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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调查研究报告(7 篇) 

最新垃圾分类调查研究报告(7篇) 

 

   垃圾分类是一项“利国利民”的民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有关垃

圾分类的调查研究报告该怎么写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最新垃圾分

类调查研究报告，欢迎大家来阅读。  

    

  最新垃圾分类调查研究报告【篇1】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口的增长，人类向大自然抛弃的废品越来越

多，大自然已经变得伤痕累累了。未经处理的工厂废物废渣和生活垃圾简单露

天堆放，占用土地、破坏景观、而且废物中的有害成分通过刮风进行空气传

播，经过下雨进入土壤、河流或地下水源，给城市环境带来严重的污染，严重

危害人类的生活健康。  

  垃圾是放错了位置的资源，是终将有一天可以使用的原料矿藏。只是，回收

利用的原料或废料中的物质含量是一个关键因素，因为废品回收利用的价值随

其物质含量的多寡而定。如果回收资源中的物质含量太低，收集的成本就会太

高，如废钢铁、废塑料的分拣，运输的成本更高。混置为垃圾，分置为资源，

许多垃圾因为没有分拣而不能再利用。  

  我在老师的指导下，对我们的同学和家长邻里分别进行了调查。发现了如下

的一些问题。  

  无知行为，可耻！  

  我在同学中做了个调查，发现我们生活中的很多行为是非常的不环保的。例

如 95%的人是把可回收垃圾和不可回收垃圾混在一块。“混”，原来这就是纸

张污染的主要原因！如果人们把垃圾分开来，分门别类进行回收，那白色污染

对自然环境就会大大减少，并且我们生活环境也就大大不同。生活中我们为了

方便，很多看似很平常的事情，却给我们的大自然造成不同程度的伤害。现代

生活中，一次性用品使用方便，但是不容忽视的问题出现了。一次性用品浪费

资源，又对环境造成了污染。比如：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喝水的杯子是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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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少的。可是喝水的`杯子应该怎样选择呢？市民为了贪图方便，几乎家家户户

都用上了一次性纸杯。人们说既方便，又便宜。可正是因为一次性纸杯的产

生，使到我们周围的环境受到了极度的破坏。市民们使用了一次性纸杯，就随

地乱扔，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  

  废品价降，可悲！  

  本来我们生活中的废品收购站在垃圾分类中充当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既

可以节约资源，又可以减少垃圾废品对环境的危害，还可以调动我们自觉把有

用的资源分类。但现在垃圾废品回收却面临一个难题，据我妈妈说，她以前都

有把废纸板、废玻璃、废金属、废塑料等分类卖出废品回收站，但现在废品的

价格很便宜，打消了她的积极性了，废报纸从每公斤 1.2 元，跌至 0.8 元；易

拉罐从每只 0.1 元，跌至 0.03 元；矿泉水瓶从每只 1 角，跌至 1 角 3只。导致

了我妈妈有时看到了废瓶子都不愿意去捡了。废品回收价格一路狂跌，致使消

费者交投的积极性下降，回收企业不敢继续回收废品。如此恶性循环必然会导

致新一轮的环境污染。  

  自然受害，可怜！  

  “清凌凌的河水鱼在游”再也不见了，水受到了严重的污染。也许你会说，

不是有桶装饮用水吗？但喝桶装水不是解决水污染的最好办法，喝桶装水一样

要用到水资源。而且喝桶装饮用水对人们的身体不是很健康。河水混浊，水面

上漂浮着许多塑料垃圾，并且时不时会传来一阵难闻的味道。由于人们随意地

抛弃垃圾到小河里，以及河流附近的工厂没有经过合格的过滤，把废水废品排

放到河流里，原来清澈的河水变成一条条“黑龙江”。  

  高毒废物，可怕！  

  以往，由于人口相对较少，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所产生的废物量不是很

多，高毒性废物也不常见。伴随着 30 年代的化学革命及其后的核工业，人类生

产和制造了越来越多的有毒垃圾，其中的毒素主要有：二恶英，源于塑料制品

和工业废料，严重破坏人和动物的神经系统，导致癌症等多种疾病；汞，来自

废电池，使人骨质疏松、变形，破坏神经系统；有机化学药品，源于化工、制

药、造纸厂排放的废水，能使水质严重恶化、水生生物死亡，在动植物体内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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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导致人类慢性中毒，在废弃的建材、家庭装修废物中也含有此类物质；一

些其他的垃圾，如荧光灯管等，含有铅、汞、镉等多种重金属和有机物，导致

人体神经、消化、循环等生理系统的疾病；核废料的危险性可以保留成千上万

年，是最具威胁性的有毒的垃圾。另外，垃圾还能二次产生很多有毒的化合

物，严重危害自然界中动植物和人类的安全，所以我们提倡垃圾分类处理、降

低毒素、垃圾减量和重复利用。  

  环保行动，可为！  

  一些简单易行的改变，就可以减少能源的消耗。如，离家较近的上班族可以

骑自行车上下班而不是开车；短途旅行选择火车而不搭乘飞机；在不需要继续

充电时，随手从插座上拔掉充电器；如果一个小时之内不使用电脑，顺手关上

主机和显示器；每天洗澡时用淋浴代替盆浴，每人全年可以减少约 0.1 吨二氧

化碳的排放……  

  垃圾分类可以回收宝贵的资源，同时减少填埋和焚烧垃圾所消耗的能源。例

如,废纸被直接送到造纸厂，用以生产再生纸；饮料瓶、罐子和塑料等也可以送

到相关的工厂，成为再生资源；家用电器可以送到专门的厂家，进行分解回

收。家里可以准备不同的垃圾袋，分别收集废纸、塑料、包装盒、厨余垃圾

等。  

  商场里充斥着一次性用品：一次性餐具、一次性牙刷、一次性签字笔……一

次性用品给人们带来了短暂的便利，却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灾难。它们加快了地

球资源的耗竭，所产生的大量垃圾造成环境污染。  

  环保素质，可提！  

  积极的环保宣传和环境教育对于改善环境、促进环境保护具有十分重要的作

用。199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发表的《21 世纪议程》中指出：“环境教

育对于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公众有效参考决策是至关重要的。”该议程建议“将

教育重新定向，以适合可持续发展，增强公众意识并推广培训”。目前在中

国，人们对人类活动与环境的内在联系的认识还相当贫乏。由于中国特殊的资

源、环境、人口状况，环保宣传和教育更显得重要。通过积极的环保宣传，可

以使人们认识到环境破坏的危害性和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进而更进一步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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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并关心经济、社会、政治和生态的相互依赖性，增强每一个人的责任感并使

其获得保护和改善环境、支持可持续发展的知识和技能。  

  最新垃圾分类调查研究报告【篇 2】  

  校园生活垃圾逐渐呈上升的趋势，给垃圾清理工作造成了很大的负担。我们

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垃圾分类回收利用的执行情况却不容乐观，垃圾回收利用

的理念还没有深入人心并真正运用到日常生活中  

  要改进校园垃圾回收工作，就必须先了解现阶段的校园垃圾回收的具体现

状，所以我对校园垃圾分类回收工作进行了相关调查。  

  一调查目的  

  大学生作为高学历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和祖国明天的建设

者，大学生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将对中国未来的生活模式产生巨大的影响。

因此提高大学生群体的垃圾分类回收利用的意识尤为重要。  

  二调查对象及方法  

  1.调查对象：西安培华学院本专科学生 2.调查方法:采用问卷调查方法调

查。向所取得的样本中的个体发放《大学校园垃圾分类处理调查》了解学生对

于垃圾分类基本情形和情况。  

  三调查内容  

  附报告最后一页  

  四调查结果分析  

  经调查，我们发现，校园的垃圾种类繁多，如按照回收的目的分类，大体可

分为四类：资源型垃圾、可燃型垃圾、不可燃型垃圾和有毒垃圾。而从总体上

看，根据垃圾种类和具体分布上看，教学区及图书馆的垃圾以废纸为主，食堂

垃圾主要是餐饮垃圾和剩菜剩饭，宿舍垃圾方面则以塑料食品包装、果皮果核

以及各种日用包装为主。因此校园垃圾回收的潜力巨大，反观学校的各项垃圾

处理工作，我们可以发现存在的许多的问题。  

  我们发现教学楼和宿舍楼的垃圾箱均没有进行分类，食堂的垃圾则有专门的

垃圾车处理，只有校园的垃圾箱标明了“可回收垃圾”、“不可回收垃圾”，

可见学校对学生指引垃圾分类的力度不够大  

垃圾分类调查研究报告(7篇) --第4页

垃圾分类调查研究报告(7篇) --第4页



  
 

第  5  页 共  23  页 

 

  以下就是我得到对相关问题的调查结果  

  1 是否关注过垃圾分类方面的知识（x1 基本不关注 x2 十分关注 x3 偶尔关注

x4 有  

  相关宣传的时候会关注）  

  由此可以看出，大多数的大学生对垃圾回收知识的关注程度并不高，积极程

度也不太理想，多数都是偶尔关注，而也有很多同学只有在有相关宣传的时候

才会关注相关方面的问题。但是，在校园里有多少机会能遇到相关的宣传呢？

再者，就算有相关的讲座货宣传，他们是否真的会积极认真的参加呢？答案我

们不得而知，所以，大学生对垃圾回收方面的知识关注缺少主动性和积极性，

兵没有把它当成一种习惯或责任贯彻实施在日常生活中。  

  2 是否掌握了相关垃圾分类的知识（x1 了解的比较少 x2 对一些常识比较了解

x3 比较了解 x4 基本不了解）  

  从这一项调查中，我们不难看出，多数大学生对垃圾分类回收知识并没有专

门的相关只是积累，这是由于一些对我们大学生缺乏环保意识，社会责任感和

资源回收利用的意识，还是因为我们的教育自始至终缺乏对这方面的引导和教

育？这不仅是对我们大学生自身的提问，也是对我们的教育体制的提问。我们

是不是应该把眼光放长远一些，在我们的教学过程中多添加一些对核心价值观

的引导和对相关环保意识的培养。_不是一句口号，可持续发展也不是一种形

式，如何真正落实，如何把科学的理念融入教育，如何使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

真正意识到环境和资源的重要意义，使我们不断前进的动力和进一步改进的方

向。  

  3 了解的分类只是能否运用到日常生活中（x1 虽然了解但日常生活中做的不

好 x2 根  

  本没有进行过分类回收工作 x3 能较好进行垃圾分类工作）  

  多数的大学生日常生活中的垃圾分类回收的活动做的不太理想。究其原因，

有三个方面：①平时学习忙绿，没有时间进行回收工作；②不知道如何处理分

类回收的垃圾；③懒得进行分类回收工作。三者分别在问卷体现中所占的比例

为：4人、16 人、10 人。这项数据可以告诉我们，平时垃圾分类回收工作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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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在实处的原因可以主要归结为回收能力和回收意识的问题。因此，我们一方

面要加强对垃圾回收利用的宣传和大力倡导，另一方面也要对回收知识和回收

方法进行切实有效的教育，使同学们进行分类回收工作。  

  五解决建议  

  1 校园垃圾分类回收活动的管理建议  

  ①宣传阶段  

  一项工作能否成功起步，关键在于能否有效并持续的宣传。我认为学校在这

个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学校能够真正重视垃圾分类回收这

项工作，才能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倡导，才能在整个校园形成一种回收氛围，一

种环保节约的风气。通过加强相关环保设施的建立和及时更新，对学生的日常

垃圾投放行为进行一定的引导，以及  

  多进行一些以“环保”为主题的`宣传和教育活动，让更多的学生认识并参与

到环保行动中。如，学校可以开展垃圾回收文化周，并通过学生组织举办相应

的环保活动和讲座。普及环保知识，提高学生垃圾回收利用的意识。并且，学

校可以把这项工作与班级评优联系起来，定期检察监督，或把工作分配到各学

院，加强组织和监督力度，从而逐步把垃圾回收工作变成一种日常习惯，把垃

圾回收活动由学生被动接受变成主动积极执行。  

  ②执行落实阶段及垃圾分类回收体系的建立  

  校园垃圾分类回收及垃圾资源化的过程主要包括校园垃圾的分类、校园垃圾

的回收和回收后的再生利用三个基本环节。其管理措施是为了有效的在分类回

收活动期间回收校园垃圾而制定的校园垃圾处理原则、措施、回收管理的方

法。这些措施是保证良好环境功能及回收利用功能科学化管理的重要手段。其

目的在于合理。高效。有计划并持续的为校园提供健全的垃圾分类回收设施与

良好、有序的手机、回收、利用系统。  

  首先，垃圾分类是垃圾收集的基础，这项工作主要是同学们的职责，但如何

收集，怎样分类还是需要学校和有关学生组织进行相关的引导和回收分类知识

的普及。而所谓的垃圾收集过程就是把已经分好类的垃圾从排放源取出，送到

指定的场所按类集中储存，并等待回收利用的过程。即把同学们分类投放的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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圾从各垃圾桶运送到校园指定垃圾丢房地按类集中储存，当储存量达到一定值

时，学校组织相关单位运送到指定废品回收站。垃圾的回收实际上是资源的再

生和利用。再生资源的利用减少了自然资源的开采，也减少了在开采利用过程

中造成的环境破坏。在这一环节中应在大学生群体中加强资源再生和利用的宣

传。具体的执行措施固然重要，但也应该在采取具体措施之前先做好宣传和组

织工作。在整个过程中应遵循如下原则：⑴以防为主，防守结合的原则。在事

先就应该考虑到回收活动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和相应的应对措施，做到最大化的

利用资源，防止资源的浪费。⑵专人管理与学生共同管理相结合的原则。校园

的垃圾分类回收工作如果没有广大同学的参与是很难产生实际效果的，也无法

产生宣传教育的工作，因此在专人管理的同时加强学生的参与性。⑶提前准备

和管理的原则。应提高对意外事故的预测，预防和应对水平，提高效率并坚持

进行活动过程中的再宣传，以进一步扩大宣传范围，进一步加强宣传效果，从

而减少短期行为，持续坚持该项活动。  

  2 尽量减少校园垃圾的建议  

  在加强垃圾回收利用的同时，也应尽量减少不必要垃圾的产生。这项活动的

进行应该培养学生的主人翁精神，应提高学生的环保意识，做到减少垃圾的制

造，因为有些垃圾的制造是对资源的浪费。我们应当把环保变成一种生活方

式，把低碳生活的理念真正落实在实处。如纸张双面印，节约用纸助环保；资

料巧打印，字号行距要缩小；物品循环用，跳蚤市场能淘宝；学长传火炬，教

科书本反复用；随身购物袋，塑料制品要减少。采用科学利用和循环利用的方

式，我们可以节约一大笔资源，又可以减少垃圾分类回收的成本和复杂程度。

这样的生活方式即环保又简单轻松，我们何乐而不为？  

  垃圾回收再利用活动，从小的方面来说，关乎每个大学生的生活方式，从大

的方面说，与环保事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在大学生群里中宣传垃圾

分类回收意义重大，而与此同时，这项活动也任重而道远，需要每个人的热情

投入和积极主动的参与。  

  关于大学垃圾分类的调查问卷  

  本问卷以提高垃圾分类率，改善校园环境和提高资源利用率为目的，做此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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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问卷，希望您抽出宝贵的时间，为环境保护工作，也为了您身边的环境贡献

自己的一份力量，非常感谢！  

  1 您的性别是（）  

  A 男  

  B 女  

  2 是否关注过垃圾分类方面的知识（）A基本不关注  

  B 十分关注  

  C 偶尔关注  

  D 有相关宣传时会关注  

  3 是否掌握了相关的垃圾分类回收知识（）  

  A 基本不了解  

  B 十分了解  

  C 对一些常识比较了解  

  D 了解的比较少  

  4 了解的分类知识能否运用到生活中（）  

  A 能较好的进行垃圾分类工作  

  B 虽然了解但日常生活做得不好  

  C 根本没有进行过分类活动  

  5 如果条件允许，你会按照垃圾桶上的提示进行分类吗()  

  A 会  

  B 有时  

  C 想分，但不会判断  

  D 不会觉得麻烦  

  6 觉得垃圾分类有必要吗（）  

  A 非常有必要  

  B 一点点  

  C 没有必要  

  7 你认为垃圾不分类会带来什么危害（）（可多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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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不能提高废品回收利用率Ｂ无法减少原材料的需求Ｃ无法减少二氧化碳的

排放Ｄ不能普及环保与垃圾的知识  

  ８你认为人们没有进行垃圾分类的重要原因是什么（）  

  Ａ设施不齐全，无法分类Ｂ觉得麻烦Ｃ不知如何分类Ｄ觉得没有意义  

  ９您认为进行垃圾分类的困难是（）（可多选）  

  Ａ环保意识薄弱Ｂ宣传力度不够Ｃ缺乏这方面的知识Ｄ分类后没有得到妥善

处理Ｅ没有完善的规章制度保障  

  最新垃圾分类调查研究报告【篇 3】  

  调查目的：  

  当今社会，人们对物质追求的要求越来越高，而且生活水平也在不断的提

高，但与此同时，垃圾的产生量也在不断提高。为了响应杭州市对垃圾分类的

号召，对居民垃圾分类的态度和措施做一个报告，并提出有关的对策。  

  调查时间：  

  20__年国庆期间  

  调查对象：  

  新老社区中的居民  

  一、通过走访社区中的居民来了解情况  

  1、对新社区：调查中 90％的受访者认为垃圾分类是自己的事，比全市调查

结果的认可率高出 1.6%；66％的市民认为本小区自觉分类投放的很多（自觉分

类投放比例 80％以上）或较多（自觉分类投放比例 50％以上），比全市调查的

高 4。7%；过半市民表示即使小区内其他居民没有分类投放，自己还会坚持分

类投放，另有 37％的市民要依情况而定，只有6％的市民表示别人不分类我也

不分类；为减少垃圾在公共场所滞留时间，86％的调查对象愿意采取定时定点

投放垃圾方式；92%的家庭使用发放的专用垃圾袋盛装厨房垃圾，96％的市民愿

意用环保袋购物、买菜，减少塑料袋的使用，82％的市民愿意参加小区内组织

的垃圾分类志愿者队伍，这说明大多数市民对垃圾分类的意义有了更深的理

解。  

  2、对老社区：调查中 10％的受访者认为垃圾分类是自己的事，比全市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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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的认可率低出 16％；8％的市民认为本小区自觉分类投放的很多（自觉分

类投放比例 16％以上）或较多（自觉分类投放比例 8％以上），比全市调查的低

47%；只有一小部分市民表示即使小区内其他居民没有分类投放，自己还会坚持

分类投放，另有 37％的市民要依情况而定，有 64％的市民表示别人不分类我也

不分类；为减少垃圾在公共场所滞留时间，20％的调查对象愿意采取定时定点

投放垃圾方式；40%的家庭使用发放的专用垃圾袋盛装厨房垃圾，56％的市民愿

意用环保袋购物、买菜，减少塑料袋的使用，6％的市民愿意参加小区内组织的

垃圾分类志愿者队伍对老社区。所以得出结论：老社区卫生设施比较缺乏，垃

圾想扔哪里扔哪里，分类垃圾桶形同虚设，居民乱扔垃圾现象常见，垃圾分类

工作任重道远。  

  二、对老小区居民的垃圾投放走访调查：  

  “你们家里的垃圾分类吗？”我询问社区里的一位老爷爷。“分类？这么多

年从来没有分过，而且就这么一个垃圾桶，怎么分呀？”老爷爷指了指楼下那

只橘黄色的垃圾桶。也有居民表示就算垃圾在自己家里分好了，下了楼也都是

一个垃圾桶，分了也白分。  

  “我觉得垃圾分类这个举措真的很好，我家也是一直在分类的。但我发现好

多社区的居民还是不分的，有时候下楼扔厨房垃圾，发现垃圾桶经常被其他垃

圾侵占，想扔也没地方扔。”社区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我说。  

  在我调查时，有居民向我诉苦：“我们在家里垃圾分得辛辛苦苦，最后垃圾

车运走的时候，还是把厨房垃圾和其他垃圾混着运回垃圾场，这样我们分类还

有什么意义？”  

  通过我的走访调查，原来有些垃圾分类并不是居民不肯干，而是社区在考虑

这些方面是没有处理好，导致老小区垃圾分类处理较差。  

  三、杭州市的垃圾分类投放文献：  

  今年是杭州实施垃圾分类第三个年头，在广大居民和职能部门的共同推动

下，垃圾分类的覆盖面越来越广，全社会的“垃圾分类”意识也明显提高。截

至目前，杭州已有 1000 多个社区实行了垃圾分类，覆盖率超过 85%，分类准确

率达到 7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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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年初，杭州市再次提出要在年底争取实现 100%的小区实行垃圾分类。  

  垃圾分类，指按一定规定或标准将垃圾分类储存、分类投放和分类驳运，从

而转变成公共资源的一系列活动的总称。分类的目的是提高垃圾的资源价值和

经济价值，力争物尽其用。  

  垃圾在分类储存阶段属于公众的私有品，垃圾经公众分类投放后成为公众所

在小区或社区的区域性准公共资源，垃圾分类驳运到垃圾集中点或转运站后成

为没有排他性的公共资源。从国内外各城市对生活垃圾分类的方法来看，大致

都是根据垃圾的成分构成、产生量，结合本地垃圾的资源利用和处理方式来进

行分类的。  

  每个人每天都会扔出许多垃圾，在一些垃圾管理较好的地区，大部分垃圾会

得到卫生填埋、焚烧、堆肥等无害化处理，而更多地方的垃圾则常常被简易堆

放或填埋，导致臭气蔓延，并且污染土壤和地下水体。垃圾无害化处理的费用

是非常高的，根据处理方式的不同，处理一吨垃圾的费用约为一百至几百元不

等。人们大量地消耗资源，大规模生产，大量地消费，又大量地生产着垃圾。

后果将不可设想。从国内外各城市对生活垃圾分类的方法来看，大致都是根据

垃圾的成分构成、产生量，结合本地垃圾的资源利用和处理方式来进行分类。

如德国一般分为纸、玻璃、金属和塑料等；澳大利亚一般分为可堆肥垃圾，可

回收垃圾，不可回收垃圾；日本一般分为塑料瓶类，可回收塑料，其他塑料，

资源垃圾，大型垃圾，可燃垃圾，不可燃垃圾，有害垃圾等等。  

  四、对垃圾分类的一些建议和意见：  

  1、积极宣传垃圾分类的意义，指导居民垃圾分类的方法。要改变人们的生活

习惯，是一个过程的，需要做大量的、细致的思想工作。街道、居委的干部，

最贴近广大居民，应该既是宣传员，又是指导员，做好表率作用。利用宣传

栏、发放宣传册等，宣传垃圾分类的意义、垃圾如何分类。在指导居民垃圾分

类方法上，要群策群力，采用多种方式方法，促使全体居民自觉投身到“垃圾

分类”这场新事物的变革之中  

  2、建议有环保意识的厂家，设计更加合理、实用的分类垃圾箱。还可以生产

一些家庭用分类垃圾箱（类似于家里用的连体调味瓶），让人们在家里也能方便

垃圾分类调查研究报告(7篇) --第11页

垃圾分类调查研究报告(7篇) --第11页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34513330200

2012011

https://d.book118.com/345133302002012011
https://d.book118.com/34513330200201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