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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处置垃圾的传统手段主要有土壤填埋、焚烧以及进行堆肥等。但是随着人口规模的增加、

工业化的加快和城市规模的扩大,日常垃圾生产量不断增加,这些传统的垃圾处理方式对环境的危害弊

端日益暴露。新时代,人们逐渐意识到从垃圾的源头进行分类和减量才是解决垃圾处理问题的正确道

路。为此,我国倡导生活垃圾分类,但生活垃圾分类治理行为关系到人们日常生活中行为观念的转变,这

个转变过程定然是一个充满困难的历程,需要各类主体来共同参与、共同完成。本文就当前我国生活垃

圾分类治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究并提出相关义务进路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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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methods for disposing of garbage in China mainly include soil landfill, incineration, 

and composting. However, with the increase in population size, the acceleration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expansion of urban scale, the production of daily garbage continues to increase, and the harm and drawbacks of 

these traditional garbage disposal methods to the environment are increasingly exposed. In the new era, people 

gradually realize that classifying and reducing waste from its source is the correct way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waste treatment. For this reason, China advocates for the classification of household waste, but the behavior of 

household waste classification and governance is related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people's behavioral concepts in 

daily life. This transformation process is definitely a difficult process that requires various entities to participate 

and complete together.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classification and treatment of 

household waste in China and proposes relevant approaches for oblig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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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城市化水平不断提升的过程中,城市生活垃圾总量

快速上涨,环境压力不断增大,为了改善末端处理技术不足的局

面,需要加强对生活垃圾分类的现实困境分析,切实提升资源循

环利用率,并在此基础上探究优化生活垃圾分类的路径具有非

常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生活垃圾分类是亲环境行为的一种,

这种行为是体现社会和城市发展文明程度的杆绳。因此贯彻落

实生态文明理念,就需要落实生活垃圾分类的标准,提升环境保

护的价值。 

1 生活垃圾分类概述 

1.1生活垃圾分类的概念 

生活垃圾分类是指回收和利用生活废弃物中的有用物质,

通过这样的方式减少生活垃圾的处置量和损耗量。这种方式可

以充分发挥可回收物质的相应利用价值,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

生活垃圾处置对环境的污染。生活垃圾分类具体是指根据垃圾

的不同属性、成分和利用价值,建立在对环境产生最小的负面影

响要求之下,积极结合生活垃圾处理方式的要求,将生活垃圾分

类为若干不同的属性类别。目前,比较流行的观点是将垃圾分类

并放在源头,通过分类收集、运输和处理,实现生活垃圾无害化

和减量化处理的目标。 

1.2生活垃圾分类的时代背景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社会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不过经济发

展与生态环境整体仍然处于失衡的状态,二者之间的不协调导

致社会中出现了许多结构性矛盾。在传统高消耗、粗犷式经济

模式难以为继的背景下,传统的“先污染、后治理”的模式势必

会对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破坏。在此过程中必然会加大治理成本

投入,如何建立在中国的市场化发展之上优化生活垃圾分类,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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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整体管理价值,迫切需要走高质量发展道路。这是我们当前需

要深入反思的问题。站在城市角度思考,当前存在严重的“垃圾

围城”现象。根据住建部2022年调查显示,我国有超过六成的城

市面临严峻的生活垃圾处理问题,甚至城市被垃圾包围,大概有

1/4的城市缺少合适的垃圾堆放场所,许多城市的垃圾填埋场已

经趋于饱和状态。从2020年～2022年的生活垃圾分类情况调查

数据来看,2022年我国共有652座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厂,与

2020年相比减少了11座,进一步说明了我国生活垃圾处理的形

势十分严峻。 

2 生活垃圾的分类管理的困境 

2.1居民垃圾分类意识薄弱 

城市生活中出现的大量垃圾基本上都是来自城市居民日常

生活产生的垃圾,并且居民还承担着垃圾的分类收集的主要工

作。当下状况是,大部分居民对垃圾的分类意识薄弱,经常以工

作太忙没时间等说辞作为没有对垃圾进行分类的主要借口,经

常将生活中产生的垃圾简单的装进垃圾袋中直接扔到垃圾箱中,

这些没有被分类处理的垃圾就会导致相关工作人员在后期垃圾

的分类工作中产生巨大的工作量,加重垃圾分类工作的压力,导

致垃圾分类工作开展难度加大,不利于城市可持续发展以及环

境保护工作的进行。 

2.2缺乏相关的监督机制 

由于居民垃圾分类意识的薄弱,造成垃圾分类收集工作难

以进行,同时反映出相关的监管部门对垃圾分类收集工作的监

管不到位以及缺乏相应的管控手段。正是因为没有相关的监督

管理机制的出台,城市居民才可以将垃圾随意丢弃,造成垃圾

分类收集工作难以开展。如果相关监管部门以及工作人员及

时进行垃圾分类工作的再教育,并且派出相关人员进行垃圾

分类工作的监督管理,就能够更好地为开展垃圾分类收集工作

做好保障。 

2.3相关部门的关注度不高、投入不多 

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工作不只是居民配合的工作,更是相关

政府部门的积极配合。相关政府部门要加大力度进行垃圾分类

收集工作,对垃圾分类收集工作中产生的人力、物力、财力都要

重视,保证垃圾分类收集工作能够正常进行。而当下政府部门将

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城市经济建设中,对环境保护的相关工作只

是做表面功夫,尤其是垃圾的分类收集工作,相关部门不愿投入

资金,造成大部分人不想参与到这类型的工作中,导致垃圾分类

收集工作的专业人员较少,相关的人力、物力达不到真正做到垃

圾分类收集工作。所以,垃圾的分类收集工作难以有效的进行。 

3 生活垃圾分类的义务进路思路构建 

3.1培育与提升公民的公德心与责任感 

3.1.1提升居民的责任感 

首先,居民应当认识并履行其职责与义务。对于居民来说,

在进行垃圾分类时,要从产生垃圾的源头入手,对其进行分类,

从而可以省去许多步骤。其次,在责任与义务相结合的情况下,

宣传环保观念也是必不可少的。不仅要保证从源头上,让居民对

环保观念有更强的认识,并强调“保护地球资源”的责任感。更

应在其他社会支持系统中,借助外部力量,促使有较强环保意识

和责任心较差的居民形成对垃圾分类的环保意识。比如居委会

可以联合物业,对居民的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对于那些在这方

面做得不太好,或者不懂分类的居民,比如孤寡老人等,居委会

的工作人员要耐心地进行教育,也可以让志愿者到他们家中去

进行指导。把垃圾分类做好,把垃圾问题解决好,大家齐心协力,

达到资源循环利用的目的,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通过恰当的惩

罚,对个人没有进行分类的住户可以进行批评和教育,使更多的

住户不习惯进行垃圾分类；最终促进社区居民群体形成良好的

消费习惯,达到和谐双赢的目的。 

3.1.2培育公民的公德心 

一是从根源入手。在生活中,每个家庭都要承担起垃圾分类

的责任与义务。尤其是对儿童和青少年来说,更要从家庭教育入

手,培养他们的公德心,让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能建立起环境保

护的意识,做到不乱丢垃圾；要有公众的道德观念,如主动拾荒,

爱护环境。我们将致力于培养市民的文明和环境保护的好习惯,

为我们共同创造一个绿色的星球做出不懈的努力。同时,也要充

分发挥志愿者的示范和引导作用。生活垃圾分类是否有效,其实

和城市中的志愿者们的行动有直接的联系。政府应积极动员社

会力量,例如协助成立专业义工组织,对义工进行相应的训练及

各种支援。 

3.2明确政府的主体责任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除了需要制定生活垃圾分类的相关政

策文件外,还需要通过宣传的方式鼓励企业、居民参与生活垃圾

分类。在具体对生活垃圾进行分类治理的过程中,政府应适当放

手,让企业成为生活垃圾分类的主体,让这些市场主体承担主要

的生活垃圾分类责任。比如可以将一些收费项目投入市场,通过

这种方式调动市场主体参与生活垃圾分类的积极性。在这个过

程中,地方政府应当严格制定市场准入制度,加强对市场的整顿,

提前淘汰不合适的市场主体,充分调动市场良好的竞争氛围。针

对市场主体参与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地方政府还应当出台相应

的优惠政策,除了税收优惠政策外,地方政府还可以完善生活垃

圾分类、回收、加工、利用等方面的补贴标准,进一步强化对市

场主体的激励作用。最后还需要制定评价标准,避免市场主体只

重视经济效益,保障市场主体可以有效对生活垃圾进行分类治

理。地方政府还应当积极开展宣传活动,通过这种方式增强人们

的生活垃圾分类意识,调动居民参与主动性,积极改善当前生活

垃圾分类中居民积极性低的局面。 

3.3建立健全的垃圾分类法律体系 

相关政府部门要想让居民能够规范的进行垃圾分类收集工

作,就需要制定出相关的完善的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工作的处理

办法或者法律法规,城市中垃圾分类收集工作也要在健全的、完

善的法律法规中进行规范。当有法律法规的出台,会给广大的居

民提供警示作用,让那些还在垃圾分类收集工作中出现错的人

更好的规范自己的行为,使得居民开始重视垃圾分类收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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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相关政府部门为让垃圾分类收集工作更好的展开,可以制

定相应的法律法规,根据自身所在区域的实际垃圾分类情况进

行分析,明确出每个工作单位、每个社区以及每名公民应该承担

的责任。在法律条文中还要明确垃圾分类收集工作的内容以及

要求,对于哪些不按条纹内容进行随意丢弃垃圾的行为给予惩

罚,对于那些积极配合垃圾分类收集工作的居民给予奖励,给其

他居民作出良好的榜样。通过制定建立健全的法律法规,约束和

监督居民垃圾分类收集工作,能够为垃圾分类收集工作提供最

有力的保障,让垃圾分类收集工作能够更有效的开展,同时也能

让全体居民更好的参与到垃圾分类收集工作中。 

3.4构建全生命周期机制 

生活垃圾分类实际上与制造某件产品的过程类似,它们都

拥有一个完整的生命周期,其中包括了对垃圾的投放、分类、收

运、处理、加工和利用等环节。构建基于生活垃圾分类的全生

命周期机制,应当重视生活垃圾分类中各环节工作的开展。比如

在垃圾投放这一环节,需要在节能环保理念的引导下,尽可能减

少垃圾分类挑拣中物力、人力的投入,最大限度调动居民的垃圾

分类意识。在对生活垃圾进行处理、加工和利用的过程中,政府

应当积极转变考核方式,控制生活垃圾分类中相关设备设施的

投入,以适量投入的方式保证效益最大化,通过加强监督的方式,

切实避免垃圾分类中存在混合处理的情况。地方政府要多关注

生活垃圾回收这一流程,切实避免不同类型垃圾混装混运,通过

落实监督的方式提升垃圾回收、利用效率。 

3.5建立市场主导的产业化运营 

积极引入市场主体参与生活垃圾分类的整体运转中来,让

市场主体参与到生活垃圾分类的全生命周期,最重要的是需要

加强对市场主体的考量,确保市场主体在生活垃圾分类上有较

高效率,进一步促进市场产业化水平提升。建立以市场主体为主

导的生活垃圾分类回收产业链,能促进长远发展,尤其是对追求

利润的市场主体来说,如果在生活垃圾分类领域可以获取巨大

利益,这将成为市场主体参与生活垃圾分类的最大动力。当前地

方政府需要思考的是,面向生活垃圾分类怎样建立一个相对完

善的市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除了加大对相关企业的支持力度,

大力加强相关类别企业的发展,帮助企业做大做强外,还应当鼓

励企业进行技术研发,保障企业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回收等各

方面能力有效提升,在政府政策支持下,进一步推动市场主体产

业化进程,不断扩张产业规模。 

4 结语 

综上所述,生活垃圾分类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因此需要

积极转变政府、企业、居民的思维观念,在地方政府政策的保障

作用下,积极引入市场主体分担政府在生活垃圾分类中的压力

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我国政府、企业应当认识到生活垃圾

分类当前面临的现实困境,以产业化、市场化为目标,重视生活

垃圾分类全生命周期机制的建立,加强对生活垃圾分类整体流

程的关注,明确政府、企业等主体在生活垃圾分类中的责任,通

过这种方式充分发挥生活垃圾分类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效应,

确保在我国经济水平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开展生活垃

圾分类工作的方式降低能源消耗、环境污染,充分解决“垃圾围

城”的问题,为构建和谐、生态城市创造良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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