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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是社会治理体系迈向现代化的重要环节
Garbage classification is an important link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文 / 傅涛  季托  张翠芳

当下，中国的垃圾分类正蔚然成风，自从2018年

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垃圾分类工

作就是新时尚”之后，中国推进垃圾分类更是进入了

快车道。垃圾分类看起来是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一件

“小事”，但小事并非易事，垃圾分类其实是对基层社

会治理结构的长期考验，是社会治理体系迈向现代化

的重要环节。

2019年10月31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中

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简称 《决定》）。《决定》指出，“必须加强和创

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

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

系”。改革开放40多年来，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急

剧转型，中国的社会治理体系不断变化、不断丰富、不

断升级，已由传统的政府单中心管理模式向多元治理

体系蜕变，参与群体更加广泛、治理模式更加复杂、治

理边界更加难以界定。垃圾分类的出现，就是社会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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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体系多元化的具现，具有代表性、示范性和前瞻性。

1.推行垃圾分类是党领导一切的集体优势体
现

“小智治事，大智治制”。说的是有小智慧的人善

于处理具体事务，而有大智慧的人会通过建立健全各

项制度来解决问题。垃圾分类看似小事，其实是大事，

是事关人民生活的大事，需要大智慧。垃圾分类、厕所

革命、食品安全，只要涉及民生福祉，就是党和国家心

中的大事。

“党领导一切”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党始终代表

和维护人民的利益。推进垃圾分类，就是满足人民群

众对美好生态环境的需求，代表了最广泛的人民利

益。垃圾分类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牵一发而动全

身，涉及不同的产生主体、不同的垃圾品类、不同的

处理与利用环节，包括设施规划与建设、立法与执

法、制度建设、标准与规范制定、宣传教育、监督考

核、社会参与等工作，一旦启动会有各种利益冲突，

因此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一个统一的声音来

指挥。

与西方的分权制不同，中国是党领导下的大循环

体制，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开展垃圾分

类，就是在党的领导下，明确政府职责，集中力量调配

企业、事业单位、社区、公众、社会团体等多方资源，统

一行动。垃圾分类于寻常处见功力，是一次对党和政

府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的长久考试，是对党的领导能

力和执政能力的全面检验和查漏补缺，是中国制度自

信的充分展示。

2.推行垃圾分类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基层社会
治理试金石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基层工作是国泰民安的

压仓石，是社会治理的最前线，也是矛盾和问题的集

聚地。基层社会治理最重要的就是保护好人民利益，

是与人民利益最直接、最密切相关的治理单元。

基层社会治理涉及的工作方方面面、五花八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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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事多、杂事多，有点有面，有长有短，有你有我。作

为基层社会治理的新触角、新形态，垃圾分类正在重

塑基层社会治理的大网，将街道、社区、物业等一个

个分散的点串联成一条条线并汇聚成网，让政策、资

金、能量都能在这张大网上快速畅通地流转，真正推

动社会治理的重心向基层下移、向百姓贴近，向高效

率层级提升。

垃圾分类，重新定义了中国的基层社会治理体

系。对百姓来说，垃圾分类入门入户接地气，改变了生

活和消费习惯；对街道办来说，垃圾分类既是一项新

型的、常态化的管理工作，更是将原有的宣传、普法、

卫生、教育、工青妇幼等工作全部串联起来拧成一股

绳，是政府垂直管理的进一步延伸；对居委会来说，通

过垃圾分类能更好地承担起政府助手的职责，同时扩

展了居民参与社会共治的通道和途径，桥梁作用更加

牢固；对物业来说，垃圾分类是服务，也是责任所在，

是成本，也是商业机会所在。

3.推行垃圾分类是依法治国的补充延伸
“天下之事，难于法之必行”。依法治国是社会治

理的基础性保障，社会治理首先要做到有法可依。党

的十九大提出的共建共享共治的社会治理新格局，目

的就是要形成一个国家有权威、政府有作为、社会有

活力的新秩序，即依法形成国家理性权威、政府依法

有为、社会依法自治。

垃圾分类具有公共服务的属性，政府有义务通过

垃圾分类为百姓提供良好的、安全的生活环境，这是

政府为人民服务的职责所在；同时，开展垃圾分类也

是公民和企事业单位等垃圾产生主体的义务，需要政

府牵头进行社会管理，在法律层面做出明文规定，做

到有法可依、依法管理，这样才能保障垃圾分类工作

顺利有序开展。

早在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就强调，“形成以法

治为基础、政府推动、全民参与、城乡统筹、因地制宜的

垃圾分类制度”。由此可见,形成垃圾分类制度，法治是

基础和保障。建立垃圾分类法律法规体系，就是推动垃

圾分类行为从公民的自主道德层面向公民义务转变，

是德治与法治的充分融合。在垃圾分类的立法过程中，

就是一次与人民最根本利益、最真实诉求的充分沟通

并用法律手段予以保护。同时，垃圾分类法律法规的出

台，也是对中国现有法律体系的有效补充。

4.推行垃圾分类体现政府精细化管理水平
“天下大事，必做于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

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垃圾分类自诞生之日

起就始终长在城市之上，如何处理垃圾、如何进行垃

圾分类体现了一个城市的综合管理水平，是城市主官

执政理念的落地回响，是城市历史文化的传承延续，

是城市未来发展的价值取向。

首位女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政治经济学

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认为，治理如果仅仅是停留在

一个层次上，是不能持续成功的。垃圾分类涉及城市

的众多管理层级的提升。

一是跨部门的协同。垃圾分类工作多由城市一把

手挂帅，住建部门牵头，生态环境、发改、工信、教育、

宣传等部门参与其中，各司其职。初期侧重监管，后期

以调动多元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为重心。

二是对已有财政支付体系的创新尝试。在政府前

期补助之外，垃圾本身就是一种资源，具有价值，可以

逐渐引入第三方社会资本参与垃圾分类，减少财政支

出。同时，对公众、企业等垃圾产生主体来说，各地也

正在探讨产生者付费机制。

三是推动产业绿色发展升级。垃圾分类不仅是一

种生活方式的改变，对固废产业链利润的重新分配和

体系化建设也将产生深远影响。另外，随着公众垃圾

分类理念和意识的提高，绿色消费倒推绿色生产，从

包装到工艺，全面推动制造业绿色化发展进程。

四是加快智慧城市建设进程。很多城市正在打造

智能垃圾分类平台，通过一键预约回收、在线积分兑

换等功能，真正让科技服务于百姓生活，通过系统收

集环卫大数据、社区用户大数据、厨余垃圾大数据等，

链接到城市的安全、环境监控等大网络，更加完善智

慧生活、智慧城市体系。

综合来看，垃圾分类已经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系统

的、完整的社会治理体系，垃圾分类工作的推进程度，某

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的一面镜子。

5.推行垃圾分类提升居民参与生活垃圾系统
管理的积极性

垃圾源头分类作为生活垃圾系统管理工程的首

要关键环节，直接影响后续垃圾处理的减量化和资源

化。在垃圾以末端处理为主的阶段，居民未参与到垃

圾分类处理体系之中，责任主体是政府，而且政府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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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于后端无害化处理处置设施的投入，没有对居民的

宣传教育方面引起足够的重视。

在垃圾分类全流程中，居民成为垃圾分类投放的

责任主体，居民参与垃圾物质流转的范围在扩大，界

线在后移；同时，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也扩

大了参与主体，物业、居委会在分类收集方面承担了

宣传和引导的责任，环卫部门负责分类运输，政府通

过购买服务引入市场化主体承担分类处理责任，形成

了政府、企业、公共机构、居民多方参与的垃圾系统处

理体系，改变了之前单纯以政府为责任主体的局面。

6.结语
过去的垃圾清运与处置是政府在唱公共服务的

“独角戏”，现在居民、企业、社会组织等都参与进来，

在垃圾分类处理系统中都有各自的角色和定位。以

垃圾分类为触角，中国的社会治理体系变革真正下

沉到了基层单元，对政府的精细化管理水平是一项

长久的大考。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垃圾治理，充分促进

政府、居民、企业、社会组织等利益相关方自我及相

互管理、服务、教育、监督，形成垃圾分类人人参与、

人人尽责的良好局面。这样才能真正走出老模式的

泥沼，探索出新的路径，才能真正推动社会治理体系

的现代化，让人民群众有实实在在的参与感和获得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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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参与垃圾分类范围变化图

垃圾以末端处理为主

垃圾分类新时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