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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现状

高校垃圾分类治理工作涉及到基础设施、奖惩制度、师生垃

圾分类意识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3-4]，高校垃圾的分类治理是一个综

合性难题。校园垃圾分类工作中的基础设施不完善，校园垃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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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生活垃圾分类是建设文明城市的重要部分之一。高校人流量高度集中，生活垃圾产量大、成分复杂，高校生活垃圾的分类治理也是

一大难题 [1]。2018年，政府六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在学校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工作的通知》[2]，高度重视高校垃圾分类工作。高校教

育是社会行为的一部分，高校生活垃圾治理典型案例作为城市生活垃圾治理样板之一。在此基础上，嘉兴市作为全国文明城市之一，正

全力争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嘉兴高校高度重视垃圾分类工作，从垃圾源头上减量和资源化，形成垃圾分类治理典型案例，助力嘉兴创

建全国文明典范城市。

基于嘉兴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建设背景，探究嘉兴高校生活垃圾分类现状及治理对策，从学校制度、师生意识、设备设施等多角度进

行研究分析，总结嘉兴高校的典型案例经验，提出可行性对策。研究结果可为其他高校垃圾分类治理工作提供借鉴，也为嘉兴市的垃圾

分类治理工作提供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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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投放驿站配置不合理，垃圾桶数量配置不到位；垃圾分类管理

制度不健全，缺乏相应的奖惩细则，没有实施强制性措施，没有

落地管理措施；师生垃圾分类意识淡薄，缺乏垃圾分类知识，没

有认识到垃圾分类的重要性。高校垃圾分类治理工作是一项长期

性、综合性和教育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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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高校垃圾分类工作中，需要融入德育教育 [5]，完善

垃圾治理机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注重科学管理 [6-7]。此外，

高校垃圾分类治理工作需要提高大学生环保意识，建立垃圾分类

信息化系统 [8]。嘉兴高校垃圾分类治理工作要求涉及到垃圾分类

知识宣传、教育管理、设施设备配置、资源处理等多个方面的内

容，明确了垃圾分类治理工作的方向和目标。

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和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建设的背景下，对

嘉兴市高校的师生垃圾分类意识形态、高校垃圾设施设备需求、

激励惩罚制度等开展线上问卷调查。为了更深入了解嘉兴高校垃

圾分类现状，对嘉兴市某高校开展线下实地调查。

二、调查分析

通过线上问卷调查的形式，对嘉兴高校在校学生进行网上匿

名调查，共收到有效调查问卷464份。问卷包括十三项客观题和

一项主观题，内容涵盖了垃圾分类的认知、垃圾分类的意愿、产

生垃圾的种类、垃圾投放的时间和频率等。调查对象中的男性占

44%，女性占56%，基本与嘉兴在校大学生男女比例相符合。

在嘉兴高校学生对垃圾分类知识的了解程度、垃圾分类的实

施现状和垃圾分类的主观意愿调查情况中，94.8%的嘉兴高校学生

了解垃圾分类知识；94.8%的嘉兴高校学生在学校设备设施允许的

条件下，愿意垃圾分类。因此，嘉兴高校大部分学生已经具备垃

圾分类的知识，基本上做到垃圾分类。在嘉兴高校学生垃圾投放

频率及学生对学校增设垃圾箱调研中，80.2%的学生对学校有增

设垃圾分类箱的需求，75.9%的学生每天至少投放一次垃圾。根据

问卷主观题统计，12%的学生提出学校增设垃圾桶的需求，其中

的50%提出在道路上增设垃圾桶。然而，正是嘉兴高校大面积增

加小型的垃圾分类箱，设置垃圾分类站，大大提高了垃圾分类的

效果。

在嘉兴高校学生在宿舍和教学楼主要产生垃圾的调研情况

中，其中49.1%的学生在教学楼产生的垃圾以可回收垃圾为主，

50%的学生在教学楼产生的垃圾以其他垃圾为主，0.9%的学生在

教学楼产生的垃圾以易腐垃圾为主；32.7%的学生在宿舍产生的垃

圾以可回收垃圾为主，55.2%的学生在宿舍产生的垃圾以其他垃

圾为主，12.1%的学生在宿舍产生的垃圾以易腐垃圾为主。根据调

查，21.6%的学生在早上出宿舍门时投放垃圾，15.5%的学生在中

午出宿舍门投放垃圾，25%的学生在晚上出宿舍门时投放垃圾，

37.9%的学生随机出宿舍门时投放垃圾。针对嘉兴高校学生垃圾

早、中、晚投放的时间集中、人流量较大、不定时投放的特点，

不适用社区的垃圾分类驿站和固定时间投放生活垃圾。

三、典型案例

高校生活垃圾主要有7类 [9]，包括了纸制品、厨余垃圾、纺

织类垃圾、塑料制品垃圾、有毒有害垃圾、金属制品和其他废

弃物。

依据《嘉兴市生活垃圾详细分类目录》，嘉兴市日常生活垃

圾基本分成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易腐垃圾和其他垃圾四类。考

虑高校的特殊性，嘉兴高校行政楼、教学区、宿舍区各办公室、

教室、寝室配置二分类垃圾桶，公共卫生间旁边设置三分类垃圾

桶，分别是可回收物桶、易腐垃圾桶、其他垃圾桶，各楼宇门口

放置有害垃圾收纳箱。这与嘉兴高校学生在宿舍和教学楼主要产

生垃圾种类相匹配，满足现阶段高校学生垃圾投放的需求。

以嘉兴 A高校开展实地调研，总结垃圾分类治理实践经验，

分别从制度细化、党建引领、智能管理和社会关系四个方面进行

阐述。

（一）制度细化

《嘉兴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规定了学校等单位垃圾分

类的法律责任，包括了违反条例的处罚细则和处罚金额。对高校

来说，将垃圾分类治理落实到学生管理工作中是解决垃圾分类的

关键。

垃圾分类制度建设完善，《校园生活垃圾分类实施方案》《关

于成立学校生活垃圾分类引导员的通知》等一系列文件实施，落

实学校日常的3Q7S管理，评选“7S样板寝室”，文明寝室“推磨

式”互查。在学生管理工作中，学校将垃圾分类的责任落实到每

一位在校学生，通过推选样板作为垃圾分类的榜样，以互查的方

式实现不同学院、不同专业、不同寝室之间的相互监督、学习和

进度。

（二）党建引领

加大垃圾分类知识的宣传力度是巩固现有垃圾分类成果的方

式之一 [10]。党建引领宣传。除借助电子屏、宣传栏、微信公众号

等渠道宣传垃圾分类外，学校成立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落实

责任到个人，明确工作职责，推动全校的党员师生积极参与垃圾

分类引导志愿服务工作，对未分类投放的行为进行指正，提高全

校垃圾分类的正确率。

学校开设劳动实践课程，通过老师的带领和指导，对普通教

室、实训室、机房等各个教学场所的卫生包干到班级，将劳动教

育落实到每一位高校学生。学校定期组织开展垃圾分类专题培

训，让垃圾分类知识全面覆盖到学校的所有师生和食堂商铺的工

作人员。学校组织各个班级召开垃圾分类主题班会，扩大垃圾分

类的影响力。

（三）智能管理

垃圾设施设备智能化管理。南京部分高校除了主要的躯干道

路上设置了部分垃圾桶以外，其余小道、人行道等人流量稀少的

地方几乎不设垃圾桶，造成部分高校学生没有地方扔垃圾的困

扰 [11]。此次调研的学校实行了“撤桶并点，集中投放”的模式，

实现了生活区、教学区生活垃圾“四分类”全覆盖。此外，学校

取消道路两旁的传统垃圾果皮箱，以垃圾集中投放的形式提高了

垃圾收集的效率。在调研过程中，道路并不是因没有垃圾桶而到

处都是垃圾，高校学生将垃圾带到宿舍或者教学区等垃圾集中投

放点。道路取消垃圾果皮箱改变了传统在道路上扔垃圾的习惯，

并没有造成垃圾乱扔的现象。在取消道路两旁果皮箱的基础上，

可以适当在食堂或教学楼出入口附近增设一个垃圾分类驿站试

点，设置模式为非集中时段的扫脸投放，满足部分学生的投放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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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垃圾产生与投放的时间不匹配是导致垃圾分类困难和资源利

用的主要原因 [12]，学生通过人脸识别在智能垃圾分类投放点投放

垃圾，实现垃圾分类的智能化管理同时，垃圾分类集中投放点也

有利于教学区垃圾的集中清运。

高校学生网络购物频繁，每天产生大量包装用纸箱垃圾 [13]。

学校设置可回收垃圾点，定时定点有偿回收，规范了可回收垃圾

的处理。

（四）社会关系

高校可采取定期宣讲、策划相关知识竞赛等方式扩大垃圾分

类治理工作的影响力和有效力 [14]，让垃圾分类融入学生的生活。

校政合作，学校积极对接当地政府垃圾分类办，在政府领导的督

查和指导下，进一步提高学校垃圾分类治理工作，将学校的垃圾

分类工作与政府政策相适配。校校联合，嘉兴兄弟院校互相交流

学习，邀请相关专家进校指导工作，提高垃圾分类工作的实施效

果。环境教育野外实习基地建设、社会公众号宣传、环境教育公

选课为垃圾分类教育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因此，嘉兴高校组

织开展社会服务工作，开展垃圾分类相关社会服务培训，组织师

生利用假期时间前往嘉兴当地农村、社区和中小学开展社会志愿

服务。

四、结论

基于文献研究、实地调研和案例分析的方法，分析了嘉兴高

校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现状，探究了嘉兴高校垃圾分类治理优秀典

型案例，助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建设。研究结果表明：

（1）嘉兴高校学生基本具备垃圾分类的知识，垃圾分类实施

效果较好，垃圾分类的意愿较强。

（2）嘉兴高校宿舍和教学楼主要产生可回收垃圾和其他垃

圾，学生投放垃圾的频率较高，集中时间投放量大，有对学校增

设垃圾分类点的需求。

（3）嘉兴高校采取细则化的垃圾分类制度，明确主体责

任；以党建引领宣传，创新宣传模式；采用智能设施设备，实现

智能化管理；通过校政合作，组织师生开展垃圾分类相关社会志

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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