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突破外卖垃圾“围城”的窘境

●张许鑫

临

近饭点， 我们可以看到校园内一辆辆电动车

或自行车带着小箱子穿梭在宿舍楼间， 他们

是下课时分人群的逆行者，为同学们的各类餐饮

消费提供便利。

不可否认， 随着近年来外卖行业迅速发展，

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便捷。但随着网络订餐数量

的增长，塑料袋、餐盒、一次性餐具等使用量也在

激增。 据美团点评今年初发布的《2017 中国外卖

发展研究报告》显示，2017 年我国外卖市场规模

总额约 2046 亿，在线订餐用户规模近 3 亿人。每

位用户点一次外卖， 至少要用到一个塑料袋、一

份餐盒以及餐具，一年下来，因外卖产生的垃圾

数量极其庞大。

由一个个塑料袋塑料餐盒建立起来的“围

城”，是白色污染给生态环境带来的巨大压力。究

其原因，正如《中国青年报》的一篇文章所言：店

家只管做、平台只管卖、外卖小哥只管送、订餐者

吃完就往垃圾桶里扔，最终变成了社会和环境的

负担。 这明显违背了“谁污染，谁治理”原则。

据调查，目前市场上的餐盒虽符合食品安全

标准，但其环保性无法保证，只有部分餐盒为可

回收或可降解材料。而可回收类餐盒在与食品发

生接触后难以回收再利用；可降解材料由于技术

水平无法做到完全降解且降解时间过长，其环保

性更不乐观；普通餐盒一个成本约 0.5 元，而可

降解餐盒价格较高，约 0.7 元一个，商家不愿选

择这类餐盒。同时，对于餐盒材料，相关部门也未

出台明确规则确定成分标准。外卖垃圾缺乏专门

的处置， 也存在着回收难甚至无人回收的问题，

垃圾多以焚烧或填埋处理。

虽然外卖所造成的环境压力难以避免，但如

何将伤害降到最低，是政府、企业以及大众都应

该考虑的问题。

一方面，外卖相关企业责任不容推卸。 他们

在追求利益的同时， 应当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

任，为商家提供环保型包装，或鼓励平台商家及

用户使用可降解餐盒，合理包装；同时承担起塑

料餐盒回收的社会责任，策划相关方案减少使用

不可回收餐盒及塑料袋。

另一方面，作为个人，也应当减少对外卖的

依赖，避免使用一次性餐具。 国内的外卖平台曾

推出“青山计划”“蓝色星球”等环保计划，鼓励用

户减少一次性餐具使用，但效果并不理想，大多

数人因不是在家用餐或为了避免清洗而还是选

择一次性餐具。 所以大众的环保意识也亟待提

高，要更多选择绿色的生活方式，减少外卖使用

次数，随身携带个人餐具，从源头上减少污染。

再者，对政府而言，可建立科学垃圾处理体

系，出台政策明确责任，引导消费。目前我国大多

数居民没有垃圾分类的习惯，分类垃圾箱形同虚

设；垃圾处理方式仍以焚烧和填埋为主，垃圾回

收再利用率低。 可以说，我国垃圾分类处理的道

路还有很长要走。 因此，作为社会管理者，政府应

当引导居民将垃圾进行分类，建立科学的回收体

系以面对外卖污染。 同时，政府也应当出台相关

政策，明确监管标准，鼓励企业使用环保性材料。

突破外卖垃圾“围城”的环境窘境，不是一个

人能做到的，也不是一两家企业或政府单方面行

动可以实现的，这需要多方努力，共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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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点

如何留住绿水青山、保护祖国大

好河山，成为当下的热门话题。 习近

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就指出，

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建设美丽

中国。“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

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

然。 ”他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

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

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 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

需要。

而在今年两会上，绿色发展、绿

色消费也成为代表、 委员们关注的

重点之一。 2018 年《政府工作报告》

明确： 环境保护有力地推动了经济

发展的效率、质量提高，绿色发展才

能让发展的质量高起来。

建设美丽中国， 首先就是要推

进绿色发展，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

费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建立健全

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那么

对大众来说，何为绿色消费呢？

绿色消费指的是带有环保意识

的消费活动。其本质在于提倡人与自

然界的和谐共生，要求我们在追求生

活舒适的同时也要崇尚自然，注重环

保，节约资源和能源，实现可持续性

消费。 它体现了人类崭新的道德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

或许很多人会好奇，虽然绿色消

费听起来好处不少，但是实行绿色消

费必做不可吗？ 答案是肯定的。 一方

面， 随着我们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囊

中不再羞涩，日常消费中的浪费情况

堪忧。 曾有统计称，中国人在餐桌上

浪费的粮食一年高达 2000 亿元，被

倒掉的食物相当于 2 亿多人一年的

口粮。 2015 年网购包装带来的胶带

总长度可以绕赤道缠地球 425 圈。有

些城市的垃圾量中快递包装占到了

85%以上。 2017 年“双十一”以 1682

亿元收官，其中不少“剁手党”只因打

折促销图一时痛快，之后漫长几个月

却因不必要的消费而开始吃土生活。

另一方面，实行绿色消费符合人

民根本利益，也是整个社会背景的大

势所趋。 自光盘行动、低碳生活等环

保概念提出以来，绿色消费开始逐渐

融入我们的生活。 支付宝的蚂蚁森

林、 共享单车的推行和倡导无纸化，

无一不体现着绿色消费的观念。不得

不说，绿色消费目前已朝着整个社会

的主流消费方式迈进。 诚然，虽然因

为人口基数大的原因，我国不可避免

地因为消费造成了许多方面的浪费，

但是在社会背景趋势下，更多的则是

绿色消费意识的觉醒和绿色消费行

为的开始。

华园：绿色消费渐成时尚

为了解华园师生对于绿色消费、 绿色发

展的看法与理解， 本报学生记者团对部分师

生进行了采访，并在学生中开展了问卷调查。

在问卷调查中， 近 7 成的受访同学表示

很少使用塑料袋或者购买一次性产品。 文学

院 2017 级学生周苗苗是班级团支书，她在接

受采访时说：“班级在圣诞节送礼物给同学时

会选择使用环保的小礼物袋。过年时，长辈发

的红包都是用可回收的材质做的。 大家似乎

都有意识地会去选择环保的产品。”其同班同

学白聪聪则表示，去超市购物时，都会自己携

带布袋， 尽量减少塑料袋的使用，“这些布袋

漂亮又环保，何乐而不为呢？ ”她说。

超过一半的学生在点外卖时会注意一次

性餐具的配送。 2017 级美术学院学生刘炜表

示，“在点外卖时看到有‘取消一次性餐具’使

用的选项，所以我买了一套餐具，这样可以减

少使用外卖送的一次性餐具。 ”

校外出行， 大多数同学会优先选择绿色

出行方式。 在校外出行交通工具的多项选择

上，有 76.69%的学生选择了公交出行，而网

约车仍是一半同学都选择的出行方式。 值得

关注的是，有 32.33%的学生表示会选择共享

单车， 他们觉得这样的出行方式既健康又环

保。

调查也发现， 同学们的资源回收意识还

不强。 对于平时购物或是学习产生的废旧物

品等，46.62%的受访学生选择直接和垃圾一

起倒掉，只有 33.08%的学生会将其整理好积

累起来卖掉或捐赠他人， 有些同学甚至从没

注意过这个问题。

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 大学生的环保及

绿色消费意识相对较强， 多数人认为自身的

绿色消费可以减少自然资源消耗， 减少消费

对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 在对是否愿意为绿

色消费支付额外成本的调查中， 大多数人持

肯定或是中立的态度， 更有九成的受访者愿

意积极参与环保相关的活动， 这一定程度上

体现了华大学生对绿色消费的理解及积极乐

观的态度。

那么， 大学生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落实绿

色消费的行为呢？ 受访的同学分享了自己的

做法： 日常购物时选择用布袋来代替一次性

塑料袋，减少一次性塑料袋使用量；购买可循

环利用的产品，减少一次性商品的使用量；日

常出行可选择使用共享单车或共享电动车来

代替打车，做到低碳出行；日常用餐做到光盘

行动和随手打包；回收利用外卖餐具、使用旧

衣服回收箱等；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不因为

不理智的消费心理而导致浪费……

“在未来的消费中， 绿色消费是一个趋

势。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生产逐步从污染型

发展转向了环保型发展， 整个经济发展形态

对环境保护有着非常高的要求。 我们现在倡

导节约，倡导绿色消费、绿色出行，都是未来

构成环保型社会的一环。 ”谈及绿色消费，华

侨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教师陈鹏军这样说。

他也很赞成在学校里推行绿色消费：“我

们可以在大学推行绿色消费，甚至对小孩，从

中小学开始推行低碳环保的行为， 让他们养

成自然而然的习惯，也可以推动一些成年人、

社会人士的低碳行为。对学生提倡环保，是对

他们一生的塑造， 所以我们很应该在学校里

面推行绿色消费。 ”（校报学生记者团）

让绿色消费走进校园

●章睿轩

在

20 世纪 80 年代，英国掀起一场“绿色消费者

运动”，席卷欧美，掀起绿色消费的风潮。 而在

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着重提到要加快生

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 大学生作为当

代一个特殊而庞大的社会群体，具有较高的知识

文化水平和思想道德素质，但其消费理念与实际

消费习惯存在较大的差距。 尤其在绿色消费逐渐

成为大趋势的潮流下，大学生的消费问题也逐渐

显现出来。

由于生活费、 地区和时尚元素等多方面原

因，大学生的消费行为往往存在各种问题。 各大

节日，网购平台都会打着节日的旗帜促销，迎合

大学生省钱、炫富等心理，而大学生更是一股脑

心甘情愿地投入其中，毫不犹豫地选择“剁手”。

不管是衣物方面还是电子产品，日积月累，最终

都由于没有得到妥善处理，变成了日益积压的新

型垃圾。 与此同时，快递盒的堆积处理问题也应

运而生。 此外，外卖也成为校园里随处可见的风

景，每到餐点都是骑着小电驴横冲直撞的外卖小

哥，一次性包装盒和餐具填满楼道的垃圾桶……

高校作为大学生学习、 生活的主要场所，在

促进学生树立绿色消费理念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大学生消费问题的根源在于其消费态度和行为

滞后于对绿色消费的认知。 对学校来说，可以邀

请相关专家进行绿色消费主题讲座，提高学生生

态环保意识。 其次，学生过着群体性的生活，当优

良的生活作风形成后， 还可以影响到周边的同

学。 因此，在校园内应该鼓励和促进以“绿色”为

核心的学生社团的成立和发展， 宣传绿色理念，

举办绿色消费的辩论赛或知识竞答等，最终形成

共同的、良好的、绿色的风气和氛围。

更为最重要的是，绿色消费行为能体现个人

的责任感和道德观，可以从个人出发，通过影响

他人，让绿色消费观念深入人心。为此，大学生应

该将消费重点从“量” 转移到“质”。 据调查，

30.8%人拿到快递后直接将快递包装盒送进垃

圾桶，29.6%的人将快递包装盒另作他用，24.6%

的人会将快递包装盒搜集起来。 后两者的做法，

可以有效地减少资源的浪费。 所以，我们在日常

生活中可以将快递盒收集起来，集中回收，提高

包装盒的使用效率；对于堆积的旧衣物，我们可

以尽自己的绵薄之力，捐给需要帮助的人；对于

电子产品，我们应根据个人实际需要购买，不要

盲目攀比，铺张浪费。此外，我们应尽可能地少点

外卖，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这也从另一个层面

节约了资源，美化了环境。

总之，任何一个细小的消费行为都能够有效

降低对环境的污染,降低个人对生态造成的负面

影响，所以让“绿色”走进校园义不容辞。同时，大

学生更应该积极响应号召，让绿色消费成为一种

习惯，释放作为学生群体的力量，从自己做起，引

导更多的合理消费、可持续消费，促进校园的绿

色化，从而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资源

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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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个人消费行为需考虑自身消费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

4.如果身边的人积极参与环保活动，你也愿意这样做。

2.点外卖的时候会特别注意一次性餐具的配送。

1.购物后是否会向店员购买塑料袋。

3.对购物或学习产生的废旧物品，你如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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