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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小区居民垃圾分类认知及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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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垃圾分类是环境友好型的垃圾处理方法，开展垃圾分类对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作用。基于对海淀、石景

山、东城、西城区的8个分类试点小区的280名居民的问卷访谈，获取了居民的人口基本特征、垃圾分类获悉方式、

垃圾分类认知等数据。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阐述了居民对垃圾分类的认知。通过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对影响居民认知程度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确定。研究表明，北京市居民的垃圾分类意识较高，但不同主体之间存在

差异，居民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对其认知度有显著影响，最后提出将垃圾分类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范畴

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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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idents’Cognition and Its Impact Factors of Garbage Sorting

SONG Li-juan，LIU Bo—ya，XIA Tian，WANG Jia—yu

in Beiji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Be咖ng Forestry University，100083，P．R．China)

Abstract： Garbage sorting is an environmental—friendly method，and plays a key role in construction of

ecology civilization．Based on questionnaires on 280 residents of 8 communities in Haidian，Shijingshan，

Dongcheng and Xicheng districts，this paper collects the data of population characteristics，ways of

knowing garbage sorting，and cognition of garbage sorting．The authors expound residents’cognition of

garbage sorting with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method．It builds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s to

ensure the impact factors on residents’cognition．Results show that Beijing residents have higher

cognition level on garbage sorting．But there exists differences among various groups．Factors such as

gender，age，educational level have significant impact on cognition level of garbage sorting．The authors

finally put forward that garbage sorting should be integrated into the subjects of voluntary education．

Key words： Beijing resident；garbage sorting；cognition；attitude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生

活垃圾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

中国家，城市的生活垃圾总量逐年上升。如何解决

13益增多的城市生活垃圾?部分学者认为生活垃圾

源头分类是搞好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的必由之路⋯，

是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的最好选

择旧引，有利于减轻垃圾后期处理工作。4“，具有经

济、社会和环境效益并存的优点旧。。2000年，我国

选取了包括北京市在内的8个城市作为生活垃圾分

类收集试点城市。十几年来，垃圾分类工作虽然取

得了一些成就，但是效果不佳∞。。吴书超等¨。认为

居民的环保意识不够，特别是垃圾分类意识不够是

其原因之一；而闫国东等¨。将公众的环境意识差作

为我国环境问题产生的首要原因。

目前，专门针对居民垃圾分类意识研究的文章

很少，大多是从环境意识这个大角度出发而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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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垃圾分类意识对垃圾分类行为具有重大的指

导意义，环境意识的高低直接影响人们的日常行

为凹]。第二次全国环境会议正式提出要把提高整

个民族的环境意识作为环境保护的一项重要举

措¨⋯。关于环境意识的组成，主要有以下几种观

点：①“二层”，即将环境意识分为环境认知和环境

行为两层¨1|；②“三维度”，即将环境意识分解为环

境意识、环境态度和环境行为¨2。；③“四层”，即将环

境意识分为环保知识、环保态度、环保评价和环保行

动¨3I；④“五层”是指将环境意识分为感性认知、环

保知识、环保态度、环保评价和环保行动¨“。闫国

东等旧。曾在研究中选取环保知识和环保态度来衡

量环境意识。

北京市一直致力于生活垃圾源头分类，近年来

不断扩大垃圾分类试点小区的范围，并加大支持和

监督力度，但仍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垃圾分类正确投

放率未达到理想的水平。本文探究小区居民的垃圾

分类意识，分析影响垃圾分类的因素，进而为更好地

开展垃圾分类工作提供参考。

一、研究数据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2012年本课题组成员在北

京开展小区居民垃圾分类调查的结果。本次调查选

取了开展垃圾分类工作时间较长且达标小区较多的

海淀、石景山、东城和西城4个区，然后在每个区随

机选取两个垃圾分类试点小区随机进行问卷调查。

本次调查共发放居民调查问卷320份，回收285份，

其中有效问卷为280份，有效回收率为87．5％。

二、北京市小区居民垃圾分类

认知的综合评价

参照前人研究成果，本文将从垃圾源头分类意

义的认知、垃圾分类方法的感性和理性认知、对垃圾

分类态度3个角度来衡量居民的垃圾分类认知。

【一)居民对垃圾源头分类意义的认知

在调查中，课题组成员询问了居民对垃圾源头

分类意义的认识，并设置了“减少环境污染”“充分

利用资源”“减少土地占用”“减少垃圾数量”和“提

高垃圾焚烧热值”5个选项供被调查者选择。结果

显示，小区居民对垃圾源头分类的意义认识还是比

较高的，有89．29％的居民选择了“减少环境污染”，

75％的人知道垃圾源头分类可以充分利用资源。但

是居民对垃圾源头分类意义的认识还比较片面，大

多居民的选择仅限于“减少环境污染”和“充分利用

资源”，而对其他3种意义的认识较少。只有

43．21％的居民了解垃圾源头分类有利于减少土地

占用，38．93％的居民明白有利于减少垃圾数量，也

只有25．71％的居民知道可以提高垃圾焚烧热值。

依据“全部答对得5分，答错一题扣一分”的评

分标准，我们将居民对垃圾源头分类意义的认知进

行了量化，得出以下的评分结果(见表1)。其中，得

满分的有47人，仅占总人数的16．79％。

表1 垃圾分类意义得分统计结果

(二)居民对垃圾分类方法的感性和理性认知

人们对于某种行为相关信息的了解程度会影响

个人决策。在本次调查中，调查员询问了居民对生

活垃圾分类方法的了解程度。结果表明：21．79％的

居民表示非常了解，有58．57％的居民表示了解水

平一般，17．86％的居民说自己不太了解，有1．78％

的居民表示自己完全不了解。当进一步问到“您是

否了解附近垃圾回收站的垃圾处理方法”时，只有

22．14％的居民表示自己了解垃圾回收站的垃圾处

理方法。

为了进一步验证居民对生活垃圾分类方法的认

知，本研究设计了“下列哪些垃圾属于可回收垃圾”

问题，并提供了8种垃圾供被调查者选择。调查结

果表明，居民对纸类的认知比较高，有92．86％的居

民知道纸类属于可回收垃圾，其次是瓜果皮核和剩

菜剩饭，但是对废弃纸巾、保鲜袋和玻璃的认知比较

低。有37．86％的居民不知道玻璃是可回收垃圾，

有34．64％的居民认为废弃的纸巾属于可回收的垃

圾，也有27．86％的居民认为保鲜袋是可回收垃圾。

《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2012)明确规定保鲜

袋和废弃纸巾均属于不可回收垃圾。依据“全部答

对得8分，答错一题扣一分”的评分标准，得出了被

调查者对生活垃圾认识得分。其中，有66人得了满

分，占总人数的23．6％，这与21．79％的居民表示自己

非常了解垃圾分类方法的结果基本吻合。将得分换算

成百分制，有86．43％的居民在及格线之上，有51．1％

的居民得分在85分以上(见表2)。

就此而言，小区居民对垃圾分类方法的认知水

平较高，但缺乏对废弃纸巾、保鲜袋和玻璃等生活中

常见而又不易区分的垃圾回收知识，同时对垃圾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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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流程了解较少。

表2居民垃圾分类方法得分人数统计结果

得分 百分制 人数 比率／％

(三)居民垃圾分类态度调查分析

居民对生活垃圾源头分类的态度直接影响居民

垃圾分类的意愿¨1’15]。笔者通过“您认为北京市生

活垃圾源头分类的困难是什么”这一问题来衡量居

民对生活垃圾源头分类的态度。统计结果显示：有

43．93％的居民认为垃圾分类收集太麻烦；40％的居

民认为垃圾分类意识不够是垃圾分类工作面临的困

难之一；42．5％的居民认为政府的宣传力度不够，以

及没有做好垃圾的后期处理工作是导致垃圾分类工

作困难的原因；也有15％的居民认为垃圾分类收集

只是流于形式，没有什么实际效果。这表明，一方面

“谁破坏、谁负责”的环保责任意识宣传工作取得了

初步成效，更多的居民认识到自身的因素是影响垃

圾分类工作的关键；另一方面也说明政府及相关部

门的工作存在监管不力和工作流于形式的不作为现

象。同时，政府的垃圾分类宣传力度也有待进一步

加强。

综上可知，北京市小区居民对垃圾源头分类认

知水平总体较高，但主体之间存在差异，对意义和方

法的认知有待进一步提高。

三、影响因素分析

吴书超等一1总结国内外垃圾分类工作经验，得

出生活垃圾分类知识不够是影响国内生活垃圾分类

行为的重要因素，因此研究居民垃圾分类认知的影

响因素具有重要意义。为了具体而全面地了解北京

市小区居民源头分类认知的影响因素，笔者通过建

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来分析影响居民对垃圾分类认

知的因素，模型如下：Y=bo+bl戈l+b2x2+⋯+b x。+

e，n=1，2，3，⋯，t。其中：l，表示居民对垃圾分类的

认知，笔者分别计算了垃圾分类意义的认知得分

(Y，)和居民垃圾分类方法的得分(y2)。戈为影响居

民对垃圾分类认知的因素，b。为待估参数，e为随机

干扰项。

在以往研究中，有学者认为从个体层次来讲，环

境意识与居民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居住地、职业

类型及宗教信仰等因素有关系¨4'16。17|；从结构层次

来看，环境意识与经济发展水平、环保宣传教育和政

府政策等因素有关¨7’19o。因此，本文的解释变量为

小区是否有垃圾分类指导员、垃圾分类知识获取途

径等8个变量。其中，年龄和受教育程度是多分类

变量，赋值从小到大，表示年龄组和受教育程度组的

增长；工作类型中“其他”包括退休人员、学生、失业

人员等；是否有垃圾分类指导员中的“其他”包括不

知道和没有两个选项。经检验，两个被解释变量不

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回归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异常值、异方差。根据调查结果和上述模型，本研究

得到的回归结果见表4。

通过分析垃圾分类意义得分的回归结果可知，

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设立垃圾分类指导员、加

强小区宣传对提高人们垃圾分类意义的认识具有显

著影响。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对垃圾分类意义的认

知越高。同时，电视宣传对提高人们生活垃圾源头

分类意义的认知具有显著性作用。

通过分析垃圾分类方法得分的回归结果可知，

北京市男性居民的认知水平显著高于女性的认知水

平；年龄对垃圾分类方法的认知有显著影响，年龄越

大，人们对垃圾分类方法的认知水平越高；受教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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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分别表不在10％、5％、1％水平上显著。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通过相关报纸杂志获取垃

圾分类知识与垃圾分类得分有显著性关系，但是系

数y2为负值。经过描述性统计得出，阅读垃圾分类

相关报纸杂志的有108人，平均得分为6；172人没

有阅读过相关报纸杂志，其平均得分为6．4，即通过

报纸杂志获知垃圾回收知识的整体水平更低。产生

此结果可能是由于阅读报纸的群体具有特殊性而无

法准确显现出报纸杂志的宣传效果。据有关部门调

查，阅读报纸的人群绝大多数都在35岁以上，年轻

人很少。

四、结论和建议

(一)结 论

北京居民的垃圾分类认知较高但不全面，与北

京建设生态城市的目标还有一定的差距。通过对北

京市居民垃圾分类认知的分析可得：①北京市居民

对垃圾分类意义的认识存在盲区，不利于调动居民

垃圾分类的主观能动性；②居民对垃圾分类方法的

了解水平虽然较高，但仍需进一步提高，以正确进行

垃圾分类行为；③居民缺乏与时俱进的精神，许多人

固守几千年的垃圾处理方法，难以改变旧习，嫌麻烦

的心理普遍存在，不利于北京市垃圾分类工作的顺

利开展。

(二)建 议

1)将垃圾分类知识教育划入义务教育的范畴。

教育对垃圾分类意义和方法认知都有显著性影响，

北京市近年来虽然重视对中小学生的宣传教育，但

是没有统一的、专门的教学体系和教程安排，而日本

等发达国家早已将垃圾分类教育纳入孩子必学课

程。所以，笔者建议国家相关部门将垃圾分类教育

纳入义务教育范畴，将垃圾分类知识教育贯穿于义

务教育始终，将垃圾分类深入每个孩子的心灵。

2)加强对女性的垃圾分类宣传教育，重视网

络、电视和社区宣传，提高居民的垃圾分类认知。个

体环境意识与家庭教育息息相关，而女性是家庭教

育的主力。分析结果显示，女性的垃圾分类认知低

于男性，加强对女性的垃圾分类宣传教育，提高女性

垃圾分类意识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在宣传工作开

展过程中，应该充分利用与居民生活和工作息息相

关的网络、电视和社区宣传在提高垃圾分类认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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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显著作用，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居民的垃圾分类

认知，继续加强垃圾分类指导员队伍建设。

3)政府部门应加强对小区垃圾分类处理工作

的监督管理，治理“不作为”和不规范的行为。通过

分析小区居民垃圾分类态度可知，垃圾分类相关部

门的工作有待进一步改进，避免形式主义。同时，政

府应加强对垃圾分类后期处理工作的监督管理，解

除居民对垃圾分类后期处理的后顾之忧，以提高居

民垃圾分类的积极性。

4)加快垃圾分类法律法规建设，完善垃圾收集

和处理体系。居民嫌麻烦和相关责任主体的不作为

或作为不规范现象的出现与缺少严格的法律法规体

系、违规成本低、收集与处理体系不健全有很大关

系。所以，我们应当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制订严格

的法律法规，提高相关主体的违规成本，健全垃圾分

类收集和处理体系，使垃圾分类工作整个流程有章

可循、有法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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