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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立法反浪费，成效几何？
剩食处理赏罚条款分明 至今却未开出一张罚单

    作为米其林餐厅的发源地，法国在全球

美食界享有盛誉。但这个令人向往的“吃货
天堂”却是个不折不扣的“浪费大国”：法国

生态转型局报告显示法国每年浪费食物约
1000万吨，价值高达 160亿欧元。以至于美

国《商业内幕网》在一篇文章中嘲讽：“法国
绝对是世界美食的‘领头羊’，无论在餐桌

上，还是在垃圾桶里。”

数据扎心、吐槽闹心，于是法国在 2016

年颁布了全球首个《反食物浪费法》，并在之

后又陆续出台一系列法律法规。
这么多年过去了，法国人交出了怎样的

“成绩单”呢？

立法反浪费的第一国
法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就浪费食物进行

立法的国家。

2016年 2月，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
正式通过了赏罚分明的《反食物浪费法案》。

法律强制规定食物供给方将剩下的食
物产品通过合作协议捐给慈善机构或食物

银行。超市和慈善机构签订协议后，能获得

捐赠食物价值 60%的税收减免。而任何自行
销毁剩余食品的做法都将被立即处以 3750

欧的罚款。此外，法案还要求学校开设“抗击
食物浪费”课程，大小企业必须承担一部分

社会责任，并鼓励餐馆提供打包盒。

新法案的推行给法国社会带来了新变

化。
“自从加入食物回收协会‘生物循环’，

我已经没有周末了！”法国人玛农·沃克斯感
触颇深。沃克斯每周末都会和其他志愿者们

去巴黎及周边地区的超市、商店回收未能售
出但仍可食用的食材，经分类后再用三轮车

运送到 11个合作伙伴协会，由协会将食物

重新分配给有需要的团体或个人。“在得知
我们回收的食物成了别人的‘救命粮’，那些

往返于超市、商店和慈善机构之间的艰辛便
都是值得的！”

很快，努力有了回报。2017年，《经济学
人》和巴里拉食品与营养中心基金会对全球

25个国家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法国在全球
粮食可持续性指数榜上位列第一。

而后，法国依然在用法律与浪费“作斗
争”。2018年通过的《农业和食品法》修正

案，对“餐厅必须提供打包盒”做了硬性规
定：从 2021年 7月 1日起，全法所有餐厅必

须向顾客提供可回收或可重复利用的打包
盒，让顾客将吃不完的食物打包带回家。尽

管 2021年尚未到来，法国许多城市的餐厅
已开始陆续提供打包盒。

“悬在半空中”的法案？

但一系列法案成效如何？社会各界呈现

出不同看法。

有人予以肯定。巴黎一家食品回收组织
的联合创始人表示：“不可否认的是，它正在

促成一些进步发生。”比如全法食物捐赠数
量增加了不少；而由于超市在产品到期前

48小时将其进行分装、捐赠，回收的食品质
量得到明显改善；促进了商家与慈善机构的

合作；最重要的，当然是提高了法国人的“反

浪费”意识，为将来的进一步改变奠定了基
础。

“美国、英国和丹麦都没有类似的政府
立法，法国走在了世界的前面。”美国《商业

内幕网》点评道。
但“唱反调”的也大有人在。

“除了引发媒体关注，法案没有改变任
何东西。”法国消费者团体“选择者”认为，这

不过是一个“悬在半空中”的法案，监管效力
并未“落地”。

国家食物浪费政策协调员马林·欧日视
其为“仅在措辞上具有强制性”的法案。因为

法案推行以来至今尚未开出一张罚单，制裁
效力有待考量；超市和慈善机构的协议中仍

有漏洞可钻。除此之外，法案也无法解决诸
如生产过剩、人们的传统观念等一些根源性

问题，15%的法国人依旧认为“打包”食物是
很“小气”的行为，三分之一的受访者则认为

打包食物“并没有用”。

走在立法反浪费路上
其实，法国人也意识到了法案的不完善

和局限性。

法国总统马克龙多次表示，政府将把生
态转型作为核心任务，并将消灭浪费和健康

饮食作为努力方向。为此，法国政府再次升
级相关法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目标。

2019年，法国又推出针对平衡农食领域商

业关系的法律，将食物捐赠范围拓宽到公共
餐饮部门及农业食品领域；2020年，法国通

过发展循环经济的反对浪费法，明确提出关
于“反浪费”的两个阶段目标。

由此看来，这些年法国人一直走在立法
反浪费的路上。但法国的经历也告诉我

们———法律不是万能的，它只是解决社会问
题的一个选项而已。反浪费，需要社会上下

齐心协力。
王若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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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旦国王发布命令
宣布解散国民议会
    新华社安曼 9? 27?电 约旦国王阿卜

杜拉二世 27日发布命令，宣布自当日起解散
约旦国民议会。

据约旦王宫 27日发表的声明，阿卜杜拉
二世当天发布命令，解散国民议会众议院、参

议院，并任命新一届参议院议长和议员。新任
参议院议长仍由上任参议长费萨尔·法耶兹

担任。根据约旦宪法，以首相奥马尔·拉扎兹

为首的内阁将在国王下令解散众议院的一周
内辞职。

据报道，此次解散议会被认为是为即将
举行的议会选举做准备。阿卜杜拉二世此前

宣布，约旦今年将举行新一届议会选举。据约
旦独立选举委员会发表的声明，新一届议会

选举计划于 11月 10日举行。
约旦实行君主立宪制，国王有权批准和

解散议会。约旦国民议会由参众两院组成。参
议院议员由国王在知名人士中任命产生，人

数不超过众议院议员的一半。众议院议员经
普选产生，凡年满 19岁的约旦公民均可参加

选举，任期 4年。

前外长任过渡总理
组建马里过渡政府
    新华社达喀尔 9? 27?电 马里过渡总

统巴·恩多 27日签署总统令，任命前外交和
国际合作部长莫克塔·瓦内为马里过渡总理。

根据马里全国政治磋商会议 9月 12日
通过的《过渡宪章》，瓦内在被任命为过渡总

理后，将负责组建一个最多 25名成员组成的
过渡政府。

瓦内曾任马里常驻联合国代表，2004年

至 2011年任马里外交和国际合作部长。恩多
和副总统、全国人民救赎委员会主席戈伊塔

本月 25日宣誓就职，正式开启 18个月的马
里政治过渡期。

9月 15日，西共体各成员国代表在加纳
首都阿克拉就马里局势举行会议，要求马里

哗变军人任命平民担任过渡总统和过渡总
理；马里过渡副总统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以

取代过渡总统；由哗变军人成立的全国人民
救赎委员会在平民过渡政府成立后立刻解

散。西共体表示，针对马里的所有制裁将在过
渡总统和过渡总理被任命后立即取消。

8月 18日，马里发生军人哗变，总统凯
塔和一批政府官员被扣押，凯塔随后宣布辞

去一切职务，解散马里国民议会和政府。

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冲突再起
互相指责对方在争议地区违反停火协议和率先发动军事进攻

    神秘美丽的高加索，近日再被战火笼罩。

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 27日在两国有主
权争议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纳卡）地区激

烈交火，相互指责对方挑起冲突。目前，双方
已有至少 16名官兵身亡，上百人受伤。

对此，俄罗斯、欧洲联盟、法国和德国呼
吁这两个邻国立即停火，土耳其向阿塞拜疆

表达支持。

阿亚双方相互指责
阿塞拜疆国防部发言人 27日说，当天上

午 6时左右，亚美尼亚军队在纳卡地区两国

军事对峙前线地带“密集炮击”阿塞拜疆军队
阵地和居民区，致使军人和平民死伤；阿塞拜

疆军队予以反击，以“压制敌军挑衅，确保平
民安全”。总统阿利耶夫签署法令，宣布国家

进入战争状态，并在全国范围实行戒严令。

亚美尼亚总理尼科尔·帕希尼扬 27日则
在社交媒体推特写道，阿塞拜疆向“斯捷潘纳

克特市等居民区”发动导弹袭击和空袭，亚美

尼亚“击落（阿塞拜疆）两架直升机和三架无

人驾驶飞机，摧毁三辆坦克”，将继续“保卫祖
国免遭阿塞拜疆入侵”。亚美尼亚内阁随后宣

布全国军事管制、全面动员。帕希尼扬呼吁
“所有附属于军方的人到他们（所属）的领土

军事委员会报到”。
纳卡地区位于阿塞拜疆西南部，居民大

多是亚美尼亚族人。苏联解体后，阿塞拜疆和

亚美尼亚为争夺纳卡爆发战争，亚美尼亚占
领纳卡及其周围原属阿塞拜疆的部分领土。

1992年，在俄罗斯倡议下，欧洲安全与合作会
议、即欧安组织前身成立由 12国组成的明斯

克小组，俄美法三国为共同主席国。自此，纳
卡问题不同级别谈判在明斯克小组框架内陆

续举行，但未取得实质性进展。1994年，阿塞
拜疆和亚美尼亚就全面停火达成协议，但两

国一直因纳卡问题处于敌对状态，时有冲突。

土耳其介入“选边站”

数十年来，阿亚双方投入无数资源，在这

里大打出手，除了民族心理和领土诉求外，也

与周边大国密切相关。
自 27日纳卡地区冲突再起后，包括俄罗

斯、欧盟、联合国，甚至北约在内的诸多国家
和国际组织都呼吁双方停火和克制。作为阿

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周边国家的土耳其，其总
统埃尔多安却指责“亚美尼亚是对地区和平

与安宁的最大威胁”，鼓动阿塞拜疆不惧开

战。对此，亚方总理帕希尼扬公开呼吁国际社
会确保土耳其不会介入，警告土方行动可能

会对南高加索乃至周边地区构成“毁灭性”后
果。

阿亚双方在纳卡地区绵延数十年的冲
突，从来就不是两个小国间的小打小闹。而从

土耳其的介入可以看出，其背后有着复杂的
恩怨情仇和利益纠葛。

一方面，土耳其由于其民族历史建构，将
与之有着相同宗教信仰的阿塞拜疆人视为天

然的兄弟。另一方面，土耳其与亚美尼亚围绕
一战期间导致约 100 万亚美尼亚人丧命的

“亚美尼亚大屠杀”问题尚未解开心结。此外，

土亚之间还有围绕亚拉拉特山的领土纠纷。

国际社会呼吁“降温”

目前看来，尽管阿亚双方均已宣布进入
战争状态，但冲突规模升级的可能性不大。此

外，在该地区最具影响力的俄罗斯已经表明
了避免冲突升级的姿态。在给亚方总理帕希

尼扬的电话中，俄总统普京强调当前重要任
务是采取一切必要努力防止对抗进一步升

级，关键是双方停止军事行动。在俄阿两国外

长的通话里，俄方再次强调了立即停火的必
要性。

面对阿亚两国在争议地区冲突再起，国
际社会也呼吁“降温”。

欧安组织轮值主席、阿尔巴尼亚总理埃
迪·拉马在一份声明中敦促冲突方立即停火、

不设前提地对话，以避免更多人伤亡。德国外
长海科·马斯说，只有谈判才能解决纳卡冲

突。 本报记者 杨一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