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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产生的生活垃圾数量也大幅度增加,并且

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以及生态破坏。近年来我国对于城乡生活垃圾处理工作逐渐加大力度,出台一系

列生活垃圾分类以及资源回收处理政策。不过目前在城乡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过程中依旧面临着许多现

实困境,这也就需要从政府、市场企业以及居民等多元主体角度出发,对现有的生活垃圾分类处理体系进

行不断优化与完善,借此实现城乡生活垃圾的有效处理,本文主要就城乡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现状以及对

策进行探究分析。 

[关键词] 城乡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现实困境；优化路径 

中图分类号：TU824+.5  文献标识码：A 

 

Realistic Dilemma and Optimization Path Selection of Household Waste Classification 
Fei Zou  Chang Liu  Zefeng Tan  Xinyu Zhao* 

Zhuhai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China's social economy, the amount of household waste 

generated by people in daily life has also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causing seriou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ecological damage. In recent years, China has gradually strengthened its efforts in the treatment of urban and 

rural household waste, introducing a series of policies for household waste classification and resource recycling.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many realistic dilemmas in the process of urban and rural household waste classification 

and treatment. This requires continuous optimiz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the existing household waste 

classification and treatment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multiple entities such as the government, market 

enterprises, and residents, in order to achieve effective treatment of urban and rural household waste. This article 

mainly explores and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ountermeasures of urban and rural household waste 

classification and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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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城镇化发展步伐不断加快的大背景下,人们日常生

活中所产生的垃圾数量也随之提升,生活垃圾所带来的环境污

染问题日趋严重。生活垃圾分类作为垃圾资源化处理的一种重

要手段,对于城乡生活垃圾整体处理水平的提升也有着重要意

义。这也就需要我国各地区能够在结合了自身地区发展情况基

础上,对生活垃圾分类处理体系进行不断创新与完善,这样才能

够将垃圾分类处理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对于城乡地区经济效

益与生态效益的协同发展也有着积极意义。 

1 生活垃圾分类概述 

1.1生活垃圾 

生活垃圾是一种固体废物,是在日常生活的过程中产生的,

是在城乡提供日常生活服务的活动中产生的,还包括行政法规

规定以及法规中分属于生活垃圾的固体废物。其中,生活垃圾,

菜市场或农贸市场的垃圾,公路垃圾；商业废物,公共场所废物,

机关,学校,工厂等单位废物。 

1.2生活垃圾的特点 

固体废物有两个明显特征,一是它的危害性,一是它的污染

性。另一种是需要对生活垃圾进行分类,也就是需要资源。在我

国,居民的消费水平持续上升的过程中,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

进程的加快,生活垃圾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传统的生活垃圾处

理方法,如焚烧和填埋,都很容易对环境造成污染。同时还有很

多具有再利用价值的物质,比如纸类等,可被重新循环使用。 

1.3生活垃圾分类 

固体废物的分类是指将固体废物按照其属性、组成和处理

方式进行分类和回收。生活垃圾分类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包括分

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四个阶段,贯穿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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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垃圾治理的整个过程,是一种具有社会性的活动,需要政府及

其部门、企业、公众等多个主体的配合,从最初的一些试点城市,

逐步扩展到了全国。时至今日,无论是在社会上,还是在理论上,

我国的固体废物分类体系已经引起了广泛的重视。 

2 生活垃圾分类的现实困境 

2.1居民主体参与意识不强 

居民的素质不同,生活方式不同,对待垃圾分类的态度也不

相同。垃圾源头分类是重要环节,居民对于垃圾分类的态度具有

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居民大多数对垃圾分类常识有一定的了

解,并对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持有积极支持的态度。但多年来,中

国居民已经养成了垃圾混放的习惯,目前仅仅有垃圾分类的意

识,并没有落实行动,居民参与率不高,垃圾分类政策深化落实

有一定难度。本文认为原因有三条。第一,居民不具有专业的垃

圾分类知识,不能对垃圾进行有效的合理分类。伴随我国垃圾分

类政策的逐步推出,“干垃圾”“湿垃圾”对于普通民众来说让

人划不清界限,居民缺乏专业素养,故在平时垃圾投放时仍然是

统一投放。第二,长期以来,中国居民已习惯统一混放垃圾模式,

已养成了行为习惯,加上目前强制性垃圾分类政策只在少数区

域推广,大多数城市尚未推出强制性政策,督促居民垃圾分类,

使得居民参与意识不强。第三,居民社区垃圾分类基础设施不完

善。目前我国一部分社区仍只设置“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

两个垃圾桶,而不是配备四个专业垃圾桶。由于垃圾分类基础设

施不完善,居民无法配合进行垃圾分类。 

2.2基层执行力不足,缺乏监管 

我国提出垃圾分类政策已经有很长时间,但政策落实不到

位,执行力不足,没有真正重视宣传工作。第一,因为一部分城市

尚未推行强制性垃圾分类政策,各社区管理人员并未对垃圾分

类足够重视。某些地区甚至出现社区负责人对垃圾分类回收政

策推诿,对工作互相扯皮,不作为、乱作为的现象。尽管我国政

府重视垃圾分类问题,但没有落实到基层,无疑给垃圾分类政策

的施行增添了难度。第二,政府监管机制不够完善,部分城市虽

已配齐专业垃圾桶,但仍采用传统粗放型垃圾处理方法,就地填

埋或焚烧,这一方式严重污染环境。第三,政府尚未对垃圾分类

进行专业立法,各地缺少强制性文件的推出,缺乏整套法律法规

支撑。部分地区立法空白或立法内容笼统,无法真正落实垃圾分

类政策。 

2.3专业垃圾分类公司规模有限,形式单一 

居民垃圾分类意识的提高离不开专业垃圾分类公司的密切

指导,但目前我国城市专业垃圾分类公司数目较少,规模有限,

不能很好地满足社会需要。目前,专业垃圾分类公司在我国是一

个新兴企业,需要国家大力支持发展。 

3 城乡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的优化路径探究 

3.1强化顶层设计、完善垃圾分类制度 

过减免税收、优惠政策等方式吸引垃圾分类公司进入社区,

引导居民正确投放垃圾。同时,社区还可将生活垃圾外包给专业

垃圾分类公司管理,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以此促进资源,首先需

要进行现有法律法规的完善,就我国城乡垃圾分类法规体系的

整体情况进行分析,其目前还处于摸索阶段,现阶段出台的相关

法规存在有操作性不足的问题,对于城乡居民的日常行为难以

起到良好的约束效果。因此我国政府部门要针对垃圾分类处理

工作进行相应法规的出台,为垃圾分类工作的顺利开展进行良

好法律保障的提供。在该过程中还可以出台相应的奖惩机制与

激励机制,引导城乡居民们更好的参与到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中,

对于相关责任主体也能够起到良好的约束与引导效果。此外要

对现有的体制机制进行完善,将垃圾分类处理的职责进行有效

落实,保障各职能部门能够发挥出自身的作用,为城乡生活垃圾

分类处理工作开展提供完善的体制与机制。政府管理部门需要

在结合了各区域内经济发展情况以及生活垃圾分类组成基础上,

进行区域范围内垃圾分类工作的组织与策划工作。财政部门需

要结合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工作的实际需求,为生活垃圾分类处

理工作的开展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撑。环保部门则需要加强对垃

圾处理相关技术的研发与创新力度。只有各部门对城乡生活垃

圾分类处理的重要意义有深刻的认知,在积极配合沟通中完成

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才能够获得良好的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效果。

最后则需要加强激励制度,通过推行垃圾分类积分制等方式,根

据分类质量好坏进行相应积分的获取,居民们也可以通过积分

进行物品的兑换,能够激励城乡居民们主动参与到生活垃圾分

类工作之中,保障各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制度的推行。只有做好了

顶层设计工作,才能够引导各职能部门以及居民们主动参与到

生活垃圾处理工作中,为城乡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工作营造良好

的环境。 

3.2提升垃圾源头分类处理水平 

首先需要强化垃圾分类水平,在结合了地方实际发展情况

基础上,通过强制分类措施来保障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落实效

果。当地政府部门要加强对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要点的落实,引导

城乡居民进行有害垃圾以及废弃药品等危险废弃物的分类投放,

随后由当地的环境卫生管理部门进行集中收集与管理工作。在

该过程中还要引导城乡居民进行生活垃圾的分类投放,对于部

分居住社区需要按照有害垃圾、可回收物以及其他垃圾的方式

进行分类。在乡村地区也需要做好垃圾分类准则的明确,来为乡

村居民的生活垃圾处理工作开展提供良好的参考依据。此外要

对现有的垃圾收运方式进行积极改进,城乡生活垃圾主要分为

干垃圾以及湿垃圾两种类型。在进行垃圾收运过程中,干垃圾可

以通过带轮箱或者袋子进行盛装,湿垃圾则需要通过带轮密封

箱进行盛装。通过对干垃圾与湿垃圾进行分类装运的方式,还能

够有效杜绝湿垃圾在转运过程中散发的异味,降低其对城乡居

民正常生活所造成的影响。此外通过两个分室的垃圾车,也能够

让垃圾收运效率进一步提高,促进城乡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效率

进一步提高。最后则可以进行定时定点分类投放政策的推行,

在结合了各区域实际情况以及居民生活习惯基础上,固定早晚

两个时间段进行垃圾的投放工作,并要设置督导员来负责引导

居民们进行生活垃圾的正确分类投放,促进垃圾分类的效率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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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进一步提升。这样也能够达到垃圾不落地的效果,为后续垃

圾收运工作开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在该过程中,也可以健全对装

修建材、家具家电以及快递包装等生活垃圾的专项回收制度,

鼓励社会企业参与到生活垃圾中一些低价值物的回收工作中,

让生活垃圾的整体回收效率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3.3强化协同治理水平 

首先要求政府部门以及宣传部门为主导,强化宣传城乡生

活垃圾分类处理的必要性,通过推进垃圾分类进乡以及进小区

的方式,让城乡居民们能够多途径的接收到生活垃圾分类处理

信息,从而在潜移默化中引导城乡居民们更好的参与到生活垃

圾分类工作中。随着信息化技术的不断发展,在生活垃圾分类处

理的宣传过程中,也可以通过微博、公众号等新媒体传播手段,

来进行一些民众们容易接受的垃圾分类活动广告,加深民众对

生活垃圾分类处理重要性的认知。在强化宣传教育过程中,要求

党政机关等公共机构能够在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过程中充分发挥

出自身的示范引领作用,将垃圾分类纳入政府考核以及组织制

度之中,从而在全社会形成垃圾分类的良好环境。此外需要实现

垃圾分类的多元共治,通过健全政府主导、企业主力以及公众主

动的参与机制,来为生活垃圾分类的多元共治营造良好的基础。

因此我国城乡区域的政府部门还需要充分发挥出自身的社会组

织力量,将自己在市民中分类意识以及分类习惯的形成过程中

充分发挥出自身的作用,从而引导城乡居民们主动参与到生活

垃圾分类处理工作中。最后则需要进行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的市

场化运行渠道拓展,各地区的政府部门还需要针对垃圾分类推

广企业提供良好的政策扶持支撑,推广再生资源的回收以及利

用力度。通过对市场化运行渠道进行拓展的方式,能够引导各社

会企业参与到垃圾分类处理工作之中,对于生活垃圾回收处理

质量以及效率的提升也有着积极意义。 

3.4协助居民树立环保意识,提高主体参与率 

近些年来,我国居民素质有所提高,但对于垃圾分类这个名

词依然生疏。国家应加大宣传工作,使居民更快接受这一新理念,

应落实到各城市各社区,明确社区管理者责任,在社区通过讲

座、横幅、标语、入户宣传、社区宣传栏公布、微信等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方式对社区垃圾分类问题向居民做进一步的宣传,

积极宣传垃圾分类政策。社区应落实垃圾分类政策,更好地督促

居民进行垃圾分类,使居民形成良好的垃圾分类意识。但是垃圾

分类问题要因地制宜,各地市居民的综合素质存在一定的差距,

落实垃圾分类问题一定要注意结合当地有关部门出台的正式文

件,采用多种方式向居民进行宣传。此外,学校也应注重对学生

的垃圾分类知识的教育,通过科普讲座使学生了解更多的垃圾

分类处理知识。垃圾分类意识从青少年抓起,通过青少年带动成

年人增强垃圾分类意识,在全社会进行广泛宣传。 

4 结语 

综上所述,良好的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模式,可以降低生活垃

圾所造成的环境破坏情况,增强生活垃圾的循环利用。近年来我

国城乡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的推行力度进一步增加,但是在具体

落实过程中还存在比较多的问题。这也就要求我国政府部门能

够针对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进行相应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完善,还

要构建社会协作共治的治理环境,强化对生活垃圾源头分类处

理水平,促进城乡地区的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水平得到进一步的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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