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制止餐飲浪費從

來不是小問題，而

是事關國計民生、糧食安全、環境

保護的大問題，也是全球性話題。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今年年初發布

《2024 年食物浪費指數報告 》顯

示，2022 年，人類總共浪費食物

10.5億噸，相當於人均132公斤，佔

消費者可獲得所有食物的近五分之

一。在內地，餐飲浪費問題也不容

小視，《2023 年中國食物與營養發

展報告》就顯示，2022 年中國食物

損耗浪費總量達 4.6 億噸，造成 1.88

萬億元人民幣的經濟損失。

實際上，中共十八大以來，內地通

過立法監管、專項檢查、廣泛宣傳等

舉措，使得餐飲浪費現象得到明顯改

善。社會各界亦有為約束餐飲浪費行

為立法的呼聲和舉措。2021年4月29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反食品浪費

法》正式施行，標誌着內地開始從法

律層面全面遏制食品浪費現象，推動

全社會提高節約糧食、珍惜資源的認

知。2023 年，國家市場監管總局等

部門聯合印發《關於進一步做好制止

婚宴餐飲浪費工作的通知》《關於發

揮網絡餐飲平台引領帶動作用有效防

範外賣食品浪費的指導意見》等文

件。

「倡導光盤 行勝於言」
同樣在2023年，國家市場監管總局在全國部

署開展為期3個月的制止餐飲浪費專項行動，

針對餐飲外賣、婚宴、自助餐、單位食堂等重

點領域，組織開展「隨機查餐廳」等行動，發

現存在餐飲浪費行為 7.81 萬家、整改問題 9.2

萬個。

剛性的制度約束和持續加大的執法力度，為

制止「舌尖上的浪費」提供了有力支撐，形成

了強力震懾。如今，越來越多的民眾積極參與

「光盤行動」，比如，在外就餐選擇半份菜、

剩餘食物打包等，亦有餐飲行業主動進行節約

舉措，提示顧客適量點餐，在醒目位置張貼或

擺放反食品浪費標識等等。

不過，制止餐飲浪費絕不是一朝一夕之功，

必須要全社會共同參與，更要從你我做起、從

點滴做起，牢固樹立節約糧食的意識，樹立文

明健康的消費理念，一步步把這項工作進行到

底。內地「光盤行動」發起人徐俠客就表示，

百次呼籲不如一次行動，一次行動不如一直行

動，「倡導光盤，行勝於言。」

●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一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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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一存 北京報道）

內地網絡餐飲行業近年發展迅速，外賣消費

訂單數量龐大，官方數據顯示，截至去年年

底，中國網上外賣用戶規模達5.45億人，這

也使得外賣領域逐漸成為食品浪費「易發區」

之一。為此，中國國家市場監管總局6日發布

《防範外賣餐飲浪費規範營銷行為指引》，

進一步規範外賣商家營銷行為，落實網絡餐

飲平台主體責任，防範外賣餐飲浪費，營造

厲行節約、反對浪費的社會風尚。其中明確

提出，不得傳播量大多吃、暴飲暴食等浪費

食品音視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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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國家市場監管總局網絡交易監督管理司相關
負責人介紹，近年來，防範外賣餐飲浪費有

所進展，但仍未得到根本遏制，主要表現在個別
網絡餐飲平台未能按照反食品浪費法要求，以顯
著方式提示消費者適量點餐，還有一些外賣商家
設置營銷套路，導致消費者過量點餐。此外，亦
有一些外賣商家在菜品詳情頁未標明用量、餐食
分量等信息，消費者難以正確估算食物分量，導
致食物浪費等。

通報多起網絡餐飲浪費行政處罰案例
香港文匯報記者查詢看到，近來，內地通報多
起網絡餐飲浪費行政處罰典型案例。7月8日，
福建晉江市市場監管局執法人員在檢查中發現晉
江市青陽知粥府小吃服務店未在餐飲平台的網店
頁面上向消費者提供食品分量、規格或建議就餐
人數等信息；8月21日，江蘇省蘇州市姑蘇區市
場監管局執法人員在日常檢查中發現端點餐飲店
在第三方外賣平台開設的店舖中設置「￥50起
送」，牛肉等多項單品設置起售份數，且設置明
顯高於其他同類店舖的起送價，限制起送份數，
導致部分消費者無法根據實際需求購買，超量點

餐……
香港文匯報記者看到，作為引導外賣餐飲行業落

實反食品浪費責任的重要舉措，此番發布的指引結
合網絡餐飲行業特點，緊緊圍繞防範外賣餐飲浪費
的重點、痛點、難點問題，從規範外賣餐飲行業的
營銷行為入手，將反食品浪費舉措落實到業務全流
程的各環節。

合理設置起送價格 優化滿減優惠機制
網絡餐飲平台企業在整個網絡餐飲行業中發揮

着重要作用，這份指引結合平台經濟特點，進一
步落實落細平台反食品浪費主體責任。其中明確
提出，要求網絡餐飲平台以顯著方式提示消費者
適量點餐，優化餐品信息展示方式，完善滿減湊
單機制，依法依規加強對平台內經營者發布的廣
告內容的監測、排查，採取必要措施加強平台內
音視頻內容審核監測，及時制止涉及餐飲浪費的
直播等行為。
外賣商家是防範外賣餐飲浪費的重要一環。指引

也對外賣商家可能引發餐飲浪費的營銷行為予以引
導，明確相關環節防範餐飲浪費的具體要求。要求
外賣商家建立健全內部管理制度，減少原料、成品

浪費；不得製作、發布、傳播宣揚量大多吃、暴飲
暴食等浪費食品的直播或者音視頻信息。鼓勵外賣
商家提升餐飲供給質量，合理設置起送價格，優化
滿減優惠機制等。

促社會組織發揮社會監督作用
此外，這份指引鼓勵餐飲行業協會發揮自律作
用，消費者協會等社會組織發揮社會監督作用，
引導外賣商家遵守法律法規和行業規範，推動構
建多方參與的防範外賣餐飲浪費共治格局。加大
反食品浪費宣傳倡導。同時還鼓勵網絡餐飲平
台、行業協會、餐飲品牌共同合作，宣傳、普及
防止食品浪費知識。鼓勵外賣商家定期對服務人
員進行反食品浪費培訓，切實增強從業者反食品
浪費意識。
據悉，下一步，國家市場監管總局將指導各地

市場監管部門加大工作力度，在充分尊重平台經
濟特點和經營主體自主經營權的基礎上，建立健
全防範外賣餐飲浪費長效機制，引導網絡餐飲平
台、外賣商家主動落實反食品浪費主體責任，進
一步規範營銷行為，促進網絡餐飲行業規範健康
持續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洪嘯 北京報道）中央廣播電
視總台《第二屆「ESG榜樣」盛典》5日在北京舉辦，中
國郵政集團有限公司、中國南方電網、中國華能集團有限
公司、河鋼集團有限公司、貴州茅台、隆基綠能、小米集
團、伊利集團作為「中國ESG榜樣企業」在現場分享企
業的ESG優秀實踐案例，詮釋如何「以負責任的榜樣 引
領可持續的未來」。
中央廣播電視總台編務會議成員彭健明在致辭中表示，
「中國ESG發布」暨榜樣盛典系列活動通過構建接軌國
際、符合國情的中國ESG評價標準，發布中國企業ESG
相關報告，推薦優秀案例與榜樣企業，為全球可持續發展
事業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力量。總台將發揮傳播優勢，講
述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榜樣故事，展現可持續發展新氣
象；擔當媒體責任，帶動中國企業提升ESG建設水平、
促進中國ESG生態體系建設，增添企業社會責任新動
能；並進一步深化與相關部委、支持機構的合作，進一步
匯聚企業力量，攜手助力中國企業ESG影響力不斷提
升。
活動現場揭曉了2024年度八個「中國ESG榜樣企業」
案例，中國郵政集團有限公司黨組書記、董事長劉愛力，
中國南方電網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黨組書記孟振平，中
國華能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黨組書記溫樞剛，河鋼集團
有限公司董事長、黨委書記于勇，中國貴州茅台集團有限
責任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張德芹，隆基綠能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創始人、總裁李振國，小米集團合夥人、總裁盧偉
冰，內蒙古伊利實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執行總裁劉春喜在
現場對案例進行解讀，並以企業自身的生動實踐呈現中國
企業對於ESG的推進與建設。
中央廣播電視總台財經節目中心聯合國務院國資委、全國
工商聯、中國社科院國有經濟智庫、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研
究會等權威機構，連續兩年舉辦了「ESG榜樣」年度盛典。
《第二屆「ESG榜樣」盛典》以「生長」為核心主題，展現
當前ESG生態在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中的蓬勃生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6日
發布的《銀髮經濟藍皮書：中國銀髮經濟發展
報告（2024）》指出，當前中國老齡化程度在
全球屬於中上水平，預計中國將在2030年前後
進入超級老齡化社會（65歲及以上人口佔比超
過20%），之後老齡化持續快速上升，到2060
年65歲及以上人口佔比將達到37.4%。不過，
老齡化趨勢也將催生新的經濟藍海，據相關測
算，到2035年，銀髮經濟規模有望達到30萬
億元（人民幣，下同），佔GDP的10%，成
為中國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重
要引擎。
藍皮書由中國社會福利與養老服務協會、

當代社會服務研究院與社科文獻出版社共同
發布。藍皮書稱，少子化和長壽趨勢使得中
國老齡化持續加深。從老齡化程度看，2000
年中國65歲及以上人口佔比超過7%，開始進

入老齡化社會；2021年65歲及以上人口佔比
超14%，老齡化程度將更進一步；2022年、
2023 年 65 歲及以上老年人口佔比分別為
14.9%、15.4%。從國際對比看，2022年全球
老齡化程度約為9.8%，其中高收入和中高收入
經濟體分別為19.2%和12.2%。當前中國老齡
化程度在全球屬於中上水平，老齡化程度超過
中高收入經濟體，緊追高收入經濟體。預計
中國將在2030年前後進入佔比超20%的超級
老齡化社會，之後持續快速上升至2060年的
約37.4%。

提供產業升級新方向
報告課題組專家、國家發展改革委社會發展
司原一級巡視員郝福慶指出，當下中國已從輕
度老齡社會邁入中度老齡化社會，並向重度老
齡社會逼近，這意味着社會需求結構將發生重

大變化，老年消費市場的需求規模將不斷擴
大，為銀髮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提
供經濟發展新動能，銀髮經濟從無到有，成為
國民經濟的有機組成部分；提供產業升級新方
向，如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在養老服務
中的應用，提高服務的精準性和效率；此外，
勞動力減少將創新驅動新領域，倒逼企業尋求
資本和技術替代，提高自主創新能力。
藍皮書測算，目前中國銀髮經濟規模在7萬
億元左右，約佔GDP的6%，到2035年，銀髮
經濟規模有望達到 30 萬億元，佔 GDP 的
10%。未來進入「長壽時代」後，銀髮經濟在
GDP中的佔比還將進一步增加。當前，銀髮經
濟的風口，正強烈激發產業與投資的想像力，
養老服務業、老年用品消費、老年金融、健
康、文旅等銀髮相關產業也呈現爆發式增長態
勢。

中國銀髮經濟規模約7萬億元 2035年料達30萬億

央
廣
電
總
台
發
布
八
個﹁
中
國
ESG
榜
樣
企
業﹂
案
例

●「中國ESG榜樣企業」負責人集體亮相。
香港文匯報記者羅洪嘯攝

防範外賣餐飲浪費
落實網絡平台責任

內地出台指引 商家不得傳播量大多吃暴飲暴食等音視頻信息

●
有
一
些
外
賣
商
家
在
菜
品
詳
情
頁
未
標
明
用
量
、
餐
食
分

量
等
信
息
，
消
費
者
難
以
正
確
估
算
食
物
分
量
，
導
致
食
物

浪
費
。
圖
為
寫
字
樓
的
垃
圾
桶
內
放
滿
了
外
賣
餐
盒
。

網
上
圖
片

粵港澳大灣區大科學裝置密集進入運營期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自動化功能

島台整齊排列，AGV機器小車把物料準確配
送到指定位置，智能機械臂熟練無誤地把試劑
和樣品放進微孔板中，整個過程流暢、高效，
無需人工參與。
這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智能工廠，而是位於深圳

光明科學城的深圳合成生物研究重大科技基礎設
施。12月5日，這個由中國科學院深圳先進技術
研究院牽頭建設的大科學裝置啟動運行。
深圳合成生物研究重大科技基礎設施於2020

年8月獲批建設，2023年年底開始試運行，共
有40個自動化功能島台，涵蓋合成生物研究
「設計-構建-測試-學習」全過程，把軟件控
制、硬件集成、合成生物學應用整合起來，打
造高通量、自動化、標準化的「生命鑄造工
廠」，讓合成生物研究變得更快、更簡單。

日益成為國際科研合作與人才交流新平台
「大科學裝置一方面是基礎研究的『策源

地』，另一方面在產業上『沿途下蛋』。」中
國科學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副院長、深圳合
成生物研究重大科技基礎設施首席科學家劉陳
立說。
當前，隨着規模化、有組織的科研活動在全

球科技競爭中扮演着越來越重要的角色，聚焦
前沿、夯實「底座」的大科學裝置的科研價值

和產業價值日益凸顯。在深圳、東莞、江門、
香港等粵港澳大灣區多地，一系列在建和已啟
用的大科學裝置集群效應初現，助力大灣區加
速邁向國際科技創新中心。
在深圳光明科學城，腦解析與腦模擬重大科技
基礎設施也於12月5日啟動運行，另外兩個科技
基礎設施——特殊環境材料器件科學與應用研究
裝置、生物安全三級實驗室同日啟動建設，有望
推動重點學科發展，加速科研成果轉化。
光明科學城以北，在東莞松山湖科學城一片
依山而建的建築群裏，世界第四台、中國第一
台脈衝型散裂中子源——中國散裂中子源正在
進行二期工程建設。有「超級顯微鏡」之稱的
散裂中子源，已在航空航天關鍵部件、鋰離子
電池、稀土磁性、新型高溫超導等重點領域產
出了大量原創科研成果。
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副所長、中國散
裂中子源二期工程總指揮王生表示，二期工程
建成後，散裂中子源研究能力將基本覆蓋中子
散射所有應用領域，為解決國家重大需求和產
業發展關鍵問題提供更加堅實的支撐。
再把目光投向江門。11月20日，歷時11年
建設的江門中微子實驗探測器主體建成。這個
位於地下700米、相當於13層樓高的巨型探測
器，由直徑35.4米的有機玻璃球、2萬噸液體
閃爍體、2萬個20英寸光電倍增管、2.5萬個3

英寸光電倍增管、電纜、防磁線圈等大量部件
組成，預計2025年8月正式運行取數。它將在
長達30年的時間裏，持續捕捉有「宇宙隱身
人」之稱的中微子。
在香港，位於數碼港的人工智能超算中心首
階段設施將於今年年底投入使用，成為香港規
模最大的運算設施之一。特區政府還推出了與
該設施匹配的、為期三年的「人工智能資助計
劃」，向本地院校、研發機構、政府部門、人
工智能初創企業及重點企業等機構提供總額30
億港元的財政支持，以便各類機構更好地利用
超算中心的算力，實現更多科研突破。
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一系列如此龐大、複
雜、精密的科技基礎設施，離不開中國雄厚的
科研實力和製造能力，尤其是在建設這些大科
學裝置的過程中，大量基礎科學問題找到了答
案，關鍵技術得到了突破，技術成果實現了轉
化，科技人才得到了培養，充分體現了大科
學、大工程的牽引作用。
在夯實大灣區科技創新基礎能力的同時，一
系列大科學裝置日益成為國際科研合作與人才
交流的新平台。最新數據顯示，江門中微子實
驗裝置已吸引17個國家和地區、74個研究機
構的750位科研人員參與，並採取經費投入分
擔、技術共同研發、經驗資料和科研成果共享
的方式，推動全球中微子研究共同進步。

微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