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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游历和读

书是人们获得知识最重要的手段。2016

年 7 月 5 日，我带着些许好奇与期待，

从天津飞往台湾，开始了为期 14 天的参

访学习。一路上，见识了台湾的精细化

工管理、台湾人的彬彬有礼、美丽的自

然风光、找不到垃圾桶却依旧干净整洁

的街道以及让人耳目一新的文创产业。

在这里讲一个有趣的发现，还有一点点

思考。 

有趣的路名 

在台北的老城区，路名俨然就是一个中国大陆版图的缩影，街道名大致是

按照中国省份和城市的东南西北位置去命名。比如城市街道，往往东部叫南京

路，西部叫长安路，吉林路在东北边，桂林路则在西南面，所以早期在台北

市，熟知大陆地理的人，想要在台北市迷路，基本上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

为以台北车站为中心，如果你要去成都路，往西南方向一定能够找得到，如果

你要去吉林路，只要知道东北方向就可以了。 

全民参与的社会管理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但有了规则，不能很好地执行，照样做不好事情。

在台学习期间，对我触动最大的是台湾的垃圾分类和管理。近年来，大陆学者

和政界也在讨论垃圾分类处理的可行性，但受到最大的阻碍就是如何建立民众

的自觉意识。 



在政大学习期间，我们所在的宿舍内有四个垃圾桶，可以分类回收垃圾；

门外不远就有子母车，每天晚上都有“倒垃圾”的广播通知。到了台湾，我曾

很奇怪，太被动街道很干净，为什么看不到垃圾桶。原来，在台湾每个人都是

垃圾处理的第一环节，台北规定市民必须用垃圾袋把垃圾自行分类，并在指定

时间、指定地点交给垃圾车收运。可以想象，拥有 2000 多万人口多台湾，每

天傍晚固定时间，居民运送垃圾风雨无阻，这画面想起来也有些震撼。一位学

者在提到“垃圾不落地运动”时说：解严之前，政府也投入过上亿巨资治理污

染，但效果不佳。1996 年，台湾第一次开始直接民选总统；1997 年，全民参

与的垃圾不落地行动，大获成功。对于这种偏于政治的解答，我甚至产生过怀

疑。民主并不能直接带来没美德，反观南非、印度就是很好的例子。但为何传

统文化和美德几十年的时间没有被唤醒，而忽然就大放异彩？我思索很久不得

要领。一次忍不住问一位奶茶店的摊主：“既然专用垃圾袋需求量这么大，有没

有商家生产更便宜的仿冒垃圾袋，商家赚钱、居民省钱，反正收运垃圾的人员

也不会仔细检查是否正版垃圾袋。”他显然没准备充分，眼神直直地看着我，想

了一会才说：“这袋子卖的钱用来做环保的，我们买假冒商家的，政府怎么有

钱做环保。这里就是我的家，这样子做对不起自己啦。” 

“这里就是我的家”，这句话看似简单却值得回味。台湾过去垃圾遍地，

也许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里就是他们的家；参与度与道德感成正比，无权利、

无义务，无参与，也就没有责任。现在台湾全民参与垃圾不落地，其实是在参

与一场每天进行的社会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