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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旨在探讨从农耕文明向现代环保转型过程中，民众垃圾分类行为所展现出的历史演变轨迹及当前现

状。通过梳理农耕文明时期垃圾分类的原始形态与习俗，结合现代环保理念的引入与发展，提炼古代农

耕文明中流传至今并对现代环保观念产生重大影响的传统习俗及文化观念，探索古代农耕文明浸润下的

环保观念对现代垃圾分类行为的潜在影响，制定改进措施，提升民众对于垃圾分类的接受度和执行力，

改善目前我国民众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不一致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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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public waste clas-
sification behavior in the transition from agrarian civilization to moder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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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reviewing the original forms and customs of waste classification during the agrarian civilization 
period, combined with the int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oder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n-
cepts, traditional customs and cultural concepts that have been passed down from ancient agrarian 
civilizations to modern times and have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modern environmental protec-
tion ideas will be extracted. The potential influence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ncepts infiltrated 
by ancient agrarian civilizations on modern waste classification behavior will be explored, improve-
ment measures will be formulated to enhance public acceptance and implementation of waste clas-
sification, and efforts will be made to address the current inconsistency between public willingness 
for waste classification and their actual behavior in our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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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全球工业化和人口增长，垃圾处理问题日益严峻。自 2004 年起，中国垃圾产生量跃居世界之首

(陈蒙，2021)，针对生活垃圾这一兼具污染性与资源性的复杂存在，若管理不善，将严重制约国家向可持

续发展目标迈进的步伐(Kirchherr et al., 2017)，特别是发展中国家(Zeng et al., 2023)。在这一背景下，研究

垃圾分类的社会重要性不言而喻。垃圾分类直接关乎环境污染的有效治理，科学合理的分类策略能够显

著减少垃圾填埋和焚烧产生的污染物，保护生态环境。同时，垃圾分类促进了资源的有效回收和再利用，

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有助于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双赢。然而，随着现代

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尽管人们的环保意识有所提升，垃圾分类却仍未能全面普及，实际分类行为仍不尽

如人意。农耕文明，作为人类历史上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的典范，其资源循环利用、生态平衡等环保观

念对现代生活垃圾分类具有深远的启示意义，通过深入研究其环保理念可帮助现代社会环保理念成功转

型。因此，本研究从农耕文明到现代社会环保的转型视角出发，结合环境心理学探索古代农耕文明浸润

下的环保观念对现代垃圾分类行为的潜在影响，不仅有助于揭示环保行为背后的社会文化逻辑，还能为

制定适应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的垃圾分类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帮助民众更易接受垃圾分

类政策并付诸实践，改善目前国内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不一致的情况。 

2. 农耕文明时期的垃圾分类 

2.1. 农耕文明概述 

农耕文明，指古代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劳动中形成的物质和精神的文化总和，包括管理观念、

文化艺术、风俗习惯等(齐利平等，2024)。农耕文明的兴起与繁荣标志着人类社会从依赖自然采集与狩猎，

逐步过渡到以农业生产为基础。这一转变不仅极大地促进了人口的增长和社会的稳定，还深刻影响了人

类的生态观念。农耕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基，蕴含着尊重自然、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勤俭持

家、讲信修睦的优良品质。 
农耕文明起源于新石器时代，随着气候的变化、人口的增加，人们开始驯化动植物，逐渐形成了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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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农业生产体系。农耕文明的生活方式以农业生产为主，辅以畜牧业、手工业和商业等经济活动。人

们根据季节变化和土壤条件进行耕作，种植谷物、蔬菜等作物，同时饲养家畜以提供肉、奶等生活资料。

这种生产方式使得人们能够在相对固定的地域内定居，形成村落、城镇等聚居形态。最早的农耕文明多

出现在大江大河流域的肥沃土地上，如黄河、长江流域。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中，人们积累了丰富的

农业知识和技术，如灌溉系统的建造、农具的改进等，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为人类社会的持续

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2. 农耕文明时期的环保观念及习俗 

环保是人们为保持自然环境生态平衡不被(或者减轻)人为破坏而采取的各种有效保护措施(郭新建，

2014)。其理念虽在现代社会中才被明确提出，但其精神内核在农耕文明初期便已悄然萌芽。例如图腾崇

拜，作为农耕文明初期的一种普遍现象，不仅体现了先民对自然的敬畏与依赖，更在无形中保护了野生

动植物资源。这一时期人们将生活的全部希望寄托于自然，将生活中的偶发事件与自然紧密联系在一起，

认为某些动植物不能触犯(郭新建，2014)，并且为自然赋予各种形象，这在我国许多古籍中都有记载。如

“汤德至矣，及禽兽。”。我国的手工业在夏商周已发展迅速，但也给环境带来了污染和破坏。土法采冶

矿石造成了环境污染。“有动封山者，罪死不赦。”民众看到矿石的经济价值而盲目地滥采滥伐，导致

“数十里沟涧溪河皆成稠浊，民间饮之辄疾病”，面对这样的环境污染，有识之士发表了如“山泉深则

鱼鳖归之，树木盛则飞鸟归之，书草茂则禽兽归之”“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

可胜食也……”等观点(杨伯峻，1960)，强调人类活动应遵循自然规律。 
此外，土葬制度的推行，有效避免了尸体腐烂带来的环境污染与疾病传播问题。而现代常用的笤帚、

簸箕，相传由黄帝、炎帝发明，那时已形成“凡内外，鸡初鸣，洒扫室堂及庭院”的习惯。同时，阴沟等

设施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广泛使用，该时期的“都厕”是世界上最早的公共厕所。 

2.3. 农耕文明时期垃圾分类的原始形态 

在农耕文明时期，由于人类与自然环境的紧密依存关系，垃圾分类行为往往是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

自发形成的。资源有限使古人形成了珍惜资源、物尽其用的观念，并促进了对垃圾的分类处理。农耕时

期的垃圾基于用途可分为三类：一般生活垃圾、人畜粪便和污水污物。一般生活垃圾主要包括日常生活

中的废弃物，如破旧衣物、草木灰烬等。除了进行再利用、交换，这些垃圾往往被填埋或焚烧(灰烬还被

用作肥料)。受到自然条件的影响，不同地区的处理方式也存在差异，在雨水充沛、河流密布的地区，居

民会将可降解的厨余垃圾直接倒入河中，利用水流进行分解和净化；在干旱少雨的地区，垃圾则被集中

堆放在远离居住区的空旷地带，通过自然风干和微生物逐渐降解。而人畜粪便被视为宝贵的资源，被专

门收集，用作肥料。这不仅减少了环境污染，还提高了土壤肥力。对于污水和污物，古人通过建设排污

工程进行处理。我国古代的城市排污工程历史悠久，可追溯到商代，有效减少了污水对环境的污染，并

促进了水资源的循环利用。 
在明清时期，垃圾回收分类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人们不仅收集粪便和厨余垃圾作为肥料，还有专人

从垃圾中分拣出骨头、羽毛等废物。这些废物被分类保存，作为制造工艺品的原料。此外，古人还使用

法律、教化管理垃圾分类行为，如《汉书·五行志》中就记载了对乱扔垃圾的惩罚。 

3. 现代环保理念的引入与垃圾分类的转型 

3.1. 现代环保理念的兴起 

工业革命作为人类历史的重要转折点，极大推动了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但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

https://doi.org/10.12677/ap.2024.149635


吴梦楠 
 

 

DOI: 10.12677/ap.2024.149635 190 心理学进展 
 

挑战，环境问题逐渐从局部性、单一性问题演变为全球性、综合性危机。空气污染、水体污染等，严重威

胁了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促使社会开始反思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和生活方式。在这样的背景下，现代环

保理念应运而生，并迅速在全球范围内兴起。 
现代环保理念的核心在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倡导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充分考虑环境的承载

能力和生态系统的平衡。这一理念打破了以往“先污染后治理，先发展后保护”的传统思维，提出了“绿

色发展、循环经济、低碳生活”等新发展理念，旨在通过科技创新、政策引导、公众参与等，实现经济社

会的可持续发展。随着环保意识的普及和环保运动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将环保纳入发展战略，

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环保法律和政策。如加强环境监管和执法力度，提高环境违法成本；推广清洁能源

和可再生能源，减少化石能源的依赖；鼓励企业采取节能减排措施，降低碳排放量；提高公众环保意识，

倡导绿色消费和低碳生活方式等。 

3.2. 垃圾分类的现代转型 

工业革命后，工业生产规模迅速扩大，城市人口激增，垃圾产生量急剧上升且成分更加复杂。随着

环保意识的觉醒，一些城市开始建立垃圾收集和处理系统，垃圾处理逐渐从自然消化转向人工处理，但

垃圾分类行为并未得到普及，垃圾处理仍处于较为原始的状态，垃圾随意丢弃、焚烧、填埋等现象较为

普遍。随着现代环保理念的深入人心和社会对可持续发展需求的不断增长，垃圾分类经历了从传统到现

代的深刻转型。这一转型不仅体现在技术、政策层面的创新，更在于社会观念、行为模式的根本变化。 
现代垃圾分类的转型首先得益于政策层面的强力推动，政府出台垃圾分类的法律法规，明确分类标

准、责任主体和奖惩机制，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同时投入大量资金研发新型垃圾处理技术，如生物

降解、焚烧发电和高效回收等，减少垃圾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在技术驱动下，垃圾分类也迎来了智能化

转型，出现了智能垃圾桶、垃圾分类 APP 等创新产品。虽然目前普及率和专业度还不够理想，但也提高

了垃圾分类的准确性和便捷性。政府、企业、社区和居民等各方也形成了强大的合力，共同推动垃圾分

类工作的深入开展。通过宣传教育、激励机制等，激发公众对垃圾分类的热情和参与。此外，垃圾分类

的标准愈发细化，类别愈发复杂。这种精细化分类体系和资源利用方式，不仅减轻了环境压力，还促进

了资源循环利用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我国也在积极推动垃圾分类工作，进入垃圾分类“强制时代”。北

京、上海、广东等一线城市先后就生活垃圾管理进行修法或立法，通过督促引导，强化全流程分类、严

格执法监管，让更多人行动起来。 

3.3. 垃圾分类行为的现状 

一般来说，废物或垃圾被称为不需要的材料。结合我国垃圾分类回收实践，垃圾分类定义为居民将

生活垃圾按规定类别分类收集，并到指定设施投放或变卖的行为。 
过往研究显示，环境态度和环境情境是影响个体垃圾分类意愿的重要因素。有研究者(王婷婷，2015)

根据环境态度与行为理论(attitude, behavior, condition, ABC 理论)、计划行为理论等进行量化研究，结果

表明，民众认为垃圾分类重要和落实到行动中仍然有约 20%的差距，说明目前垃圾分类面临的主要挑战

是民众如何跨越认知和行为鸿沟的问题。ABC 理论实际上是专门针对生活垃圾循环利用建立的，核心是

认为垃圾投放者的投放行为是其内心态度和外部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目前我国如北京、上海等一线城

市从 2000 年开始实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李妍等，2020；宋玉蓉，2019)，多年来，取得一定的经济及环

保效益，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杜欢政，刘飞仁，2020；靳晓菲，2020；韦彩嫩，2020；张宏明，2020)。北

京政府最大问题是厨余垃圾分类收集质量不高、投放不规范(杨语溪，刘凌，2022)。上海市采取强制措施，

截至 2019 年底，约 1.3 万个居住区(村)的分类达标达到了 90%，但仍存在激励效力偏低、湿垃圾处理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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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能力不足等问题(李志青等，2020)，甚至在政策放宽后出现了反弹的情况。表明即便在外部条件与居民

环境态度均较为理想的情境下，行为层面的脱节现象依然显著。 
于农村而言，随生活水平的提高，垃圾量在不断增长，但农村的垃圾分类和处置设施与城市相比相

对落后，投入的资金也十分有限并且缺乏行之有效的运行管理机制，且村民认可、支持不高，许多农村

地区试图推行垃圾分类，但由于缺乏相关观念，这些尝试往往以失败告终(刘霞云等，2023)。有研究表明，

农村垃圾分类政策的实施存在治理规则的模糊和农民垃圾分类意识淡薄两大障碍(樊彦瑞等，2023)。但通

过实地调研及典籍查阅发现，受到生活方式的影响，虽然村民对于垃圾分类的认可度及意愿较低，但其

日常生活习惯中隐藏着很多符合垃圾分类理念的行为，如废旧塑料品、衣物的循环利用等，而这些正是

农耕文明中的环保理念。因此，以农耕文明为抓手探索其对现代环保模式的影响，并改善行为意愿脱节

的困境极为重要。 

4. 农耕文明环保观念对现代垃圾分类的潜在影响 

4.1. 传统习俗的现代价值 

在农耕文明中有很多具有现代价值的环保观念，它们流传至今，扎根于中华民族的思想中，成为保

护环境的有力支撑。在农耕文明中，资源循环利用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生活方式。农民会将农作物的残余

部分，如秸秆、稻壳等，用作牲畜饲料、建筑材料或燃料，实现了农业废弃物的有效转化。同时，家庭生

活中也倡导“物尽其用”，如旧衣物改造成抹布、破损器具修补再利用等。这种资源循环利用的传统习

俗，为现代垃圾分类中的可回收物处理提供了历史借鉴。同时，农耕文明中还蕴含着深刻的生态平衡观

念。古人认识到自然环境的脆弱，因此处理垃圾时注重减少生态环境的破坏，如将厨余垃圾、畜禽粪便

等堆肥处理回归农田，实现了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和生态系统的循环再生，为现代垃圾分类中的湿垃圾

处理提供了重要启示。此外，农耕文明中的节约意识贯穿于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农民会珍惜每一粒粮

食、每一滴水、每一块土地，力求做到物尽其用、避免浪费。这种节约意识对于现代垃圾减量同样具有

重要意义。通过倡导简约生活方式、减少一次性用品的使用、鼓励物品修复和再利用等措施，可以从源

头上减少垃圾的产生量，降低垃圾分类和处理的压力。 

4.2. 文化观念的心理影响 

农耕文明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种观念通过代代相传，内化为现代人的认知图式。当现代人面

对垃圾分类这一环保要求时，如果他们的行为与这种内化的环保态度不一致，即出现认知失调，就会产

生心理上的不适感，进而驱使他们采取行动以恢复态度与行为之间的一致性。这种心理机制促使现代人

主动学习和实践垃圾分类，以符合自己内心的环保信念。农耕文明中的环保行为也往往会受到社会群体

的认可和支持，这种社会认同成为现代人参与垃圾分类的重要动机之一。社会认同理论指出，个体倾向

于通过参与社会群体活动来获得归属感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因此，当垃圾分类成为一种社会共识和风尚

时，现代人参与其中的动机将得到强化。同时，在完成垃圾分类任务后，现代人还能获得自我效能感，

即对自己能够影响环境、改变现状的信心，这种积极的心理体验将进一步激励他们持续参与环保行动。 
农耕文明中的环保观念引导现代人形成了一种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价值观排序。在面临多种选择

时，现代人更倾向于选择那些符合环保原则、有利于长期生态稳定的选项。这种价值观排序在垃圾分类

中体现为对可回收物、有害垃圾等分类投放的重视，和对减少浪费、促进资源循环利用的追求。此外，

长期目标导向的心理机制也促使现代人在垃圾分类中注重长远而非短利，愿意为子孙后代的福祉和地球

的未来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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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提升垃圾分类行为的策略与建议 

5.1. 政策引导与农耕文明理念相融合 

在推动现代垃圾分类行为的进程中，政策引导至关重要。而农耕文明中蕴含的深厚观念，如“天人

合一”的和谐生态观、资源循环利用的朴素智慧等，为现代垃圾分类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因此，将政策与农耕文明理念相融合，是提升垃圾分类效果、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政策制定

者需深入研究和理解农耕文明中的环保观念，明确其在现代社会中的适用性和价值。这要求政策制定者

不仅要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还要具备跨学科的视野和素养，为政策制定提供支撑。而在制定垃圾分类

政策时，可以借鉴农耕社会中资源循环利用的做法，明确各类垃圾的分类标准和回收利用途径，鼓励居

民减少浪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 

5.2. 社区实践传承农耕文明 

通过社区实践传承农耕文明，不仅能够让居民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还能在潜移默

化中培养居民的环保意识和可持续发展观念。社区可以定期举办以农耕文明为主题的活动，如农耕文化

节、传统手工艺展示、农作物种植体验等，让居民亲身体验农耕生活，了解农耕文明的历史和内涵，增

强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自豪，学习农耕社会中资源节约、循环利用的智慧，进而将这些理念应用到日常

生活中。此外，可以在社区内建立有机垃圾堆肥站，居民可将厨余垃圾等有机废弃物投放于此，通过堆

肥处理转化为有机肥料，减少垃圾填埋和焚烧的压力，并且堆肥过程中产生的有机肥料还可以用于社区

绿化、家庭园艺等。社区还可以组织居民成立农耕文化兴趣小组、志愿者团队等组织，鼓励居民积极参

与农耕文化的传承和实践活动。通过共同参与和互动，居民可以加深彼此之间的了解和信任，形成更加

紧密的社区共同体，激发居民的创新精神，为农耕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 

5.3. 科技赋能与农耕智慧相结合 

在垃圾分类这一领域，科技的力量与农耕文明中的环保智慧相融合，能够显著提升分类效率，优化

资源利用，促进可持续发展。借助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现代科技手段开发出智能垃圾分类系统，通过图

像识别、语音识别等技术，自动识别垃圾种类，引导居民正确分类投放。在系统设计过程中，融入农耕

文明中的分类智慧，如“物尽其用、变废为宝”的理念，优化分类标准和回收流程。同时通过科技平台，

可以将农耕文明中的环保理念、分类智慧等内容以更加生动、直观的形式呈现给公众。例如，利用虚拟

现实技术重现农耕生活场景，让公众身临其境地感受农耕文化的魅力；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发起垃圾分类

挑战赛、环保知识竞赛等活动，激发公众参与垃圾分类的热情和积极性。此外，农耕文化的传承需要一

批具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传承人，通过在线教育平台为传承人提供专业培训课程，让他们掌握现代科技

知识和应用技能；或者利用科技手段记录、整理农耕文化的相关资料和文献，为传承人的学习和研究提

供便利。同时，还可以鼓励传承人与科技工作者合作，共同探索将农耕智慧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新领域

和新方法。 

6. 结论 

“我国拥有灿烂悠久的农耕文明，必须确保其根脉生生不息，做到乡村社会形态完整有效，文化基

因美好品德传承弘扬，农耕文明和城市文明交相辉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本文探讨了从

农耕文明到现代环保转型过程中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的历史演变与现状，通过系统分析农耕文明时期的

环保思想和垃圾分类方式，结合现代社会垃圾分类现状，提出了一系列提升垃圾分类行为的策略与建议。

总结研究成果，我们发现农耕文明中蕴含的环保智慧，如资源循环利用、生态平衡观念等，对现代垃圾

https://doi.org/10.12677/ap.2024.149635


吴梦楠 
 

 

DOI: 10.12677/ap.2024.149635 193 心理学进展 
 

分类行为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人们对农耕文明的高度认同也有利于提升对于垃圾分类的接受程度。我

们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将垃圾分类作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通过传承上下五千年的优秀

传统文化改善意愿行为不一致的根本问题，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更

加美丽、宜居的地球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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