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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应当运用好信息工具
We should make good use of information tools to 

promote municipal solid waste classification
■程多威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环境资源法研究所2013级博士，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中国是世界上垃圾产生量最

多的国家之一。作为破解“垃圾围

城”困局、培育绿色发展方式和生

活方式的重要举措，生活垃圾分

类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性工

程，涉及公民、社区、企业、政府等

各利益相关主体，涵盖垃圾分类

投放、收集、运输、处理等诸多环

节，需要综合运用各类环境治理

工具加以统筹推进。实现环境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构建

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核心目标。

除了发挥行政工具、市场工具等

经典治理工具的重要作用之外，

推进生活垃圾分类还应当用好信

息工具，释放其应有功能。

信息工具的运用有助于破解

实践难题。推进生活垃圾分类要

求有关信息的合理披露、传播和

交换。当前，前端分类投放率低，

混装混运现象突出是垃圾分类的

一大实践难题。一方面，虽然垃圾

分类的重要性已形成共识，但民

众对于具体参与垃圾分类的意愿

和能力还存在显著不足，导致垃

圾分类参与率、投放准确率较低，

垃圾分类投放设施中收集得到的

“分类垃圾”往往还是混合型垃

圾，无法达到分类运输的质量要

求；另一方面，由于分类收运设施

不完善、管理不到位等原因，环卫

部门在清运生活垃圾时未进行分

类收运，分类后的垃圾往往又被

混合装入收运车，这严重影响了

民众参与垃圾分类的积极性，也

制约了后端分类处理处置设施的

运行效率和污染控制效果。对此，

信息工具有其用武之地。一方面，

针对分类投放率低的问题，可以

家庭为单位实行“一户一码”的信

息化管理，各家各户在专业分拣

员的指导下进行二维码扫描，并

正确分类投放带有二维码的垃圾

袋，据此还可采用积分兑换等激

励措施与失信惩戒等约束措施；

另一方面，针对混装混运问题，可

以通过在垃圾清运车、垃圾中转

站等安装GPS、称重系统实现垃

圾分类清运处置的实时数据显示

和全程追踪溯源，若垃圾分类的

质量存在问题则可直接追踪到责

任驾驶员和相关小区，以此落实

“不分类不收运”的原则。

信息工具的运用有赖于完善

法制保障。在现代社会，法律因其

规范性、权威性、强制性、程序性、

公开性、普遍性等显著特点，日

益成为治国理政之重器。2019

年6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

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

污染环境防治法（修订草案）》，

并初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

议。草案以强化垃圾分类为核心

对第五章“生活垃圾污染环境的

防治”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改。

但是，信息工具的重要地位及其

制度安排并未能得到充分体现。

为此，建议认真总结当前生

活垃圾分类地方性立法的有益

经验，统筹规划固体废物污染防

治与资源循环综合利用领域法

律法规的立改废释，从环境信息

公开与强制性披露、环境标识与

认证、环境信用评价、环境标准

体系、环境监测体制、环境大数

据平台构建等更为宏观的视域

出发，完善信息工具的法制保

障，进一步提升垃圾分类管理的

信息化水平。在此过程中，应当

特别注意做好环境公共目标与

私主体正当权利（隐私权、名誉

权等）的平衡，避免矫枉过正，

努力实现生活垃圾分类的良法

善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