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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学生为切入点进行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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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将生活垃圾分类资源化是解决生活垃圾管理的最优手段。为深入

贯彻落实全国新一轮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本文旨在探索如何以大学生

为切入点进行生活垃圾分类推进，进而提高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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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一）分类现状。 
历经 20 多年的发展，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水平不断提高，

但相比于日趋严重的生活垃圾问题，仅仅凭借着政府的力量无法
保证很好地实现城市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的得管理
目标，因而有必要借助公民、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力量的加入。借
鉴国外成功案例，有效地提高生活垃圾分类者的分类意识是关乎
成败的关键所在。多年来，我国的生活垃圾资源化分类都是以政
府为主导，全社会参与其中的方式下进行的。多以社区居民为主
体进行研究，政府作为为主要手段，很少考虑到其他社会群体的
影响力量，然而成效并不显著。 

2019 年起，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将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
工作。2020 年年底，要基本建立垃圾分类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
体系。2019 年 1 月 31 日，上海市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表决通过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并将于 7 月 1 日正式开始实施。
这代表着新一轮的加大力度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即将开展。而培
养一种新的生活方式，需要长时间的投入。当我们将家里一个垃
圾桶，细分为作用分明的四个垃圾桶或许不难。但要养成垃圾分
类的习惯，可能要花上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因此，关于培
养居民垃圾分类习惯问题也凸现出来。 

（二）大学生的双重身份特点。 
高校是社会知识财富的聚集地，是培养新一代社会人的圣

地，是培育高素质人才的殿堂。随着我国高校毛入学率的不断提
高，高校大学生俨然已成为我国未来社会的中坚力量。面对目前
的社会困境，高校也应做出回应。 

高校大学生作为家里的瞩目之星，同时也是未来社会群体的
中坚力量。对于社会而言：高校大学生是未来社会的主人翁，同
时也是未来社区的主要居民成员。高校具有一定的社会性，又具
有一定的教学性。高校大学生的素质普遍较高，而且接受新事物
能力较强，生活习惯具有较高的可塑性。因此，在校期间系统性、
针对性地提高大学生的生活垃圾分类意识对未来生活垃圾分类
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家庭而言：随着优生优育观念的提高，
大学生已渐渐成为家庭的中心焦点，大学生的观念也会影响到其
家庭的观念。大学生在校期间养成的良好分类习惯可以在假期期
间带动其他家庭成员的分类行动。因此，提高大学生的生活垃圾
分类意识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现有居民的分类意识，大学生良
好的分类习惯也会影响其家庭的分类习惯。 

综上，科学合理地提高大学生的分类意识、培养大学生的分
类习惯对于现在乃至未来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都具有重要意义。 

二、政策建议。 
高校是多维的、多元的和动态的，因此，提高大学生的分类

意识、培养大学生的分类习惯要求多渠道、多形式和多方面，使
整个观念、动作充斥于校园的每一个角落。在校时间，可以通过
社团宣传、主题班会、专家公益授课、人文素质学分和生活垃圾
分类投放试点等方式逐步提高学生的分类意识，培养大学生的生
活垃圾分类习惯。具体如下： 

社团宣传。高校应鼓励学生自发的组建有关生活垃圾分类社
团，其目的在于加强分类意识较强学生与其他学生之间的带动、

影响、感染作用。由于该途径属于学生自发式，因此更能充分发
挥学生的智慧和力量，为社会做贡献。 

主题班会。辅导员是学生思想、日常管理的工作者，是高等
学校从事德育工作，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是大
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因此辅导员组织开展以生活垃
圾分类为主题的班会，能够更大程度上激发学生参与其中的热
情。 

专家公益授课。高校应鼓励研究本方向专业教师、从事社会
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专业人士开展公益授课。目的在于能够为学
生提供一套性通行、完善性、科学性的讲授，同时为学生平时遇
到的相关问题答疑解惑，传递生活垃圾分类的最新动向。 

人文素质学分。高校目前是学分制。以学分来强制性约束学
生参与生活垃圾分类中，是区别于社会居民的强有力武器。 

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在高校内部设立多个生活垃圾分类试
点，同时与社会接轨，如此设计是为了使学生能够亲身实践，培
养大学生的分类习惯。 

最后，每所大学都应持续跟踪学生对生活垃圾分类意识的表
现，获得一手数据，探索出适合本校的以大学生为切入点的生活
垃圾分类之路。 

三、结语 
生活垃圾分类需要社会全员参与，大学生是社会的重要成

员，因此高校与政府、大学生与社区居民同时进行分类推进工作，
是关乎我国生活垃圾分类成败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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