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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问题及对策
田 哗袁孙丽颖袁郝 文袁张欣然袁马青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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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环境问题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到 2020年，46个垃圾分类重点城市已基本建立处理系

统，但在制度实施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着垃圾分类上游居民环保意识淡薄、中游环卫工人怠于履责、下游处置设施不健全等问题。为实现

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政府应当积极宣传环保知识，加大对环卫工人的补助以及采取措施鼓励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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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垃圾分类并不可能完全依靠社会公民的自觉意识，正如经济学

上著名的“公地悲剧”理论，公共利益的享有者并不一定是公共利益

的最积极维护者。清洁公共环境的享有作为一种公共利益，因其具

有不可分性而被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平等享有，与此同时，其恶化

导致的危险也由每个社会个体共同承担。

2 我国生活垃圾分类的现象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产业链可以分为三个环节：上游是居民垃圾

分类；中游是物业，包括垃圾分类、垃圾收运和垃圾转运三个环节；

下游是垃圾处置，包括焚烧、填埋、堆肥和回收利用。

从城市生活垃圾分类产业链的角度入手，目前垃圾分类主要存

在以下三个方面问题：

（1）居民对垃圾分类的常识和标准了解不充分。
分类合理是后续垃圾处理的前提和基础。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制

度的顺利执行有赖于城市居民的良好习惯，居民个人习惯受到两方

面的影响，一方面是居民对相关知识了解程度，是否具备良好的知

识储备。一项涉及北京、上海、广州等 17个城市的居民调查显示，城
市居民回答生活垃圾分类问题的正确率仅为 27.7%；另一方面是居
民家中垃圾分类设备与城市垃圾分类设备的匹配程度，据统计，在

我国，80%以上的家庭中没有配置种类齐全的垃圾桶。大多数居民
家中多放置干垃圾桶和厨余垃圾桶这两类垃圾桶，而城市采用“三

分法”、“四分法”进行垃圾分类，这使得垃圾分类从居民家中到社区

投放的“最初一公里”没有打通。

（2）有关措施并未触及垃圾的源头，引发不必要矛盾。
居民的生活是产生垃圾的源头，解决垃圾分类投放矛盾的关键

在源头。针对垃圾分类的中游收运、转运等环节，政府通过将小区物

业作为解决问题的平台，对于有物业的小区，对其垃圾的分类投放

实行倒逼机制。但是，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这种机制不利于垃圾投

放矛盾的解决。对于物业小区而言，由于受楼盘等因素的影响，不同

小区的物业有着不一样的管理及经费承受能力。当物业不愿承担有

关资金的付出时，其在管理上消极怠工，小区环境恶化，促使本小区

参与垃圾分类的居民与不分类的居民形成对物业、对政府更深层次

上的社会矛盾。

（3）垃圾分类下游处理困难。
我国在垃圾分类的下游环节中主要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方面垃

圾处置环节自身存在污染，焚烧、填埋等垃圾处置方式在处置垃圾

的同时，也会产生垃圾造成污染；另一方面，垃圾分类的综合利用体

系有待完善，部分垃圾无法循环利用，增加了垃圾分类下游环节的

垃圾处置的压力，阻碍部分再生资源利用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3 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产生问题的主要原因
3.1 垃圾分类产业链上游———居民垃圾分类

公众垃圾分类处理的意识薄弱，习惯于将垃圾混合收集。由于

生活习惯、社会教育等各方面的因素，我国公民尚没有形成普遍的

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意识；且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开展较

晚，虽然对公众进行宣传教育方面我们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公众对

垃圾分类仍然认识不全面，参与程度不高，自觉性也较差。

3.2 分类产业链中游———环卫

针对垃圾分类的中游垃圾分类、垃圾收运和垃圾转运三个环

节，政府通过将小区物业作为解决问题的平台，对于有物业的小区

对其垃圾的分类投放实行倒逼机制。虽然这种倒逼机制一定程度上

确实对垃圾分类产生过一定积极影响，但是消极影响也不容忽视。

而且环卫工作中，为了节约时间、提高垃圾运输效率，工作人员往往

将垃圾不分类就一同打包带走，这就使得虽然居民将自家的垃圾分

类投放，但环卫工人又将各种垃圾混集在一起运输，这样前期居民

将垃圾分类投放的意义就随之消失了。

3.3 垃圾分类产业链下游———垃圾处置

垃圾分类的下游，人们通常使用的是传统的垃圾处置方式，包

括填埋、焚烧和堆肥。这三种方式多多少少对环境和生态系统都会

产生不利的影响。再者，这三种方式下垃圾分类处理的效率低下、效

果并不理想，不利于资源的快速循环利用。

而新型的垃圾处置方式--垃圾回收循环再利用，还尚未普及，
且因为成本高昂，耗费的人力物力也相对较高，推行起来也颇具难

度。

以上种种这些，使得垃圾分类产业链的上、中、下游都面临着很

大的问题和困难，垃圾分类的进程还任重而道远。

4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对策
4.1 将养成居民垃圾分类的习惯政府工作的重点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是每一个垃圾分类负责人的责任，同时

它也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公民的良好习惯对于城市生活垃圾分类

政策的顺利执行发挥着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因此，有关部门应当

通过以下几种方式使居民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首先，有关部

门应当将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制度纳入法律规定，并完善相配套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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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规，从而做到“有法可依”；其次，公民的认知水平决定了城市生

活垃圾分类制度的成败，因此，对公民进行系统而细致的循环经济

知识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再次，建立收费制度，将公民产生的生活

垃圾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在此限度内产生的垃圾不进行收费，超

过此限度则按照一定标准进行收费；最后，发挥公共机构的示范作

用，一方面，公共机构具有公益属性，承担着一定的公共职能，其性

质和地位决定了必须应当发挥带头作用，另一方面，公共机构是生

活垃圾的排放大户，理应为垃圾分类制度的执行作出贡献。

4.2 加大对物业等垃圾分类中间环节负责人的补贴力度
在生活垃圾分类制度执行的过程中，有的地方政府对小区物业

实行倒逼机制。政府有关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迫使小区物业购买

更多的垃圾分类专用垃圾桶，这不仅增加了小区物业的时间成本，

同时也消耗了小区物业大量的精力。对于低利润的玻璃等废弃物，

小区物业更是表现出排斥。因此，政府应当加大对小区物业等垃圾

分类中间环节负责人的补贴力度，使其感受到垃圾分类的必要性。

4.3 加强垃圾处理技术的开发
垃圾的污染控制与其他环境问题一样，都经历了从简单处理到

全面发展的管理阶段，全面发展的管理阶段要求有强大的科学技术

作后盾。因此，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制定相关的政策，鼓励公民进行

创新，从而形成“硬件+软件+服务”的方式，落实城市生活垃圾分类
制度，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5 结束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9年 6月对此作出过重要指示：实行垃圾

分类，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环境，关系节约使用资源，也是社会文

明水平的重要体现……全社会人人动手，一起来为改善生活环境作

努力，一起来为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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