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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资源循环利用体系的生活垃圾处理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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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实地调研、入户调查和定点追踪，展开基于资源循环利用的城乡生活垃圾处理研究，分析了城

乡生活垃圾的数量、组成、运输、处理方式，追踪分析了我国城镇与乡村生活垃圾处理问题产生的原因，从居民、

政府、市场三个视角入手，揭示问题症结，居民环保意识欠缺，政府生活垃圾治理“无力”，生活垃圾资源回收循

环利用市场产业链不完整，遵从垃圾处理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原则，提出“3 阶段 1平台”的生活垃圾资源

循环利用体系处理模式，从技术研发、环保政策、创新处理模式、环境教育、法制建设五个方面提出了保障机制的

政策建议，调整政府、市场、居民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通过政府的政策调控和监督，

在利用方式和技术的革新作用下，建立生活垃圾资源循环利用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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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中国国民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推进，城乡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城镇和乡村生活垃圾日益增多
[1-3]

。

中国垃圾累积堆存的总量已经超过 60 亿吨，并且还在以每年接近 10% 的强劲速度增长
[4]
。生活垃圾是我国城市和乡村垃圾的主

要组成部分
[5]
。城乡生活垃圾的大量产生，和垃圾处理能力的滞后、垃圾处理管控问题，致使垃圾围城、垃圾围村

[4, 6]
、垃圾对

水源地的污染等垃圾污染环境事件时有发生，不仅影响城市和乡村容貌，而且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威胁，由此而产生的生活垃圾

处理问题逐渐引起社会及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2001 年城市垃圾处理在我国已经被列入《中国二十一世纪议程优先项目计划》；2015 年农村垃圾治理正式写入中央 1 号

文件，我国“十三五”规划提出，要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坚持城乡环境治理并重。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纳入中国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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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提出“四化同步”发展
[7]
，要求“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初步建立”，建立资源循环利用

体系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和实现手段。垃圾是放错位置的资源。垃圾回收处理利用是资源循环利

用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建立生活垃圾回收处理利用循环体系，就必须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全面推行循环的发展模式
[8]
，

就是要建立生活垃圾资源的“闭合循环”生产体系或“无废料”的生产体系
[9]

；不仅有利于城区与乡村的生态环境保护，而且

可以推动循环经济中的资源循环利用发展。

本文以城市和乡村实地生活垃圾处理追踪调查为基础，结合我国垃圾处理实施政策及文献资料，对我国城市及乡村生活垃

圾处理过程进行概述和分析，以此为基础，深入探讨城乡垃圾处理目前存在的原因，并针对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和农村生活垃圾

处理问题展开深入讨论。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区域概况

本文结合“生态样板+ 美丽乡村”建设项目展开研究和调研，选取了沿江环湖带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南昌市东湖区和高安市

上湖乡与汪家圩乡进行生活垃圾处理实地调查研究。通过实地调研，了解市区及乡村生活垃圾处理现状，分析市区与乡镇生活

垃圾处理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南昌市东湖区位于鄱阳湖西南部沿岸， 东经 115°1′ ～ 115°35′，北纬 28°40′ ～ 28°44′ 之间，属南昌市中心

城区，辖区国土面积 56.95 km
2
，城镇常住人口 50.3 万，流动人口 3.3 万，下辖 1 个镇、9 个街道，1 个贤士湖管理处、1 个

扬农管理处，110 个社区，17 个家委会，21 个行政村。

高安市位于鄱阳湖西南部，与南昌市接壤，东经 115°00′ ～ 115°34′，北纬 28°02′ ～ 28°38′ 之间，辖区国土

面积 2 439.33 km
2
，下辖 2 个街道、18 个镇、2 个乡和 1个风景区，乡村人口 63 万，据政府资料显示乡村月生活垃圾产量约

为 2.2 万吨。高安市是全国粮食生产重点先进县市，选择上湖乡和汪家圩乡为调研重点区域。上湖乡国面积 41km
2
，13 个村委

会和 1 个居委会，117 个自然村，乡村人口 3 万人。汪家圩乡国土面积 96 km2，9 个村委会、1 个居委会，121 个村民小组，

乡村人口 1.5 万人。

2.2 研究方法

采取两种方式：（1）通过实地调研，定点观察追踪，走访访问研究区域街道环卫部门、美丽乡村建设管理政府部门、废品

回收站、环卫工人、企业、工厂、市民、农民，收集生活垃圾处理相关资料。（2）发放调查问卷和入户调查。调查的对象主要

是市民、村民、环卫工、管理者，针对市民居民区生活产生的生活垃圾数量成分、村民庭院生活产生的生活垃圾数量成分、处

理方式及公共区域内生活垃圾运送、处理全面深入了解。

3 结果与讨论

3.1 生活垃圾特征

根据调查，东湖区生活垃圾产量每户平均为 3.63 kg/d，人均垃圾产量为 1.21 kg/d ；高安市乡村生活垃圾产量每户平均

为 1.92 kg/d ；人均垃圾生产量为 0.48 kg/d（不包括建筑垃圾、工业垃圾、医疗垃圾）。城市生活垃圾每人每天平均产量要

高于乡村每人每天的平均垃圾产量，是乡村人均垃圾生产量的 2.5 倍左右。城市人均生活垃圾产生的重量要远高于乡村生活垃

圾产生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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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垃圾组成成分分析：（1）城市生活垃圾包括：餐余物（剩饭、剩菜、果皮、各类坏掉的蔬菜水果）、日用品废弃物（各

种洗漱用品盒、塑料制品包装盒、牛奶盒袋、废弃的衣服、药盒、玻璃制品、铁器物）、卫生纸、电子产品（废旧的电池、手

机、老旧的影碟机等）、纸张（报纸、旧书）。城市生活垃圾的主要特征是：生活垃圾的餐余物、纸张、塑料制品占主体的 71% ；

总量多，季节性变化不大；有害的电子垃圾增加明显，污染性垃圾相对较多，垃圾含水量高，燃烧值低；纸制品等废品回收率

较高，玻璃制品几乎没有回收，对环境造成较大危害的电池没有单独回收处理。（2）乡村生活垃圾包括：餐余物（剩饭、剩菜、

果皮、各类坏掉的蔬菜水果）、燃料废渣（煤渣、草木灰）、日用品废弃物（各种洗漱用品盒、塑料包装盒、牛奶盒袋、废弃

的衣服、药盒、玻璃制品）、废弃工具、电子产品（废旧的电池）。乡村生活垃圾的主要特征是：餐余物、纸张、塑料制品占

主体的 80% ；总量多，季节性变化大；有害污染物质相对较少；纸制品等废品回收率低，玻璃产品没有回收，电池等随意抛弃

没有回收；垃圾含水量高，燃烧热值低（图 1）。

城市生活垃圾与乡村生活垃圾组成成分的主体均为餐余垃圾，主要的差别是城市生活垃圾中纸类、塑料制品、木材、金属

制品（包括电子产品与电池）占生活垃圾重量的比重大于乡村生活垃圾的比重。

根据实地调研与以往研究
[3, 10-11]

，对比发现城区与乡村生活垃圾的四点特征：（1）生活垃圾具有地域特征，不同地域其生

活垃圾的主要成分有所不同。（2）生活垃圾数量增长迅速。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城镇和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消费能力

日益增长，城镇和农村生活垃圾的量增长迅速。与地域的经济水平发展正相关。（3）生活垃圾组成结构城乡存在差异。随着经

济增长，城乡消费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城镇和农村生活垃圾的组成结构也逐渐发生了变化，无法通过自然分解的垃圾种类越

来越多。（4）生活垃圾中电子垃圾明显增加，数量增长较快。

3.2 生活垃圾收集、处理现状

调查研究地区城乡垃圾收集系统分为“可回收和不可回收”两类垃圾桶。在道路两边可明显看到有“可回收和不可回收”

两类垃圾桶。但在城乡住宿小区或者乡村居民居住区内生活垃圾多数只有一个绿色大型垃圾桶用于统一收集生活垃圾或者是一

个大型水泥池统一倾倒堆积；然后垃圾运输车，统一收集。

目前东湖区和高安乡村生活垃圾处理仍为原始的混合收集。市区内有固定的生活垃圾收集桶，且垃圾桶摆放较为密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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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垃圾的集中收集可达到 100%，垃圾不分可回收和不可回收，统一收集生活垃圾装车运输，统一处理；市区存在随意丢弃垃圾

现象，但都可以达到及时清理，保持环境卫生的整洁。乡村内固定的垃圾桶多位于主要道路或者街道两旁，垃圾桶少，居住区

没有固定生活垃圾收集桶，生活垃圾处置存在两种情况：一是，由村民自己设置垃圾堆，按照就近原则处理，随意堆放和倾倒，

环境卫生差，污染严重；这种情况占 80% ；二是，有水泥垃圾池，统一倾倒，统一收集，但量大池小，垃圾池周边垃圾倾倒随

意，环境卫生差，存在环境污染。这种情况占 20% ；乡村生活垃圾倾倒地点呈现“四边”：路边、河沟及河滩边、村边、塘边。

混合收集生活垃圾的处置方式，代表了我国绝大多数城镇和乡村生活垃圾处理方式。

对于可回收的垃圾处理：在城区内，垃圾回收站和废品收购站较多，居民收集可出售的生活垃圾出售给废品收购人员或者

废品回收站，主要以废纸盒、纸张、塑料瓶、旧家电为主。在乡村，废品回收站少，村民收集可出售的垃圾主要出售给废品收

购人员，主要以纸张、塑料瓶、废旧的铁器工具为主。对于不可回收的垃圾处理：市区和乡村大多数采取定点填埋、露天堆放、

焚烧方式进行处理。不可回收的垃圾以餐余生活垃圾为主，其中常夹杂可回收利用的金属、玻璃、零散纸张、塑料等，还有对

环境有严重污染的电子产品，如电池。对于餐余垃圾堆肥处理只有在个别试点景区，数量极少。

生活垃圾分类方式不当。城区内垃圾分类主要依赖垃圾桶，垃圾桶分为两个：可回收垃圾桶与不可回收垃圾桶，分类粗放。

根据调查，随机对 186 名市民调查，91%的人不能很清楚地区分可回收垃圾与不可回收垃圾，95%的人随意投放垃圾，不按要求

分类投放。乡村某些区域有一个大容量垃圾桶，有些区域没有垃圾桶，垃圾处理随意。随机对 126 名乡村居民调查，98% 的人

不清楚垃圾分类，100% 的人随意处理垃圾。我国城市及乡村政府并没有对生活垃圾分类的意义进行有力宣传和教育。

生活垃圾混合处理造成了许多可循环利用的垃圾资源被浪费，对环境有严重污染的重金属物质进入土壤和水体。土壤中的

微生物数量和结构遭到破坏，生物降解能力下降，生态环境承载力下降，土壤的理化性质发生改变，农作物受到污染，直接威

胁人类的食品安全。垃圾污染物通过渗滤进入地下水与河道，污染人类饮用水源和可食用水产品，直接威胁人类的生命安全。

堆放的垃圾腐败恶臭散发甲烷等有害气体及生活垃圾焚烧排放未净化彻底的烟霾和有毒气体，污染空气，直接威胁人类的健康

安全。城镇市区生活垃圾有专门的收集、运输、处理系统（垃圾收集—垃圾转运—垃圾压缩—垃圾填埋或焚烧）；乡村生活垃

圾没有专门的收集、运输、处理系统，绝大多数垃圾依赖村民自发的随意处理和自然降解。

我国生活垃圾为混合垃圾，湿度大，不利于彻底焚烧，且目前国内垃圾焚烧技术和设备主要来源于国外，主要针对干垃圾

的焚烧效果更好，湿垃圾焚烧损伤炉体，炉体寿命短，垃圾燃烧不充分。

3.3 生活垃圾处理疑难问题原因分析

东湖区和高安乡村生活垃圾的处理问题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城区和乡村生活垃圾处共同点在于，生活垃圾没有进行分类

处理，可利用可回收资源浪费严重，造成环境污染垃圾得不到及时处理，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的电子产品没有进行及时回收和

无害化处理。不同点在于：城区垃圾收集箱及收集站点多，政府承担生活垃圾处理，环境较为干净整洁，但行政成本和经济成

本负担重；乡村生活垃圾零散，分布面广、生活垃圾处理管制处于空白状态。造成生活垃圾处理滞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

其生活垃圾产生、收集、处理的过程分析，涉及三方面主体：市民或村民、市场和政府，主要存在以下问题（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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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垃圾生产者的角度：市民和村民缺乏环境保护意识和环境保护的常识，对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在调查中发

现，96% 的垃圾的制造者大多数都对各种生活垃圾会对水体和土壤会产生什么样的危害不清楚，生活垃圾制造者对垃圾是否可

以循环利用不清楚，没有资源循环利用的意识，只有 4% 的垃圾制造者明确肯定地指出垃圾会对环境造成污染，但对其危害程度

不了解；没有认识到垃圾的资源性和垃圾随意处理的危害性。调查研究中，市区居民和乡村居民对于建立资源循环利用体系没

有概念，认为生活垃圾处理是政府的事情，与自己没有任何关系，环境保护与建设“公民”参与意识低。生活垃圾处理随意，

且不收取任何费用也不支付污染费用，没有经济效益。居民作为垃圾的制造者，大多数没有意识到垃圾的危害，环保意识差，

分类处理的自觉性低，在没有监管机制和利益诱导下，没有“环境保护与建设的参与意识”，积极性差。

（2）从垃圾处理市场角度：市场在生活垃圾处理中没有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市区、乡镇及乡村垃圾收

集处理均由政府承担和监管（城管街道、环卫或住建厅等），包括人员的调度安排，垃圾回收站点布局、垃圾桶的布点、垃圾

资源回收、清运、处理等环节，均是由政府部门负担，没有进行市场化运作。企业参与生活垃圾处理低、垃圾处理研发投入少。

企业在垃圾处理与资源回收利用方面没有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且企业参与市政垃圾处理门栏标准高，政府未能将生活垃圾处理

产业推向市场，致使很多企业被动的被排除在行业之外。垃圾资源回收收集处理企业市场化参与度低，回收垃圾资源再次成为

生产原料进入市场门栏高，致使很多生活垃圾中的可再利用资源“被放弃”。

（3）从政府角度：政府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和“法规”的制定者，未能积极的调动激发市场和企业活力且在垃圾处

理和执行方面未能充分的发挥监督和管理作用。在垃圾分类方面，居民没有环保自主自觉意识，政府在生活垃圾环境保护与危

害方面知识普及不够、宣传不够，在生态环境教育方面投入力度不够；在垃圾处理方面，政府行为分为两个极端“一肩挑”或

管理空白缺位。对于政府“一肩挑”而言，政府承担能力毕竟有限，很难满足城市与乡村生活垃圾处理的全部需要。政府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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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垃圾处理方面没有充分发挥市场和群众的力量；政府生活垃圾处理管理机构人员缺乏市场经济意识和概念，创新理念弱，官

僚意识重，懒政怠政被动；乡村生活垃圾处理多数处于无序、无监管、无处理状态，自然丢弃，自然降解，政府没有尽到主导

和监管责任，也没有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或者制度，政府职能作用没有发挥，乡村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在实地调查中，城镇居

民对垃圾属于那个部门管理不清楚，村民对垃圾处理属于那个部门管理不清楚。

3.4 基于资源循环利用体系的生活垃圾处理模式

资源循环利用体系，是“绿色、循环、低碳”循环经济
[7]
和生态经济的核心与基础，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传统

经济发展中的资源利用模式，是直线型单向的排放式发展，资源从利用到丢弃，生产资料直接来自于自然资源；生产产品废弃

物及生活消费品废弃物直接排放于环境；直接导致资源粗放利用和不断消耗。未来新的经济发展必须是可持续发展，在资源生

态可承载范围内的经济发展，就需要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生产资料实现循环利用，资源实现循环利用。资源循环利用体系是目前

学术界热议的循环经济和生态经济发展的核心，也是未来新经济发展的途径，资源循环利用模式是圆形双向的回收式发展，资

源从利用到废弃物，通过废弃物的汇集分类、分解降解或技术处理提炼，废弃物重新变成资源，成为可以被加工利用的资源，

再次进入经济社会发展的物资生产系统。

基于资源循环利用体系的生活垃圾处理，遵从垃圾处理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原则，与循环经济“减量化、再使用、

再循环”原则
[12]

，在此基础上，调整政府、市场、居民（市民和村民）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通过政

府的政策调控和监督，调动企业活力和居民参与积极性，在利用方式和技术革新的作用下，让“废弃”物品再次转换成生产资

源，进入经济生产加工环节，成为经济发展的生产资料。

3.4.1 基于资源循环利用体系的生活垃圾处理模式探索

根据调查发现，生活垃圾中纸张、塑料瓶、硬泡沫，以一定的货币价值通过废品收购人员回收，转化成生产资料再次进入

经济生产过程中；可以得到很好的回收利用。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回收，就要通过过渡渐进的政策或者经济干预手段，实现生活

垃圾分类减量化回收。现阶段，生活垃圾处理的主要问题就是垃圾分类，也是垃圾粗放型处理整体填埋或整体焚烧的起因；垃

圾分类存在的问题：一是垃圾中主体部分餐余垃圾没能和其他垃圾进行区分，也是我国垃圾湿度大的主要原因；二是可回收垃

圾与危险垃圾没有区分，与所有垃圾共同填埋或焚烧。以目标和问题为导向，生活垃圾处理资源循环利用体系的建立，要通过

“3 个阶段和 1 个平台”建设，实现两个内容：分类减量化回收和资源化分途利用。

第一个阶段（前期投入，即自组织阶段）：以付费、等价物交换为手段，实现生活垃圾的前期分类，推动增强大众有意识

分类处理的自觉。城区以社区、居民小区为单位，对餐余生活垃圾进行回收，通过按户或者区域为单位进行生活垃圾回收记录，

政府可与天然气公司进行合作联动，或者对接沼气生产企业、垃圾处理回收公司，在居民天然气使用方面按照餐余垃圾量给予

一定的优惠或者按照一定的费用对餐余垃圾进行回收。垃圾处理回收公司，通过对生活中餐余垃圾进行生物处理，生成的沼气

或有机化肥进行出售，让餐余生活垃圾对接资源循环利用的市场经济流通领域。生活垃圾中餐余垃圾的回收，可实现生活垃圾

最大化的就地处理、减量化、无害化和资源化。

其他垃圾如玻璃制品、铁器制品，均可以采取以上办法；对于电子产品包括电池、灯管等，可以采取以上做法，也可以实

行“拒绝性回收物品”；在对餐余及可回收垃圾回收后，将其归属于剩余拒收垃圾，政府进行单独的危险品处理。对于乡村生

活垃圾采取同样的方法，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农田秸秆、果园废弃物采取归田或划入餐余垃圾进行沼气池生物发酵处理。

第二个阶段（中期，他组织，管理阶段）：在第一个阶段的基础之上，对生活垃圾进行精细化分类处理。市区和乡村实行

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分类转运、分类处理。在目前的垃圾分类基础上，进行细分为：餐余垃圾（包括剩饭、蔬菜、果皮等有机

物质）、可回收垃圾（纸张、塑料瓶、硬泡沫、铁制品、玻璃等）、有害垃圾（电子产品、电池、灯管等含有有毒物质的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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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类。结合以上分类，在两个垃圾桶的基础上，增加一个有害垃圾回收桶，并按新的分类餐余垃圾、可回收垃圾及、有害垃

圾对所有垃圾桶、箱进行垃圾分类内容详细、明确、醒目标注。餐余垃圾与可回收垃圾通过废品收购人员进行资源回收，有害

垃圾政府统一单独回收集中处理。逐步从生活垃圾前期分类处理不充分、无效益过渡到生活垃圾精细化分类、效益型回收减量，

进入资源经济效益收益阶段。

第三个阶段（后期，循环经济，监管阶段）：分类资源回收生产，提升效益，逐渐形成资源循环利用体系。餐余垃圾回收

进行生物处理发酵，形成沼气和有机肥料，沼气进入燃气系统，有机肥料进入有机农业种植系统；可回收的纸质、木质、塑料、

泡沫、玻璃、铁等物质分类回收，进入原料加工环节；有害垃圾灯管、电池等，政府统一回收处理，或交予第三方处理；实现

资源减量化、无害化、最大化的循环利用。

一个平台建设：建立资源循环利用体系，政府搭建资源回收利用大数据信息透明应用平台，建立生活垃圾处理信息，包括

沼气、有机肥料、回收资源的数量、应用、使用方向、生产企业、使用企业、使用数量等，强化“环保”或“有机肥料使用认

证”企业认可度，对具有“环保”和“有机肥料使用认证”企业在进入环保行业或有机种植业生产经营中给予“优先”权，激

活资源回收与使用动力，推动生活垃圾资源循环利用体系的建立。

3.4.2 基于资源循环利用体系的生活垃圾处理的保障机制

（1）加强生活垃圾处理技术研发。目前，我国生活垃圾处理核心技术（包括设备）主要依赖国外进口，使得我国生活垃圾

处理成本大幅增加，且国外引进设备和技术主要是针对分类后的垃圾，致使引进的设备使用寿命短，折损率高；国内生活垃圾

处理技术和设备针对国内垃圾特征的处理技术不成熟；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和土地资源的紧缺，生活垃圾将大幅增加，急需加

大对生活垃圾处理技术的研发，将“废弃”“放错位的资源”在新一轮革新的技术处理下，回到生产线，转化成为生产资料。

一是可通过政府科技部招标，进行专项科学投入研发，结合我国经济发展需要和发展情况，研发具有我国独创的专利生活垃圾

资源转化和处理技术；二是充分激励企业研发，让渡政府生活垃圾处理部分资金与效益于企业，将生活垃圾处理技术研发与垃

圾处理利益相挂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激活生活垃圾处理的市场化运作。三是通过财税杠杆政策，鼓

励垃圾处理中新技术的应用，对于实施新技术的垃圾处理企业，给予企业财税上的优惠政策。

（2）不同垃圾处理阶段环保政策及考核要有所偏重。目前我国的生活垃圾对生态环境已经造成严重影响，如垃圾围城（围

村），垃圾影响地下水、污染农作物等，亟待解决。一是建立生活垃圾处理环保考核责任制，按照生活区域划分，实行区域街

办或环保部门主要领导负责制、生活垃圾处理的政绩考核制度，或生活垃圾处理奖惩制。二是在生活垃圾处理过程的不同阶段，

要制定不同的具体的可操作性的政策，将生活垃圾法规条例细化。三是政府制定政策，协调打通回收资源再次进入生产渠道。

调研发现，一些回收物品再次进入流通加工领域成本远高于原材料进入流通加工的成本，这就直接导致某些垃圾中的资源被“放

弃”。政府要协调企业、地方、部门利益，要树立国家整体利益大于地方、部门与企业利益，所制定的政策要与行业接轨，充

分体现政策引导作用，充分发挥财税杠杆调节作用，保证回收资源优先进入流通加工流域，推动资源循环体系建立。政府做好

协调和监督管理。政府制定政策引导回收资源再次利用，进行组织协调；在生活垃圾的回收和处理中担负监督管理的职能。

（3）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提高居民环保意识。一是加大垃圾危害与典型环境污染事件的宣传；普及不同生活垃圾

对环境的不同危害，加深公民对环境污染危害过程和程度的认识。生态环境资源的形成需要经过可能是数亿年的进化，才形成

目前的适合人居的状态，而垃圾对环境的污染危害是缓慢的不可逆转的；垃圾对人类的危害是快速的致命的，如核辐射、重金

属污染等。二是正确认识不同生活垃圾分类的重要意义，主动参与到生活垃圾分类行动中，保护我们的环境，形成自然进化演

替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正向反馈。垃圾分类是一种资源有效管理处置的科学方法；它可以减少垃圾，降低危害，节省资源，避免

污染；它是人类对资源环境的正向反馈。三是垃圾分类要依靠源头的“垃圾制造者”，即居民（市民或村民）；通过宣传教育，

提高居民资源节约意识，环境保护意识，培育“勤俭节约”的家风，不浪费、不铺张；使居民在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方面形成

荣辱观和羞耻感，以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为荣，以浪费资源和污染环境为耻；逐步使居民有意识的改变随意处理垃圾的陋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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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觉的参与到垃圾分类减量化回收行动中。四是引导舆论，在居民生活环境中形成生活垃圾分类舆论监督。在居民了解生活垃

圾危害的基础上，政府通过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政策和媒体宣传，强化公共环境共同保护的责任意识和法律约束，发动群众力量，

形成监督合力，监督居民自觉进行生活垃圾分类，建设“节约型社会”与“环境友好型社会”。

（4）转变政府思维，推动生活垃圾 PPP 项目运营。我国垃圾处理能力滞后，政府补贴生活垃圾处理的模式，在经济和技术

的双重压力下，步履维艰，亟待解决。生活垃圾处理要实施商业化市场化运作。商业化市场化的运作才是垃圾处理资源化循环

利用的根本驱动力。政府要转变思维模式，创新管理理念，引入 PPP 模式理念，生活垃圾处理走“融资融企—市场运营”路线，

拓宽社会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途径。可通过三种方式：一是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由政府为主导，通过“特许经营运作”，

进行融资，与企业合作建设，共享收益，共担风险；提供生活垃圾处理社会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合作。二是生活垃圾处理由

政府公开招标，中标私营企业，与政府签订特许经营合同，由企业负责建设与市场运营，政府通过对其公共产品或服务的购买，

实现生活垃圾的市场化运营。三是政府通过政策优惠和“零”财税支持，鼓励企业参与生活垃圾处理竞标。企业负责生活垃圾

处理及资源回收与出售；政府负责垃圾处理的监督管理与回收资源税利政策杠杆调整，让回收的可利用资源重新进入生产领域。

PPP 项目的实质，是政府部门通过下放“特许经营权”和“收益权”，将生活垃圾处理交给市场，进行市场化运作；不仅缓减

了政府生活垃圾处理的资金压力，而且能充分激活生活垃圾处理与资源回收再利用的市场活力。

（5）加强生活垃圾处理法律法规建设。对比研究国外生活垃圾处理较好的国家美国、德国、日本，就可以发现，其相对应

的法律法规较为健全；不但有综合性的法律法规，而且针对不同的垃圾制定了较为细化的收集处理法律法规，并且随经济发展，

对新出现的危害性的产品，如电子产品、电池等，及时进行了详细划分和处理办法规定。我国生活垃圾处理与国外生活垃圾处

理还存在一定的差距，需下大力气健全城市及乡村生活垃圾处理的法规制度。一是明确垃圾分类，建立科学可行的垃圾分类系

统，进行合理的垃圾分类处理区域规划，推行四分类垃圾单独运营体系，严格垃圾分类处理。二是增强生活垃圾处理法律法规

的操作性，在我国《环境保护法》的基础上，针对生活垃圾处理存在的具体问题，设立处理的标准和方法。根据地域实际情况

特点，可增设若干特别法。三是将生活垃圾处理通过特许经营权下放交给市场或企业或 PPP 项目合作，充分发挥市场的资源配

置作用，允许建立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型垃圾处理回收站点，逐步建成高度商业化模式运作的系统产业系统。四是制定《生活垃

圾再生资源利用法》对垃圾运输、回收、处理的公司或企业，实施明确的法律性的减免财税政策支持和再生资源利用政策；促

进回收资源的转化，打通进入市场的渠道，对使用回收资源作为生产资料，使用回收资源再次进入生产流通的公司或企业，给

予一定财税优惠和法律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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