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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垃圾分类实施现状及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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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444） 

【摘 要】：主要回顾了上海市颁布《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以来，居民垃圾分类的现状，深入剖析，发现

问题，并提出针对性的解决对策，促进居民意识不断提高，进一步深化落实垃圾分类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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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市动员学习垃圾分类的盛况 

自 2019年 7月《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颁布以来，社区、单位、学校、商场、旅游景点、交通出行等各个场所都设置

了垃圾分类的宣传标语及设施，提醒所有在沪人员严格遵守垃圾分类政策，保护环境，共建绿色蓝天。正如总书记所言，垃圾

分类就是新时尚。新时代要转变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提高生活质量，把垃圾分类纳入到每一位公民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习惯。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规定了垃圾分类的标准为可回收物垃圾、有害垃圾、湿垃圾和干垃圾四类。但是在分类初期，

大部分居民对具体生活中的垃圾到底归属于这四类分类标准中的哪一类不是非常的明确。于是，举全市之力共同学习垃圾分类，

一时之间从小学到大学、从小孩到老人、从社区到单位都在研究垃圾分类的具体方法，全市也形成了一种学习垃圾分类如火如

荼的态势。市政府专门出台了一款“生活垃圾怎么分”小程序，如果不知道该垃圾属于哪种类型的垃圾，直接打开小程序输入

垃圾名，自动就会显示出来垃圾分类的类型，非常的方便快捷。另外，市政府还举办了竞选评比活动，区与区之间，街道与街

道之间，高校与高校之间都在拧成一股绳为做好做优所属单位的垃圾分类工作而努力。高校的老师和学生也在热火朝天的讨论

着垃圾如何分类。为了做好校园垃圾分类的工作，社区管理员和社团联手为学生们进行一场又一场的垃圾分类宣讲活动，创意

板报活动，并分发垃圾分类手册，学习垃圾分类的知识。小学校园里老师们也在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形式多样的宣传方式为小

朋友们宣传垃圾分类知识。甚至有人投其所好，专门利用小朋友们喜欢的动画片《小猪佩奇》想出了顺口溜来引导小朋友进行

垃圾分类。市区和街道也纷纷为垃圾分类做准备。松江区作一首打油诗为垃圾分类助力；奉贤奉浦街道举办垃圾分类新时尚亲

子活动，将新时尚植入家庭；杨浦江浦志愿服务利用固定时间助力垃圾分类；辰山植物园也走进社区，助力“爱心暑托班”开

展垃圾分类讲座。为了更好的贯彻落实新时尚、新理念，社区专门配备了志愿者为社区居民分发垃圾箱和垃圾袋，定时定点的

值守垃圾箱，协助居民正确投放垃圾。即便是在疫情期间，人们并没有放松警惕，仍然按部就班的贯彻执行着新时尚的生活方

式。各个区分别开展了生活垃圾专项检查，加大推进垃圾分类力度，为疫情之下保障人民的健康生活做好防线。 

随着人民的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需要一个绿色、安全、清新、舒适的生活环境，垃圾分类是符合人们高质量的生活

需求，与当下建设美丽中国的理念相契合。垃圾分类践行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对建设美丽中国，保护生态环

境来说，都是刻不容缓的举措。 

2 上海市实行垃圾分类以来的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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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民众分类投放的意识增强，但主体责任不明确，分类的正确性有待提高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出台之初，由于生活垃圾的多样化和复杂化，使得民众对于干垃圾、湿垃圾、可回收垃圾、

有害垃圾尚不能准确区分。虽然经过一年的分类实践，民众对于垃圾要分类投放的意识明显提高，但是在实际生活中难免会陷

入到干湿垃圾难以区分的困惑，从而导致垃圾混投，投放错误的现象。同时，宣传工作人员在宣讲时也难免会遇到不清楚该垃

圾属于哪类垃圾的囧境，为宣传工作也带来一定的挑战。 

生活垃圾分类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让全体公民在实践探索和理论学习中潜移默化的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生活习惯，但是伴随

着垃圾分类的实施，相应的产生了一批“代收垃圾”、“上门回收”的职业。虽然解决了一些就业问题，但是这完全偏离了“垃

圾分类，我先行”的初衷，垃圾分类的主体从市民转变成了回收垃圾的工人，削弱了市民的垃圾分类的主体责任意识。同样，

有些社区的垃圾分类依赖于环卫工人的二次分拣，高校也出现了卫生管理员大包大揽的现象。这种“保姆式”的包揽垃圾分类

的行为，表面上方便了人们，节约了时间，实际上却极大地压制了人们践行垃圾分类的积极性，不利于实现生态环境可持续发

展的长远目标。 

2.2政府宣传力度大，但监督管理体制不健全，奖惩机制落实不到位 

为了贯彻执行美丽中国的理念，践行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政策，上海市加大垃圾分类的宣传力度，通过媒体报道、印发

传单、社区宣讲、志愿服务等方式，确保市民能够准确投放垃圾，将垃圾分类深入人心。上海市的垃圾分类措施一时之间确实

引起了人们浓厚的兴趣和关注，纷纷学习垃圾分类知识、投放时间和投放标准。 

但是，与之前大范围的宣传力度相比，后期的监督管理工作明显显示后劲不足。经过暗中走访调查发现一些小区垃圾清运

不及时、居民干湿垃圾分类不到位；医院的医疗废物与干垃圾混投；高校垃圾分类工作滞后等现象。垃圾分类的监管工作需要

每一位公民共同发挥作用，互相监督，为政府减负，为生活添绿。 

另外，上海市还颁布了《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违法行为查处违规》和《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两项法律法规，被称作“史上

最严垃圾分类”，通过颁布法规来监督市民的违规行为。但是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相关工作人员并没有将惩罚落实到位，从

而不能引起民众的重视度。仅仅有惩罚机制是不够的，只有设置合理的奖励政策，调动起人们的兴趣，才能激发起人们的自觉

性。 

2.3相较于之前，垃圾的利用率有所上升，但实际转化为可用资源的利用率还是不高 

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城市生活垃圾的回收效率，企业处理垃圾的效率也在

逐年呈上升趋势。随着垃圾分类政策的实施，减轻了企业处理垃圾的难度，也提高了重复利用率。总体来说，无论是从垃圾产

生的源头讲，还是企业处理垃圾的终端来看，垃圾分类投放既方便了人们的生活，培养了人们的环保意识，也给企业减负，提

高了企业的工作效率，垃圾回收利用率也增加了。 

但是，从垃圾分类回收的精细程度看，目前的垃圾分类还略显粗糙。垃圾重复利用的环节较为复杂，也更精细。从目前的

垃圾分类的四种标准来看，对于企业处理垃圾分类还有一定的难度，企业的工作也较为繁琐。同时，分类还不够精细的垃圾，

达不到将垃圾转化为资源的高利用率程度。所以，对垃圾的分类投放程度还有很大的上升的空间。 

3 针对上海垃圾分类问题的对策 

3.1政府要加大宣传力度，完善监管和奖惩机制，学习传播优秀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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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垃圾分类的政策，全体在沪人员已有 98.99%人知晓了这一政策。要做到所有在沪人员都能主动融入其中，积极改变行

为习惯。前期的宣传工作不能停，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作用，发挥党员先锋模范的榜样，将垃圾分类政策正真的进社区，入人心，

提高民众的思想觉悟，做到“谁产生，谁负责”。 

完善监督管理机制，规范奖惩制度，并监督相关工作人员认真落实工作任务。利用智能化的时代，再加上上海高校林立，

政府可以借助资源优势研发出更加方便快捷的垃圾分类软件，创新工作方法，将垃圾分类行为绑定个人信用，加强惩罚力度，

督促执法部门加强执法监管力度。 

对于垃圾利用率不高，分类粗糙的问题，可以借鉴日本的垃圾处理模式，发动每一位公民，人人都是垃圾回收的参与者和

贡献者。从源头出发，细化分类，提高资源利用率，形成一种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良好的社会风气。另外，高校和社区可以

借鉴华东师范大学的智能垃圾回收桶模式，智能监督，减少工作人员的工作量，节约成本，提高全民落实政策的执行力。 

3.2企业要转变思维方式，约束源头分类，提高垃圾利用率 

企业是垃圾回收的终端，要想提高工作效率，不能仅仅依靠改进技术，还需要转变思维方式，顺应市场发展规律，约束源

头分类。借鉴其他行业的经营模式，研发本企业的软件应用，让民众注册软件，相关工作人员只负责回收或者投放给智能机器

人，并验收分类成果，标准的分类给予积分奖励，不标准的给予信誉降级处罚。绑定快递，银行等行业的信誉，从多种角度督

促民众认真践行垃圾分类。 

源头分类不仅可以提高垃圾分类的精细化程度，解决困扰企业多年来的分类难题，还有助于减轻企业的分类成本，增加民

众分类的责任感。设置 APP 奖励政策，会让民众在潜意识里觉得垃圾分类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得到一些回报，能够发挥民众的

主动性。只有走好了垃圾分类源头的这关键一步，才能为企业减负，为保护环境打下坚实的基础。 

3.3个人要增强环保意识，责任意识，做好国家的主人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对环境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对环境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国家花费

大力整治环境，确实取到了一定的成效，但保护环境是每个公民的责任和义务。上海市的垃圾分类政策是垃圾改革的试点，只

有上海市做好了，才能将改革的经验分享到全国。这就更加凸显了上海市市民的责任，全体市民有责任有义务配合社区相关工

作人员做好垃圾分类的工作，争取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做好垃圾分类的先锋队，打好垃圾分类这一仗。 

践行垃圾分类，保护环境，还人们一片清新自由的蓝天，这需要全体公民的努力和奉献。保护环境，人人有责。垃圾分类，

人人更有责。作为新时代的中国公民，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人，国家的发展需要十四亿人民齐心协力，携手共进，才能建

设一个人人都渴望的美丽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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