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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模式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民众的参与度低。城市生活垃圾预防与治理离不开民众

的环保理念的树立与环保习惯的养成。当前，我国城市居民在

参与城市生活垃圾的预防与处理的各个环节中，都呈现出比较

低的态势。首先，大多数城市居民并非从内心深处认识到城市

生活垃圾预防与处理问题的紧迫性与重要性，导致城市居民对

生活垃圾随意产生、丢放、处置的现象经常发生。根据台湾居

民在城市垃圾处理与资源回收方面的经验，台湾政府特别注

重对城市居民的教育工作，使其认识到减少垃圾产生、合理处

理垃圾，是每个居民应尽的义务。据统计，从台湾政府就城市

垃圾问题对居民的教育实施以来，城市垃圾产生量由原来的

1.143公斤/人/天，减少为0.52公斤/人/天，减少量超过一半。其

次，大多数城市居民对城市垃圾回收和处理环节，所创造出的

经济增长和提供的就业岗位这一问题认识不够。经济学理论认

为，垃圾回收、运输、加工各个环节，不仅能创造出新产品，而

且还在回收—加工—产出这一过程中创造就业岗位。忽视垃圾

治理中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势必造成全民参与度低、城市生活

垃圾治理成本高等问题。

城市垃圾治理过程中的预防与治理错位。西方国家“先

发展，后治理”的经济发展老路，一再证明是高成本、高污

染、高浪费、非科学的经济发展模式。吸取发达国家经济发展

的经验教训，城市生活垃圾处理也应坚持预防与治理并重，

“防”“治”结合，创新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模式。当前，我国在

城市垃圾治理过程中，仍坚持末端治理为主，对降低和减少城

市生活垃圾的产生量，健全城市生活垃圾回收体系，完善城市

垃圾回收制度等方面的预防工作仍然十分欠缺。造成城市生活

垃圾治理中的“防”“治”错位的根源在于：

一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人口的聚集度不断增

加，为满足不断增加的城市人口的多层次消费需求，例如街头

饭馆、露天烧烤等各式各样的消费点应运而生。粗放式消费模

式下的经济增长，不仅造成了资源浪费，也产生了大量生活垃

圾，增加了垃圾处理成本。

二是城市居民的环保意识淡薄。不少城市居民对城市生

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认为城市空间广阔，有点城市

垃圾，有点污染没有关系，有的出于机会主义心理，消极地对

待环境保护。此外，还有不少城市居民养成了损害城市生态环

境的生活习惯，对污染现象司空见惯，环境保护意识淡薄，对

生态环境的认识存在严重不足。

三是与城市生活垃圾预防相适应的法律制度建设欠缺。

城市垃圾回收与处理各个环节中的法律法规体系上的完善，可

以起到规范垃圾回收程序，提高垃圾回收效率的功效。我国在

此领域建设中的不足具体表现为：对城市生态环境造成破坏

的企业和个人，因缺乏具体的量刑标准而难以受到应有的法律

惩罚，从而导致其破坏行为难以被约束。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过程中的产业化程度低。我国城市生活

垃圾处理的产业化程度仍比较低，这就造成了有些城市生活垃

圾随意丢放、随意处理的现象比较突出，生活垃圾处理的安全

性、彻底性不足，城市生活垃圾的产生、回收、运输、处理等各

个环节衔接不够紧密，难以形成规范、高效、科学的垃圾处理

运行模式。例如，在美国纽约把垃圾处理称为“垃圾管理”，据

统计，美国纽约每年的生活垃圾产生量为1200万吨，平均5磅/

人/天。美国纽约的垃圾管理公司，专门负责美国纽约境内的垃

圾回收及运输。此外，美国纽约公民手中都有一本明确的垃圾

回收要求，上面标明什么垃圾可回收，什么垃圾不可回收。可

回收垃圾与不可回收垃圾分别由不同的公司负责处理，一旦居

民把可回收垃圾与不可回收垃圾相混合，丢弃者就将面临法律

惩罚。从美国纽约市的垃圾回收处理经验来看，实现垃圾回收

及处理的产业化运行模式是大势所趋。在产业化运行过程中，

政府、企业、公众、法律体系等都是推动这一产业模式运行的

各种必备要素。

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治理过程中的产业化程度低，其主要

【摘要】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由此带来的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问题也越来越突出。
正视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中的不足，借鉴发达国家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的经验，探索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的现代

模式，是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迫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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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一是缺乏产业支撑条件下的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的无序

性、差异性、低效率特征明显。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回收体系尚

未从根本上建立起来，适应不同类型垃圾处理的企业尚未形

成。二是在全国范围内有影响力的垃圾回收公司欠缺，不同城

市间，由于存在地域差异、企业规模差异、观念差异，在城市

垃圾回收处理过程中，也存在较大地域区别。三是缺乏企业支

撑下的城市生活垃圾回收的规范化、程序化操作不明显，垃圾

处理的随意性、非规范性问题比较突出。

与城市生活垃圾治理相适应的法律制度建设落后。相关

法律制度的建立，有助于形成强大的外部制度约束，规范公

众、政府、企业行为，从而推动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的现代化进

程。制度经济学创始人凡勃伦认为，制度“实质上就是个人或

社会对有关的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的一种思维习惯”。当社会

不具备某种社会习惯时，通过相关制度的设定，强制居民养成

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生活方式与思维习惯，从而起到规范社

会行为的作用。当前，与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治理相适应的法律

制度建设的滞后，主要表现为：

一是依据“谁污染、谁付费”的原则，约束城市居民节约

消费、环保消费的制度依然欠缺，城市居民的生活习惯、消费

模式，仍然处于非绿色、非环保的落后状态。

二是规范城市居民生活垃圾处理方式、方法的相关法律

制度欠缺，由于我国尚未从根本上建立起垃圾分类回收制度，

居民垃圾处理环节中的随意性、差异性较为突出，垃圾处理中

所造成的环境污染，也难以依据法律制度进行相应惩罚。

三是在城市垃圾的产生、运输、处理等各个环节，缺乏统

一、规范、有效的制度安排和程序设计，这就不同程度地造成

了垃圾从产生到最终处理环节中的高污染、高成本，降低了垃

圾处理效率。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与污染防治的综合对策探析

唤醒公众的环保意识。城市生活垃圾产生的根源在于居

民的日常生活习惯和粗放式消费模式，加强城市生活垃圾的处

理与污染防治，就必须从根本上唤醒公众的环保意识，改变粗

放式消费模式。由于我国不同城市之间，或者同一城市内，居

民式知识水平与综合素质存在较大差别，因此在帮助居民树立

环保意识工作中，应做到有的放矢。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广播、

报纸、电视等媒体传播手段，宣传节约、环保理念，增强居民的

环保意识。另一方面，要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培训教育活动，

深入学校、党政机关、社团，进一步提升行政职能部门与知识

分子群体的环保意识，发挥行政职能部门与知识分子的纵向宣

传带动作用。增加社会媒体对城市生活垃圾污染环境现象的

曝光度，发挥媒体的监督与宣传功效，影响和带动居民增强环

保意识及理念。此外，不同部门、新闻媒体，也可以定期举行环

保有奖宣传活动，建立社会层面的环保奖惩机制，鼓励民众参

与环保，热衷环保，为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贡献自己的力量。

推进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的产业化运营。实现城市生活垃

圾处理的产业化运营，就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调动

社会力量参与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的投资、建设与运营。根

据发达国家的经验，从20世纪80年代起，欧美开始倡导和鼓

励私人部门积极参与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与运营，取得了较好

成效。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

建立与完善，许多由政府包办的公益事业通过市场化改革取得

了较大成效。推动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的产业化运营，从根本上

说，是要通过政府公共政策的推动，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机制

对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使城市生活垃圾处理产业形成投资

主体多元化、运营模式企业化、产品生产标准化、管理方式现

代化，有序竞争的现代市场发展机制。

进一步建立健全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的市场法律法规体系。

在推进城市生活垃圾治理的法律、法规体系建设中，应进一步

从源头控制的角度，设计相应的法律制度，规范人们的行为，

杜绝因不必要的消费浪费而造成的环境破坏。同时，要建立

相应的执法监督部门，配备专业人员，保证配备人员的各项待

遇，使建立起的各项法律法规，真正实现“有法可依、有法必

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确保各项法律法规落实到位，增强

法律法规的实效性。

进一步推进城市生活垃圾的分类回收处理。城市生活垃

圾的分类回收处理，就是依据一定的标准，实施生活垃圾的分

类化，并有针对性地通过相应处理手段，实施城市生活垃圾的

分类处理。例如，美国把城市生活垃圾主要分为家庭废弃物、

食物残留、废纸废料、皮革橡胶等几大类。根据垃圾的不同种

类，分别采取再次利用、就地堆肥、焚烧发电、卫生填埋等几

种渠道实现减量化、无害化处理。日本则对城市生活垃圾的分

类进一步细化，并实施分类回收处理。根据国外发达国家的垃

圾分类回收中所取得的经验，应依靠政府推动、市场力量、社

会手段、公众参与等合力，共同促进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现

代化模式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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