居民垃圾分类投放的意

愿。芳星园二区的居民王奶奶就认为：“小

区垃圾桶不齐全，很多人进行了垃圾分类，

但没有对应的桶盛装，于是将垃圾直接扔

在一旁。”北京商报记者向物业反映没有可

回收垃圾桶的情况，方庄物业二分公司相

关人员回应称：注意到了，但一直没添置。

按照《条例》要求，住宅小区和自然

村，需至少在一处生活垃圾交投点成组设

置厨余垃圾、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其他垃

圾四类收集容器；在其他公共区域可成组

设置厨余垃圾、其他垃圾两类收集容器。

北京市城管委固废处处长康凯表示：“生

活垃圾容器的标准规范将根据12月起实

施的《生活垃圾分类标志》标准进行配备

或修改，正在使用的垃圾桶将在旧标识上

粘贴覆盖新标识图案后继续使用，在《条

例》实施之前都将配备到位。”

北京商报记者走访20余个小区发现，

大多数社区已基本完成硬件配备。也有小

区的分类设施尚不完备，主要问题集中在

可回收物的回收装置上。有的住户在扔垃

圾的时候会刻意将纸板、塑料瓶等一些可

回收物品堆放在一旁，方便收废品者拿

取；更多住户则是将纸板、塑料瓶等可回

收垃圾进行存放，到一定量的时候，等待

个人上门收取，可卖出一定的价钱。

除了个人自发收购居民的废品，也有

公司从中发现商机，和社区签订协议入

局。昊天昊公司就在丰台区负责了62个社

区的垃圾分类服务，居民可以通过微信注

册下单，公司会有专人免费上门回收再生

资源。可回收物主要包括纸类、塑料类及

金属类，以每公斤0.8元价格回收。

昊天昊负责人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

采访时谈道：“公司主要提供环卫一体化

服务，而垃圾分类只是环卫一体化中的一

个环节。在收取完可回收物后，进行二次

分拣，并将不同类型的可回收物运送到相

应的终端处理厂，再生产新的材料或产

品。公司是通过招投标的方式取得项目运

营资格的，目前反馈良好。”

也有一些小区引入了智能设备进行

可回收物的收集。如奥北中心北区门口设

有智能垃圾分类回收机“小黄狗”，居民可

通过App投放可回收物，按照重量换钱。

北京商报记者在现场看到，设备显示，塑

料、纸类垃圾都“已满”。

据小区废品回收人员反映：“机器平

时基本没人用。我们从垃圾桶内拣出的可

回收物也不会往里丢，因为价格比较低，

不如自己卖掉合算。”也有知情人士向北

京商报记者透露，今年初之后“小黄狗”基

本已经瘫痪了，程序也用不了了。其他的

智能设备也有在谈的，如何协调利益可能

仍存在一些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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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驾马车”到“双升级”
陶凤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10日-12日在
北京举行，会议提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
要同消费、投资、就业、产业、区域等政策
形成合力， 引导资金投向供需共同受益，
具有乘数效应的先进制造、 民生建设、基
础设施短板等领域，促进产业和消费“双
升级”。

相比于市场更熟悉的消费升级，消费
和产业“双升级”看似新鲜，背后的深意早
就不言而喻。当前，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
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
关期，消费升级快于产业在很多领域表现
为需求端受困于供给侧，消费潜力没有完
全释放，产业升级也未到位。这就要求宏
观政策既要继续深耕需求侧，也要加速与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合起来，增加重点行
业领域的有效供给，培育新的产业，激发
内需和国内市场的潜力，推动产业升级在
更多领域开花结果。

中国城市中产飞速成长，不仅创造了
消费升级的巨大市场， 在全球化的助推
下， 也酝酿了全球范围内激烈的市场竞
争。 产业升级对应供给端的全面升级，也
是制造业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
义。产业升级指向高品质高技术，达到产
品升级服务升级，一些居民“买买买”的
诉求可以足不出户变为现实。

在全球领域的制造业迭代中，中国制
造在努力完成自身角色的转变。产业升级
的浪潮中，很多以制造业起家的城市纷纷

主动探索， 率先成为转型的鲜活样本。它
们过去曾分享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红利，也
经历过成本上升竞争力下滑的现实，正在
努力通过创新升级和技术升级最终实现
“世界工厂”的升级。

产业迭代像一场二次创业， 考验的不
仅有传统的“世界工厂”，也有瞬息万变的新
兴产业。以AI、大数据、云计算等为代表、爆
炸式增长的互联网行业、手握600亿票房的
影视行业、创新不断的金融支付行业，巨大
的需求增量都对产业升级提出了现实而迫
切的期待。独角兽跌倒、泡沫破裂时有发生，
这些新兴产业在满足不断升级的需求的过
程中，时刻经历着行业发展的大浪淘沙。

新旧产业能否同步升级进阶， 关系着

中国新经济生态的养成， 也关系着改革的
预期能否顺利变为现实。 维持多年的生产
要素低成本优势正在发生重要改变， 低成
本优势削弱将会带动剧烈的结构调整，但
这也意味着， 倒逼产业升级的时机已经成
熟，拉动自主创新的市场条件正在形成。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前夕，关于“保6”
的话题引发了一场全民大讨论。观察这场
风暴，最有效率的方式或许是重新审视中
国经济的增长模式。2019年，中国经济增速
仍有可能继续回落，不强求速度正是为改
革积蓄能量释放空间。过去的“三驾马车”
不必一马当先，而产业和消费“双升级”将
齐头并进。这是告别旧模式的决心，更是
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决心。

除了不清楚如何分类、找不到设备等

困惑，北京商报记者在走访社区的过程中

发现，居民对垃圾分类最大的质疑在于：

垃圾分类后，混装混运的现象如何杜绝？

实际上，《条例》对混装混运作出了严

格的规定。要求收集、运输生活垃圾的单

位应当将生活垃圾分类运输至集中收集

设施或符合规定的转运、处理设施，不得

混装混运，不得随意倾倒、丢弃、遗撒、堆

放。对违反规定的，处罚额度由之前的

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调整为2万元以

上10万元以下。情节严重的，吊销其生活

垃圾收集、运输经营许可证。康凯也提到，

必须全链条提升收集作业管理，树立垃圾

分类管理新形象。

北京商报记者发现，在此前就展开垃

圾分类试点的小区，成组的垃圾桶边都设

有专门公告牌，写着分类、收集等具体负

责人的联系方式和每种垃圾的收集时间，

方便公众进行监督。公告牌显示，厨余垃

圾和其他垃圾由不同的公司、不同的车辆

在不同时间进行收集和运输，一般不会存

在混装混运的现象。

以南锣鼓巷的平房区为例，中环创新

公司的刘浩专门负责雨儿胡同的垃圾收

运，他于每天上午7点到9点、晚上6点到9

点在胡同内专门收运居民的厨余垃圾和

其他垃圾。将居民分类好的两类垃圾分别

倒入两个垃圾桶，并给予积分奖励。可回

收和有害垃圾也有专人每天上门运，交道

口街道大概有七、八个人。据悉，交道口街

道平房区共45条胡同，整体采用定时定

点收运工作模式。

出于垃圾减量的目的，也有户数较多

的社区直接在社区内安装了厨余垃圾处

理设施。如在西城区德胜街道新风街一号

院，有专门的垃圾分拣员负责厨余垃圾的

分拣，之后将其运至小区内的处理设备。

西山庭院社区则引入了“有机垃圾消化

器”，利用黑水虻幼虫消化厨余垃圾，并产

生有机肥料，用于小区植物种植，或免费

赠予居民。

收集后的垃圾如何处理？北京商报记

者实地前往通州的垃圾处理厂进行走访。

通州区有机质资源生态处理站主要处理

通州的餐厨垃圾、粪便及污泥。运载着不

同垃圾的车辆有序驶入专门的输送间。项

目负责人于广涛告诉记者：“目前，处理站

日均处理餐厨垃圾约200吨、粪便约300

吨以及污泥约100吨。主要产出品为粗油

脂和沼气，后期将增加沼气发电，每天可

以产生2.5万立方米的沼气，一立方米大

概能产生1.7-2度电，除了处理厂自用，剩

余的都将输送至国家电网。”

处理之后无法资源化利用的残渣，

以及运载其他垃圾的收运车，将驶往通

州再生能源发电厂进行焚烧发电。作为

“终端的终端”，该发电厂于去年8月正式

运行投产，一期共建三条垃圾焚烧线，日

均处理生活垃圾2250吨，每年可处理80

万吨生活垃圾。相比于填埋，垃圾焚烧能

够通过发电的方式再生资源，对环境危害

也更小。

“居民垃圾分类如果做得好，对我们

的意义很大。”于广涛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运送到我们这里的厨余垃圾就可以减少

渣量，降低了处理难度，无法处理的渣是

需要再运到垃圾焚烧站进行进一步处理

的，理想状态下餐厨垃圾的渣量是10%，

目前大概在百分之二三十。渣少了，自然

运输成本也可以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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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修正案（以下简称《条例》）

已于11月底表决通过，修改后的《条例》将于2020年5月1日

起施行。北京商报记者走访20余个小区了解目前北京垃圾

分类的现状， 目前一些小区仍存在居民分类积极性有待提

高、依赖二次分拣员、设备未到位、混装混运等问题。随着

《条例》规定的个人不分类罚款、严惩混装混运等强制性措

施的到位，部分问题或将得到解决。但罚款的执法权、分类

质量如何量化等具体操作规范还有待进一步细化。

12月15日，北京商报记者从市城管委获悉，

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相关实施细则正在

全面完善，如何在5个月内做好《条例》施

行的准备工作， 有待居民和各部门形

成合力。

小李是北京慧忠里小区的垃圾分类二次分

拣员。小区开始垃圾分类的两个月来，每天早晨

的5点30分到9点、下午的1点30分到4点30分，小

李都需要将社区4组垃圾桶内的厨余垃圾单独

分拣至专用垃圾桶，并等待专门收运车运走。

二次分拣是目前一些小区垃圾分类的主

要模式之一。虽然居民尚未做到完全自主分

类，但部分小区的垃圾分类工作已经展开———

即在后端清运过程中，将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

分开收运。据市城管委数据，全市垃圾分类已

经覆盖到60%的生活片区，224个街道乡镇，其

中东城、西城、石景山、通州四区已在12月展

开垃圾分类全覆盖创建工作。为保证清运顺

利，就只能依赖分拣员对居民所扔垃圾进行二

次分类。

北京自2011年开始推行垃圾分类，当时

全市1800个试点小区，已配有1.4万余名“绿袖

标”垃圾分类指导员，但依赖二次分拣员并非

垃圾分类落实的长久之计，新修改后的《条例》

也明确规定，产生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是垃

圾分类投放的责任主体。

改变的关键在于提高居民的分类积极性。

天通苑地区保洁绿化大队负责人杨先生告诉

北京商报记者：“小区分类的问题，主要是居民

没有全部投入，分类很不到位，目前来说95%

的居民都没有分类。”

“怎么让居民动起来？我们街道用积分兑

换生活用品等激励方式来提高居民的积极能

动性。以正面引导为主。”新街口街道城管科的

李文潇认为。李文潇提及的积分制也是不少小

区用以提升居民分类积极性的模式，例如东城

区幸福社区推行，只要每天能规范地分出一斤

的厨余垃圾，就能积2分，用来兑换洗衣皂、钢

丝球等生活用品。

幸福社区在用物美超市“10元优惠券”代

替生活用品后，居民分类热情明显提高；大乘

巷教师宿舍社区则以“宣传+积分+二次分拣”

模式交出了85%居民参与率的答卷。

大乘巷垃圾分类志愿者崔湘文说：“从去年

起，社区开始给居民免费发放带二维码的垃圾

袋，二维码则可以精准对应到户。在二次分拣的

过程中扫码记录情况。分得好，有积分奖励，积

分累计后可以兑换日常用品；分得不好，一次两

次我们就提醒，三次以上，我们就会上门进行

‘家访’，指导居民进行垃圾分类。”由于居民自行

分类质量提高，垃圾分拣员的工作时间也由最

初的两小时，缩减到了目前的40分钟左右。

宣传帮助居民认识和学习垃圾分类，在明

年5月《条例》实施前将给居民留足学习和尝试

的时间。《条例》正式实施后，对于个人不按照分

类要求投放垃圾的行为，遵循处罚与教育相结

合的原则，由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责任人先进行

劝阻，对拒不听从劝阻的，生活垃圾分类管理

责任人应当向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报告，由

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给予书面警告，再次违

反规定的，处5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

北京商报记者也从市城管委宣传处得知，

下一步将有计划地推进宣传动员方案。包括生

活垃圾分类知识入社区、入家庭、入单位、入学

校。要在明年《条例》正式实施之前，实现宣传

动员覆盖到每一个社区。目前，街道和物业都

没有执法权，执法权的归属仍是下阶段《条例》

实施的难题。

设施标识统一，环保企业入局

投放不方便？

严惩混装混运，新增就地处理

分完一车收？

分类执行难？

二次分拣，奖罚措施跟进

崇外街道新怡家园的垃圾减量志愿者将厨余垃圾运上收运车积分兑换是小区激励居民垃圾分类的主要模式。奥北中心北区的“小黄
狗”显示多项回收物已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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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规落地在即 求解北京垃圾分类三大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