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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

餐饮”模式的发展

下，外卖已成为一

种现代人的就餐

形式。此前，订餐

APP 饿了么发布

的一组数据显示，

目前其拥有的市

场用户已达 6 亿

之多，其中每周消

费 3 次以上的超

过了 6 成。若据

此粗略估算，每周

各大订餐平台约

接外卖订单 4 亿

份左右。

外卖激增方

便了我们的生活，

但是，其所用餐盒

等塑料制品使用

量也随之激增，由

此带来的环境问

题 正 日 益 严 峻 。

塑 料 袋 、塑 料 餐

盒、塑料汤勺及一

次 性 筷 子 ，每 天

“饭点”所产生的

外卖垃圾正对环

境产生危害。“互

联网+餐饮”在成

为一种新的生活

方式后，网络订餐

所产生的外卖垃

圾该如何处理？

谁来为“外卖垃圾”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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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加老师坦言，塑料污染的影

响早已众所周知，不仅会污染

水环境、大气环境、土壤环境，

对人体健康也会造成直接伤

害。

“目前，对塑料垃圾的处理

主要是填埋、焚烧和回收利

用。”苗志加说，常规填埋技术

虽然操作简单，但侵占大量土

地，而且塑料在自然条件下降

解需要很长时间，它混在土壤

中，影响土壤的透气性，影响作

物吸收养分和水分。焚烧技术

虽然可实现白色污染减量化，

但易释放大量有害物质，尤其

是塑料燃烧时产生的二噁英，

毒性非常强，是一种强致癌物。

从塑料材料本身讲，它属

石油化工的下游产品，对于每

年大量产生的废旧塑料，如果

不采取积极的循环利用措施，

将对日益紧缺的不可再生资源

如煤、石油和天然气等造成巨

大的浪费。

与其他材料相比，塑料其

实很容易进行反复利用。如果

实现废旧塑料的循环利用，不

仅能有效防止其对环境的污

染，还可以减轻城市生活垃圾

处理负荷，节约土地成本，取得

一定的经济效益，算是一种标

本兼治更为环保的处理方式。

外卖餐盒等废旧塑料应回收

外卖垃圾去了哪儿，
“不需要餐具”的选项被忽视

“现在生活节奏快，订外卖就是图个

方便。”一名“外卖骑手”说，“我每天要送

100 多份盒饭，多数都是上班族订购

的。此外，现在学生订外卖的也在逐渐

增加。一般店里的打包盒都是塑料材质

的，加送一次性筷子、勺子和纸巾。”

记者在一家麻辣烫店了解到，打包

所用的餐盒都是店家自己准备的，外卖

平台对此暂时没有质量规定。店老板

说，“没有人愿意收到一份用塑料袋装的

饭，我们购买使用的都是食品级的塑料

餐盒。”记者从订餐平台上看到，该麻辣

烫店提供有 1 元和 2 元两种餐盒，虽有

“不需要餐具”的选项，但店老板表示，客

户下单时几乎没人选此一项。

不少经常订外卖的上班族表示，确

实很少选择“不需要餐具”。“一般选好餐

后就直接支付了，而且商家一般都会给

筷子。”张丹说，即便有的同事备有餐具，

但还是会直接使用外卖带来的。

记者打开一外卖订餐平台看到，部

分热销菜品的单个菜品的月销售数量可

达6000余单，由此产生的外卖垃圾之多

可想而知。

那么，被扔掉的外卖餐盒又到哪

儿去了呢？记者通过走访发现，外卖

垃圾普遍存在回收难的问题，一次性

筷子、塑料袋、发泡餐盒基本处于无人

回收的状态。

“这些塑料餐盒不像纸箱子，还能当

废品卖，基本上都是当生活垃圾处理

掉。”一名废品收购人员表示，废旧塑料

餐盒很便宜，几分钱一个，收购站都不

收，而且由于清洗麻烦，也没人愿收。

目前，一些高校、企业为了减少垃

圾、保障安全等，已经开始禁止外卖进

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学生及员工订

餐的数量，减少了外卖垃圾的生成。但

外卖带来的塑料垃圾对环境的影响是不

言而喻的。

外卖方便上班族，
餐盒让保洁员“头大”

近日的一个中午，12时左右，美团、

饿了么等外卖小车在省会石家庄怀特写

字楼周边穿梭。众送餐小哥一边看着时

间，一边快速进入电梯内，唯恐不能准时

送达。在此上班的张丹说，由于中午休

息时间短，下楼吃饭会浪费不少时间，工

作比较紧张或想午休一会儿时，她就会

和同事一起订餐叫外卖。

在某广告公司工作的郑飞表示，现

在外卖商家有很多优惠活动，叫外卖比

去餐馆吃还便宜。“以前会自己从家里带

饭，但身为上班族，实在没那么多精力和

时间准备。”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是知

道叫外卖会造成一些白色污染，但也难

以抵抗外卖便宜、方便、快捷的诱惑。

外卖方便了上班族，却让保洁人员

感到“头大”。目前，外卖订餐所产生的

垃圾主要是一次性塑料制品，包括塑料

餐盒、塑料汤勺及筷子。张阿姨在怀特

写字楼里负责四个楼层的保洁工作。她

说，每天中午过后，垃圾桶就会被餐盒占

满，“有的用袋子封好丢进去，有的直接

扔进去，剩饭剩汤都流出来了。”每天面

对这样的垃圾，她着实感到“头大”。张

阿姨说，对于楼层内的垃圾，她会进行简

单的分类，但这些一次性的外卖餐盒，只

能全部丢弃，没有可回收的价值。

现状

探访 声音 解决外卖餐盒垃圾问题应抓源头

面对外卖餐盒带来的垃圾处理及环境问题，有专家认为，“互联网+餐饮”作为一种新兴的

经营、消费模式，如何协调好各个环节的监管，构建起一个完整的规范体系仍有待探究和实践。

回收利用可以说是废旧塑

料污染治理的有效途径，但在

现实中，循环利用难说理想。

“我们目前还没有严格执

行垃圾分类收集。想对塑料垃

圾回收利用，就需要对混合垃

圾进行分拣。但是，分拣过程

不仅费时费力，而且废塑料受

到一定的污染，材质难有质量

保障，利用价值也会偏低。”苗

志加说。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尽管

居民区、街道两旁多设置有分

类垃圾箱，但多数人投放垃圾

都很随意，即使投放时分门别

类，在垃圾车收集环节又往往

被混装。

有人建议，对于废旧一次性

餐具，可在比较集中的重点区域

设置回收点。“由谁牵头推动这

件事情，回收产生的费用谁来负

担，回收之后如何利用？没有有

效的制度保障，很难推动和长

久。”环保志愿者张毅说。

餐盒等塑料垃圾循环利用有难度

苗志加认为，解决塑料垃

圾污染，最主要的还是从源头

控制，减少塑料制品的使用，或

者提倡使用可降解的替代产

品。“国家层面要做好政策引

导，监管到位。始于 2008 年的

‘限塑令’从目前情况看效果并

不理想，主要原因还是缺乏强

制手段和惩罚措施。”

苗志加建议，对塑料生产

企业应加大监管力度，对生产

不符合规定要求的塑料制品，

应提高处罚力度；对高校或科

研机构给予科研支持，鼓励研

发新型的可降解材料来替代塑

料制品，以更先进的塑料垃圾

处理技术来降低二次污染等。

塑料产品使用企业也应担

负起责任。比如塑料袋用量较

大的超市，可多使用安全环保

的替代产品，或在明显位置做

出减少塑料袋使用的提醒标

志。据了解，目前美团、饿了么

两家外卖订餐平台也有相关环

保举措，设法提醒用户适当减

少使用一次性餐具。

减少塑料污染，还要依赖

于大众的自律。苗志加表示，

环保教育应渗透到教学以及生

活中的方方面面，通过教育改

变大众的消费观念，引导大家

主动选择环保产品，自觉参与

环境保护。

防控白色污染需从源头抓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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