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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作为活力之物*

———物质性视角下的废弃物研究

张劼颖

提要: 本文尝试通过物质性的进路对垃圾进行研究，这意味着在物质性

视角下对垃圾进行重新理解，包括在社会历史维度上检视垃圾在现代化进

程中的变迁，在人与物的关系中考察垃圾的制造与处理，以及对垃圾参与建

构的诸多环境和社会议题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使用行动者网

络理论建立一个垃圾研究的分析框架。由对垃圾物质性的探究可见，垃圾

虽被现代城市环境工程及主流处理技术界定为污秽、无用之死物，其实却是

“活力之物”。垃圾具有社会生命，在社会当中生成、流动、转化，与不同的

行动者互动、形成联结，并参与社会事实的建构。它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影响

环境与社会，不但持续挑战既有的环境治理方案和科技，而且促使社会不断

寻求和创造新的技术、观念、实践和行动。

关键词: 垃圾 物质性 行动者网络理论 物的社会生命 环境治理

一、引 言

很少有人会考虑自己丢弃的垃圾去哪了。垃圾脏污、无用、破烂，人们丢弃

的动作宣告了垃圾的消亡，使之远离公众的日常生活。在城市中，垃圾一旦出

现，处理系统就会迅速将其掩盖、运离、销毁。垃圾及其设施作为一种“公开的

秘密”，并不存在于“公众的注视”中( Taussig，1999 ) 。对垃圾视而不见，成为普

通社会成员的一种习惯。

然而，垃圾并没有消失，甚至可能大规模卷土重来。在街头随处可见的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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桶中，在清洁工人与拾荒者的垃圾车里，我们常常与之不期而遇。早在 2004 年，

中国产生的固体废弃物达到 1. 9 亿吨，①跃升为全世界垃圾制造量最多的国家

( 世界银行，2005) 。暴增的海量垃圾带来了环境治理的难题。城市外围被垃圾

场包围，垃圾无处可去，而城市无地可用。但与此同时，由城乡移民组成的拾荒、

收废大军所进行的废品回收，实际上构成了我国循环经济的重要一环。近年来，

中国拒绝“洋垃圾”入境，打断了全球垃圾流动的链条，使以往的垃圾出口国出

现垃圾危机。总之，与垃圾相关的政治、经济现象构成了诸多重要社会问题，如

环境治理与环保行动、污染的全球转移与贸易、环境抗议与邻避效应、循环经济

与非正式经济等。看似卑微无用的垃圾，实际上是一个异常丰富的社会现象，折

射了消费社会、生态环境、全球化等当今社会科学关心的重要议题。

垃圾是日常生活中最卑微也最常见之物，言说着有关社会生活的重要事实，

甚至比其制造者本人的叙述更为翔实。“垃圾考古学”认为垃圾是人的活动遗

迹，通过对垃圾成分、数量和类型分析，可以了解大众文化、家庭生活，甚至矫正

人口普查和社会调查数据的错漏( 拉什杰、默菲，1999 ) 。例如，美国曾经盛传

1973 年发生了牛肉短缺，但通过垃圾考古发现，人们在短缺期丢弃的牛肉量是

非短缺期的三倍，正是危机抢购的风潮导致了更多的浪费。可见，垃圾不一定是

绝对意义上的无用之物，即使是稀缺物也可能成为垃圾。对垃圾的分析可以纠

正人们对社会生活想当然的判断。

对于拥有物的研究传统的人类学来说，垃圾研究有着丰富的理论意涵。首

先，在诸多文化中，垃圾被认为是脏污的。这就涉及一个经典议题，即洁净与污

秽的符号意义( Douglas，1966 ) 。换句话说，什么是脏? 污物为什么被认为是脏

污的? 这种对污物的认定反映了文化的某种分类与安排。其次，垃圾与物的价

值问题紧密关联。垃圾涉及价值的创生和毁灭，构成了检视价值现象的刻度

( Thompson，1979) 。在现代城市环境工程和主流处理技术的视野中，垃圾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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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环境科学、城市治理系统及其他书面、官方的语境中，垃圾又被称为“城市固体废弃物”
( municipal solid waste) 。例如，在官方文本中，城市管理委员会中负责废弃物的部门被称

为“固废办”( 固体废弃物管理办公室) 。在日常生活、文化和个体实践的语境中，主要使

用通俗的“垃圾”一词，而当涉及环境治理和科技议题时，也可能使用更书面化的“废弃

物”一词，两者的所指并无不同。本研究主要使用“垃圾”一词，并根据语境使用“废弃

物”一词。此外，一般的废弃物包含生产和生活部门中产生的废物。工业生产的废弃物

通常被称为“工业垃圾”，而生活中产生的则是“生活垃圾”。二者的内容物、生产过程、
处理体系均有不同。较之工业垃圾，生活垃圾因分散等特征更加难以管理 ( Ｒootes，
2009) 。本文探讨的主要是生活垃圾。



有价值的，因而被弃置、被消除。但从循环经济的视角看，我们可以考察物质从

生产资料到商品再到生产资料的循环，以及在此循环中物的价值的生产、消灭和

再生产。此外，物的关系总是指涉人的关系。例如，礼物反映了社会中馈赠与交

换关系( Mauss，1967) ，蔗糖等商业作物构成了不同社会之间的贸易、殖民乃至

阶级关系( Mintz，1986) 。对于垃圾，我们可以追问的是: 这样一种特殊之物是如

何联结不同的社会阶层、主体并折射其关系的? 最后，对垃圾的研究回应了近年

来物的研究中的后人文主义( posthumanism) 思潮。后人文主义的范式提出打破主

客体的二元对立，在社会科学研究中重现了物的“物质性”( materiality) 。垃圾不仅

构成生态环境问题，而且不断形塑社会现实，因而可以作为标志性的研究对象。

二、物质性作为研究进路

在现代主流语境中，垃圾被认为是脏污、无用的。“垃圾”作为形容词或者

秽语，均有无用、不洁、低微之贬义。但脏污之物并非本质上是不洁的，何谓“脏

污”是由社会文化界定的( Douglas，1966 ) 。垃圾具有肮脏、污染的符号意义，因

而人们排斥或避免接触垃圾，与垃圾相关的群体也易遭受污名与歧视，但包括垃

圾处理设施在内的现代城市的清洁卫生系统却被认为是具有净化性的。垃圾处

理系统用于净化城市空间，隐藏和移除那些脏污的东西( Hawkins，2003) 。甚至

有研究认为，现代清洁卫生系统是国家权力一种象征，帮助划分私人领域和公共

领域的界限: 一方面，排污被判定为是私密的; 另一方面，公共卫生又和水、电系

统一起，把私人生活和国家联系起来。这样，国家就具有了一种净化的力量，获

得一种超越世俗的权威和神圣感( Laporte，2000 ) 。这一论述看似有些跳脱，实

际上是一种具有符号意义的阐释，道出了“污秽之物”的社会象征。

垃圾常被认为是废物。“垃圾就是当价值离去后，留下来的那些东西……是

对我们而言不再有价值，不再有意义，不再有用的物质”( Hawkins ＆ Muecke，2003:

4) 。然而，垃圾的价值趋近于零更多是一种功利主义经济学的认识。从艺术或环

保的角度看，垃圾具有美学价值和伦理意义( Hawkins，2003) 。在政治经济学的分

析中，垃圾常被作为“价值”概念的理论衍生物，而非具体、实在的物( Gille，2006) 。

如果仅将垃圾视为废物，其本身的多元性和动态性往往难以得到揭示。

对于垃圾，仅从文化符号角度来阐释，或仅以经济价值来解读都是不够的。

垃圾应被视为“一种对世界发生作用的物质，并对地方和全球的政治争端、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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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及其治理形式、对经济和道德价值的各种竞争性评价，以及环境污染和危机

等诸多问题产生影响”( Ｒeno，2015: 558) 。对垃圾的物质性研究就是将垃圾作

为实存于生态环境与社会世界中的物质，理解其作为物质的生产、转化、流动的

过程以及它与诸多社会行动者之间的关系。

物质性研究作为一种新兴的研究进路，受到近年来人文社科领域后人文主

义和新物质主义思潮的影响。相关思考试图超越以往只聚焦人类的社会分析，

将“非人之物”( non-human) ，包括动植物、技术、物品等有生命和无生命的非人

之存在作为研究对象，重新阐释人、物、科技和自然环境的关系。在此进路下，产

生了不同于以往的对于物的研究，如对金钱、艺术品的重新理解( Griswold et al．，
2013; Nelms ＆ Maurer，2014; Seitz，2017 ) 。对“物质性”的考察主要基于以下理

解:“自然”与“社会”并非截然对立的二元实体，而是连续性的、共同生产的，因

而没有 纯 粹 的、不 被 人 类 文 化 染 指 的 自 然，也 没 有 不 交 织 着 自 然 的 社 会

( Descola，2013) ; 人类处于包括自然、非人类生物、无生命物质在内的复杂环境

中，正是通过与周遭事物的互动去感知、体验、想象着世界并生成文化的( Miller，
2005; Griswold et al．，2013) ; 人和物都嵌入在社会世界当中，物构成了人类社会

关系、文化和结构的一种“中介”( mediants) ( Appadurai，2015 ) 。行动者网络理

论( Actor-Network-Theory，以下简称 ANT) 相信，社会事实在人和非人所组成的行

动者网络中联结( assemblage) 生成; 在其中，人类和非人，包括自然环境、科技设

施以及动植物都是有能动性的行动者( Latour，2005) 。

物质性分析就是要将非人之物纳入社会分析的疆域，关注人类、非人及自然

环境间的 交 互 作 用，尤 其 是 去 揭 示 不 显 见 的、人 类 与 物 质 世 界 之 间 的 关 联

( Epstein，2008; Koenig，2016) 。物质性的进路重新书写“物”与“社会”的关系:

把物带回到社会分析的中心，把“社会性”重新赋予物质。与传统的物的研究范

式不同，物质性的视角揭示物的社会性，又不仅限于此，还暗含对于“社会—自

然”二元对立的超越，以及对物的能动性的强调。在具体研究当中，物质性的进

路意味着以下取向: 第一，不仅探讨“物是什么”，而且探索“物做了什么”，即物

本身的能动性( Fox ＆ Alldred，2017) 。第二，通常采用 ANT 作为理论及分析框

架。第三，往往强调生态环境的视角。①

拉图尔指出，在人和非人所组成的行动者网络当中，非人同样是行动者，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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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基于物质性的视角来研究环境问题并不是作为环境社会学或者环境人类学的分支学科。
相反，这种视角意味着在广泛的社会分析中都带有对自然环境的关注，把对物质世界，尤

其是生态环境、科学技术的考量纳入普遍的社会思考。



“能动之物”( actant) ( Latour，2005) 。这一理解引发了一系列的批评。有批评指

出，完全取消主体和客体的区别是难以接受的，否定知识作为一种主体对客体的

表征这一本质也是错误的( Bloor，1999) 。还有批评认为主张非人之物和人具有

同等的政治权力与其理论本身是自相矛盾的，且本质上无法实现( Shapiro，1997;

Whiteside，2013) 。① 将人与非人相提并论确实颇具争议。事实上，物的能动性

并不是指其具有和人类一样的心智、认知与行动。非人之物是在以下意义上作

为能动的行动者的: 第一，非人不仅仅是被人类主体认知和控制的对象，它还可

以“制造不同”( make differences) ( Latour，1999: 117 ) 。例如，历史上，小小细菌

在与居民、科学家、技术、城市环境的交互联结中，不仅影响着人的健康，而且深

刻地改变了人们对疾病的理解、卫生意识和日常实践、医学认知和医疗实践，乃

至公共卫生系统的设计与建立( Latour，1988 ) 。第二，将非人视为“行动者”，就

强调了它们不只是一种中间物( intermediary) ，而是转介或转译者( mediator) ，其

行动是一种“转化”。中间物就是黑盒子，根据社会和文化的特定规则，有输入

就会产生特定相应的输出。而转译者意味着，对于既定的输入，行动者的输出是

不确定 的，不 能 够 被 完 全 预 测 的。能 动 之 物 往 往 是“麻 烦 制 造 者”，抗 拒

( recalcitrance) 即是一种行动( 拉图尔，2015) 。

贝奈特在其政治生态学论述中进一步阐发了“能动之物”的思想，并提出

“活力之物”( vibrant matter) 的概念，说明“物”不一定是消极的、被动的、顽固的，

为人所操控、可预料的( Bennett，2010) 。非人可能有自己的行动轨迹、偏好，对

世界发生某种效力，如一次病毒的侵袭、一场台风、一种材料或能源的枯竭，都会

带来实在的改变。而垃圾就是“活力之物”的绝佳的例子，“( 垃圾) 作为活的物

质，永远也扔不掉，就算是被丢弃或者不想要，它还是会持续活动”( Bennett，

2010: 6) 。

把非人之物说成是“活”的，并不像看上去那么不可思议。它只是试图挑战

以往的人类中心的研究视角———将自然世界看成是一个等级化的系统，而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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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对拉图尔的 ANT 的批评中，比较典型的还包括: ANT 基于一种自然化的本体论，没能把

社会现实去自然化; 它不是一种批判理论，无法揭示人类社会中的不平等和非正义

( Whittle ＆ Spicer，2008) ，也无法剖析社会阶层间的剥削以及全球的不平等( Hornborg，

2014) 。在此视角下，社会结构扁平化了，行动者权力的大小无法被识别。本文赞同这种

批评。作为一个理论工具，ANT 不可避免有其局限性。不过，对于理解当今的环境社会

问题，它仍是颇具价值的，且特别适用于对废弃物的分析。本文在对 ANT 进行反思的基

础上批判地使用这一分析工具。为了弥补其不足，本文还引入了“物的社会生命”视角。



于中心和制高点。但事实上，物常常是以失控的、意外的方式改变着世界。“活

力之物”的视角正是试图发现以往未曾注意之物———正如垃圾———如何参与建

构我们的社会世界。相关主张指出，应该把主体间的、情境的认识论进一步拓展

到人与非人之间，这种拓展可以从废弃物开始，以一种环境的视角来重建认识论

( Hird，2012) 。本文试图说明，垃圾正在深刻地“反攻”人类的社会生活，造成诸

多社会问题，挑战并启发着人类对于自然的想象与治理之道。

对于物质性研究而言，ANT 既构成其理论基础，也提供了一种研究方法。

ANT 是对“人—物”的复杂互动网络的分析，因而特别适用于分析社会事实的物

质性、关系性和异质性( Law ＆ Singleton，2013 ) 。在 ANT 分析当中，与某一“议

题”( proposition) ①相关的人和非人行动者会被悉数罗列，研究者通过绘制这个

多元行动者共同构建的网络来分析行动者间的关联，追索其相互作用的过程与

机制，从而理解在网络当中不断被编织的环境社会事实。

总之，本文试图将垃圾从未经反思的常识带回到社会研究的视野中，透过物

质性的进路理解垃圾。这意味着将垃圾看作现实存在于环境社会当中的物质，

而不是某种本质化的、一成不变的抽象范畴，以及将垃圾置于人与物的关联中，

检视其与人类、技术、环境发生的联结并参与建构的丰富社会现实。下文首先检

视既往的文献资料及经验材料，以理解垃圾“是什么”和“做了什么”。其次，通

过对 ANT 框架的探索性应用，尝试建立一个垃圾的分析框架。本文试图回答:

如何通过物质性的进路来重新理解垃圾、研究垃圾? 垃圾的物质性又是什么?

三、“活力之物”: 物质性视角下对垃圾的再理解

( 一) 垃圾的物质变迁与时空属性

历史地看，垃圾意味着不同的物质，其数量、内容、所包含的物质和元素以及

最终的归宿，在不同时代都大相径庭。首先，工业生产模式与技术发展使大量制

造垃圾成为可能，也使其物质成分更为复杂。在前工业社会中，废弃物产量较

少，有机成分居多，且大多可得到再利用。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一方面，“高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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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议题”( proposition) 为拉图尔( 2015) 所提出的术语，意指在行动者网络理论意义上一个

由人类与非人之物所组成的集合。一个议题是某种社会生活的现实或现象，同时也是一

个政治生态学的课题，例如，厄尔尼诺气候、一座城市、一个公园都可以作为一个“议题”。



流”的生产方式使物质原料被大规模地从地球开掘、提取、合成、运输，并进入生产

生活的领域。另一方面，包括合成橡胶、纤维、金属等人工物质被大量制造和使用。

这都构成了垃圾的新物质基础。此外，新技术不断降低对物质的开采和运输的成

本; 新材料，尤其是塑料的发明使旧东西被当作是“无用之物”而弃置，甚至出现大

量“即用即弃”的一次性产品。由此，废弃物以前所未有的成分和量级出现。

其次，城市化极大地改写了垃圾的内容和形态。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人口密

度增大，社会生活模式也相应转变。生活垃圾不再是少量、分散的，而开始集中、

成规模地产生和聚积。这不仅带来了垃圾量级的增长，而且衍生出不同的形态，

如垃圾池、垃圾坑、垃圾山。垃圾大规模产生，使其集中收运、处理成为城市环境

治理的必需环节，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城市生活的顽疾。

最后，随着消费社会及其文化的兴起，人们的消费行为和观念发生改变，使

垃圾的体量进一步增长，且内容物愈加繁复。在消费社会中，商品不断更新风

格、升级换代，鼓励喜新厌旧的购物习惯。例如，手机等电子设备的使用寿命日

益缩短，带来了大量的复合性电子垃圾。而商品的包装物也愈加繁复，包装物成

为垃圾的一大组成部分。

在我国，有着将垃圾视为有用之物的传统和丰富实践。在农业社会，垃圾不

“废”，也不“死”。对物的循环利用是一种普遍的做法。有机物可以作为生产资

料，如肥料、饲料、燃料重新回归生产。对物的节俭、珍惜是一种美德，而浪费则

具有负面的意涵。在现代化进程中，这种态度延续到对废物的处置方式中。从

民国开始，我国城市中就出现了废品回收体系; 1949 年后，这个系统归为国有，

非常发达且全面( Goldstein，2011 ) 。改革开放后，社会上又出现了非正式的回

收系统，遍布城乡的拾荒、收废人群源源不断地把垃圾回收并变成原材料。随着

城市化、消费社会的兴起，垃圾的内容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但社会文化中仍然不

乏再用、修补的实践，以及坚持将废物视为有用的材料或资源的观念。

可见，垃圾并非一种固定不变的物质，而是一个边界开放、具有时空属性的

范畴。在现代的时空中，不同数量、内容、成分、形态的垃圾得以产生，而新的垃

圾又需要新的处理技术和治理方案。虽然垃圾自古就有，但是直到今天才成为

一个全球性的重要现象，构成了“我们生活的一个丰富的、重要的维度”( O＇

Brien，2007: 10) 。也只有在当代，废弃物才会衍生出一系列相关的经济现象和

政治行动，如全球废品贸易、针对垃圾污染的环保运动等。从历史的维度重新审

视垃圾并参考中国本土的文化资源与实践，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在实践层面

为现代社会垃圾问题的处理提供了可供反思、参照的路径与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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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垃圾制造的实践与伦理

在物质性视角下检视垃圾与其人类制造者之间的关系，会发现垃圾绝非

“死物”。一方面，对于不同的制造者而言，垃圾具有多重的意义和价值。另一

方面，制造垃圾的实践是一种自我技术，换句话说，人类制造了垃圾，垃圾也参与

建构了其制造者。

垃圾体现了一种价值的政治。“甲之垃圾，乙之宝藏”，可见，对于不同的社

会群体，垃圾意味着不同的东西( Ｒeno，2009 ) 。废弃物的制造是一个高度阶层

化的实践，中高阶层可能通过浪费来再生产社会区隔( Frow，2003) 。较高阶层往

往制造更多的垃圾，而这些垃圾对于较低阶层来说可能是富有价值的。一个典

型的例子是饮料瓶，对于有些人来说，喝完饮料，空瓶就变成了需要丢弃的垃圾，

而另一些人则会把空瓶留下变卖。还有一些人并不消费这些饮料，却会捡拾他

人扔掉的空瓶。举一个更为宏观的例子，对于大批来自乡村、寄居在城乡结合部

或城中村的拾荒者而言，城市居民的生活垃圾变成了他们的生产资料。通过废

品交易，他们得以在城市的边缘谋求生计、建立生存空间，并为城市创造了巨大

的环境和经济价值。这正体现了垃圾的能动性———它们并不只是被人制造，还

为社会当中不同的群体和阶层创造了区隔或联结。更为激进的观点提出，垃圾

不仅对人意味着不同的东西，而且对于不同的物种来说也是不同的。例如，一片

废弃的场地对人而言是无用的死地，对于生活在此的生物来说可能是生机勃勃

的空间( Taussig，2003) 。

垃圾制造的实践还与福柯意义上的自我技术密切相关。我们在丢弃垃圾的

过程中界定自我，每一次丢弃都在界定什么属于我、什么是我的一部分，而什么

必须远离我( Muecke，2003) 。例如，炫耀性消费者通过挥霍显示自身的富庶与

地位，而一些宗教或环保人士则通过拒绝浪费成就善好、超然的美德。霍金斯指

出，以特定的方式丢弃垃圾是一种自我净化和管理的日常仪式，且具有伦理意

义———以“正确的”方式丢弃垃圾，令人感到洁净、正当，是一种美德; 相反，随意

乱丢是不文明、无公德、无自我约束力的表现( Hawkins，2006) 。在很多国家，不

乱丢垃圾乃至垃圾分类已经成为幼儿道德教育和行为规范的一项基本内容。可

见，人制造垃圾，而垃圾又参与了主体的建构，这正是其作为活力之物的一个

体现。

垃圾不但参与道德主体的建构，而且激发新的价值观念。对垃圾的态度和

处理方式“实际上表现出一种伦理的变迁，不同的围绕垃圾的生活实践和惯习，

背后是对于物质世界的理解和价值判断，以及相应的伦理观念，比如: 这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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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应该被如何对待?”( 张劼颖，2015) 一个重要的现象是近年来国内外

兴起的针对垃圾的环保主义。相关伦理主张，过量制造垃圾就是浪费资源、制
造污染，是一种恶行; 人应该为自己产生的垃圾负责，减少垃圾的制造是每个

个体的义务。垃圾正在引发全球范围内的一系列新环保行动，其中有对抗性

的、抵制垃圾及其设施的邻避运动，也有着眼于日常实践的垃圾分类运动和零

废弃运动。

( 三) 垃圾处理的技术与设施

当今的垃圾处理具有一整套现代化、集约化和技术化的做法，致力于垃圾的

消除。垃圾似乎成为一种令人厌弃、需要迅速移除的死物，消失得越干净、越彻

底越好。然而，在历史上并非始终如此。

人曾经习惯将垃圾留在自己的生活空间里，但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和技术的

进步，电力取代煤炭，汽车取代马车，供水系统进入家户，清洁卫生的观念也随之

而来，人们逐渐无法忍受在城市中堆积垃圾( Strasser，1999 ) 。垃圾成为必须要

迅速移除、离开生活空间的物质。实现对垃圾的有效消除成为现代处理技术的

发展方向。在技术世界当中，垃圾是注定要消失的( Kennedy，2007 ) 。今天占主

导地位的技术，如填埋和焚烧，都是以最有效率的方式将垃圾消灭，或深埋于地

下，或付之一炬。这些技术的普及反过来又强化了垃圾是必须要消除的物质这

种观念。①

虽然垃圾分类在今天被看成一种新的举措，但实际上有着漫长的历史。它

不仅是家户的日常实践，而且在 20 世纪早期的美国还曾作为市政法规出现，直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被逐步废除( Strasser，1999) 。不再进行垃圾分类的主要

原因正是新技术的出现。焚烧和填埋这两项技术因为不必要分类就可更有效率

地大规模消除垃圾而迅速得到普及。这两项技术的主流化使垃圾逐渐被界定为

是“一种”东西，而不是需要被区别开来、分别处理的混合物质。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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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并非所有的技术都致力于消除垃圾，如一些技术的目的是让垃圾得以循环再利用。不

过，这些技术不像填埋或焚烧那样在市政工程技术中占主导地位。
填埋技术和焚烧技术自诞生以来不断经历更新和改造，不过其基本原理大体相同。填

埋指挖掘大坑，辅以防渗、覆盖、放气等技术，将垃圾掩埋于地下。焚烧是指使用专门

的焚化炉将垃圾焚烧成为灰烬，辅以排放控制设施。这两项技术都不需要将垃圾事先

分类。虽然这两项技术都“可以”而非“必须”混合处理，但由于混合处理更加快速高

效，客观上鼓励了垃圾的混合而不是分类处理。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两项技术和垃圾

分类完全不兼容。



可见，垃圾不仅被其制造者决定，而且被其处理者共同界定。当今主流的技

术将垃圾定义为需要迅速消除的死物，并日益将其界定为是“一种”东西。不

过，技术从来没能真正地让垃圾彻底消亡。致力于消除垃圾的处理设施，也并非

垃圾命运的终结之所在，反而构成了新的社会问题。

在垃圾处理的过程中，物质的流向、设施的分布，不可避免地涉及环境正义

的问题。同一社会中，高阶层生产更多垃圾，而垃圾的收集处理设施和空间却总

是更接近底层( Baabereyir et al．，2011) 。从时间维度来看，如果垃圾处理方法不

是生态友好、可持续的，垃圾处理设施还会制造代际不公( Watson ＆ Bulkeley，

2005) 。换句话说，今天对于垃圾低成本的处理，可能是在透支未来的资源与环

境安全。在全球范围内，废弃物交易是一项跨国的经济行为，这种跨国贸易既是

材料、价值的交换，也是社会关系的转化( Alexander ＆ Ｒeno，2012) 。富裕国家制

造更多的垃圾，而垃圾的污染总是流向发展中国家( Moore，2010 ) 。发展中国家

往往缺乏移除垃圾的能力，因为垃圾处理技术也是从发达国家逐渐传到发展中

国家的( Khoo ＆ Ｒau，2009) 。2000 年后，中国一度成为全球废品中心，进口了大

量来自发达国家的垃圾( Goldstein，2011) 。同时，中国的废品回收再造系统的下

游又延伸到周边东南亚发展中国家，如越南( Nguyen，2016) 。2007 年，全世界有

七成的电子垃圾进入中国，其中，美国每年就有 50% 到 80% 的电子垃圾被出口

到亚洲，主要目的地是中国( 仇玉平，2007) 。近年来，中国基于对生态文明和环

境价值的重视，开始规管、拒斥电子垃圾的全球化资本 ( Lora-Wainwright，2015) 。

大型垃圾处理设施往往招致附近居民的邻避运动。居民担心垃圾带来的环

境污染与健康风险。尤其是，垃圾焚烧因为可能排放剧毒污染物而广受诟病，成

为全球环保运动抵制的对象。垃圾处理设施引发的环境抗争是全球范围内的普

遍现象( Wynne，1987; Berglund，1998; Choy，2011 ) ，近年来在中国也屡见不鲜，

北京、浙江、广东等多地均有发生。垃圾处理设施所涉及的环境正义问题之核心

在于，垃圾是所有社会成员，尤其是有高消费能力的群体所制造的，但其带来的

污染却不是公平分布的。

总之，在现代的主流技术语境中，垃圾是死物。然而，在物质性的视角下，检

视垃圾的物质性变迁，以及其与制造者、处理者的关系，会发现垃圾是活力之物。

它包含着不同的物质，由不同的物品而来，又会转化为不同的物质。何种物质在

哪个时代、何种空间、对谁而言是废物是不同的，并随着生产方式、社会生活以及

文化观念的变迁而改变。随着历史的演进，垃圾不断被变迁中的日常实践和处

理技术重新界定。新的文化和技术创生了新的垃圾物质，而新的物质又制造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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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环境问题，刺激着新的观念、实践技术和治理方案的出现。垃圾引发的具体

环境问题与政治经济现象构成了一个丰富的研究领域。

四、垃圾的行动者网络: 一个分析框架

( 一) ANT 分析框架的建立

由上述可见，从微观到宏观，从生产者到处理者，从个体到机构，垃圾涉及不

同层次的多元行动者，跨越自然与社会，串联并编织了多重的社会事实。要呈现

并理解这样的复杂社会事实，ANT 尤为合适。对于物质性研究而言，ANT 既构

成其理论基础，也为其提供了分析框架。作为分析方法的 ANT“追问人、动物以

及物品如何在……物质性的、关系性的以及不确定性的……实践当中联结，即对

实践的关系进行绘制”( Law ＆ Singleton，2013: 491 ) 。换句话说，ANT 通过绘制

一个由多元行动者组成的网络来呈现行动者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以及在网络

中被不断编织的环境和社会事实。作为一个分析工具，ANT 的优势在于能够把

人、物、技术、组织、设施等各种相关行动者充分纳入分析，检视其交互作用，兼具

动态、关系性的视角。在这种分析当中，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垃圾的“活力”。

在环境研究领域，已有学者尝试将 ANT 应用到垃圾研究当中。吉勒指出，

ANT 能够具体地分析垃圾现象如何在各种行动者的行动中形成，因而具有很强

的解释力( Gille，2010) 。不过，其问题在于难以体现现象背后的结构性因素，如

政治经济体系、阶级等( Gille，2006; Hornborg，2014 ) 。对此，吉勒提出结合 ANT

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垃圾政体”( waste regime) 框架。马克思的“生产方

式”概念可以帮助我们从宏观上理解相关政治经济结构，但是难以关照作为物

的垃圾本身及相关微观行动者。将 ANT 与生产方式概念统合进入垃圾政体的

框架中，不仅可以分析宏观的经济政治结构，而且可以分析地方行动者的实践和

表述( Gille，2010) 。在拉图尔以及物质性研究潮流中，“垃圾政体”的价值在于

重申政治经济分析的重要意义，同时又不只是将垃圾作为政治经济活动的衍生

物，而将其视为具体的、实在的，可以构成分析对象的物。不过，在实际研究中，

和垃圾有关的宏观、微观现象、诸多人类和非人的行动者应该怎样被纳入一个分

析当中? 换句话说，在经验研究当中，应该如何实现宏观与微观、人类与非人类

行动者分析的结合? “垃圾政体”指出了一个有潜力的方向，但需要推进的是建

立一个完整可用的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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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研究尝试借用阿帕杜莱的“物的社会生命”( Appadurai，1986 ) 概念，①

建构一个废弃物的分析性框架。与其说这个框架是要替代“垃圾政体”，不如说

是试图在具体分析中兼顾宏观生产方式和微观行动者的视角。通过追溯垃圾的

社会生命线索，这个框架呈现了垃圾作为物质在社会生产系统当中的转化和流

动，特别是呈现了“生产”和“消费”这两个社会生产环节。这就不仅把垃圾置于

与丢弃者的微观关系当中，而且把垃圾的制造纳入了社会生产过程中。图 1 以

当代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实际的制造与处理系统为例，展示现代社会当中“垃圾

的社会生命”。其中方框呈现废弃物所处的不同阶段，箭头表示垃圾的物质流

动轨迹。生命历程包括生产、消费、丢弃、运输与存储、回收与再造以及处理的环

节。每个阶段分别涉及不同的社会行动者及设施。其中，生产指企业生产具有

预期使用寿命的商品，构成垃圾的“前世”; 消费指消费者消费商品，形成垃圾。

丢弃指垃圾“降生”; ②运输指垃圾进入市政收运的中转场所，包括垃圾桶、运输

车、中转站; 回收指部分垃圾流入回收再造系统，“重生”成为生产的原料。处理

指垃圾的“死亡”，来到垃圾终端处理设施，如填埋场、焚烧厂。③

追溯垃圾的“社会生命”，可以呈现垃圾在生产与处理系统中的物质转化与

流动路径。社会生命的线索构成了 ANT 分析的主线，或者说“骨架”。在此基础

上，根据研究需要可以发展更为复杂的 ANT 分析图，进一步纳入相关行动者并

呈现其间的相互作用。绘制 ANT 图的第一步，是尽量找到行动者网络当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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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阿帕杜莱对于物的社会生命之讨论意在反思以往人类学论述中存在的“礼物”和“商品”
这两种社会之物的二元对立。以往论述过度强调交换的礼物和买卖的商品、小规模社会

和资本主义社会、互惠的文化和利益的驱动的对立，而不是连续性。“资本主义的商品交

换也受到文化条件的约束”( Appadurai，1986: 11 － 12) 。换句话说，商品并不是与礼物对

立的，它是一种特殊的物，是物的生命当中的一个特殊的阶段或者特殊情境下的物。本

文无意涉入阿帕杜莱对于此二元对立的探讨，只是尝试借鉴此概念对于物的几种理解:

第一，强调时间维度，即物的“生命”，将物置于社会交换的不同阶段和过程中。第二，强

调空间维度，即物在不同的地理和社会空间当中，包括物跨越文化和族群边界的流动。
第三，强调物的社会性，即物的生命寓于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交换行动当中。
借鉴这种思想，就可以以动态的眼光考察垃圾在社会当中流动、转化、在不同社会部门和

群体之间流转、交易的生命历程。
从时间的维度上看，“消费”和“丢弃”是紧密相连、前后相继的过程，故在图 1 中这两个

阶段是连在一起的。其他阶段在时间上存在断裂，故而在图 1 中是分开的。
图 1 中呈现的垃圾的物质流是一般情况下的流动路径。在现实中，还存在着各种其他可

能，例如商品未经消费直接变成垃圾等情况。考虑到简洁性，图 1 不试图一一穷尽这些

可能。



图 1 城市生活垃圾的社会生命

类和非人类行动者，分辨其相互关系( Fox ＆ Alldred，2017) 。

以下仍以当代中国城市生活垃圾为例，找到如下行动者: 首先是垃圾的生产

者，即“商品生产者”( 垃圾的物质基础的生产者，即企业) ，“消费者”( 垃圾的直

接生产者，也是垃圾减量、分类、转化的实践者) ，接下来是“垃圾”( 包括其中各

类物质以及转化的各种物质) 。垃圾当中的部分物质被“回收再造系统”( 包括

收废品人、拾荒者、废品回收站、再造企业) 回收。垃圾的管理则由管理系统( 包

括市政府，作为决策者制订相关政策和方案; 垃圾管理部门，如各级城管委; 垃圾

清洁、收运系统，包括物业、环卫工等) 执行。“科研机构”研发、提供可供选择的

技术。“处理技术”则处于变迁当中，并存在相互竞争。技术本身的成熟度、效

益、邻避效应影响着政府的决策和企业的选择。对某项技术的选取或者放弃，是

多个行动者在当地政治经济、生态环境、人口社会等条件下相互作用、协商和博

弈的结果。①“终端设施”是垃圾的处理者，由企业运营。处理设施可产生“排放

物”( 如填埋场、堆肥厂释放的气体甲烷，焚烧场释放的烟气、渣滓) 。此外，垃圾

的相关行动者还包括处理设施的“周边居民”，可能产生邻避效应，反对处理设

施。最后是“环保组织”，可能发起环保运动来推动或抵制某种垃圾治理方案、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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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作为行动者网络中的非人要素，技术与设施互有交叠又不完全重合。技术包括实体的设

施、设备，以及相应的知识，在一定程度上是处于变动中的。垃圾处理设施则是技术的物

质化、实体化，是实际运行中的技术。在图 2 中，为了表现技术与设施的关系，技术由虚

线框表示。



图 2 是一个囊括上述行动者的垃圾 ANT 图，仍以垃圾的社会生命为主线，

但充分展示了围绕垃圾形成的社会网络中的不同行动者。

图 2 城市生活垃圾的行动者网络

图 2 中，单向宽箭头代表了垃圾的物质流，也就是图 1 所展示的垃圾的社会

生命。如果顺着它的流动方向，仍可见废弃物从生产、消费，再到运输、回收、处
理的社会生命过程。双向实线箭头表示交互的影响力、作用力。①

图 2 看似错综复杂、不够简明，事实上，这正是 ANT 分析的特点———再现社

会事实的真实的复杂性: 行动者不分人或非人，也不论权力大小，彼此之间相互

影响，共同编织成一张网络。结合图 1 与图 2，可对与废弃物有关的社会现象做

出总体性的呈现与兼具宏观、微观视角的分析。值得说明的是，第一，上述两张

分析图并非是固定不变的。随着一个社会中垃圾生产行为或者治理模式的变

化、新行动者的加入或旧行动者的退出，图中的相应元素也应做出改变。第二，

根据研究需要，应用 ANT 图所做的分析可全局，可片段，可以将镜头拉远总览全

局，也可聚焦在某一个局部，分析某几个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下文将呈现一个使

用 ANT 框架对城市的垃圾治理问题所做的分析，为 ANT 框架对现实的解释提

供一个示例。当然，将垃圾置于一个现实的网络当中来检视，也是垃圾物质性研

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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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拉图尔的定义，“作用力”指使对方产生变化的能力( Latour，1999: 117) 。



( 二) 一个关于城市垃圾治理的 ANT 分析示例

以下尝试应用图 2 的框架对 A 市近年的垃圾治理进行 ANT 分析。首先，对

照图 2，梳理部分相关行动者的网络: 商品生产者( 生产企业) —消费者( 垃圾制

造者) —垃圾( 包括其中的各种物质) —不同层级的政府—不同的处理技术—垃

圾处理企业—垃圾处理科研机构—垃圾处理设施( 及其制造的污染物) —处理

设施周边居民—环保人士。

接下来检视不同的行动者的交互关系。首先看“垃圾制造者—垃圾—治理

者”之间的关联。A 市大力推进垃圾治理，正是垃圾“倒逼”的结果。经济的发

展和市场的繁盛带来消费的增长，市民的消费又带来大量的垃圾。垃圾入侵城

市空间，造成治理难题。弃置的垃圾中的物质随着烟气和渗滤液释出，进入生态

环境，造成了空气、土壤和水污染，反过来搅扰和刺激着制造垃圾的市民。一个

例子是 2013 年 A 市街巷热议的一则新闻，即记者在近郊的菜地里发现电池、医

疗垃圾，随后发现这并非孤例，这引起了市民对本地食品安全极大的忧虑。而垃

圾围城，城市又面临无地可用、已有填埋场不断宣告枯竭的窘境。市政府不得不

寻求更有效的解决方案。

再看“垃圾—处理技术—设施—不同人类行动者”的关联。在 A 市，先后出

现过填埋、焚烧以及厨余垃圾的生态化处理，如堆肥、昆虫养殖等由不同科研机

构和企业提供的技术方案。垃圾焚烧技术因为占地少、可高效消除大量垃圾，在

诸多技术当中脱颖而出。

然而，垃圾焚烧设施遭到了选址周边居民和环保组织的强烈反对。垃圾焚

烧是具有强邻避效应的技术，而这正是由垃圾本身的物质性所决定的。垃圾可

能散发恶臭、藏污纳垢、富含病菌，使其设施遭人排斥。更为重要的是，焚烧垃圾

可能产生有毒害的污染物，特别是其中的二噁英是人类已知毒性最剧的物质之

一。作为持久性有机污染物，二噁英可能进入周边生态系统，在人体内富集，给

居民造成极为严重的健康危害。

垃圾及其副产品二噁英引起了居民的恐慌和忌惮。A 市居民和环保者坚持

数年的反对垃圾焚烧行动最终影响了地方政府的治理举措，带来几个显著的结

果: 第一，一座拟建的焚烧厂宣布搁置。第二，为了更好地进行垃圾治理，在城管

委增设了“固体废弃物办公室”，专事垃圾管理; 当届市长甚至自诩“垃圾市长”，

立志解决好垃圾问题。第三，该市发起了垃圾分类运动。

理解了“垃圾—处理技术—环境—治理者”的关联，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垃圾

分类成为了共识性的治理方案。首先，通过分类可以显著减少最终的垃圾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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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解垃圾处理的压力。其次，可以分拣出更多可回收物，促进资源的再利用。再

次，将一些特殊的有毒害物质单独处理，可以减少对环境的污染。最后，垃圾分

类能够一定程度上平息大众对于焚烧技术的质疑。根据二噁英的理化特性，燃

烧分类后的垃圾有助于减少有害污染物的产生，从而增强焚烧技术的安全性。①

在这个 A 市垃圾治理的 ANT 图景当中，垃圾 之“活 力”得 到 了 充 分 体

现———大量垃圾促使社会寻求解决方案，处理技术致力于消除垃圾，但是垃圾一

再以出其不意的方式阻挠人类试图进行的控制与消灭，改写了社会事实，又刺激

人们寻求新的治理办法，推动新的观念和实践的萌生。可见，人们是没法通过某

种技术一劳永逸、“一揽子”地消除垃圾且永无后患的。唯有在认识其“物质性”

的基础上，才有可能重新想象更为适宜本地的处理方案。

上文通过 ANT 的框架简单描绘了一个城市的垃圾治理图景。通过分析网

络中的不同要素，特别是焚烧技术、污染物质等非人要素，再现了社会治理与技

术应用的动态过程，以及不同环节中行动者之间的关联，并呈现了在此行动者网

络当中，大到政府决策者、公共设施，小到一种微量污染物质，如何相互影响、共

同塑造着一个城市垃圾治理的社会事实。

限于篇幅和分析重点，本节的分析是概要的，也未能涉及全部相关行动者。

如上所述，应用这个框架所做分析可繁可简，既可以对整个垃圾制造、处理、治理

系统进行宏观的、全局的呈现，也可以更为聚焦，针对不同的议题进行局部性的

关照。例如，如果要对当前多个城市展开的垃圾分类运动进行探讨，那么就可以

绘制与垃圾分类相关的行动者网络。在此网络当中，不同的收集、运输、处理设

施( 包括垃圾桶、垃圾车、各级垃圾站等) 、人类行动者( 包括居民、清洁工人、拾

荒收废者) 、垃圾当中的不同物质( 如厨余、纸箱、电池、金属、塑料) ，以及多种处

理技术( 如焚烧、堆肥) ，都可纳入分析。既有垃圾分类研究往往侧重对人的主

观意愿进行测量与交叉分析，如关注何种政策、意识、特征阻碍或促进了垃圾分

类行为。而应用 ANT 分析，则能够对以往研究的盲点加以补充，在更为全面的

网络中呈现各种因素，包括垃圾桶、垃圾站的设置、清洁工人的微观实践、垃圾中

的不同物质是如何交互作用，共同影响垃圾分类的推行和效果的。例如，厨余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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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垃圾分类可以有效减少垃圾焚烧产生的二噁英，原因在于: 第一，生活垃圾中有含氯物

质，在焚烧的过程中可经化合反应形成二噁英。如果减少这些物质成分，会降低二噁英

产生的可能。第二，二噁英产生的界限温度为 850 摄氏度。如果焚烧温度高于此温度，

可有效阻绝二噁英产生。有效的垃圾分类可以使得大量包含厨余垃圾在内的含水有机

物质分离出来。这样更有利于充分燃烧和焚化炉内部排放物处理设施的有效运作。



圾与居民的家居实践、垃圾桶盖的设计、清洁工人收运的做法，以及堆肥等处理

技术形成了一个相互影响的微观网络，对其相互作用机制加以分析，就可以真正

理解阻碍或促进垃圾分类的因素。

五、结论: 垃圾作为研究领域

垃圾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之物，既折射人们的消费实践、日常伦理与价值观

念，又关涉非常广泛的环境、社会、政治经济现象。物质性视角下可见，垃圾并非

“一种”东西，作为一个边界开放、历史性、社会性的范畴，它被时代的生产模式、

科学技术以及包括消费和卫生观念在内的社会文化所不断定义。在微观层面，

丢弃、制造垃圾的实践作为日常生活的行动，与伦理以及自我技术密切相关。在

宏观层面，废弃物作为当今全球环境政治的重要议题，涉及环境正义，是环境治

理、环保运动的一大焦点。

本项研究引介 ANT 的分析框架以及非人之物的“能动性”与“活力”的视角

对垃圾议题进行分析。事实上，ANT 对“人—物”“自然—社会”的二元对立的超

越，作为一种思想不算独创。不过，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而言，这一视角的价值在

于，其论述穿梭于自然环境与社会之间，找到了一种可行的进路将自然、物质、设
施、技术纳入社会分析，从而把非人与人的因素交织起来，置于同一个框架下进

行总体研究。这就桥接了人类社会与非人之自然环境，为环境研究提供了一种

自然与社会交互分析的进路，也使社会分析可以贡献于对环境污染问题的分辨、

溯源及解决。

本项研究提出了结合物的社会生命与 ANT 的分析框架，为后续的经验研究

提供了一个可用的工具。在此框架当中，首先以垃圾的生命历程为线索，包含了

从生产到消费，再到处理、再造、消除的历时性过程( 见图 1 ) 。随后引入与废弃

物现象相关的诸多行动者，包括垃圾的制造者、治理者以及垃圾处理的技术、设

施，对于这些行动者相互作用的复杂网络做出共时性的呈现( 见图 2 ) 。后续的

经验研究可应用此框架，对垃圾治理中的一些更为具体的问题和现象进行分析。

本文重新回答了“垃圾是什么”的问题。在物质性视角下，垃圾是“活力之

物”，其“活力”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复杂性。垃圾并非一个一成不变的本质

化实体，它由不同的物品而来，包含着不同的物质，又会转化成不同的固体、液体

和气体。它可能是极富价值的资源，也可能是极度有害的毒物。第二，动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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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随着历史变迁不断变动，活在人类社会历史当中，并不断地被生活实践和处

理技术重新界定。第三，能动性。垃圾总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影响着社会，对现有

的环境治理和科学技术持续构成挑战，也促使社会不断寻求、创造新的技术、观
念、实践、行动及治理方案。此外，垃圾具有社会生命，在社会中生成、流动、转

化，与不同的社会行动者互动并形成联结，参与社会事实的建构。

理解了垃圾是什么，就可以进一步探讨什么是更为善好的治理方案。对垃

圾的妥善治理，应充分考虑其复杂性、动态性、能动性。例如，考虑到其物质复杂

性，就不能指望有一个统一的方案，而需要多元化的技术，对其分门别类进行处

理; 考虑到其能动性，就知道垃圾问题无法被彻底地、一劳永逸地解决，而需要前

瞻的、动态的规划; 考虑到其活力、与处理技术的互构性，就不应将其作为一种一

成不变之死物，也不应只是被动地试图通过更快更强的技术消除已经产生的大

量垃圾，还需要不断再发现、再反思其多元性，激发新的设计与实践。

垃圾既是环境问题，也是社会问题，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当前至少有几个议

题亟待持续观察: 首先是垃圾流动和分布的环境正义问题，包括针对垃圾处理设

施的邻避抗争; 其次是宏观层面国家的治理方案，以及相应的微观层面上居民的

生活实践的变迁; 最后是针对垃圾的全球和地方的环保主义运动及其道德伦理

问题。例如，我们一方面陷于垃圾围城的环境污染困境，另一方面又面临针对大

型处理设施的邻避抗争，不同的技术道路何去何从? 经历了规范管理和改革，一

度繁荣的非正式回收经济陷入萎缩。回收经济最终会卷土重来，还是会出现新

的形态和机制? 随着环境成本上升、法规日益完善，中国逐渐摆脱垃圾进口国的

身份，又会在废弃物的全球贸易中扮演什么样的新角色? 目前各地大力提倡垃

圾分类，效果如何，何以取得持续性的成功? 在更为微观的层次上，随着经济的

转型，民众的垃圾丢弃行为会发生怎样的变迁? 这种变迁又折射出怎样的日常

伦理以及对物质、资源、能源和环境的理解?

总之，认识我们所丢弃、否定、无视的垃圾，就是要通过反观“我们不想要什

么，什么不是我们”更好地认识自身，进而观察和理解身处的社会文化，微观至

日常生活实践与伦理，宏观到国家经济与治理转型、环境与生态文明，乃至现代

化和全球化的重要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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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ipation，law education and relief． During the formation of meso-structures and the choice of

strategies，there are two kinds of practice mechanisms，namely，“integrating law into politics”and

“integrating politics into law”． The rights protection of Women＇s Federations＇shows characteristics of

politics of rights and strategic flexibility． Politics of rights stipulates the direction of rights

protection，under which women＇s federations have the flexibility to choose a mixed path of politics

and law．

Waste as a Vibrant Matter: Waste Study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Materiality

Zhang Jieying 204………………………………………………………………

Abstract: Drawing on the theory of materiality，this article seeks a new understanding of the waste．

It first explores how the idea of waste changes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ization，and then examines

various waste production and treatment practices as well as related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issues in

different societies． Further，this article propose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empirical studies of

waste by employing ANT ( Actor-Network-Theory) ． Based on the examination of the materiality of

waste and the ANT analysis，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waste is not just a filthy or dead object

defined by modern environmental projects as well as mainstream technologies，but a “vibrant

matter”with a social life． It is produced，moved and transformed in the society; it interacts and

assembles with different social actors and engag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facts． Waste

influences the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in often unexpected manners． On the one hand，it constantly

challenges the existing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On the other hand，it provokes the reproduction

of alternative technologies，notions，practices and 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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