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前沿, 2024, 13(11), 357-365 
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4.13111022   

文章引用: 陈煜婷. 生态文明背景下城市垃圾分类存在的问题及优化路径研究[J]. 社会科学前沿, 2024, 13(11): 357-
365. DOI: 10.12677/ass.2024.13111022 

 
 

生态文明背景下城市垃圾分类存在的问题及 
优化路径研究 

陈煜婷 

西南民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四川 成都 
 
收稿日期：2024年9月30日；录用日期：2024年10月31日；发布日期：2024年11月8日 

 
 

 
摘  要 

随着我国城市不断发展，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城市垃圾种类和数量逐渐增加，许多城市面临着垃圾围城

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处理城市垃圾成为政府面临的首要问题。为解决垃圾对城市环境的污染，

打造宜居的城市生活环境，在城市中推行垃圾分类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城市垃圾分类的价值意义出

发，在对我国城市垃圾分类现状展开描述的基础上，通过深度分析发现我国城市在垃圾分类的过程中还

存在着城市居民参与度低、非政府组织参与城市垃圾分类力度低、垃圾分类设施配备不健全以及城市垃

圾分类监管难以落实的问题。针对以上问题，本文提出以下的优化路径：一是加强垃圾分类宣传教育，

二是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共治，三是建立完善的垃圾分类设施，四是完善垃圾分类监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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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China’s cities and urbanization, the types and quantities of ur-
ban garbage are gradually increasing, and many cities are facing the threat of being surround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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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bage.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how to deal with urban garbage has become the primary prob-
lem faced by the government. In order to solve the pollution of garbage to the urban environment 
and create a livable urban living environment, it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to implement garbage clas-
sification in the city. Starting from the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urban garbage classification,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urban garbage classification in China, and through in-depth 
analysis, finds that in the process of garbage classification in China,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such as 
low participation of urban residents, low participation of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 urban 
garbage classification, inadequate garbage classification facilities, and difficulty in implementing 
urban garbage classification supervision. Aiming at the above problem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following optimization paths: firstly, to strengthen the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of garbage clas-
sification, secondly, to build the synergistic governance of multiple subjects, thirdly, to establish 
perfect garbage classification facilities, and fourthly, to improve the garbage classification supervi-
s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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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路径之一，它不仅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还倡导绿色、

低碳、循环的生活方式和生产理念。而垃圾分类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愈发受到国

家的高度重视。目前，垃圾分类已被纳入国家战略，并在多个政策文件中进行强调。2017 年，《生活垃

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的发布标志着垃圾分类工作的全面启动。至 2019 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 9 部门

联合印发通知，明确了全国范围内垃圾分类工作的推进目标和时间表，旨在到 2025 年底实现全国地级及

以上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的全覆盖。目前，全国各城市围绕垃圾分类政策展开了各项工作，但是

还面对诸多困难，基于此，有必要对我国城市垃圾分类展开研究。 

2. 国内外文献综述 

2.1. 国外研究现状 

发达国家在垃圾治理方面起步较早，在垃圾分类意义及垃圾回收处理等方面都形成了较为全面的研

究。在关于垃圾分类意义的探究领域中，Cesario 与 Fontoura 针对医疗废物的分类处理展开了研究。该研

究指出，应当对从事垃圾分类工作的人员开展专业的培训，这样既能减少垃圾残留量，又可以达成保护

环境的目标[1]。Ghalehkhondabi 与 Maihami 则专门对垃圾分类的成本问题和垃圾分类最佳方案间的平衡

关系予以研究，探寻价格和处理机制二者之间的“最优解”[2]。在垃圾回收处理方面，Saphores 等人对

金属、玻璃及塑料等常见的垃圾进行了探讨，并通过构建多项模型，提出了改善家庭垃圾回收利用的有

效途径[3]。 

2.2. 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实行垃圾分类政策。现目前，我国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生活垃圾分类的

政策法规及垃圾分类现存问题和对策等方面。在垃圾分类政策法规上，郑泽宇认为边界规则、选择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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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规则、报酬规则及聚合规则是垃圾分类政策具有的五个规则特征。郑泽宇指出完善垃圾分类中的五

个规则特征，将有助于完善生活垃圾分类的行动机制，从而进一步提升垃圾分类治理的整体效能[4]。鲁

先锋、周翎霄基于双层关联协同框架，分析了政府创新驱动下城市垃圾分类政策执行的变迁模式[5]。在

垃圾分类现存的问题及对策方面，徐玲对上海市宝山区 L 小区进行考察，分析出目前该小区在垃圾分类

上存在公众主体作用不足、垃圾分类政策僵化等问题，为推进社区垃圾分类因此提出了要发挥政府主导

作用、突出重点环节等解决措施[6]。 

3. 城市垃圾分类的价值意义 

城镇化是全球工业化进程引发的人口与市场集聚的必然结果[7]。据调查显示，截至 2022 年年末我国

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 65.22%，人口高度集中以及人民生活质量的不断提升，使得城市垃圾构成发生了

巨大改变。并且根据国家统计局 2023 年末数据整理显示，我国城镇常住人口已经达到了 9.3 亿人[8]。在

该背景之下，如何治理城市垃圾成为我国城市目前面对的重大难题，为此实行垃圾分类政策显得尤为重

要。 
从个人层面来看，参与垃圾分类一方面有利于培养城市居民环保意识，促进其自身素质的提高。在

日常生活当中，生活垃圾种类繁多，如果不进行系统的了解和学习，很难对垃圾进行正确的分类。因此，

城市居民为准确对垃圾进行分类，就需要主动学习垃圾分类相关知识，了解垃圾分类标准，这就有助于

增长居民环保知识。并且，垃圾分类作为环境治理的重要手段，居民在参与垃圾分类的过程中还会无形

接触到许多生态环境保护的视频或活动，这都会潜移默化增强公众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责任。长此以往，

当公众参与垃圾分类的心态从被动转化为主动，并逐渐成为生活中的习惯时，就说明公众拥有较强的环

保责任意识。另一方面，城市居民作为政策的直接享受者，垃圾分类的实行能够为其创建更好的生活环

境。对城市垃圾进行分类治理，不仅能够减少垃圾随意乱堆乱放的现象，还能一定程度上增快垃圾处理

效率。垃圾的正规处理，能够有效减少对大气、水资源的污染，从而防止细菌滋生，为居民提高健康的

生活环境，保障其生活质量的提升。 
社会层面来看，首先，垃圾分类有利于实现资源的再利用，从而促进社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垃圾

是一种隐形的财富，是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再生资源[9]。随着我国城市不断发展，许多城市

都面临着资源不足的问题。面对城市对资源需求的不断提升，实行垃圾分类既可以方便资源的快速回收，

还能一定程度上缓解社会资源不足的压力。例如对于一些纸品、金属、塑料、玻璃等，可以通过回收处

理进行二次利用，从而大量节约社会资源。其次，城市推行垃圾分类政策是社会文明水平的重要体现。

社会可持续发展是对当今最新的认知，而垃圾分类作为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它不仅反应出

了社会公众对环境保护的看法，还体现出我国政府面对人与自然的正确态度。最后，城市垃圾分类的开

展，为社会提供了就业环境。垃圾分类的实施，会给社会的组织模式、工作类型、生活条件、收入水平等

都会带来影响[10]。 
综上所述，实行垃圾分类为公众及社会带来巨大的价值意义，为建设美丽中国，使公众拥有更高质

量的生活环境，政府就需要推动垃圾分类政策的落地实施。 

4. 我国城市垃圾分类现状 

目前，我国按照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的影响将垃圾分为可回收物、有害垃圾、

厨余垃圾以及其他垃圾四大类[11]。在该标准的基础上，各城市展开垃圾分类治理。实际上，城市垃圾分

类治理在我国上世纪 90 年代便开始重视。从整体上来看，垃圾分类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一定进展。

根据相关报告显示，截至 2020 年底，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在我国 46 个重点城市基本建立，其中覆盖了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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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16.8 万个居民小区。部分城市在垃圾分类的实践上都取得了一定成果，以成都和广州垃圾分类为例。

成都作为垃圾分类首批试点城市，在 2020 年 10 月，就发布了《成都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在该

条例中，明确规定了垃圾的收集、运输、处理等的方式。在成都市垃圾分类实施过程中，政府发挥引领

作用，带领城市居民参与到垃圾分类过程当中。目前，成都市已经初步建立了城市生活废弃物分类处置的

模式，为实现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建立了一定基础。广州作为南方最大的中心城市和国际著名港口，在 2011
年 4 月推出《广州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暂行规定》，该规定不仅细化了城市垃圾分类标准及操作规范，

还明确了政府各个部门的职责范围。目前，广州市垃圾分类稳步推进，通过运用了立法、宣传教育、定时

定点投放等措施，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居民的垃圾分类意识，调动了居民参与垃圾分类的积极性。 
综上所述，成都市及广州市在城市垃圾分类的法律规章建设及设施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进展，

为城市垃圾分类治理奠定了一定基础保障。然后，受经济、文化及自然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某些城市垃

圾分类的进程仍较为落后，在垃圾分类上仍处于探索起步阶段。 

5. 城市垃圾分类存在的问题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把美丽中国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12]，在该目标指引下，各城市愈

发重视垃圾分类工作。目前，垃圾分类政策在各城市陆续实施，但是垃圾分类效果甚微，仍有许多城市

遭受着“垃圾围城”的威胁[13]，主要体现在城市居民垃圾分类参与度较低、非政府组织参与城市垃圾分

类力度低、垃圾分类设施配备不健全及城市垃圾分类监管难以落实这四个方面。 

5.1. 城市居民参与度低 

公众参与作为环境保护的五大原则之一[14]，在当今垃圾分类治理中显得格外重要。城市中要真正实

现垃圾分类，就必须立足于城市公众，充分调动其积极性，这样才能达到垃圾再利用的目的。但是，我

国目前大多数居民参与垃圾分类的意识较低，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城市居民环保意识有待提高。城市垃圾分类需要垃圾处理除了主管部门和当地政府的参与，城市公

众也应该承担责任[15]。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虽然公众对保护环境有了一

定认知，但是环境保护意识还有待提高。意识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公众的行为，因此环保意识的欠缺，

导致公众较少参与到垃圾分类的实践过程当中。并且，由于未建立环保思想，许多公众认为垃圾分类政

策的实施给自身带来了极大负担，因此对垃圾分类十分抵触。其次，面对垃圾分类许多公众还存在“搭

便车”心理，认为保护环境是政府部门及其他社会成员的责任，因此常常将自己置身事外或者敷衍了事，

导致垃圾分类在城市中推进十分困难。虽然目前我国政府为提高城市居民垃圾分类意识，采取了一系列

宣传措施，但是由于宣传方式及渠道的限制，其效果仍是差强人意。 
城市居民缺乏垃圾分类知识。拥有必要的垃圾分类知识，是城市居民参与垃圾分类的前提与基础。

作为城市生活垃圾源头分类政策的目标群体[16]，城市居民由于受学历、年龄等因素的影响，许多公众在

垃圾分类上的知识有所欠缺。城市居民对垃圾分类知识的掌握不足，不仅会造成垃圾分类行为的不规范，

还会加大后期垃圾处理的难度，从而难以达到城市垃圾治理的效果。现目前，垃圾分类知识的欠缺已逐

渐成为阻碍居民参与垃圾分类的问题之一。虽然，我国政府通过网络或者分发传单的方式向公众普及垃

圾分类知识，让许多年轻人掌握了相关垃圾的常识，但是由于宣传手段的局限性，仍有一些老年群体无

法获得全面的垃圾分类知识。 

5.2. 非政府组织参与城市垃圾分类力度低 

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化运作，是垃圾分类开展的合理选择，不仅可以弥补政府在垃圾分类上存在

的短板，还能表现出规模经济和节省运营成本[17]。为此非政府组织作为垃圾分类的重要力量，在垃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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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中的地位不容忽视，但是目前我国非政府组织在垃圾分类领域中参与力度较低，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垃圾分类非政府组织发展不完善。在城市垃圾分类治理过程中，政府与社会各团体各司其职、通力

合作，才能形成合力、提升效能[18]。现阶段，由于非政府组织发展不健全的原因，导致多元合力尚未形

成。一方面主要是政府组织对城市垃圾分类机构重视不高。政府对垃圾分类机构重视成都不高，就导致

某些地区垃圾分类行业没有完整的组织结构，从而使得非政府组织能力较低，因此很难介入到城市垃圾

分类中来。在我国没有为非政府组织提供其发展的土壤。例如非政府组织参与垃圾分类的登记过程当中，

我国的登记注册门槛比较高，加上进入机制上存在的一定缺陷，给许多想要参与垃圾分类的非政府组织

关上了大门。另一方面，由于受资金、技术及专业知识及人力等方面的限制，某些非政府组织自身未拥

有参与城市垃圾分类的条件，从而不能进行长期大规模的垃圾分类活动。以上原因的存在，导致非政府

组织在城市垃圾分类中数量较少。 
非政府组织参与城市垃圾分类动力不足。非政府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当中，一方面是出于承担自身的

社会职责，另一方面是实现盈利，促进自身的发展建设。目前，虽然垃圾分类提出有较长时间，但是垃

圾分类实践还处于起步阶段，导致许多地方还需要进行摸索。由于结果的不确定性，某些非政府组织出

于长久利益的考虑，对垃圾分类始终处于观看阶段。其次，由于垃圾分类治理需要投入较大的资金，加

之现目前政府对非政府组织参与到城市垃圾分类治理过程中的帮扶力度较小，导致非政府组织需要承担

较为高昂的成本，因此非政府组织参与城市垃圾分类治理的积极性较低。 

5.3. 垃圾分类设施配备不健全 

垃圾分类设施的健全程度直接影响后续垃圾分类工作的开展。目前，除了上海、北京等少数城市具

备较为完善的软硬件设施外，其他城市在垃圾分类设施建设上仍不完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垃圾分类硬件设施配套不完善。一方面主要体现在我国城市的某些社区还未安放四分类垃圾桶。所

谓四分类垃圾桶就是可以分别投放可回收垃圾、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及其他垃圾的设备。未配备完善的

四分类垃圾桶，不仅让居民没有意识进行垃圾分类，还会从源头上阻碍垃圾分类政策的实施。其次，虽

然某些城市社区配备了垃圾分类设施，但是经过调查，有不少居民反映垃圾设备在数量及放置位置上存

在不合理的现象，根本不能满足整个社区住户的需求[19]。另一方面，城市缺乏垃圾分类的处理设备。社

区居民对垃圾进行分类后，还需要工作人员对已经分类好的垃圾进行运输及分类处理。目前，我国在垃

圾运输过程当中绝大部分还是采用先前统一的运输方式，该方式会造成垃圾的二次混合，使得前期垃圾

分类工作成果付诸东流。其次，我国某些城市缺少针对不同种类垃圾的处理场所，场地的缺失导致不同

类别垃圾在最终处理的过程中都采用相同的焚烧或者填埋的方式，很难真正实现资源的二次利用。 
垃圾分类软件体系不完善。为建立更加高效、快速的运转的城市智慧系统，许多专家利用大数据、

云计算等新兴技术手段逐渐在出行、医疗、食品等方面建立起了网上系统。但是垃圾分类中的智慧化处

理作为建设智慧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现目前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主要体现在有些城市不重视垃圾

分类软件系统的开发，从而出现垃圾分类线上与线下相脱节的现象。例如许多居民反映，在垃圾分类完

成之后，他们缺少线上软件来实现对垃圾处理过程的动态跟踪，这很大程度上打击了他们参与垃圾分类

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居民缺乏规范的查询软件工具。垃圾分类查询工具的缺失，不仅会让公众花费较

多时间，还会因知识的欠缺造成不分类或者乱分类的现象。 

5.4. 城市垃圾分类监管难以落实 

城市进行垃圾分类需投入大量的人力与物力，为确保垃圾分类治理取得预期成效，就需要加强垃圾

分类过程的监督管理及奖惩[20]。目前，我国城市垃圾分类实施难度较大，公众在参与垃圾分类态度上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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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随意，主要是因为我国城市垃圾分类监管难以落实，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垃圾分类投放奖惩法规不健全。要想城市主体参与垃圾分类效率更高，就必须建立完善的奖惩制度，

使得相关人员能够有法可依。一方面，我国缺乏垃圾分类奖惩制度，因此导致许多手段难以落实，使得

城市各部门间的工作难以开展。其次，现存的奖惩制度不够详细，随意性较强。因此造成了现有的奖惩

制度的约束力不强，无法规范主体参与垃圾分类的随意性行为。 
垃圾分类监督管理难度大。在城市垃圾分类的起始环节和处理环节都可能出现问题，因此为达到垃

圾分类的效果，就需要政府实现全过程的监督。但是，由于城市垃圾分类的参与主体众多且垃圾处理的

频率较高，政府很难实现垃圾分类的全方位监督。对城市参与主体监督的缺失，就会造成参与主体精神

与行为上的懈怠，从而出现各类垃圾乱分类或者不分类投放的情况。处理过程缺乏监督，也会造成垃圾

的随意处理，从而难以达到资源回收的目的。目前，虽然某些城市加强了垃圾分类过程中的监督，成立

了城市垃圾分类工作小组，但是由于小组规划和组织能力的欠缺，使得监督力度大打折扣。 

6. 城市垃圾分类的优化路径 

建立城市垃圾分类的良性循环，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归根到底要靠政府及各方主体来完成，其

中政府是推动垃圾分类的关键[21]。针对目前我国城市垃圾分类过程中存在的相关问题，结合国内外在城

市垃圾分类处理的优秀手段，特提出以下的解决办法。 

6.1. 加强垃圾分类宣传教育 

为了使城市公众能够积极参与垃圾分类，更好完成垃圾分类工作。政府需要加强宣传与教育，不断

发挥其“引导程序”[22]。一方面，通过宣传教育，提高公众环保意识。首先，加大绿色生活宣传，通过

社会广播、新闻等途径，不断宣传环保有关的内容，倡导城市公众在日常生活中尽量采取简约而适度的

生活方式[23]，只有城市公众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才可能积极参与到垃圾分类的过程当中。其次，

意识的培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环保意识应该纳入教育体系，让社会公众从小就建立良好的环境意

识。为此，我国可以借鉴德国的宣传办法，联合社区、社会团体及学校，通过各种宣传形式向城市各主

体推广垃圾分类。另一方面，要增加公众对垃圾分类知识的了解，解决垃圾分类知识盲区。政府可以通

过举办讲座、发放垃圾分类指南等方式，让城市公众充分明白如何进行垃圾分类。通过提升公众对环境

保护及垃圾分类的认知，从源头上解决垃圾分类存在的阻碍，从而实现垃圾分类的顺利开展。 
在加强垃圾分类宣传与教育过程当中，涉及到政府、企业等多方主体，既要坚持政府的领导，又要

发挥出其他主体在宣传当中的作用，通过相互配合，沟通协调，从而实现效果的最佳。 

6.2. 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共治 

单一主体均无法承担并完成生态环境治理的全部责任[24]。在实行城市垃圾分类过程中，政府既要意

识到自身能力的短板，又要发挥社会主体在城市垃圾分类中的作用。并且政府在发挥其自主性的同时，

也必须与市场主体进行适当连接，这样才能达到城市垃圾分类的目标[25]。 
首先，政府要给非政府组织提供良好环境，支持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壮大。在非政府组织参与垃圾分

类过程中，政府结合各地实际情况，降低非正政府组织进入门槛，减少非必要的要求，拓宽非政府组织

参与渠道。其次，政府要对参与垃圾分类的非政府组织展开定向培训，提升其技术、组织及沟通等各方

面的能力，为非政府参与城市垃圾分类提供基础保障。并且，在培训过程当中，要与非政府组织参与人

员进行充分的交流，解决非政府组织存在的疑惑，从而夯实非政府组织参与城市垃圾分类的信心，增加

社会主体参与垃圾分类的积极性。此外，资金支持对于非政府组织也十分重要。在日本为促进多元主体

参与城市垃圾协同共治，政府会为社会组织提供资金支持，保证其活动的正常开展，从而提升城市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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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整体效能。为此我国政府可以将部分资金用于非政府组织中，通过提供资金帮扶促进非政府组织在

城市垃圾分类中的发展壮大，弥补政府在城市垃圾治理中的短板。最后，政府也可以设立奖励机制，对

参与垃圾分类的各方主体进行考核评价，对取得良好绩效的组织进行嘉奖。奖励机制的存在不仅可以激

发各主体的积极性，还能在竞争中激发出非政府组织在垃圾分类中的创新思想，提高其完成质量。 

6.3. 建立完善的垃圾分类设施 

在硬件设施上，政府要增加基础设施的投入。一方面，政府要不断提高对于分类垃圾桶的购置规模，

解决某些社区垃圾分类桶不足的现象。政府在社区安放分类垃圾桶时，也要充分考虑该社区的人数及范

围，根据实际情况，对垃圾桶进行合理布局，从而达到方便社区公众进行垃圾分类投放的目的。另一方

面，在垃圾分类处理过程中，政府要增加专门垃圾分类运输车辆和分类站点的数量。工具的专业化，不

仅能够提升垃圾分类的效率，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垃圾在运输或者处理过程中对人体及环境的危害。

例如厨余垃圾由于其带有极强的腐蚀性，并且经过放置可能产生有害气体，通过专业的运输车辆和指定

地点的处理，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其危害。在垃圾处理站的建设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其对大气及水

源等的影响，一般情况下要远离城市居住区及河流等地区。其次，不断增加对不同处理类型的垃圾站，

从而达到不同垃圾分类处理的目标。 
在软件配备上，政府要重视对城市垃圾分类处理的网络体系建设。一方面，建立网上动态跟踪系统。

让公众能够时时了解垃圾处理动态，实现垃圾运输及处理的透明化，在打消公众存在的疑虑的基础上能

更好实现公众对垃圾处理的监督。另一方面，我国要参照德国建立线上的城市垃圾分类咨询模块，从而

实现城市公众不出门，就能在家了解城市垃圾分类的知识，最终解决在垃圾分类时面临的各种问题。线

上软件的建立与不断完善，不仅能够节省公众垃圾分类的时间，还能提高公众垃圾分类的准确率，从而

减少垃圾的二次筛选。 

6.4. 完善垃圾分类监管体系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26]。当前，城

市垃圾分类效果不尽如人意，为提高城市垃圾分类的效率，打造优美舒适的城市环境，政府就必须完善

垃圾分类的监管制度。 
一是完善垃圾分类投放奖惩制度，明确各方责任。只有明确各方在城市垃圾分类治理中的责任，建

立具体的奖惩制度，才能更好地树立城市垃圾分类相关政策法规的威信[27]。在城市垃圾分类过程当中，

对不分类及随意分类的行为要进行惩处，从而强有力地保证垃圾分类的正常开展。在制定奖惩制度过程

中，要确保奖惩制度的详细性，这样既可以减少钻制度的漏洞，也可以规范工作人员的行为，杜绝在惩

罚过程中的随意性。第二不断加强监管力度。有了完善的奖惩措施，缺乏必要的监管也会使得城市垃圾

分类达不到预期目标。在城市垃圾分类起始阶段、运输阶段及最终处理阶段都需要建立监管系统。在垃

圾分类起始阶段，主要的被监督对象为参与城市垃圾分类的各个主体，政府需要加强对垃圾投放点及交

付点的管理，做好源头把控。垃圾运输阶段，政府要对垃圾分类运输车辆进行全过程监督，防止出现垃

圾混装或者随意倾倒垃圾的现象。最后在垃圾处理阶段，政府需要密切关注垃圾处理站是否按照要求处

理垃圾，对不符合规范的处理行为，政府要给予批评或者处罚。 

7. 结语 

随着社会不断发展，人民思想的不断进步，生态保护愈发被社会各阶层所关注。垃圾分类作为生态

保护的重要手段，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着重大意义。本文从城市垃圾分类的意义出发，总

结出了目前我国城市垃圾分类面临的挑战，并在分析原因之后，提出了相关的解决办法。在各城市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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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过程中，由于城市状况及实际情况的差异，每个城市在垃圾分类过程中都会出现不同问题，因

此各城市在进行垃圾分类的过程中，要根据各自实际情况，因地制宜。现目前，随着各地在垃圾分类治

理中的不断探索，各城市的垃圾分类工作都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我们需要认识到我国城市在完全实现

垃圾分类上还有很长一段路需要走。然而，我们要相信随着科学技术与垃圾分类的结合与政府治理能力

的不断提升，这将会很大程度上推进我国城市垃圾分类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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