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几年在年轻人中时兴的“可持续
生活”理念，虽然个体的理解会有差异，
但总的来说，它描述了一种“试图减少
个人或社会对地球自然资源的使用”的
生活方式。“可持续”不仅仅与环保有
关，也可以代表长久使用，还可以延伸
到更多的领域：公平贸易、支持特殊群
体就业、传统工艺的“活化”等。

赵莫轻，成都一名资深跑友，他说现
在一些跑团会不定期组织“捡跑”，“大家
会戴上手套沿途清理一些废弃物，最有成
就感的不是跑得最快的那一位，而是捡得
最多的那一位⋯⋯尽量不留痕迹吧，做一
个地球的使用者，而不是掠夺者。”

还有一名视频博主，经常在社交平
台“炫耀”她的手作——大大小小的罐
头瓶子，会被洗净晾干变成各种调料
罐；为代替塑料袋，她缝制了很多棉麻
帆布袋；破袜子也“二次就业”被改造成
拖把替换布；用丝瓜瓤制成用来清洗的
洗碗刷；将咖啡渣收集起来，用纱布包
装起来挂在有需要的地方吸附异味；养
了上百条蚯蚓，用来降解厨余垃圾⋯⋯

记者了解到，还有一名二手和古着
店主，在线上经营二手服装和古着，后来
旧衣改造和其他品类的二手物件也加入
其中，身边很多做穿搭博主的朋友，也会
把衣服放到店内寄卖。在这些“乐活族”
看来，一件件物品仿佛有了被延长的生
命脉络，而不是像从前那样，进入垃圾填
埋场。年轻人也学着重新审视物品，并
与其建立起更深刻的连接。他们试图将
可持续的生活技能拉满，把环保融入日
常，比如减少制造垃圾，坚持垃圾分类；
节约用水，将马桶和水龙头的流量关小，
最好一水多用；减少对手机的使用；电器
不使用时关闭电源以节约能源；尽可能
不使用空调；尽量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亲
近自然，选择“有机”旅行；选择有机食品
或者素食，避免高盐、高油、高糖；不抽
烟，也尽量不吸二手烟；喜欢买卖二手货
物和旧物改造⋯⋯

乐活，意为以健康及自给自足的形
态过生活，被称为是一种贴近生活本源
的生活态度。当“环保”这个看似宏大
的话题，被拆解成切实可行的步骤时，

“可持续”也变得清晰而具体，人人皆可
发挥想象和创造力，最大限度地开发物
品的可能，可持续生活也就这样被不断
发掘出新颖、有趣的方向。年轻人不用
彻底颠覆现有的生活方式也能变得可
持续，改变并培养一些习惯足矣。那种
从兴趣点开始的转变，成为践行可持续
生活最合适的起点。

无痕

正在融入你的日常吗,

？

Lifestyles

2023年3月2日
星期四

08

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黄一可

主编：蒲薇 责任编辑：陈蕙茹 联系电话：028-86757864 美术编辑：胥建英

循环经济中的
“黑科技”

循环经济的绿色发展离不开科学
的垃圾分类，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回收
废弃物的行为都是对循环经济和资源
综合利用的直接助力。

仅以垃圾回收的“上游”端来看，引
入刷脸开门、自动称重、智能除臭、AI监
控、回收自动积分生成“绿色账户”、大数
据监测的智能垃圾分类驿站正在推广。
有的智能处理终端甚至不需要人工干
预，就可自动分类、资源化处置，产出冷
凝水、废钢铁、碎砖石、有机肥、可燃物等
物质。还有一些垃圾桶由太阳能电池驱
动，桶盖通过感应自动开关，用户体验较
好。“闭环制造商”，这可能还是一个比较
陌生的概念。但装备和电子制造业的一
些头部企业，已开始打造“材料的闭环供
应链”，尝试与矿业完全脱钩，不再从地
下攫取资源，产品制造完全采用回收材
料或者可持续的材料。

企业完全拥抱循环经济模式，并不
是花大价钱买一个环保情怀。当气候
变化、资源短缺的风险开始凸显，特定
的业务模式会获得更大的市场价值。
这些企业开始大刀阔斧地重构其底层
的材料供应链，与蓬勃发展的循环经济
建立起新的共生关系。一方面大幅降
低成本，另一方面还可以减少原材料价
格波动的影响。

一些全球领先的家电制造企业，正
利用新技术进行设备更新，使消费者在
未来几年内更便利地减少环境垃圾的
排放；依托“可定制”和“成长式”理念，
即让用户轻松更新其现有设备，从而支
持电器设备更长时间地使用。

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实现家庭能源
自给自足的目标，“智能城市计划”已提
上日程——企业与政府合作，建立一个
总体规划的可持续住房社区，在整个社
区，太阳能电池板和家用电池将生产和
储存能源，而节能电器将减少电力使用
并监测水的使用。新技术、新科技的运
用，将让二手交易变得更便捷，可追溯，
服务体验也会更好。一些新型电商平台
对于二手商品的品相、品质等问题，通过
直播技术，让电商主播以线上讲解示范、
一对一答疑等直接互动的形式，让消费
者体验到“所见即所得”的服务。为了保
证商品鉴定的真伪和有效性，再基于区
块链技术打造防伪追溯系统。在评级和
定价上，通过对海量大数据的分析，以人
工智能算法实现效率的提升。

记者：近年来，“零废弃”“无痕”等可持
续生活方式受到年轻人的欢迎，可持续生活
究竟意味着什么？

魏春梅：可持续生活方式遵循自然规
律，是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建立一种既能
满足人类良性生活需求，又能维护生态系统
平衡的生活方式。

从实质上看，它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
容：一是物质生活适度，既要求物质生活
以人的基本需要为出发点，以人的健康生
存为目标，又要求把人的物质生活水平，
严格控制在地球环境的可容纳容量和地球
资源的可承载范围之内。二是物质消费公
平，既要满足当代人之间在消费权益上的
公平性，又要满足后代人对于资源环境的
消费，不应当以损害后代人的消费权益和
发展潜力为代价，确保子孙后代的可持续
生活。

记者：宜居城市需要建设更多的可持续
化社区，从绿色生态角度如何简单定义这样
的社区？

魏春梅：可持续化社区又可称为绿色社
区或生态社区，这一思想萌芽源于1898年英
国建筑学家艾比尼泽·霍华德所提出的观
点，他认为理想的城市应是经济活力涌流、
社会安定有序，同时也应具备令人感到舒适
的自然环境，在城市达到一定的规模之后，
应该建设新的城市吸纳人口和产业的增长。

当前，可持续化社区就是一种实现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资源能源节约高效、人居环
境宜人、基础设施完善、社会环境文明的新
型社区模式。

目前对可持续化社区的讨论主要集中
在三方面：一是要减少对自然资源的消耗以
及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二是建立生态良好的
人居环境；三是提倡绿色社会方式。

记者：实际上，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愿
景，需要落实到城市治理的基本单元——社
区。我们的城市在低碳社区的推广上，是否
依然存在问题或难点？

魏春梅：低碳社区是指对城乡社区的住
宅、社区环境、生产方式及生活方式进行改
造，以达到降低能源消耗实现低碳排放的城
乡社区。我国在低碳社区建设上采取了一
系列举措，在政策上形成了较为明确的低碳
社区试点建设指南，但在低碳社区的推广过
程中，仍然存在规划不合理、法律法规不健
全、公众参与度低以及急需研发和缺乏适宜
低碳技术等问题。

比如，低碳社区的规划设计方面侧重于
社区低碳理论研究框架的构建和规划内容，
具体的政策建议与实施办法相对欠缺。在
立法方面，尽管已制定了多部与低碳社区相
关的行政条款和法律法规，但一些法律条文
过于笼统，原则性条款较多，有效性、可操作
性不足。公众自发参与低碳社区的管理是

最有效维护社区稳定与发展的方式。目前
来看，社区居民低碳观念转化为低碳行为的
比例较低，让他们加入到低碳社区的规划、
决策、管理中来非常重要。

低碳社区的建设主要涉及建筑节能、
绿色交通、水生态系统、垃圾处理和智慧社
区等技术，如果主要靠引进国外成熟的技
术，而不充分考虑自己的实际情况与技术
的匹配和适用程度，会存在诸多水土不服
的现象。

记者：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
的提高，剧增的生活垃圾令人担忧。作为普
通民众，如何让身边的垃圾桶“瘦”下来？

魏春梅：据统计，每人每天生产 1.2 公斤
垃圾，我国又是一个人口大国，如何让身边
的垃圾桶“瘦”下来，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
学习并努力做到的事情。每一个人既是消
费者，也是生产者或贩卖者，有什么样的消
费者就有什么样的市场，有什么样的市场就
有什么样的企业。

通过消费者选择使用可循环、易回收、
可降解的产品，进而引导生产者设计、开发
和生产环境友好产品，最终从源头上减少垃
圾的产生。买东西时，先想一想：我是否真
正需要？原有的是否真的不可再用？我是
否物尽其用？无论你是什么身份，相信你都
能够利用自身专业知识，立足岗位，在工作
中开展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服务创新，实现

垃圾的减量化，成为低碳生活的引领者。每
一个人不仅应该身体力行地践行垃圾减量
化行为，更应该通过自身力量宣传垃圾减
量化行为，关注和劝阻身边随意制造垃圾
的行为，做垃圾减量化的执行者、宣传者和
监督者。

记 者 ：“ 追 求 环 保 ”是 2022 年 全 球 十
大 消 费 者 趋 势 之 一 ，这 其 中 包 括 哪 些 商
业模式？

魏春梅：新时代下，消费者对于具有低
碳环保理念的品牌更为青睐。2021 年，有
1/3 的 全 球 消 费 者 主 动 减 少 了 个 人 碳 排
放 。 1/4 的 消 费 者 采 用 了 碳 抵 消 补 偿 方
案。这其中涉及的商业模式有产品共享、
产品服务化、修复及翻新、再制造、副产品
及产业共生、再生料替代和资源回收利用
等七种模式。如一款美妆品牌推出了首支
采用可回收和可再利用包装的零废弃睫毛
膏产品，瑞典金融科技公司 Klarna 推出了碳
排放追踪产品等。

（魏春梅：博士，西华大学环境工程系副
教授）

著名的上市咨询公司埃森哲发
布的《2022 中国消费者洞察》显示，
43%的受访者愿意为环保产品支付
溢价，83%的受访者认同整个社会都
应该朝可持续发展方向转变。比
如，Z 世代对于新能源汽车的消费追
求；养宠达人对于宠物清洁产品的
呼唤；运动达人对于电解质饮料产
品“包装革命”的期待⋯⋯同济大学
生态文明与循环经济研究所所长杜
欢政教授认为，将时尚及生活方式
企业的社会责任转变成为经济增长
的动力，而当产品能够将这两者有

机结合起来，便能够实现双赢。打
开各类社交软件搜索“自带杯”，可
以感受到类似的可持续生活正培育
着新的业态。随着茶和咖啡消费习
惯的养成，这些也都是可重复使用
咖啡杯市场增长的重要动因。某市
场 调 研 公 司 的 报 告 甚 至 预 测 ，到
2031 年底，全球可重复使用咖啡杯
市场规模将接近 250 亿美元。

再比如，电子商务为二手消费市
场注入更多的活力，租赁、分享、二手
转卖等一些新的商业模式正在出现，
旧衣回收、共享衣柜、二手交易、升级

改造、衣服修补等基于消费者需求的
新商业模式也不断“上新”。循环时
尚作为新的品牌突破，也带动相关投
融资赛道的火热，除了满足交易服务
外，未来还会展现出颜值品位、投资
理财、内容社区、兴趣社交以及跨境
交易等更多的新型消费场景，吸引更
多玩家、用户的加入。

多份报告研究显示，循环时尚行
业发展拥有巨大的想象空间。例如，
大众拥有高达 96%的绿色消费支持
度，但国内循环时尚商品流转率仅有
5%。这种高需求和低流转的市场格
局，预示着循环时尚行业将进入爆发
期。对于循环时尚行业的用户而言，
循环时尚商品不仅具有高性价比，更
承载了低碳消费理念，这也是他们的

“社交货币”。这些用户大多是有稳
定收入、有较高学历的年轻世代，他
们有能力也更乐意选择能够体现自
身品位，且符合社会潮流的循环商
品。循环消费一方面体现了他们爱
自己、爱生活、坚持做自己的价值观，
另一方面也让循环时尚商品物尽其
用，实现环保意义。

上海发展战略研究所研究人员
潘斌还建议，城市管理者要参与到社
区美好生活的人文构建当中，才能让
低碳生活从潮流变为主流。

在潘斌看来，“如果低碳只是一
种潮流，意味着它在被人们拥抱的同
时，也可能会像一阵风一样逝去。唯
有在普通人的意识中扎根，低碳生活
才能从潮流变为主流。”

循环时尚，关乎业态与消费

“当我们没有压力、舒适地做出改变
时，除了自己更享受，其他人也会被这种
状态吸引，对可持续的生活产生向往。”
说这话时，陈曼莎在自家阳台上的废木
箱里撒下了菠菜、油麦菜的种子，“种菜
给自己吃。”95后的她，每天职场奔忙之
后，喜欢在家烹制一顿轻食，和“快消”潮
流有点格格不入的是，她拒绝点外卖，爱
吃新鲜的当季蔬菜⋯⋯

她的朋友圈有不少“志同道合”的Z世
代——有的喜欢自带饭盒、水杯出门；有的
喜欢去二手平台“捡漏”；网购时请求卖家
进行减塑包装；还有人总是把残剩的香皂
拿来切碎、加上苏打粉就可以洗衣服⋯⋯
极简、无痕、回收再利用，越来越多的年轻
人正在用“可持续”重新定义生活。

2月25日，第二届中国数字碳中和
高峰论坛在成都举行，专家学者热议“数
字引领，绿色发展”，更深远的意义在于，

“双碳”的大背景下，让“减碳”“低碳”融
入日常，与每一个我和你有关。

古人崇尚的“中和”指向了天地
万物均能各得其所，达于和谐境界。
这种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不仅仅是环
保思想的体现，同时也是一种自我的
克制与修炼，不过度索取，对自然持
有敬畏。

一些社会学者认为，现代人想要
过得幸福，社会人、自然人和经济人
三个角色，都需要在生活中有所体
现。他们很多时候的焦虑或不健康，
都是因为没有平衡好这三个角色，而
可持续生活关乎人的身心状态，让现
代人更加理性地处理自己和欲望的
关系。尤其是 Z 世代人群陆续步入
社会，他们的信息获取、消费决策、生

活空间等更具互联网特征，也更加注
重个性化和互动体验，对气候变化和
低碳可持续也愈加关注。越来越多
的社交平台，也通过个体具体而微的
生活体验与集体共同呈现的生活面
貌，为当代青年提供生活解决方案。
个体的日常分享，哪怕身上有一点

“无痕”的印记，也会对身边的人产生
影响。无痕、极简、零浪费、长期主义
⋯⋯都属于“可持续”的范畴。

《人民日报》不久前推出“极简生
活”的融媒体产品，倡导物质、生活、
情绪、目标、表达极简⋯⋯所谓“极简
生活”，并非是物质上的匮乏和精神
上的贫瘠，而是通过一种删繁就简的

方式，追求一种经济环保、契合人性
而又轻松愉悦的生活。它本质并非
要随意舍掉、抛弃什么，而是懂得合
理规划、物尽其用。

pta 植物联盟联合发起人田政逸
认为，普通人都可以从一些简单有趣
的可持续生活方式做起，选择适当的

“断舍离”等，“慢慢就会变得自洽、自
信。”在上海、成都等城市，社区创新创
业、盘活城市文化空间可持续发展理
念正逐渐清晰，一些公益性社会组织
正在激发创新型的全生态系统。作为
中国第一家慈善商店，“善淘 Buy42”
去年在成都落地，收捐闲置物品，聘用
残障伙伴，将售卖闲置物品所得用于
支持残健融合团队的运作，剩余所得
会用来支持公益项目，服务居民、改善
就业、旧物改造、精巧手工，还将“物的
可持续”理念传递给更多人。

自恰利他，要适当地“断舍离”

低碳生活，应是美好生活专 \ 家 \ 访 \ 谈

身边的“可持续”
新颖而有趣

捡跑团，让每一次弯腰都有意义

空中客车飞机全生命周期服务中
心项目在双流加速建设，能实现飞机重
量 90％以上的回收，开启飞机绿色循环
经济新模式

低碳生活，快乐骑行 新华社

古着店的存在，是时尚的探
索，也是环保的实践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