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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全生命周期的大学食堂厨余垃圾的处理模式研究
———以江苏大学为例

宋博文袁金 涛袁沈国伟
（江苏大学，江苏 镇江 212013）

摘 要：本文针对当前我国高校食堂餐厨垃圾数量日益增长、多数厨余垃圾未能得到科学妥善处理的现状，以江苏大学为例，向在校
学生发放问卷进行调查。对回收的 156份有效问卷进行数据分析，根据所得结果，指出江苏大学食堂在全生命周期的厨余垃圾回收处理
工作中的不足，并为如何改进食堂厨余垃圾处理模式有的放矢地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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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我国人均消费水平近几十年来飞速

提高，这意味着资源消耗的增加，也意味着更多垃圾的产生。垃圾是

失去使用价值、无法利用的废弃物品，大致可分为四类--可回收垃
圾、有毒有害垃圾、不可回收垃圾和厨余垃圾。其中，厨余垃圾指的

是餐饮业单位，企事业单位、学校食堂等产生的食物残渣和废料，含

有丰富的有机营养成分，但同时也易腐烂变质，产生渗滤液、臭气、

病毒和致病菌，对人体健康和环境造成危害。

教育部 2019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在校大
学生总数超过 4000万，他们中绝大多数的饮食需求都由大学食堂
满足。大学食堂每天用餐人数众多，会产生大量厨余垃圾，主要包括

剩饭剩菜、餐巾纸等一些不易分类的物品和一次性塑料袋等不易处

理的物品[1]。理想状态下全生命周期的大学食堂厨余垃圾处理由五
个阶段组成，分别是：分类收集、预处理、干湿分离、消杀处理、回收

利用。然而现实表明，不少高校食堂甚至难以做到对厨余垃圾进行

正确地分类与收集；由于缺乏专业设备，更无法实现对厨余垃圾的

预处理、干湿分离等后续操作，其最终大多被低价卖给养殖户作为

饲料。但未经消毒处理的餐厨垃圾重新进入食物链后，极易引起畜

禽感染疾病，还可能导致某些疾病在人群中的传播[2]。
基于以上所述，本研究旨在以江苏大学为例，通过一系列调查

分析寻找大学食堂现行厨余垃圾处理模式存在的问题，立足学校实

际、借鉴先进经验对其提出合理化改善建议。

2 江苏大学食堂厨余垃圾处理现状
经实地走访江苏大学第二、第四食堂，发现食堂厨余垃圾处理

现状如下：

2.1 数量庞大
第二食堂靠近主 A楼、三江楼等教学楼和 A区宿舍，第四食堂

靠近西山操场、B区及 C区宿舍，人流量大，每天有大量学生前来食
堂就餐。食堂负责人表示，自“光盘行动”开展以来，学生就餐的浪费

现象虽有所缓解，但仍较为普遍，餐饮浪费直接导致了食堂厨余垃

圾日产量居高不下。

2.2 分类不清
第二、第四食堂都配备有专门的餐具回收人员及潲水桶，负责

回收餐具和倾倒剩饭剩菜。但由于就餐高峰期学生密度大，食堂人

手不足，故未能及时制止甚至默许部分垃圾分类意识薄弱的学生将

餐巾纸、牙签等投入厨余垃圾桶。

2.3 效益低下

第二、第四食堂产生的厨余垃圾最终去向主要分为两条：其一

是由镇江市环保局负责回收，每天清晨 7：30有专车专人前来食堂
进行转运，送至垃圾处理厂统一处置；其二是与养殖场或相关公司

签订协议，厨余垃圾装于容积为 120L的塑料桶内，由相关人员每日
回收 1至 2次，进行简易加工并制成饲料。据悉，该两种处理方式获
利甚微。

3 调查问卷数据分析
3.1 人口统计学信息描述统计性分析
在收集到的 156份有效问卷中，被调查者男女比为 0.9：1，性别

比例较为均衡。具体描述性统计分析情况如表 1所示。
表 1

3.2 大学生厨余垃圾分类意识强弱影响因素分析
对性别、在读学历、籍贯三方面影响因素与大学生厨余垃圾强

弱分类意识强弱进行交叉表分析，通过 Pearson相关性检验进行各
变量间的相关性分析。具体结果如表 2所示。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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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学界普遍认同的标准，即 Sig值约0.05达到显著水平，皮尔逊
相关系数的绝对值越大表明两变量相关程度越高，可认为大学生的

在读学历与其厨余垃圾分类意识强弱之间存在相互关系。问卷结果

显示，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了解”及“非常了解”厨余垃圾分类

的大学生比例越来越高。在大一及大二学生群体中，该两项占比之

和为 24.0%，而在大三及大四、研究生及以上在读学历的学生群体
中，该两项占比分别攀升至 32.5%和 57.2%。

大学生的性别、籍贯与其厨余垃圾分类意识强弱之间相关性不

显著。由于性别、籍贯关于大学生厨余垃圾分类意识强弱的 Sig值
过高，因此无法证明性别、籍贯与大学生厨余垃圾分类意识强弱之

间存在相互关系。

3.3 大学生打包就餐频率影响因素分析
目前江苏大学食堂提供打包服务，除少量窗口售卖打包盒外，

其余所有窗口均采用塑料袋打包饭菜。学生返回宿舍就餐完毕后，

通常将剩余饭菜留在塑料袋内，进而与生活垃圾混为一谈，丢入宿

舍区的公共垃圾桶。此举无疑加大了厨余垃圾的分类回收难度。

为探究大学生打包就餐行为是否受性别、宿舍与食堂间距的影

响，进行各变量间的 Pearson相关性检验，结果见表 3、表 4。
表 3

表 4

可以看出，性别关于打包就餐频率的 Sig值为 0.014约0.05，宿舍
与食堂间距关于打包就餐频率的 Sig值为 0.010约0.05，因此可认为
大学生的性别、宿舍与食堂间距与其打包就餐频率之间存在相互关

系。女生相较于男生、宿舍距食堂较远的学生相较于宿舍距食堂较

近的学生更青睐打包就餐。

3.4 大学生每餐浪费情况影响因素分析
食物浪费是导致高校食堂厨余垃圾产量与日俱增的罪魁祸首。

全国高校食堂每年猪肉、禽肉、蛋类、米制品和面食的浪费量之和相

当于 103万耀128万 t的原粮，相当于 17.3万耀23.4万 hm2的良田资
源被损失[3]。通过平日在第二、第四食堂收餐处的观察和记录，发现
女生在用餐结束后盘中所剩饭菜明显多于男生。为验证这一现象是

否有科学依据，进行大学生每餐浪费情况关于其性别的 Pearson相
关性分析，分析结果如表 5所示。

表 5

结果表明大学生每餐浪费情况与其性别之间相关性显著，皮尔

逊相关系数达-0.177，Sig值仅为 0.027。近 60%的男生选择“几乎从
无浪费”，然而只有不到 30%的女生选择此项；“每餐浪费 1/3及以
上”的男生占比为 23.0%，低于女生 26.8%的比例 3.8个百分点。

3.5 学生诉求
本次参与问卷调查的学生中，有 91.03%的填写人表示不清楚

学校食堂厨余垃圾的处理模式，可见江苏大学校内食堂的工作透明

度有待进一步加强；超半数的填写人认为，学校食堂在处理厨余垃

圾的过程中存在工作人员监督不到位、缺乏专业厨余垃圾处理设

备、学生自身环保意识薄弱，错投乱投垃圾等问题，详情如表 6所
示。

表 6

4 结论及建议
4.1 结论
（1）大学生的在读学历对于其厨余垃圾分类意识的强弱存在相

互关系。这可能是因为大学生在入学前未受过厨余垃圾分类的专门

教育，故低年级学生此方面意识较为薄弱；随着学历的提升，其渐渐

习得厨余垃圾分类基本知识，且食堂有关规定潜移默化中对其产生

一定引导作用，故高年级学生的厨余垃圾分类意识较强。（2）大学生
的性别、宿舍区距离食堂的远近对于其打包就餐的频率存在相互关

系。女生比男生更倾向于打包就餐，原因可能包括：女生更愿意在相

对安静的宿舍环境就餐、部分女生在就餐时有观看电视剧的习惯，

而食堂桌面无手机支架等；宿舍距离食堂较远的学生比宿舍距离食

堂较近的学生打包行为更频繁：在午间就餐高峰期间，食堂异常拥

挤、难觅空座，选择打包带走，将为宿舍距离食堂较远的学生节省可

观的时间用以返回宿舍收拾学习用品、午休等。（3）大学生的性别对
于其每餐的浪费情况存在相互关系。由于男生的食量普遍大于女

生，加之食堂打饭制度不合理、女生出于减肥的目的控制饮食摄入、

饭菜不合胃口等因素从旁作用，导致女生平均每餐的浪费高出男生

不少，增大了厨余垃圾产量。（4）江苏大学食堂厨余垃圾处理模式不
够多样，经济效益微薄，厨余垃圾的潜力尚未被很好开发；宣传力度

不足，没有使大多数学生参与到厨余垃圾分类投放工作中来；执行

力度不够，由于食堂人员缺乏等原因，没有及时制止错投、乱投厨余

垃圾的学生，助长了不良风气；信息不够公开透明，绝大多数学生不

知悉厨余垃圾处理模式及具体情况。

4.2 建议
（1）食堂加大宣传力度，增强学生环保意识，设置标语指示牌，

引导其进行正确的垃圾分类；加大执行力度，由专人监督厨余垃圾

投放情况，及时制止错投、乱投行为；公开更多信息，使师生了解厨

余垃圾的处理模式及去向，并接受监督。（2）在食堂张贴海报和宣传
标语，鼓励堂食、力争光盘[4]；通过打包盒收费等规定吸引更多学生
在食堂就餐；设置阶梯米价或半份菜的打饭方式[5]，让学生根据自己
的食量购买饭菜，杜绝浪费；在宿舍区内增设厨余垃圾桶，用以分类

回收打包就餐的学生产生的厨余垃圾，且距离食堂较远的宿舍区和

女生宿舍区内应设置更多的厨余垃圾桶。（3）江苏大学食堂可引进
厨余垃圾处理器自主就地处理厨余垃圾[6]，也可与化肥厂、发电厂、
垃圾场等签订协议，运用 BOT模式将厨余垃圾进行外包[7]，以更高
科技含量、更高经济收益的手段处理妥善厨余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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