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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多年的生活习惯较难在短期内改变，
居民的自主性还有待提升，明显表现在督
导和不督导的效果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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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余垃圾是垃圾分类中的难题。主要是中
式菜中汤汤水水占比较高，增加垃圾分类
的难度，“麻烦”可能是影响公众自主性的
主要因素之一。

回收再利用作为垃圾分类的重要环节，一
直以来没有获得更好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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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的关键：改变人们的生活习惯

当前垃圾分类面临三大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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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推动社会组织参与
垃圾分类是必然趋势。

社会组织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具有政策依据。以《北京市生活垃圾
管理条例》为例，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
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遵循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方针
和城乡统筹、科学规划、综合利用的原则，实行全市统筹和属地
负责，逐步建立和完善生活垃圾处理的社会服务体系。

垃圾分类实施过程中，面对公众自觉性不够、不愿配合等问题，
社会组织因其志愿性、非营利性和灵活性等特征，可以在其中充
分发挥居民动员、宣传倡导、守桶督导等优势作用参与垃圾分类。



主要表现在提供社区垃圾宣传推广、分类培训、咨询，为垃圾分类专业服务团队、在地组织赋

能，打造垃圾分类创新示范社区、示范项目，举办社区垃圾分类工作坊，开展社区垃圾分类讲

座、实地参访交流，等等，从而推动更多地区的居民自主进行垃圾分类，最终减少混合垃圾的

填埋、焚烧，促进资源的循环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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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参与垃圾分类发挥作用方式



社会组织发挥宣传倡导优势，在社区、学校、楼宇等区域推动开展垃圾分类工
作——

常见方式：设计与张贴宣传海报、开展垃圾分类知识讲座、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等。

目标：培育公众环保，提升居民垃圾分类意识，掌握垃圾分类知识。

常见做法：培训、讲座、小游戏，以及21天垃圾分类线上打卡、垃圾分类家庭情景剧、垃圾分

类歌曲、垃圾分类宣传动画与绘本等。此外，通过手机APP、微信公众号等年青人喜欢的新媒

体新技术普及垃圾分类知识。及时发布有关垃圾分类工作的活动通知、经验交流、志愿服务等

信息，开展全方位的宣传。定期发布垃圾分类各环节数据，让居民真正了解垃圾分类的资源化

处置。



社会组织发挥居民动员优势，挖掘种子力量和骨干力量，重点在社区开展垃圾
分类志愿服务活动，推动居民参与社区垃圾分类工作——

社会组织发挥动员优势，招募和培训社区居民参与志愿服务。垃圾分类工作需要志愿者的参与，

以改善垃圾分类执行和监督力度不足的问题。社会组织通过项目制或者服务制的方式，为社区

居民搭建组织化志愿服务参与平台，通过多种方式吸引志愿者加入并参与社区志愿服务，倡导

“垃圾分类，人人有责”的理念，真正培养一批有时间、有精力并热心公益事业的志愿服务队

伍。



平台型、枢纽型、支持型社会组织发挥培育孵化功能，培育发展垃圾分类社会
组织（含社区社会组织）开展垃圾分类服务——

以昌平区为例，通过动员，北京市昌平区社工服务中心为10个社区各培育一支垃圾分类方向的

社区社会组织，主要负责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推广、守桶督导以及其它相关工作，在社区中发挥

重要作用。以组织化形态推动居民参与垃圾分类。



社会组织充分利用其社会化属性，建立激励机制，引导和推动公众参与垃圾分
类——

社会组织可以通过社会募款，以及企业、基金会、爱人人士资助等形式，建立多种方式的激励

机制，鼓励居民积极参与垃圾分类。目前有很多社会组织借助新技术手段，在社区建立积分兑

换机制，既能服务到中老年人，又能吸引到青年人参与。例如，回龙观街道社区社会联合会的

积分况换服务。



《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第六十二条：支持环境卫生、循环经济、物业服务、旅游旅馆、
餐饮烹饪、家政服务、商业零售等相关行业协会制定行业自律规范，开展行业培训，共同参与
和推进生活垃圾治理工作。

行业协会，作为代表同行业经营者共同利益的组织，以组织化、群体化的形式，承担着政府本
行业的企业成员之间的联结和沟通作用，把行业内企业个体力量凝聚起来，形成相对强大的力
量，有组织地抵制那些不合理或不合法的规则。正是基于行业协会这些特点，因此更有利于动
员本行业内的企业会员对政策进行有效回应。

行业协会发挥优势，在行业内推动开展垃圾分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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