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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市生活垃圾分类情况调研
罗飞芳

（南昌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江西 南昌 330031）

摘要：近年来，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持续增长，严重威胁了居民健康、生态环境以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垃圾分类是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的重要手段，是每一位现代人应具备的技能。本文基于对南昌市生活垃圾分类现状的调查，归纳总结了南昌市生活垃圾分类目前存在

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研究发现南昌市目前生活垃圾分类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垃圾分类基础设施不足、垃圾分类宣传力度

不强，居民分类意识不高、监督管理制度不完善。因此通过加强垃圾分类基础设施的建设、扩大垃圾分类知识的普及以及完善垃圾分类

管理制度能够有效的促进南昌市生活垃圾分类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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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调查采用随机问卷调查与街头随访的方法，通过电子问

卷和纸质问卷，采取不记名的形式线上和线下结合发放，对南昌

市居民生活垃圾分类现状进行调查。调查时间为 2022 年 8 月 16

日 -8 月 30 日，调查对象为南昌市居民，共收集问卷 134 份，其

中有效问卷 114 份，无效问卷 20 份，有效率 85%。

本研究以李克特五分量表、单选题、多选题等形式设计问卷

内容。问卷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调查对象基本信息收集，

包括性别、年龄、居住区、月收入、受教育程度等；第二部分为

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及现状，包括生活垃圾处理方式，垃圾分

类基础设施与管理；第三部分为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识与看法，

包括垃圾分类认知程度、关注度及建议。在李克特五分量表题中，

选项“1= 非常同意”“2= 同意”“3= 中立”“4= 不同意”“5=

非常不同意”。对部分多选题，例如垃圾分类知识的宣传途径设

置了五个选项，若调查对象全部选中得分为“1”，若只选了两项

则得分“0.4”，考察调查者对垃圾分类知识的客观掌握程度共设

置了 6 种垃圾，由调查对象进行分类，总分 1 分，答对 3 种垃圾

的类别，得 0.5 分。同理，垃圾分类好处的选项也设置 6 项，若

调查对象全部答对，则得 1 分。

一、调查结果分析

（一）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本次问卷总共有效调查 114 名南昌市居民，男女比例接近

109.98，符合 2021 年南昌市统计的常住居民总人口性别比，调查

对象总人数不多但包含南昌市所有区的居民且各个年龄段均有涉

及，18-55 岁年龄段为主，占比 89.4%，说明本次问卷调查具有良

好的代表性。

（二）调查对象生活垃圾处理现状

本次调查从个人、垃圾分类环境和垃圾清理现状三个方面以

“垃圾处理方式”“垃圾分类政策执行情况”“基础垃圾分类桶”“垃

圾分类的宣传形式”“垃圾清理现状”为主题对南昌市居民生活

垃圾处理现状进行了调查。个人方面调查对生活垃圾处理方式，

结果显示，30.7% 的调查对象能将垃圾明确分类投放进垃圾桶，

全部混合投放的有 19.3%，部分分类投放的占比 50%，其中将废

品分类卖掉的有 28.07%。

垃圾分类环境方面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垃圾分类执行情况的

调查中有 43.9% 的调查对象表示所居住的地方没有强制执行垃圾

分类，都是自觉履行；31.6% 执行垃圾分类，16.7% 不执行垃圾分

类政策。在基础垃圾桶（厨余、可回收、有害、其他）的分布情

况的调查中，将近六成（57.9%）的调查对象表示居住区有基础垃

圾分类桶，28.1% 基础分类垃圾桶不齐全，11.4% 只有普通垃圾桶。

对于垃圾桶旁是否有广播或者海报对垃圾分类知识进行宣传结果

为，45.6% 的调查对象表示居住区两者都有，19.3% 表示两者都没

有，15.8% 表示只有其中一种。

居住区垃圾清理情况调查结果显示，35.09% 的调查对象表示

垃圾一天清理一次，每天都有很多垃圾，不到晚上垃圾桶就装不下，

周围都堆满了垃圾；31.58% 表示垃圾用每天都有人清理，一天清

理 2 次；垃圾每天清理 2 次以上则为 28.95%；剩下的 4.39% 表示

对居住区垃圾清理情况不清楚，但每天都有很多垃圾。

基于上述情况可知，存在调研对象对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参与

度不高，居住地的垃圾分类投放的督促松散，甚至无人督促，垃

圾分类基础设施不全，垃圾分类投放处未对垃圾分知识进行宣传，

垃圾清理次数不够且不及时等问题，更进一步说明本次调研的必

要性。

（三）调查对象垃圾分类行为

垃圾分类行为调查从环境意识、行为意向、责任意识、宣传

教育接受程度、分类知识掌握程度等五个方面展开。调查统计发现，

对垃圾分类很关注的人群占比只有 15.8%，53.5% 的人都是偶尔关

注垃圾分类，还有 2.6% 的人从来不关注垃圾分类。在是否关注垃

圾分类问题上对不同类型的调查者进行差异化分析。由于该变量

不符合正太分布，采用非参数检验的曼 - 惠特尼 U 检验，分别以

性别、年龄、学历、月收入作为分组变量依次进行两个独立样本

的检验，检验结果渐进显著性（双尾）都大于 0.05，意味着性别、

年龄、学历、月收入不会影响居民对垃圾分类的关注度，也提示

我们，后续进行居民垃圾分类关注度的影响因素研究的时候，不

需要将人口学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南昌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明确规定，本市生活垃圾

分为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四类，单位、家

庭和个人应当依法履行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和分类投放义务，承担

生活垃圾产生者责任。在进行调查问卷时，只有 42.98% 的人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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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在垃圾分类过程中作用最大的是居民自身，认为社区物业宣传

员作用最大的占比为 20.18%，表示环卫工人、相关职能部门、

宣传媒体在垃圾房分类过程中作用最大的占比分别是 17.54%、

12.28%、7.02%。

本次调查中关于居民不进行垃圾分类的原因显示超过六成

（60.35%）的调查对象认为居民不进行垃圾分类的原因是因为自

身原因，觉得太麻烦；超过半数（53.51%）的调查对象认为不清

楚如何进行垃圾分类是居民不对垃圾分类的原因；同时认为“受

周围人影响不进行垃圾分类”（43.86%）和“自己分类后清洁工

也是统一运输，没有意义”（47.37%）有近五成的调查对象认为

也是居民不进行垃圾分类的原因；38.60% 的调查对象则认为居民

不进行垃圾分类也可能是因为“没有激励措施也没人监督”，只

有 14.91% 的调查对象选了“认为垃圾分类没有意义”作为居民对

垃圾进行分类的原因。

对环境体验，垃圾分类行为意愿和责任意识、宣传教育接受

程度、垃圾分类知识等方面的调查结果经过赋值计算处理发现，

调查对象对身边环境体验的平均得分为 2.67 分，即调查对象对身

边的卫生环境满意度处于一般到满意之间；垃圾分类行为意向方

面平均分为 1.74，责任意愿方面平均分为 2.48，可以看出垃圾分

类行为意愿与责任意识相比较好，认同度高；调查对象垃圾分类

知识宣传教育的平均得分为 0.47，说明居民宣传教育接受的程度

较低；垃圾分类的好处和垃圾分类知识的掌握方面调查对象的平

均得分为 0.6 和 0.68，相较宣传教育接受程度得分较好，但总体表

现仍然欠佳。详细情况见表 1。

表 1 描述统计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偏差

环境体验 1.00 5.00 2.67 0.89

行为意愿 1.00 5.00 1.74 0.70

责任意识 1.00 5.00 2.48 1.02

宣传教育 0.00 1.00 0.47 0.28

垃圾分类好处 0.17 1.00 0.67 0.30

垃圾分类知识掌握（客观） 0.17 1.00 0.68 0.18

在促进生活垃圾分类的贯彻执行方面，85.09% 的调查对象都

认为应当“加大垃圾分类的宣传力度，提高居民的环保意识”其

次是“监督和指导垃圾分类的执行”（73.68%）、要有“合理的

奖惩制度”（63.16%）、“政府应当加大相关政策法规的制定”

（59.65%），最后是“举办相关的公益活动”（49.12%）。同时

在对南昌市垃圾分类政策存在的问题方面，“督导体制不完善”

（76.32%）是排名第一的，其次则是“前期居民垃圾投放分类，

后期运输不分类”（63.16%）、“定点投放，距离太远，投放垃

圾不方便且垃圾站容量不够”（57.89%）、“分类垃圾桶未及时

处理，间隔时间长”（46.49%）、“投放时间不合理”（40.35%）。

二、南昌市生活垃圾分类的主要问题

（一）基础设施配置不足，参与度不高

基础垃圾分类桶是居民进行垃圾分类投放的必要设施，只有

保证基础垃圾分类设施的充足，才能让居民在进行垃圾分类时没

有后顾之忧。本次调研结果显示只有 57.9% 的调查对象表示居住

地配有基础垃圾分类桶，普及率不到 60%，在实地调研中发现其

中配置了基础分类垃圾桶的住宅区由于基础垃圾分类桶数量严重

不足，导致居民感觉基础垃圾分类桶距离太远，直接就近混合投

放在楼栋旁的老垃圾桶内。此外，有的居民居住区虽然配备了基

础垃圾分类桶，但由于垃圾桶旁没有张贴垃圾分类的海报或者其

他对垃圾分类知识的介绍，部分居民不知道如何进行垃圾分类，

把所有垃圾混合后随意投放到基础垃圾分类桶，这就导致了部分

基础垃圾分类设施成摆设的现象。

调查结果显示只有 30.7% 的调查对象能够明确垃圾分类后投

放到相应的垃圾桶内，居民参与度不高，接近 40% 的调查者表示

居住区每天许多垃圾，环卫工人清理次数过少。垃圾分类基础设

施的不足且垃圾清理次数过少会导致居民因垃圾分类桶容量不够

而将分类好的垃圾直接混合投放或随意丢弃在垃圾桶外，进而导

致周边环境满意度下降，居民分类投放垃圾的意愿下降，参与垃

圾分类的人数也越来越少。

此外，笔者走访发现，在很多老旧小区甚至改造后的老旧小

区楼下基本都是用一个大的旧垃圾桶混装了所有垃圾，没有配置

有偿回收垃圾房，居民交售可回收物不方便，降低居民垃圾分类

回收参与率。同时，生活垃圾分类运输处置信息化程度低，分类

处置效率低下。

（二）垃圾分类宣传引导力度不够，居民分类意识不高

垃圾分类的主体是人，人的意识和行为的改变是垃圾分类工

作是否有成效的关键要素。调研分析发现居民对垃圾分类关注度

不高，垃圾分类宣传教育接受程度低。调查问卷中关于“了解垃

圾分类知识的途径”这一选项平均得分 0.47（满分 1 分），说明

居民接触垃圾分类知识途径过少，从调研的情况看，绝大部分老

旧小区都没有关于垃圾分类的宣传标语，主要的垃圾分类知识来

源于社区的海报或公告栏，缺乏专业的指导人员进行宣传教育和

监督管理垃圾的投放。而相对较好的一些小区仅配备了垃圾分类

的海报和垃圾分类房上的多媒体播报，仍缺乏专业的垃圾分类指

导人员。大型商场关于垃圾分类的公益广告播放频次较少，总而

言之，垃圾分类宣传引导力度不够，效果不好，难以达成全社会

的垃圾分类共识。

对居民不进行垃圾分类的调研结果分析发现，排名前二的是

“因为自身原因，觉得垃圾分类麻烦不愿意进行”和“不清楚如

何进行垃圾分类”这两个选项，表明居民的垃圾分类意识不高。

调查中还发现，只有 42.98% 的调查对象认为居民自身是垃圾分类

中作用最大的群体；并且调查者在对生活中常见的垃圾进行分类

的平均正确率只有 68%，进一步说明居民对垃圾分类意识的不深

刻和垃圾分类知识不完善。

（三）监督管理制度不完善

《南昌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早在 2020 年底就已经颁布，

然而垃圾分类实施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对调研结果进行分析发现，

调查对象普遍认为南昌市生活垃圾分类政策在执行中存在的问题

为督导体制不完善。调查数据显示只有 31.58% 的调查者表示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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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执行垃圾分类政策，余下的近七成调查对象表示居住地无人监

管垃圾分类的执行，其次调查对象认为居民不进行垃圾分类的原

因近五成是因为自己分类后清洁工也是统一运输，表明垃圾分类

后期运输也存在无人看管的现象，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浮于形式，

监督管理制度不完善。再者调查对象中只有不到三成的人表示自

己居住地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人来清理垃圾，每天至少清理 2 次，

剩下的超过七成人均表示居住地垃圾桶每次都装不下了还无人清

理，导致居民前期的分类工作白做了。

三、对策及建议

（一）加强垃圾分类相关基础设施建设

政府部门应该号召社会全体明确垃圾分类的标准，相关部门

要加大基础设施的建设，完善垃圾分类的基础设施。首先为小区

配齐分类垃圾桶，确保分类垃圾桶数量充足，方便居民分类投放

垃圾，并逐步对垃圾分类运输信息化，在垃圾运输环节安装定位

设备，提高垃圾分类处置的效率，真正做到垃圾分类投放、清运

和处置。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是生活垃圾分类的后端处理环节，

提高后端的处理能力，能够鉴定居民做好垃圾分类的信心。

其次，政府相关部门要重视废品回收工作，完善资源回收体

系和垃圾分类收运体系，将两者结合，既能增加垃圾分类工作的

资金来源，又能更好的节约资源，强化资源利用率。可以在小区

设置有偿垃圾分类房代替基础垃圾分类设施，号召全社会都参与

到环保工作中，从源头上减少垃圾数量，既符合可持续发展的总

方针，又能提高居民的参与积极性，便于环保工作的长期稳定的

落实下去。还可以以政府为主体建设互联网 + 的上门回收服务平

台，确保废品的应收尽收。

（二）加强垃圾分类知识普及

郝明月的研究表明，居民对垃圾分类标准的了解程度和垃圾

分类的必要性越高，垃圾分类表现行为就越好。居民作为生活垃

圾的生产者，垃圾分类的主体，需要掌握生活垃圾分类的基本知识，

主动做到并做好生活垃圾的分类投放，从垃圾产生的源头做好相

关工作。首先，社区居委会或物业等相关部门应针对生活垃圾分

类开展系统的教育培训，加强生活垃圾分类的宣传和引导，提高

居民对生活垃圾分类的认识，做好垃圾分类投放，为后期垃圾分

类清运和处置奠定良好基础。

其次，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居民的环保意识。这是一场宣传

教育的持久战，应当充分发挥网络媒体的宣传作用，通过制作各

种有趣的垃圾分类小视频，在商场广告进行播放并与抖音、快手

等小小视频 app 合作进行宣传、示范，提高居民的参与的积极性。

最后，与学校教育相结合，将垃圾分类纳入学校的规章制度，定

期开展垃圾分类回收活动，从娃娃抓起，培养垃圾分类的好习惯，

提高孩子的垃圾分类接受度与实践能力，尝试以小孩带动家人进

行垃圾分类的模式培养每个居民的环保意识。

（三）完善垃圾分类管理制度

垃圾分类工作是一项较为系统的工作，需要全员的参与且需

要一定的强制手段和社会约束性，它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场持

久战，需要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慢慢的形成长效机制，提高处

理能力和强化垃圾分类行为习惯的养成。而垃圾分类工作的最终

成效取决于相关的政策和干部管理执行能力。

首先规范垃圾分类的监督管理制度，强制执行垃圾分类政策。

在垃圾分类推行中，应当明确相关部门的工作职责，避免“多头

管理、分工不明”的问题，相关政府人员要设立相应的垃圾分类

管理人员，比如垃圾分类投放指导员、垃圾清运管理员等，并制

定好完善的政策和制度，使其深入城区的每一个角落，将生活垃

圾分类工作落实到市区的每个地方，并建立一套完善的垃圾分类

反馈制度，由相关单位的具体责任人进行跟进和监督垃圾分类工

作的推进，并及时进行问题和效果的反馈，便于及时调整制度。

其次建立合理的奖惩机制，发挥激励作用。垃圾分类强制执

行时间不长，尚未成为市民的习惯，对于那些不遵守垃圾分类的

单位和个人进行相应的处罚以促使广大市民尽快养成良好的垃圾

分类习惯。政府要切实落实《南昌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中的奖

励惩罚制度的执行，要加强鼓励居民进行垃圾分类，确保每个居

民都全面了解政府的奖惩制度，同时要加强奖惩措施执行的力度，

切实保障南昌市各区域社区街道、小区等居民居住区严格按照奖

惩制度的规定执行。

最后，应当有效的应用现代化信息技术，实现互联网 + 垃圾

分类的网络管理模式。通过对基础垃圾分类设施以及在垃圾运输

环节安装定位设备，便于通过线上监控和线下垃圾分类督导员相

结合的方式，对城市居民垃圾分类的行为进行监督指导管理，便

于及时发现居民错投、乱投的现象以及及时对垃圾桶满溢、散落

的现象进行及时处理与反馈，并对可回收物实现网上预约、交易

等功能，从而提高垃圾投放准确率及居民的环境体验，并能够节

约对可回收物处理的时间等同时也提高垃圾分类处置的效率。以

便实现运用网络化管理的方式来对垃圾分类实行高效、准确的管

理。

四、结语

以《南昌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实施近 20 个月为背景，

通过对南昌市居民生活垃圾分类开展情况进行调查，了解了生活

垃圾分类的现状和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根据调查数据进行分析，

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以期为南昌的建设提供一些参考。当然，

由于调研样本的数量较少，范围相对较集中以及笔者个人专业知

识储备的不足和调查方式的局限性，调研报告未能呈现最佳效果，

仍有待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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