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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浪费，粮食损失，食物垃圾，餐饮浪费… 
厨余垃圾，家庭厨余垃圾，餐余垃圾, 湿垃圾…

Food loss, food waste, food wastage, kitchen waste, organic waste… 

被浪费的食物

1. 背景：为什么研究“食品浪费 “（FLW: Food Loss and Waste）
2. 日本案例介绍
3. 曼谷和河内的案例介绍
4. 对中国”反食品浪费法”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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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背景：为什么需要研究食品浪费（FLW）问题？

全球生产的食物有 1/3 被浪费。
(每年 13 亿吨/4.4 千兆吨二氧化碳/1 万亿美元）。

(粮农组织，2011 年；2013 年，2015 年）。

占全球温室气体总量的
8-10%

* 缺水/缺地
* 营养流失
* 磷峰值
* 生物多样性丧失...

产生的食物垃圾可以养活多达 20 亿人。而目前约有 8 亿人营养不良。

40% 的土地、
70% 的淡水和 30% 的
能源用于生产食物

劳动力、资本、化学品等

阻碍可持续发展的
巨大经济、社会和环境成本

(世界自然保护基金
（WWF）和英国零售巨
头Tesco于2021年7月
发布的报告书《Driven 
to Waste》)

全球生产食物的40%
(25亿吨/年)被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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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背景："食品浪费 “(FLW)是导致全球变暖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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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资源研究所，2019 年)

FLW

(粮农组织，2019 年)

1.背景：解决"食品浪费 "问题是实现多种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一个重大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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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背景：可持续发展目标 12.3可持续发展目标 12.3

12.3

12.3.1 (a)
食物损耗指数

12.3.1 (b) 
食物浪费指数

关注供应 关注需求

"到 2030 年，在零售和消费层面将全球人均粮
食浪费减半，减少生产和供应链中的粮食损耗，
包括收获后的损耗"。

(联合国，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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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背景：减健少“食品浪费 ”有助于减少全球变暖、建立粮食安全
和促进康的饮食，同时又具有成本效益？

根据世界各地 70 位科学家和 120 位专家的验证，提出了 100 个 “逆转 ”全球变暖的解决方案，
其中包括电动汽车、智能电网、再生农业、植树造林和太阳能发电。同时对每个方案根据碳减排
量、成本效益和可行性进行了排名。其中，减少“食品浪费 ”排行第三位（Project Drawdown: 
100 Ways to Reverse Global）。

加拿大马尼托巴大学特聘教授瓦茨拉夫-斯米尔（Vaclav Smil）在他的著作《数字不会说谎：
用数字说明世界的现实》中也指出：在减少“食品浪费 ”方面投资一美元可以获得 14 倍的回报，
因此应立即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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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13.95

2. 日本食品供应链中的 "食品浪费 “(FLW) 现状 (2011)

 2011 年 "食品浪费 "     
总量为 37.86 公吨

10% 来自农业生产阶段；
10% 来自储存/运输阶段；
53% 来自食品企业部门；
27% 来自家庭。

 食品企业：80%被回收

 家庭：94%被焚烧/填埋

*半数粮食靠进口

（按重量计算）

(Liu et al. 2016; Food waste in Japan: Trends, current practices and key challe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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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日本循环社会法律体系及与“食品浪费" 相关的法律

<每 5 年审查一次>

废物管理和公共清洁法 促进有效利用资源法

环境基本法 环境基本计划

<促进原材料回收><正确处理废物>

循环型社会基本法
2001 年 1 月全面生效

针对每种物品和材料特点的规定

容器和包装回收法 家用电器回收法 建筑材料回收法 报废汽车回收法食物回收再利用法 小型电气和电子设备回收法

循环型社会基本计划
(2003, 2008, 2013, 2018)

减少食物浪费推进法

饮食教育基本法食物・農村・農業
基本計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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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日本 FLW 政策的历史和里程碑

 2001 年：食品回收再利用法

针对食品工业/企业的 FLW 循环利用

 2007:1st 修订 食品回收再利用法

食物废弃量达100t以上的经营单位每年6月末需提交

“食物废弃物发生量和循环资源化再生利用情况”的定期报告

CVS 特许经营商必须采取措施

 2013: 2nd 修订 食品回收再利用法

为 31 特定行业设定食物废弃物发生量减排目标
 2018:4th 循环型社会基本计划

内阁决定到 2030 年将家庭产生的食品浪费减半的目标
 2019: 3rd 修订

设定到 2030 年将整个食品行业的食品浪费减半的目标
 2019： 减少食物浪费推进法

采取行动促进减少食物损耗和浪费
将减少食品浪费作为一项全民运动



数据来源：环境省（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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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食品工业的回收率目标

回收率=回收量 / FLW 产生总量
*回收包括饲料、肥料、油脂产品、甲烷（燃料）、碳化产品和乙醇

●95％

●75％

●60％

●50％

最新目标（202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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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日本的回收循环利用"环路"认证

 回收循环利用"环路"认证
如果能根据食品回收法建立回收循环环路（作为肥料种植
蔬菜或作为饲料饲养牲畜），国家政府将给予认证。
截至 2019 年 4 月，已有 53 个环路获得批准。

 减轻企业行政负担
如果获得上述认证，回收企业就可以不受废物处
理法的限制，跨域城市回收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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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食品行业的举措

有效期：
一个月 -> 四个月

前后

显示最佳食用日期：
日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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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方政府/企业/ 市民合作

 打捞队（住户）
参与者提供家中闲置的食品
食物打捞公司可派遣专业厨师
分享食品/共同烹饪
与同事或邻居分享食谱

 光盘运动（3010 运动）
活动要求餐厅/酒店组织者鼓励参加者

1)宴会开始时30分钟、
2) 宴会结束前10分钟

 食物银行和食物募捐活动

 其他举措

请访问 ->
食品ロス削減国民運動（NO-FOODLOSS PROJECT）：農林水産省 (maff.go.jp)

https://www.maff.go.jp/j/shokusan/recycle/syoku_loss/1612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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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方政府与市民合作的优良事例 - 从垃圾管理到资源循环利用，促进地方经济振兴

 厨余/厨房垃圾/人类排泄物

福冈大木町
 人口：14500
 住户4700
 面积：18.43 千米2

桶到桶收集系统

Biogas plant

在社区进行分离/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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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日本 SDGs12.3的达标前景预测

 2018:4th 循环型社会基本计划
内阁决定到 2030 年将家庭产生的食品浪费减半的目标

 2019: 3rd 食品回收再利用法

设定到 2030 年将整个食品行业的食品浪费减半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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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

上海

菲律宾

德福

金边

河内

曼谷

3. 推广到亚洲国家/城市：与东亚经济研究所（ERIA）海洋塑料废弃物区
域知识中心（RKC-MPD）合作，开展研究旨在评估疫情的爆发对食物垃圾、塑料废
弃物以及都市固体废弃物的影响，及新常态下的变化趋势。

COVID之前：2019年1月至2月
城市地区：N=118
农村地区：N=130 

新常态下：2022 年 9 月
城市地区：N=125 
农村地区：N=125

面对面访谈

COVID 之前：2017 年 12 月
曼谷市：N=222 

COVID 期间：2020 年 6 月
曼谷市：N=238

面对面访谈

新常态下：2022 年 12 月
城市地区：N=153 
农村地区：N=99

面对面访谈

新常态下：2022 年 10 月至 12 月
城市地区：N=183 
农村地区：N=150

电话/在线/面对面

新常态下：2022 年 12 月
城市地区：N=110 
农村地区：N=150

面对面访谈

新常态下：2023 年 1 月至 2 月
城市地区：N=280 
农村地区：N=181

在线电话面试/在线

新常态下：2023 年 1 月至 2 月
城市地区：N=127 
农村地区：N=130

在线电话/面对面访谈问卷调查(菲律宾 AMH 公司
菲律宾大学迪利曼分校）

(金边皇家大学）

(东北林业大学）

(Cedian Guanli 
Consultant, Inc.)

(ISPONRE)

（CSEAS）

(朱拉隆功大学

调查地点



3. 研究框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减少“食品浪费 ”的政策建议

内容 3 通过横向问卷调查，明确消费者产生食品浪费
的 “场景 ”和实现减排行为的决定因素及环境条件

内容 1 查阅已实施的相关政策、战略和行动计划

国家议程

全球议程

地方议程

内容 2 根据官方数据和与专家/政府工作人员的访谈，
估算出家庭废物和都市固体废物产生的现状和趋势

可实现改变的
环境条件

消费者
日常生活

在了解当地情况的基础上提供进一步的政策建议

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减排基点

深入了解行为改变的决定因素及实现改变
的必要前提条件



1919

3. 结果示例: 即使与发达城市相比，“食品浪费 ”量也偏高。

曼谷（官方数据）

国家和城市 净重（公斤/人/天）

澳大利亚 0.25 
曼谷 0.32-0.53
丹麦 0.32
德国 0.34
河内 0.29（城市） 0.42（农村）
金边 0.40
瑞典 0.27 
印度尼西亚泗水 0.26
台湾 0.23
日本东京 0.39
英国 0.42
美国 0.52

河内（自报）

*人为导致的食物数量或质量的下降



4. 对中国”反食品浪费法”的启示

 Li et al. （2021）利用 6 年的大规模实地调查和文献数据，量化了中国从农场到餐桌整个链条
上主要农粮产品的 FLW。我们发现，中国每年生产的供人类消费的食品中有 27% （3.49 ± 4 
兆吨）被损失或浪费；其中 45% 与收获后处理和储存有关，17%与消费活动有关（13% 家
庭外；4%家庭内）。

 哈尔滨的粮食浪费情况（Liu et al., 202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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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的粮食浪费原因（Liu et al., 2023b)

食物过剩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gainst Food Waste

The 14th Five-Year Plan

The General Office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General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issued the "Food Conservation Action Program".

Notice of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Food and Material Reserves on the 
issuance of the "Six Enhancement Actions" program for quality grain 
projects.

The 13th Five-Year Plan

Research report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Standing Committee's special 
research group on the situation of 
cherishing food and opposing waste.

20
16

20
16

20
20

Notice of Opinions on 
Strengthening the Thrift Practice 
and Combating Food Waste.

20
14

20
14

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三个五
年规划纲要

20
21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纲要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粮食节约行动方案》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关于印发优质粮食工程“六大提升行动”方
案的通知》

20
20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专题调研组《关
于珍惜粮食、反对浪费
情况的调研报告》

20
21

20
10

国家粮食局《关于进一步加强节约粮
食反对浪费工作的通知》

20
13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节约粮食
反对浪费工作的通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关于厉行节约反对食品浪费的
意见》

20
10

Notice of the General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on Further Strengthening the Work of grain 
conservation and opposing food waste.

Guiding Opinions of the State Grain 
Bureau on the Grain Industry Taking the 
Lead in Loving Food, Saving Food and 
Opposing Waste.

20
13

4. 中国关于” 食品浪费”相关法律



4. 对中国”反食品浪费法”的启示

 自上而下的政策(反腐败 ->加强食品安全），在粮食资源充裕的”小康社会“如何激励基层民众
积极参与减少前端食物浪费的工作是未来一个具有挑战性的政策问题
中国政府也试图将减少粮食浪费作为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加以推广。然而，经过了30-40 年
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消费者已经基本摆脱饥饿，在一个相对宽裕的社会中过上了好日子。节
俭的行为并没有被视为一种良好的美德，反而被视为贫穷的象征
社会贫富两极分化也会给减少食品浪费增加难度

 与垃圾分类政策（2025年底实现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全覆盖）协调发展后端资
源综合利用管理 『城市固体废物中间处理技术系列指南 』

https://www.iges.or.jp/jp/pub/ccet-guideline-mbt-jp/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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