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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随着城市化进程的

不断推进日益提高，随之也带来了急剧增长的城市生

活垃圾产生量。从成分来看，城市生活垃圾大致包括

厨余、纸、塑料、玻璃、电池、金属、布、灰土、落

叶等，其中各成分的占比在不同城市、不同季节和不

同场所有所差异。在大城市中厨余等有机垃圾较多，

而中小城市中灰土等无机垃圾相对较多。目前倡导的

垃圾分类，是对垃圾收集、处置传统方式的改革，是

对垃圾进行有效处置的一种科学管理方法。中国在早

期的探索中经历了较大的挫折，先行分类的试点城市

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相关的分类机制也需要进一步

的探索。习近平总书记 2018 年在上海的重要讲话和

2019 年的重要指示 [1] 进一步加大了对垃圾分类的重

视，随后住建部发文决定自 2019 年起在全国地级及

以上城市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并且也提出具

体的要求和时间节点 [2]。

上海作为国内经济最发达的特大城市之一，其垃

圾产生量也非常高。1978 年，上海的生活垃圾产生量

为 108 万吨，至 2018 年已达 984 万吨，40 年里增加

了 9 倍以上。经济的高速增长不仅推动消费增长，也

导致生活垃圾的激增。上海平均每天产生 2.47 万吨生

活垃圾，以 2418 万常住人口计算，平均每人每天就

要“生产”1.02 千克生活垃圾 [3]。从政策方面而言，

2014 年《上海市促进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办法》的颁布

和实施是主要的转折点，明确了四分类的办法，同时

2017 年《上海市单位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实施方案》和

2018 年《关于建立完善本市生活垃圾全程分类体系的

实施方案》陆续出台，为上海市全面开展垃圾分类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2019 年上海市颁布实施了《上海市

垃圾分类管理条例》，意味着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有

了法制的保障，进入到立法时代。立法时代就要求所

有的社区都要开展垃圾分类，因此基层政府部门会在

社区内通过开展各种各样的措施吸引和鼓励居民参与

垃圾分类。但是在这些开展的措施中，到底哪些是决

定居民垃圾分类效果的关键是当前很多基层政府部门

关心和疑惑的。因为基层政府部门面临着“上面千条

线，底下一根针”的现状，倾向于将有限的资源集中

到影响居民垃圾分类效果的关键措施上，从而有利于

垃圾分类的普遍开展和效果的提升。

1  国内外研究综述

广义的垃圾分类包括了生活垃圾的社区分类投

放、收集，中间的运输和最后的处置等全流程，而狭

义的垃圾分类主要是指社区内的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和

收集。当前，我国将垃圾分类为四类，分别是厨余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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圾（湿垃圾）、其他垃圾（干垃圾）、可回收物和有害

垃圾；其中将厨余垃圾分出来并回收利用处置的干湿

分类（food waste sorting）是各省份的分类重点。国外

关于垃圾分类的研究则主要侧重的是可回收物的分类

和回收（recycling），也就是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与我

国当前的垃圾分类侧重点有明显的不同。我国一直有

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的传统，体系已经相对成熟，存在

的问题也和干湿分类不同。所以本论文所关注的垃圾

分类主要是狭义的垃圾分类，针对上海社区的干湿分

类和收集，而非所有垃圾的垃圾分类。

国内外关于垃圾分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大领

域：一方面是关于垃圾分类政策的研究，使用传统的

政策文本分析法对具体政策进行深入分析，通过不同

的框架来分析政策的功能轮廓与制度规则特征 [4]、时

空演进特征及其扩散机理 [5]、政策变迁 [6] 等。另一方

面是针对垃圾分类行为的研究，使用亲环境行为理论

对居民进行问卷调研，分析影响居民垃圾分类行为的

形成过程和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影响社区垃圾分类

效果的因素有很多种，如硬件设施 [7]，社会、心理因

素 [8]，不同利益相关方的协调等管理因素 [9, 10] 等。在

此基础上，很多学者通过环境友好行为理论来研究和

预测居民垃圾分类行为，比如态度—行为—背景理

论模型（Attitude-Behavior-Context Theory）[11]、规范

激活理论模型（Norm Activation Theory）[12]、理性选

择理论模型（Rational Choice Theory）[13]、理性行为

理论模型（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14]、价值—信

仰—规范理论模型（Value-Belief-Norm Theory）[15] 和

计划行为理论模型（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16]

等。但是这些理论都存在一些不足，其中最主要的

是，这些行为理论为方便研究而删去了一些被认为不

重要的影响因素或条件，而这些影响因素或条件可能

在实际行为发生过程中起到作用。此外，这些研究大

都通过问卷或者自我回答的方式收集和分析垃圾分类

行为数据，而实际行为不等于问卷行为 [17, 18]，所以当

问卷研究结果用于预测和规划指导具体垃圾分类项目

时有效性较弱。此外，我国的社区形态和社区管理体

系与西方国家也有很大的差异，垃圾分类主要发生在

家庭和社区当中，所以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复旦

大学可持续行为研究课题组从 2012 年开始，将行为

学理论与生活垃圾管理文献中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归

纳和整合，构建了复旦大学垃圾分类意愿—习惯行为

理论 [19]。该行为理论包含了知识、技能、角色、对

能力的信任、对结果的信任、行动计划、提示、设

施、社会影响、情感、惯例等关键因素，每一种关键

因素都有具体的概念含义、数据收集方法和具体分析

指标。

垃圾分类政策从制定到实施——特别是最后在社

区的具体实施，再到具体实践中作用于居民垃圾分类

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而影响具体的垃圾分类行为，是

一套完整的过程。从基层政府实践角度出发，哪些具

体社区措施能影响垃圾分类的实效是他们的关注点，

但是当前两大研究领域都较少直接涉及。所以需要识

别出社区具体实施措施中有哪些影响垃圾分类行为的

因素，进而明确社区具体实施措施与垃圾分类行为之

间的关系。

基于此，本文首先梳理了社区内与垃圾分类相关

的具体实施措施，并通过数据调研和分析将上海市社

区内主要影响垃圾分类行为的措施与垃圾分类行为影

响因素建立联系，归纳出具体措施并进行指标化；其

次，通过具体的社区指标分析结果与社区垃圾分类实

际效果直接的相关性来验证指标的有效性；最后，根

据统计结果得出垃圾分类立法后上海市社区内影响垃

圾分类行为的最主要措施及存在的具体问题。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数据收集和分析框架以复旦大学垃圾分

类意愿—习惯行为理论为主，通过基础资料法、观察

法和访谈法来进行数据收集，并采用归纳编码、数据

指标化和统计分析等方法进行数据分析。

本研究结合实际情况，采用典型抽样法进行社区

调研，从上海市社区垃圾分类服务范围最广、时间最

长之一的三家单位 A、B 和 C 所服务的社区列表中选

取具有代表性的服务社区共 55 个。这 55 个社区类型

多样化，涵盖了当前上海绝大部分社区类型。2019 年

1 月，研究组选取 A 单位服务区域内 15 个社区开展

预调研工作，旨在完善调研方法、练习访谈技巧、以

及优化采访问题等。预调研之后，研究组人员经过讨

论并对访谈问题进行微调和完善。2019 年 7—9 月，

研究组对 B 和 C 单位其余 40 个抽样社区完成了相关

调研和数据收集工作。

基础资料法主要从垃圾分类第三方收集社区基础

信息，像社区类型、社区楼层、社区规模（户数）、

建设年代、地理位置等。观察法研究采用非参与式观

察法，目的是更加真实地了解到社区垃圾分类的状

况，并与其他访谈数据进行相互验证。

访谈采用半结构访谈法，采访对象设定为居民、

关键知情人和其他利益相关方，意在通过不同受访者

的反馈，精准、真实地定位社区的相关情况。根据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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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经验，在社区垃圾分类实施中，最能真实反映居民

垃圾分类效果的角色为直接参与社区垃圾管理的保洁

人员。第一，保洁人员的工作性质决定了其对居民整

体，甚至个体的分类行为、分类表现了如指掌。第

二，有别于物业或居委会，保洁人员更加倾向于真

实、客观地反映分类实施情况，而不会为了社区荣誉

等隐瞒事实。第三，因上海有二次分类和补贴制度，

所以保洁员能够清晰地了解到居民的自主分类行为和

数量，比如居民自行进行了多大数量的一次分类，保

洁员自己进行了多大数量的二次分类。根据经验，设

定受访者为每个社区中的 1 个保洁员（关键知情人）、

4 个居民和必要的利益相关方（包括志愿者、物业、

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等）。

根据数据集，本研究尝试从社区基本信息、居民

分类表现、社区呈现问题，以及问题解决方案 4 个方

面找到规律性、划分社区类别。在此过程中，为了更

深入以及全面地分析社区状况，研究组人员决定用归

纳编码的方式整理新数据集。归纳编码，又称开放式

编码，指的是根据定性数据的本身创造代码 [14]，该编

码方式的优势在于减少和避免偏差。

值得一提的是，从之前对转录数据的演绎编码到

对新数据集的归纳编码，本研究在尝试完成一个重要

的过程，即是从学术指标转化为“民用指标”的过

程。这个过程要求把行为学研究领域的影响因素与社

区主要实施措施建立联系，进行可操作化转换，即将

存在问题的社区内影响居民垃圾分类行为的具体措施

分析出来，并且进行指标化。

虽然研究组完成 55 个社区调研，但因数据完整

度等原因，仅有 30 个社区调研数据形成了完整的归

纳编码。本文通过对这 30 个调研社区的措施指标结

果与社区垃圾分类实效（每百户居民一次分类湿垃圾

桶数）进行相关性分析来验证该指标体系的有效性，

最后对比分析调研社区中出现的各个措施指标数量来

分析影响上海市社区内垃圾分类效果最主要的措施及

其存在的具体问题。

3  结果

3.1  影响居民垃圾分类效果的具体措施及对应指标构

建结果

在完成归纳编码之后，研究人员根据社区定性分

析结果梳理出上海社区影响垃圾分类行为的 8 个主要

实施措施，具体包括设施、志愿者、保洁员、启动、

定时定点、租户、管理和绿色账户；并对定性数据进

行了指标化，每个措施包含多个指标。例如，“设施”

一栏下有 8 个措施指标，每个措施指标也有明确的定

义，像“1-1：设施—洗手池”指标，被定义为“具

有方便居民投放垃圾后洗手功能的设施”。此外，还

设置了指标评价体系，例如若社区分类表现差、没有

洗手设施、且居民和保洁员指出希望安装洗手池，则

该“洗手池”问题严重程度为“***”；若洗手设施不

能良好工作，则为“**”；“*”表示没有洗手设施，

具体见表 1。

表1  归纳编码社区各项措施和措施指标的编码对照

措施编码 措施名称 指标编码 措施指标

1 设施

1-1 洗手池

1-2 箱房充足性

1-3 用户友好设计

1-4 箱房位置

1-5 箱房可达性

1-6 箱房空间

1-7 箱房洁净度

1-8 其他提升

2 志愿者

2-1 志愿者充足性

2-2 值班充足性

2-3 服务质量

3 保洁员
3-1 二次分拣

3-2 社交能力

4 启动 4-1 全面系统地启动

5 定时定点 5-1 定时定点

6 租户
6-1 参与度

6-2 周转

7 管理

7-1 强制

7-2 除袋

7-3 居委 / 物业 / 业主委员会能力

7-4 第三方角色

8 绿色账户 8-1 实施

3.2  影响居民垃圾分类效果的具体措施指标有效性验

证结果

社区“*”出现的总数量即社区各措施指标存在

问题的数量，图 1 结果表明社区各措施指标数量与社

区分类效果成明显的负相关性，也就是社区各措施指

标存在问题越多，社区垃圾分类效果越差。这一结果

证明了该措施指标的有效性，可以作为基层政府用来

分析社区垃圾分类具体措施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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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社区各措施指标“*”总数量与社区垃圾分类效果的相关性

3.3  影响垃圾分类效果最主要措施及存在具体问题

从归纳出的社区垃圾分类 8 个主要措施来看，硬

件设施（措施编码 1）、保洁人员（措施编码 2）、定

时定点制度（措施编码 3）和志愿者（措施编码 5）

是问题比较突出的 4 个，具体见图 2。图 3 是调研社

区中各个具体措施指标的“*”出现的总数量。

在 4 个关键措施中，硬件设施所呈现的被关注程

度尤其高，“*”出现的总数达到 71 个。政府文件中，

对社区垃圾分类投放设施的要求仅限于有四分类垃圾

投放容器，且每种容器须 
配有清晰的标识。而根据

调研情况来看，洗手设施

（措施编码 1-1）成为居

民目前呼声最高的指标，

超过 25 个。从其他指标

来 看（措 施 编 码 1-8），

投放点（或垃圾箱房）的

位置、数量、可达性（是

否有遮挡）、空间、人性

化设计等等指标均指向一

点，即是垃圾投放设施的

便捷程度。关于设施问题

的集中反馈也表明，在上

海错综复杂的社区进行相

关设施的配置是有一定的

难度的，既包括在一些空

间不足的社区存在难以安

装的问题，也包括现有设

施难以满足大多数居民的

问题。

定时定点制度是调研

社区中存在问题较多的一

项（措 施 编 码 5-1）。 根

据《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和《上海市生活垃圾

定时定点分类投放制度实施导则》，上海将逐步推行

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制度。开展定时定点投放对一

个社区来说，考验极大，实施的好与坏最直观的评判

标准就是误时投放情况。超过垃圾投放约定时间，表

现好的社区几乎没有乱扔现象，表现一般的社区每天

都会有乱扔现象，表现差的社区不止乱扔，还会出

现报复性事件，例如将垃圾倒进洗手池或是散落在居

委会门口等。实施定时定点旨在集中宣传、教育、督

导，从而提升居民感受度、参与度、准确度，并提升

分类实效，但却成为个别居民的无声抗议。此外，调

研也发现，定时定点的实施过程存在较大的不同，有

先定点再定时的社区，也有定点和定时一起实施的社

区，甚至还有先定点再重新定点和定时的社区。不同

的实施过程不代表一定产生不同的实施结果，最重要

的是如何在实施过程中考虑居民和保洁员等的意见和

反馈，以提高居民参与垃圾分类的程度为最大的目

标，而不是以开展定时定点为目的，明确定时定点是

实施过程，不是实施的目标。

图2  调研社区中各措施中指标“*”出现的总数量

图3  调研社区中各具体措施指标“*”出现的总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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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措施编码 2）和保洁人员（措施编码

3）在垃圾分类中都可以起到宣传督导的作用，但两

者的性质还是应该有所区分。首先，当众进行二次分

拣，是志愿者和保洁人员均不宜出现的行为。上海市

为了保障收运质量，曾补贴保洁员进行二次分拣，而

在实际运行中，许多社区为了省时省力，让保洁员在

垃圾投放高峰时段进行一边指导、一边分拣。这样一

来，使居民产生了极大的依赖性，不利于居民分类习

惯的养成，经调研发现，这个问题相当普遍且容易被

忽视。其次，保洁员和志愿者的沟通和表达能力也尤

为重要。研究发现社区在垃圾分类实施初期阶段，居

民与志愿者、保洁员争吵、谩骂的现象并不少见，十

分不利于垃圾分类管理的持续。因此，虽然研究结果

表明志愿者和保洁人员的数量重要，但是他们的工作

能力同样重要，而在实施中却被忽视，很多社区不够

重视对于志愿者和保洁人员的培训，影响两者发挥

作用。

4  讨论

4.1 “民间指标”的构建及验证

本文完成了从学术指标（垃圾分类行为影响因

素）到“民间指标”（社区内影响垃圾分类效果的措施

指标）的转化尝试，从将学术关注的影响因素与民间

理解的具体社区措施建立了联系，并且通过实际的调

研数据证明了该“民间指标”的有效性。在具体转化

过程中，如何判断具体的社区措施以及这些措施实施

后影响垃圾分类行为的因素是关键。但实际上传统的

公共管理研究和亲环境行为理论研究都较少涉及具体

的实践操作部分，新兴的交叉学科—实践科学比较关

注，例如 Michile 对于公共卫生领域的相关研究 [20-24]； 
但是在环境管理领域较少研究涉及，本文算是环境管

理领域一次尝试。

4.2  洗手设施及设施便捷度的重要性

已经有大量的研究表明设施十分重要 [7]，一方面，

本文发现洗手设施是居民比较重视的设施之一，原因

可能是由于上海市对湿垃圾除袋分类投放的要求促使

居民关注到洗手装置的重要性，特别是当前疫情防控

下居民对卫生的关注度更高。而且居民对于洗手装置

的要求并非一定要有上、下水等规范化的设施，简单

方便能够洗手的装置就可以，例如废旧饮水机、带水

龙头的水罐，甚至普通的水桶。另一方面，本文发现

便捷度还包含了垃圾投放点的数量、可达性（是否有

遮挡）、空间、人性化设计等多个指标，而传统的垃

圾分类设施便捷度研究主要集中在投放距离上，很多

研究认为投放距离越长，居民参与垃圾分类的行为越

低 [25]。所以本文的研究发现丰富了设施便捷性的内

涵，同时这些发现能够为社区内垃圾投放点的设计和

建设提供数据支撑。

4.3  志愿者和保洁员的重要作用

志愿者在垃圾分类中的重要作用被很多研究所证

明，特别是志愿者的带头示范、监督、与居民的情感

和信息的传递等 [26, 27]。但是保洁员在垃圾分类中的

作用较少被提及，保洁员由于其工作性质使其与居民

接触的时间较长，而且部分社区也会将保洁员作为值

班督导的一部分。所以，如何针对保洁员和志愿者进

行培训，规范其操作来减少居民的依赖性和责任的误

解，提高其沟通和表达能力是后续社区垃圾分类效果

提高的重要方式。

4.4  定时定点的设置问题

定时定点是指经过撤桶并点之后居民在社区内的

特定时间去特定的投放点进行垃圾分类投放。该措施

是上海垃圾分类的重要社区措施之一，但是关于定时

定点措施的有效性和存在问题研究较少。2020 年的

社区准实验研究结果表明，当定点之后取得一定的垃

圾分类效果时，再进行定时投放的设置没有起到明显

的促进效果，部分社区甚至出现倒退现象。与调研社

区反映的情况基本吻合 [28]，主要原因是定时定点的设

置不仅包括了投放时间和地点的要求，还对社区整体

的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多个配套的措施

来一起实施。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达不到高管理的要

求，而且容易忽视这些配套措施，所以定时定点的设

置需要因地制宜地开展，切勿盲目快速的实施而引发

居民的抵制。

5  结论与建议

在上海垃圾分类立法之后，本研究依托复旦大学

意愿—习惯垃圾分类行为理论对上海市不同区域、不

同类型的 55 个社区进行大范围调研，研究结果表明

可以实现从垃圾分类学术指标到民间指标的转换，研

究得出上海市社区内影响居民垃圾分类效果的具体措

施及对应指标。此外，研究结果表明硬件设施、保洁

人员、定时定点制度和志愿者是影响当前上海市社区

内垃圾分类效果的关键措施。

结合当前的政策背景和研究发现，本文提出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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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建议：

（1）加大垃圾分类理论与实践结合研究。垃圾分

类政策是一个面向公众的政策，既要有宏观政策的要

求，又要有对微观行为习惯的考虑，还包含理论和实

践，所以需要加大对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科学研究，帮

助基层提高政策实施的科学化和可操作化水平。

（2）重视社区配套设施设置及使用的便捷度。当

前基础设施配置都较完备，像垃圾桶、分类标识、箱

房等，但是配套设施的设置方面还需重视，因为不同

地域和气候的社区需要的配套设施可能不同，需要深

入调研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同时，还应注重对设施

使用便捷度的考虑，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将设施

变成社区的一部分，融入社区的日常生活。

（3）加强志愿者和保洁员的培训。加强对志愿者

和保洁员进行的针对性培训来充分发挥其监督、模范

带头和信息沟通的重要作用，像沟通技巧培训、值班

重点和难点培训、自信力培训等等。

（4）因地制宜地开展定时定点。最后对定时定点

的设置需要因地制宜地开展，切勿盲目快速实施。特

别是定时的设置，一定要在充分的调研和居民沟通基

础上才可实施，并且定时之后的配套措施需要及时安

排，像延时投放规则、乱扔垃圾的惩罚和监督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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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Measure Indicators Affecting Residents’ Waste Sorting Performance 
in Shanghai Communities 

LI Changjun1,2*, BIAN Shaoqing2, XUE Yunshu2, MA Zongliang2, MARIE Harder2

( 1.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China; 2.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8,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Willingness-Habit Waste Sorting Behavior Theory of Fudan University, this study conducted a large-scale 
survey of 55 communities in different regions and types in Shanghai. The results developed eight key measure indicators that affecting 
residents’ waste sorting performance, which including facilities, volunteers, cleaners, launch, certain time and certain place, tenants, 
management and green accounts. And the correlation results between the indicators and the actual waste sorting performance of the 
communities proved the effectiveness of developed measure indicators.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also showed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measures indicators affecting the waste sorting performance in Shanghai’s community were facilities, cleaners, the certain time 
certain place and volunteers. On the one hand, the research results can be used in the grass-roots government assessment in Shanghai 
and other cities. On the other hand, it also provides specific scientific support for the community taking measures according local 
conditions, which in order to improve and consolidate the waste sorting performance.
Keywords: Shanghai community; waste sorting performance; key measure indicat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