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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说回收垃圾又脏又臭？
　　洪玮隆（25岁）在美国当交
换生时发现，回收垃圾也可以非
常干净整洁。
　　由于父亲经营废物管理生
意，洪玮隆小学就开始和家人一
起收集回收物。那时收到的回收
物往往又湿又臭，让他以为回收
工作根本不受人重视。直至大学
时期在美国加州当了一年交换
生，他才发现回收“垃圾”其实
非常干净，许多人也愿意为了环
保牺牲便利。
　　洪玮隆说：“我的美国同学
为了把啤酒罐放进回收桶而走上
一个小时，可见环保绝对是一种
心态，愿意参与环保就不会嫌麻
烦。”
　　现在，洪玮隆不但更了解回
收和环保，也希望鼓励更多人和
他一样，正确认识环保。
　 　 去 年 ， 他 和 两 名 大 学 同
学 黄 崧 玮 （ 2 5 岁 ） 和 陆 祉 瑜
（24岁）一起研发了环保应用
SURF，以积分和奖励制度鼓励
更多人回收垃圾。他们都是南洋
理工大学工程系学生，选修了
名为“固体与有害废物管理”
（solid and hazardous waste 
m a n a g e m e n t ） 的 学 科 ， 而
SURF的构思其实源自他们其中
一个课堂作业。他们利用校方提
供的1万元作为创业资金，再各
自投入数百元，去年3月正式成
立SURF。

回收积分可换取奖品
　 　 S U R F 是 S m a r t  U r b a n 
Recycling Facility的缩写，意
即“聪明的城市回收设施”。
SURF的经营模式是与企业合
作，让企业利用这个应用展开环
保比赛。员工每次收满一袋回收
物，即可累积积分，公司会按照
积分表奖励员工礼券或奖品。奖
金奖品由企业提供，SURF则会
向企业收取应用使用费。
　　尽管创业初期碰了不少钉
子，但三人都克服了困难。至
今，SURF已与四家企业合作，
为500多名员工举办回收工作

坊，并收集了超过8000公斤的
回收物，其中包括纸张、塑料、
金属和布料。

污染率远低于全国水平
　　洪玮隆说：“我们会教导员
工如何正确分类，因为回收物如
果掺有其他物质，例如厨余，就
无法回收。目前，全国回收物
的‘污染率’是40%，而SURF
收到的回收物，‘污染率’是
1.2%，可说是显著进步。”
　　SURF如何降低回收物的污
染率？每名参与回收比赛的员工
都会获得姓名贴纸，每袋回收物
必须贴上各自的名字并带到公司
收集处。洪玮隆、黄崧玮和陸祉
瑜会亲自到公司收集回收物，
一一检查并称重。如果回收物被
杂质或杂物污染，就无法累积积
分。
　　黄崧玮说：“我们可以利用
科技达到教育和改变行为的目
标，就像保健促进局通过应用推
展‘全国健步大挑战’，游戏和
奖励机制可在短期内奏效，希望
长期来说有助于大家培养好习
惯，日后即便没有奖励也会继续
环保。”

碳足迹目标为零
　　无论回收率或环保法律，我
国可说是落在许多国家之后。洪
玮隆以台湾为例说明：我国实马
高垃圾埋置厂到2035年就会被
填满，但如果我们的回收率可以
达到台湾水平（编按：住家和商
家的垃圾回收率据说是55%；工
业垃圾回收率则是77%），实马
高垃圾埋置厂就能多用17年。
　　提高回收率之余，洪玮隆认

为我们也应该思考我们各种行为
的碳足跡（carbon footprint）。
碳足跡的定义是活动或产品的整
个生命周期过程所直接与间接产
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碳足跡也
是量化个人或团体排放温室气体
的测量标准。
　　他说：“我们应该想想怎么

做才能尽量加强环保功效。少用
吸管当然理想，此外是否应该少
开车，多乘搭公共交通？最重要
的终极目标就是把碳足跡减至
零。每个人都可以出一分力，从
最小的一步开始，然后渐渐地一
步步作出更多改变。”

家里从事废物回收生意的南大毕业生洪玮隆，与两名同学

一起创办环保应用SURF，藉由游戏和奖励，鼓励更多人

学习正确的垃圾回收法，并重新思考自己的生活方式——

回收垃圾之余，还有哪些改变对环境和地球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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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轻人研发环保应用

回收垃圾可赢奖

（左起）黄崧玮、陆祉瑜和洪玮隆创办SURF，以积分和奖励制度鼓励更多人回收垃圾。

SURF至今已为500多名员工举办回收工作坊，分享回收的正确做
法。（受访者提供）

SURF和企业
合作，鼓励员
工为回收物进
行分类，从而
降低回收物的
“污染率”。
员工把回收物
带到公司内的
指定收集处，
就能累积积分
并换取奖品。
（受访者提供）

　　新春佳节，不少人都会与朋
友聚餐叙旧。新加坡虽不大，但
要找到朋友都方便相聚的“中间
点”，还是有难度。林渊（24
岁）突发奇想，利用人工智能技
术，推算朋友之间的出行距离，
并利用大数据，推荐符合他们口
味和预算的美食去处。
　　林渊去年和另四名同龄朋
友，罗福兴、黄映中、黄俊杰和
陈俊杰以四万元的起步金，共同
研发高科技的美食指南应用程序

Munch，通过分析用户提供的数
据，推算最符合他们预算和口味
的美食，并确保每个朋友的通勤
时间都平均。
　　Munch手机应用首先分析网
上资料，包括参照本地网红的热
门推荐，以及各家餐馆的地点、
营业时间、价格和菜单，并根据
个别用户提供的数据与资料做分
析，最后推算出最方便、最符合
用户用餐需求的餐馆，称得上是
省时省力。
　　林渊说：“过去10年，国人
搜索美食的方式相当一致，他们
首先到互联网输入关键词，再每
家餐馆一一筛选，费时费力。有
了先进的数据分析，人们可以轻

松找到符合所有朋友要求的理想
用餐地点。”
　　林渊也透露，他见过不少举
棋不定的人，有些朋友甚至会因
为无法达成共识，最后将就到最
靠近的地点用餐，错过品尝价廉
物美的食物。“一些人也嫌搜索
资料非常麻烦，于是随便提议吃
鸡饭等，将就吃了一餐。”

不靠植入式广告赚钱
　　和其他美食指南应用不同的
是，Munch不靠植入式广告赚
钱，林渊希望与业者合作，提供
外卖和预订服务，甚至和业者分
享大数据，更好地服务食客。
　　林渊希望Munch不仅能在新

加坡运营，也可以扩充业务到其
他城市，目前他与团员们正在分
析哪些城市适合重点发展这项计
划。
　　林渊说，目前下载人数相当

可观，虽无法提供确切数字，不
过用户人数稳健增长，他也认
为，Munch的市场定位明确，
有信心能够被国人接受和广泛使
用。

朋友聚会吃什么？问Munch就知道
林国豪／报道

南大通讯员

受访者提供照片

（左起）陈俊杰、罗福兴、黄映中、黄俊杰和林渊研发美食指南应用
程序Munch。

Munch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推算
朋友之间的出行距离，确保每个
人的通勤时间都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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