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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城市人口的不断增长,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急剧增加,垃圾分类已成

为缓解“垃圾围城”现象、促进资源循环利用、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措施。近年来,各国政府纷纷出台

垃圾分类政策,旨在提高公众参与度,推动垃圾分类工作的有效实施。然而,垃圾分类政策的实施效果及

存在的问题需进行科学评估,以便提出针对性的改进策略,进一步推动垃圾分类事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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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urbanization and continuous population growth, the amount of municipal 

solid waste generated in cities has increased dramatically. Garbage classification has emerged as a crucial measure 

to alleviate the "garbage siege" phenomenon, promote resource recycling, and protect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recent years, governments worldwide have introduced garbage classification policies aimed at 

enhancing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facilitating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garbage classification efforts. 

However,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s and existing issues of these policies require scientific evaluation to 

propose targeted improvement strategies, further advancing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garbage classification 

endeav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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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人口数量的不断增长,垃圾问题

已成为全球面临的严峻挑战之一。为了有效应对这一挑战,各国

政府纷纷出台垃圾分类政策,旨在通过科学分类、合理处置,实

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垃圾分类政策的实施,不仅关

乎城市环境的改善,更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紧密相连。近年来,各

国政府通过立法、宣传、教育等多种手段,推动垃圾分类政策的

实施。这些政策通常包括明确分类标准、设置分类设施、建立

收运处理体系等内容。在政策推动下,公众对垃圾分类的认识逐

渐提高,参与度也有所增加,但整体上仍存在诸多挑战。 

1 垃圾分类政策实施效果评估 

1.1目标达成度 

垃圾分类政策的实施效果评估,其核心在于检验其是否有

效达成了既定的目标,这些目标通常包括减少垃圾总量、提高可

回收物的回收率以及降低环境污染等方面。通过详尽的数据统

计和深入的调查研究,我们可以全面剖析政策在不同领域和地

区的实施成效。 

在减少垃圾总量方面,垃圾分类政策通过源头分类、减少一

次性用品使用、强化塑料污染治理等措施,有效遏制了垃圾产生

的快速增长。数据显示,自政策实施以来,多个城市的生活垃圾

年增长率明显放缓,部分城市甚至实现了负增长。这表明,垃圾

分类政策在控制垃圾增量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同时,通过分类

回收和处理,部分垃圾得以资源化利用,进一步减少了最终进入

填埋场或焚烧厂的垃圾量。 

在提高可回收物回收率方面,垃圾分类政策推动了回收体

系的建立和完善。各地纷纷建立起规范的回收站点和分拣中心,

配备了专业的回收设备和人员,使得可回收物的收集、运输和处

理更加高效。通过政策引导和激励机制,居民和企业参与回收的

积极性显著提高,可回收物的回收率逐年攀升。这不仅有助于资

源的循环利用,还减少了对原生资源的开采压力。 

1.2公众认知与参与度 

公众对垃圾分类政策的认知度、满意度和参与度是衡量政



生态环境与保护 
第 7 卷◆第 8 期◆版本 1.0◆2024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40 /（中图刊号）：715GL012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96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Protection 

策实施效果的重要指标。通过问卷调查、社会调查等多种方式,

我们可以深入了解公众对政策的了解程度、态度及行为变化,

从而判断政策在社会中的影响力和接受程度。 

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居民对垃圾分类政策的重要性有一

定的认知。他们认识到垃圾分类对于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的重

要意义,能够减少环境污染、推动资源回收利用以及降低垃圾处

理成本。同时,随着政府宣传力度的不断加大和媒体的广泛报道,

公众对垃圾分类政策的知晓率也在逐步提高。然而,在具体操作

上,部分居民仍存在一定的困惑和参与度不足的问题。 

在认知度方面,尽管大多数居民对垃圾分类政策有所耳闻,

但仍有部分居民对具体的分类标准和方法不够了解。他们不清

楚不同种类垃圾应该如何投放,尤其是在涉及到一些特殊垃圾

的分类时更为混淆。这表明,政府在垃圾分类政策的宣传和解释

方面还需进一步加强,提供更加明确和详细的指导。 

在满意度方面,公众对垃圾分类政策的满意度整体较高。他

们认为政策实施有助于改善环境质量、提升生活品质。然而,

也有部分居民对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一些问题表示不满,如分类

垃圾桶设置不合理、分类指导不够清晰等。这些问题需要政府

及时关注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在参与度方面,虽然部分居民能够坚持垃圾分类的要求并

主动参与其中,但大多数居民的参与度仍然较低。一些居民认为

垃圾分类过于繁琐,需要额外的时间和精力；而另一些居民则抱

有侥幸心理,认为自己的分类行为对整体环境影响微乎其微。为

了提高公众的参与度,政府可以采取多种措施,如设置更多的分

类垃圾桶和指示牌、加强宣传教育、建立奖励机制等。同时,

社区和物业公司也应发挥积极作用,通过组织活动、提供指导等

方式促进居民参与垃圾分类。 

1.3成本效益分析 

垃圾分类政策的实施需要投入大量的经济资源和人力资

源。因此,对其进行成本效益分析是评估政策实施效果的重要环

节。通过分析政策实施所需的投入和带来的环境效益、社会效

益以及经济效益等方面的变化,我们可以判断政策的经济可行

性和成本效益。 

在成本方面,垃圾分类政策的实施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用

于垃圾分类设施的建设和运营、回收体系的建设和完善以及宣

传教育等活动的开展。同时,还需要投入一定的人力资源用于垃

圾分类的指导、监督和执法等工作。这些成本在短期内可能会

对政府的财政造成一定的压力。然而,从长远来看,随着垃圾分

类工作的深入推进和回收体系的不断完善,这些成本将逐渐降

低并趋于稳定。 

在效益方面,垃圾分类政策带来的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是

显而易见的。通过减少垃圾总量和降低环境污染,政策有效改善

了城市环境质量,提升了居民的生活品质。同时,通过提高可回

收物的回收率,政策促进了资源的循环利用和节约利用,为可持

续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2 存在的问题与挑战 

在垃圾分类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尽管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

仍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与挑战。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政策的深

入推进,也制约了垃圾分类工作向更高水平发展。以下从公众意

识不足、分类设施不完善以及收运处理体系不健全三个方面进

行详细分析。 

2.1公众意识不足 

公众意识不足是垃圾分类工作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尽

管政府和社会各界在宣传教育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仍有一部

分公众对垃圾分类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参与度不高。这种意识的

缺失直接导致了分类效果不佳,影响了垃圾分类政策的整体实

施效果。一方面,部分公众对垃圾分类的紧迫性和必要性缺乏深

刻理解。他们可能认为垃圾分类只是政府的“面子工程”,与自

己的日常生活关系不大,因此缺乏主动参与的积极性。这种心态

的存在,使得他们在面对垃圾分类时往往采取敷衍了事的态度,

甚至存在随意丢弃垃圾的行为。另一方面,公众对垃圾分类的具

体方法和标准了解不够。由于垃圾分类涉及的知识点多且复杂,

部分公众在实际操作中感到困惑和无所适从。他们可能不清

楚哪些是可回收物、哪些是有害垃圾,也不知道如何正确投放

这些垃圾。这种知识上的不足,直接影响了公众的分类准确率

和参与度。 

2.2分类设施不完善 

分类设施不完善是垃圾分类工作中另一个亟待解决的问

题。部分地区的分类设施存在数量不足、布局不合理、标识不

清晰等问题,给公众分类带来困难。一方面,分类垃圾桶的数量

和分布不能满足实际需求。在一些人口密集或垃圾产生量大的

区域,分类垃圾桶的数量明显不足,导致公众在投放垃圾时感到

不便。此外,部分垃圾桶的摆放位置也不合理,容易被遮挡或难

以找到,进一步降低了公众的参与度。另一方面,分类标识不够

清晰明确。一些地区的分类垃圾桶上虽然贴有分类标识,但标识

内容过于简单或模糊,难以让公众准确理解其含义。这种标识的

不清晰性,使得公众在分类时容易出错或产生疑惑,影响了分类

的准确性和效果。 

2.3收运处理体系不健全 

收运处理体系不健全是垃圾分类工作中最为关键的问题之

一。部分地区的垃圾分类收运处理体系尚未健全完善,导致分类

后的垃圾得不到有效处理和利用。一方面,收运体系存在漏洞和

短板。一些地区的收运车辆和人员配备不足或素质不高,难以保

证垃圾分类的准确性和及时性。此外,收运路线和频次安排也不

尽合理,容易出现漏收、错收或延误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影

响了分类效果还可能导致垃圾重新混合和污染。另一方面,处

理体系尚未形成闭环。目前很多地区的垃圾分类处理还停留

在简单的填埋或焚烧阶段缺乏有效的资源化利用手段。即使

一些地区建立了资源化利用设施但由于技术水平和运营成本

等因素的限制其处理能力和效率仍然有限。这种处理体系的不

完善性使得大量可回收物和有价值的资源被浪费掉没有得到有

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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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改进策略的深度剖析 

3.1加强宣传与教育：深化认知,提升参与度 

在垃圾分类工作的推进中,加强宣传与教育不仅是起点,更

是贯穿始终的关键。通过多元化、全方位的宣传策略,可以有效

提升公众对垃圾分类重要性的认识,从而激发其主动参与的积

极性。这要求我们充分利用现代媒体的力量,如电视、广播、网

络、社交媒体等,以生动有趣的形式普及垃圾分类知识,如制作

垃圾分类的公益广告、短视频、动画等,让公众在轻松愉快的氛

围中掌握分类技巧。同时,教育体系也应承担起培养垃圾分类意

识的重任。学校应将垃圾分类纳入课程体系,通过课堂教学、实

践活动等形式,从小培养学生的环保意识和责任感。此外,社区、

企业等也应定期组织垃圾分类知识讲座、工作坊等活动,为公众

提供学习交流的平台,促进其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3.2完善分类设施：优化布局,提升便利性 

分类设施的完善是垃圾分类工作得以顺利进行的基础。为

了提高公众的分类便利性,必须加大对分类设施的投资力度,优

化其布局和设置。首先,应根据人口密度、垃圾产生量等因素,

合理确定分类垃圾桶的数量和分布位置,确保每个区域都有足

够的垃圾桶供公众使用。同时,考虑到不同区域的特点和需求,

如商业区、住宅区、办公区等,应设置不同类型的垃圾桶以满足

不同类别的垃圾投放需求。 

分类标识的清晰性也是提升分类便利性的关键。应使用醒

目、易懂的标识语言对垃圾桶进行分类标注,如“可回收物”、

“有害垃圾”、“湿垃圾”、“干垃圾”等,并附上简要的分类说明

和投放指南。此外,还可以利用颜色编码、图标示意等方式进一

步增强标识的直观性和易读性。 

为了提升分类设施的智能化水平,还可以引入智能垃圾桶

等先进设备。这些设备能够自动识别垃圾类型并给出分类建议,

甚至通过物联网技术实现垃圾满溢预警和远程监控等功能,从

而提高分类效率和准确性。 

3.3健全收运处理体系：闭环管理,确保有效处理 

建立健全垃圾分类收运处理体系是实现垃圾资源化利用和

减量化排放的重要保障。这要求我们从收运、转运、处理等多

个环节入手,构建完善的闭环管理体系。首先,应制定科学合理

的收运路线和频次安排,确保分类后的垃圾能够及时、准确地被

收运至指定地点。同时,加强对收运车辆的维护和保养工作,确

保其安全、高效运行。 

在转运环节,应建立高效的转运机制和设施网络,减少转运

过程中的二次污染和垃圾遗漏现象。通过优化转运站点布局和

设施设备配置,提高转运效率和处理能力。 

在处理环节,应积极推广先进的处理技术和设备,如焚烧发

电、生物处理、资源回收等,实现垃圾的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

用。同时,加强对处理设施的监管和评估工作,确保其合规运营

并达到环保标准。此外,还应建立完善的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

促进资源的再利用和循环发展。 

4 结论 

垃圾分类政策的实施效果评估与改进策略是推动垃圾分类

事业健康发展的关键环节。通过科学评估政策的实施效果及存

在的问题,提出针对性的改进策略,可以进一步提高公众参与度,

完善分类设施和收运处理体系,促进资源循环利用和生态环境

保护。未来,应继续加强政策宣传、完善设施建设、健全收运体

系、鼓励社会参与等方面的工作,推动垃圾分类政策的深入实施

和持续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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