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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区低龄老人是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行为主体，低龄老人分类行为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着城市生活垃圾

治理的效果。本文基于社区低龄老人分类行为的微观数据，分析政策有效性感知和社会资本如何协同影

响社区低龄老人生活垃圾分类行为，同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西安市834份社区低龄老人的

调查问卷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社会规范、社会网络和社会信任以及政策有效性感知这四个

要素在低龄老人垃圾分类行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单因素难以解释不同社区低龄老人垃圾分类行

为水平的差异性；多重因素的组合可以解释其中存在的显著差异，两个组合路径可以概括大部分案例：

一条是以高社会信任为基础的强感知模式，一条是以弱感知为基础的强社会网络和规范的模式。推动社

区低龄老人垃圾分类行为水平的提高，必须考虑不同的要素条件组合，进行有针对性的激励措施与资源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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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ow-aged community is the main behavior of urban domestic waste classification, the level of 
classification behavior of the low-aged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effect of municipal solid waste man-
agement. Based on the micro-data of the classification behavior of the community low-aged elder-
ly, this paper analyzes how the perception of policy effectiveness and social capital synergistically 
affect the classification behavior of the community low-aged elderly, at the same time, the qualita-
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uzzy sets was used to test the questionnaire data of 806 young old 
people in Xi’an. The results show that social norms, social networks, social trust and perceived 
policy effectivenes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waste classification behavior of the young elder-
ly. At the same time, it is difficult for single factor to explain the difference of waste classification 
behavior of the young aged people in different communities, and the combination of multiple fac-
tors can explain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two combinatorial paths can generalize most cases: one 
is the strong perception model based on high social trust, and the other is the strong social net-
work and norm model based on weak perception.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level of waste classifica-
tion behavior of the community aged people, we must consider the combination of different fac-
tors and conditions, carry out targeted incentive measures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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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根据国际一般标准，我们将年龄介于 60~69 岁的人界定为低龄老人[1]，这一类人群往往具有子代已

经结婚，刚刚离休但身体状况尚佳且有独立生产和行动能力等特征，这一部分群体往往具有充裕的时间。

按理来说参与到垃圾分类中来的意愿应该较强，应当是推动社区生活垃圾分类的主力群体。但根据笔者

的实际调查，现实情况与预估却不尽相似，社区中许多离休老人对于进行生活垃圾分类的兴趣有限，对

于付诸于实践的生活垃圾分类行为则更为稀少，因此研究什么样的因素组合可以推动社区低龄老人的生

活垃圾分类行为的产生就变得至关重要。 
既有的垃圾分类相关的社会科学研究主要着眼于宏观政策层面，如基于政策工具视角对垃圾分类

政策的量化研究[2] (孙岩、胡明，2021)、对试点城市政策执行过程中产生的政策偏差进行的研究[3] (刘
佳佳、傅慧芳，2021)以及对垃圾分类政策制度的演变过程进行梳理总结[4] (孙晓杰、王春莲，2020)等。

也有一些研究聚焦于微观层面，如互联网的使用、制度环境[5]、污染认知[6]等因素对低龄老人垃圾分

类意愿的影响[7] (左孝凡、康孟媛，2022；姜利娜、赵霞，2021；刘霁瑶等 2021)。但总体来看，现有

研究存在两个主要不足。一是难以对不同社区低龄老人垃圾分类行为的巨大差异进行解释。在西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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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普遍推行生活垃圾分类的背景下，在同一行政区下辖的不同社区低龄老人，虽然面临着近乎相同

的生活垃圾分类政策、经济、社会文化等背景条件，但不同社区低龄老人表现出的垃圾分类行为仍存

在巨大的差异，如何解释这其中存在的差异仍需研究。二是目前微观层面的研究仍然缺少关于不同条

件之间组合的组态研究分析。低龄老人垃圾分类行为不是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多因素形成的“一

果多因”。因此，基于组态视角，研究不同的前因条件组合如何影响低龄老人垃圾分类行为就十分必

要。然而，目前这类研究的缺乏显然不利于深化对于社区低龄老人生活垃圾分类行为及其实现逻辑的

理解。 
为弥补上述研究的不足，本文将基于政策有效性感知和社会资本的组合视角，选取西安市碑林区的

多个社区作为分析案例，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对低龄老人垃圾分类行为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2. 理论回顾与研究框架 

2.1. 理论回顾 

社会资本这一概念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提出的一个学术概念。这一概念首先由法国社会学家

Bourdieu 提出，并在 1986 年的《资本的形式》中对该概念进行了系统阐释，他将此概念定义为“群体成

员在社会网络联系中建立起来的社会资源”[8]。社会资本包括社会网络、规范和信任等要素。社会网络

指的是群体在交互中形成的一种互动关系网，可以帮助降低信息不对称现象的出现，增强环境认知，进

而促进环境保护意向的产生[9]。社会信任通常包含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两方面：人际信任是人在交互过

程中，表现为低龄老人对社区邻里的信任程度和“亲疏远近”；制度信任则是建立在“非人际”关系上

的软约束机制，具体表现为低龄老人越是认同和信任垃圾分类相关的制度政策，其分类自觉性就越强[10]。
社会规范是人与人之间形成的用于约束个人行为、调节人际关系和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的行为规范或共同

的价值体系[11]，具体表现为低龄老人在日常行为决策和人与人的交互过程中不仅要考虑自身，还要考虑

到自身行为是否符合社区低龄老人之间的规范准则以及自身的一些行为在社区低龄老人之间产生的影

响，进而抑制“搭便车”行为的出现，并以此才能得到身边街坊邻居的认同，维护自身在街坊邻里之中

的声誉。目前既往研究普遍认为，以上核心要素可以有效抑制低龄老人在参与垃圾分类的行为中的机会

主义倾向，显著促进低龄老人生活垃圾分类水平，并且社会资本还可以与监管机制有效发挥互补作用，

进一步规范低龄老人生活垃圾分类行为[12] [13] [14]。 
政策有效性感知可以被定义为“个人对政策措施的清晰性、充分性和便利性有利或不利的评价”[15]。

当政策参与者认为政策不能有效解决集体困境时，他们就不太可能合作并采取支持性行动[16]。具体而言，

当老人们对垃圾分类政策更了解，对垃圾分类政策所带来的环境效益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和认知，垃圾

分类政策执行中透明度越高，低龄老人对政策有效性的评估就会越积极。国内外的许多研究均发现，政

策有效性感知对低龄老人的垃圾分类意愿与分类行为均有调节作用。即当低龄老人感知到更为有效的垃

圾分类政策措施时，必然会激励个体以更高的意愿水平去执行垃圾分类行为[17] [18] [19]。 

2.2. 研究框架 

综合以上理论分析，本文提出社区低龄老人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分析框架如(图 1)。低龄老人作为生

活垃圾分类行为主体，其进行的垃圾分类行为是会产生正外部性的行为。而低龄老人在进行垃圾分类时，

由于相较于传统的垃圾投放回收需要付出额外时间成本，因此低龄老人在进行垃圾分类时便通常会产生

“免费搭车”等行为。而社会资本中的社会网络、信任和规范可以通过互相影响、规范约束等等方式对

低龄老人的行为产生有效的约束作用。此外，低龄老人在进行日常垃圾分类的时候，会受到对政策有效

性的感知的影响，也即低龄老人生活垃圾分类政策的认知越明晰，对垃圾分类政策执行所带来的环境效

https://doi.org/10.12677/ar.2023.104220


秦月 
 

 

DOI: 10.12677/ar.2023.104220 1655 老龄化研究 
 

益感受越深，就越会主动进行垃圾分类。综上所述，社会资本是从集体层面来影响低龄老人的垃圾分类

行为，而政策有效行感知是从个体层面来对低龄老人的垃圾分类行为产生影响，只有当集体层面和个体

层面的因素协同作用时，才能有效抑制低龄老人在生活垃圾分类中“搭便车”的行为出现。因此，社会

资本和政策有效性感知对社区低龄老人产生的协同影响，将从源头引导低龄老人减少“搭便车”这类行

为的产生，进而推动低龄老人主动对生活垃圾进行分类。 
 

 
Figure 1.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the classification behavior of the low-aged on domestic waste in community 
图 1. 社区低龄老人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理论分析框架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方法：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CA)由美国学者查尔斯 C.拉金于 1987 年提出。该方法是基于布尔代数原理，利

用集合论思想探究“一果多因”社会现象的组合原因路径，它整合了定量和定性研究各自的优势，开辟

了一条独立于传统研究方法的新路径[20]。QCA 方法较为适合中小样本研究，并且在处理多重并发因果

关系方面具有较为突出的优势。本文的研究对象是西安碑林区内十个社区的低龄老人垃圾分类行为，样

本量较小，不适合使用传统的统计分析方法；此外，低龄老人垃圾分类行为并不是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

而是多因素形成的“一果多因”。所以，QCA 对本研究非常适用。根据变量的取值特点，定性比较分析

可分为清晰集、多值集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这三个方法中，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将传统的二分变量

转变为在 0~1 之间的隶属度，能够反映事物连续变化程度，符合本研究案例选择和变量特点，因此本文

选择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3.2. 案例选择及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于西安市主要城区(即未央区、灞桥区、雁塔区、碑林区、莲湖区、新城区)抽取的 18 个社

区的低龄老人垃圾分类行为作为研究样本，主要基于一下三个方面考量：一是社区是城市治理的最基层

单位，同时社区低龄老人的社会资本存量往往是通过社区为单位进行体现。二是 QCA 方法适合中小样本

(10~60)的研究，进行 18 个社区之间的比较较为合适。三是 QCA 方法选择的对象案例要在事实上存在某

种程度的相似性的同时也要满足一定的多样化程度，其核心在于所选案例在保持一定维度上的可比性的

同时可以在最少数量的案例中呈现最大程度的案例异质性。本研究选择的西安市主城区同时拥有新建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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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社区、单位家属院和传统老旧社区等不同社区类型，可选样本种类较为丰富，适合通过分析探究不同

种类社区低龄老人的垃圾分类行为影响路径成因。 
本文数据来源于陕西省西安市主要城区内通过随机抽样抽取的 18 个社区，调查对象为社区低龄老

人。通过实际调查访谈和借助部分社区低龄老人微信联系群，在 2023 年 2 月~2023 年 3 月，对多个社区

的低龄老人进行问卷调查。本次问卷调查总共回收问卷 834 份，剔除无效问卷 28 份后剩余有效问卷 806
份。在对问卷进行梳理之后，本文对问卷数据结果进行了信度效度检验，各变量 Cronbach’s α系数均不

小于 0.6，证明本次调查问卷已达到信度要求，且 KMO 值为 0.786，大于 0.7，说明各个题目间的关联度

较好。 

3.3. 测量与校准 

通过阅读梳理低龄老人垃圾分类行为等相关研究文献和与相关专家以及社区低龄老人访谈，本文将

结果变量与条件变量确定如下： 

3.3.1. 结果变量 
本文以低龄老人垃圾分类行为为研究对象，参考相关文献后将低龄老人日常生活垃圾分类行为水平

定为结果变量，通过问卷题项“您在日常中将生活垃圾分为几类？”，该问题下设置四个选项，分别对

应四个低龄老人生活垃圾分类水平层次。将每个社区所有有效问卷的平均值记为该社区结果变量取值。

将 18 个社区低龄老人的分类水平取值由高到低排列，设定三个定性锚点，完全隶属为 1，完全不隶属为

0，交叉点为 0.5。本研究将十个社区的低龄老人垃圾分类水平排名中值设定为交叉点，将定性锚点设为

1、5.5 与 10，分别对应 0.95、0.5 与 0.05 隶属度。 

3.3.2. 条件变量 
根据研究框架，本文条件变量设置为社会信任、社会规范、社会网络、政策有效性感知。每个条件

变量下设置 3~4 个问卷问题，均通过 Likert 量表进行测量。问卷题目详细内容如(表 1)所示。各个条件下

辖的所有题目平均值记为该条件变量最终取值。每个社区所有有效问卷的条件变量的平均值记为该社区

对应条件变量取值。 
 
Table 1. Conditional variable questionnaire assignment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表 1. 条件变量问卷赋值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及其赋值 均值 参考文献 

社会信任 

您在多大程度上相信居委会：十分不相信 = 1，比较不相信 = 2，一般 = 
3，比较相信 = 4，十分相信 = 5 

2.742 高红(2021) 
[9] 

您对所在社区的生活垃圾分类相关制度和规范的信任程度：十分不相信 
= 1，比较不相信 = 2，一般 = 3，比较相信 = 4，十分相信 = 5 

2.820 贾亚娟(2020) 
[13] 

您对社区邻里之间的信任程度：十分不相信 = 1，比较不相信 = 2，一

般 = 3，比较相信 = 4，十分相信 = 5 
3.212 韩洪云(2016) 

[11] 

社会规范 

社区中的环保标语对您的垃圾分类行为是否起对您有影响：非常小 = 
1，比较小 = 2，一般 = 3，比较大 = 4，非常大 = 5 

3.016 韩洪云(2016) 
[11] 

其他低龄老人的垃圾分类行为是否会对您造成影响：非常小 = 1，比较

小 = 2，一般 = 3，比较大 = 4，非常大 = 5 
2.775 韩洪云(2016) 

[11] 

您对社区低龄老人破坏公共环境的不文明行为的反感程度：非常小 = 
1，比较小 = 2，一般 = 3，比较大 = 4，非常大 = 5 

3.516 刘霁瑶(202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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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社会网络 

您与社区低龄老人一起休闲娱乐(下棋、打牌、跳舞、遛弯)的频率：从

不 = 1，较少 = 2，一般 = 3，较多 = 4，非常多 = 5 
2.917 左孝凡(2022) 

[6] 

您与邻居互相串门的频率：从不 = 1，较少 = 2，一般 = 3，较多 = 4，
非常多 = 5 

2.870 贾亚娟(2020) 
[13] 

您与邻居相互交换意见的频率：从不 = 1，较少 = 2，一般 = 3，较多 = 
4，非常多 = 5 

3.266 左孝凡(2022) 
[6] 

政策有效性

感知 

政府非常重视垃圾分类问题，并一直积极倡导让低龄老人参与日常垃圾

分类：非常不赞同 = 1，比较不赞同 = 2，一般 = 3，比较赞同 = 4，非

常赞同 = 5 
3.710 Yu (2014) 

[14] 

政府提供了关于生活垃圾分类和回收的明确指导方针和法规：非常不赞

同 = 1，比较不赞同 = 2，一般 = 3，比较赞同 = 4，非常赞同 = 5 
3.176 Dan (2020) 

[16] 

政府/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宣传有效地增强了我们的垃圾分类意愿：非常

不赞同 = 1，比较不赞同 = 2，一般 = 3，比较赞同 = 4，非常赞同 = 5 
3.279 Wan (2014) 

[17] 

总体而言，政府实施的垃圾分类和回收政策是有效的/对生活环境产生了

明显的改善作用：非常不赞同 = 1，比较不赞同 = 2，一般 = 3，比较

赞同 = 4，非常赞同 = 5 
3.260 Dan (2020) 

[16] 

3.3.3. 校准模糊集 
基于既往研究和本文数据样本，本文选择使用直接法对数据进行校准，排除奇异点后，将变量数据

最大值设为“完全隶属”即对应 0.95 隶属度，将变量数据最小值设为“完全不隶属”即对应 0.05 隶属度，

将变量数据平均值设为“交叉点”即对应 0.5 隶属度(表 2)。 
 
Table 2. Calibration of outcome variables and conditional variable 
表 2. 结果变量与条件变量校准 

变量 变量名称 变量赋值与校准 

结果变量 社区低龄老人垃圾分类行

为水平 连续变量，将定性锚点设为 1、5.5 与 10。对应 0.95、0.5 与 0.05 

条件变量 

政策有效性感知 连续变量，取中位数，将定性锚点设置为 4.35、3.45 和 2.55，对应 0.05、
0.5 与 0.95 

社会信任 连续变量，取中位数，将定性锚点设置为 3.883、3.052 和 2.221，对应

0.05、0.5 与 0.95 

社会规范 连续变量，取中位数，将定性锚点设置为 3.916、3.165 和 2.415，对应

0.05、0.5 与 0.95 

社会网络 连续变量，取中位数，将定性锚点设置为 4.025、3.066 和 2.107，对应

0.05、0.5 与 0.95 

4. 数据分析和实证结果 

4.1. 单个条件的必要性分析 

在进行条件组态的分析之前，首先对各条件的“必要性(Necessity)”进行单独检验。本研究综合相关

QCA 研究，检验单个条件(含非集)能否构成社区低龄老人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必要条件。在 QCA 研究中，

https://doi.org/10.12677/ar.2023.104220


秦月 

 

 

DOI: 10.12677/ar.2023.104220 1658 老龄化研究 
 

当结果发生时某个条件始终存在，那么该条件就是结果的必要条件。通常，当某条件的一致性不小于 0.9
时，则该条件就是结果的必要条件。通过 fsQCA3.0 软件分析，社区低龄老人垃圾分类行为水平的单个因

素必要性运算结果如表 3 所示。从表 3 中可以看出，各个条件的一致性均小于 0.9。所以，不存在影响社

区低龄老人垃圾分类行为水平的必要条件。 
 
Table 3. Univariate necessary condition result 
表 3. 单变量必要条件运算结果 

变量(Variable) 必要一致性(Consistency) 必要覆盖率(Coverage) 

强政策有效性感知 0.532472 0.823644 

弱政策有效性感知 0.679152 0.548342 

强社会规范 0.610018 0.746942 

弱社会规范 0.583184 0.540630 

强社会信任 0.709775 0.754160 

弱社会信任 0.531628 0.525735 

强社会网络 0.733453 0.750622 

弱社会网络 0.482894 0.563541 

4.2. 条件组态分析 

在对单个变量进行必要性条件分析的基础上，为进一步分析多变量对低龄老人垃圾分类行为的组合

影响，应对其它条件变量进行组态分析。通过 fsQCA3.0 进行运算后会得到三种组态解，即复杂解、中间

解和简约解。复杂解假设分析中没有纳入任何未观察案例，简约解则在假设分析纳入了所有未观察案例

进行分析，中间解则根据理论知识，纳入具有研究意义的未观察案例进行分析，通常，中间解优于简约

解和复杂解[21]。因此，本文选择中间解进行分析。 
如表 4，根据中间解结果显示，有一共有两种条件组合可以使高低龄老人垃圾分类行为水平的结果

产生，根据表中原始覆盖率以及净覆率可以看出，这两种组合路径能解释约 76%的案例。第一条(强政策

有效性感知、强社会信任)路径能解释约 39%的案例，且约为 24%的案例仅能被该条路径解释；第二条(弱
政策有效性感知、强社会规范和强社会网络)路径能够解释约 52%的案例，且约有 36%的案例仅能被该条

路径解释。 
 
Table 4. Results of configuration analysis for conditional variables 
表 4. 条件变量的组态分析结果 

条件变量 路径(1) 路径(2) 

政策有效性感知 ● ○ 

社会规范  ● 

社会网络  ● 

社会信任 ●  

原始覆盖率(raw coverage) 0.391193 0.516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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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净覆盖率(unique coverage) 0.247191 0.355993 

一致性(consistency) 1 1 

解的覆盖率(solution coverage) 0.765187  

解的一致性(solution consistency) 1  

注：●表示条件存在，○表示条件的反值存在。原覆盖率表示该条件组合导致结果发生的案例数占总案例数的比例；

净覆盖率表示仅该条件组合导致结果发生的案例数占总案例中的比重。 
 

组合路径一为“具有高社会信任的强感知型”。该路径组合表明，在社区低龄老人的人际信任和制

度信任较强的情况下，社区低龄老人对垃圾分类政策所带来的环境效益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和认知，社

区低龄老人对政策有效性的评估越积极，越能促进低龄老人垃圾分类行为水平的提高。 
组合路径二为“具有强社会网络和规范的弱感知型”。该路径表明，当社区低龄老人之间的社会网

络联系较为紧密，社区所形成的日常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等所产生的行为约束较强时，即使社区低龄老

人对政策有效性的感知较弱，依然促使低龄老人主动对生活垃圾进行分类。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以西安市主要城区的 18 个社区的社区低龄老人垃圾分类行为作为研

究案例对象，以社区低龄老人垃圾分类行为水平作为结果变量，将政策有效性感知、社会网络、社会信

任和社会规范作为条件变量，通过单个条件的必要性分析和条件组态分析，现将研究结论总结如下。 
从总体上看，政策有效性感知、社会规范、社会信任、社会网络这几个因素都不能单独作为社区低

龄老人垃圾分类行为水平的必要条件，说明单个因素并不能构成高社区低龄老人生活垃圾分类水平的必

要条件。高社区低龄老人生活垃圾分类水平存在两条组合路径。(1) 社区低龄老人垃圾分类行为背后是多

因素共同作用产生的结果，各个因素以不同的前因条件组合殊途同归地提升社区低龄老人生活垃圾分类

行为水平。(2) 不论社区低龄老人对垃圾分类政策有效性的感知强弱，都可以在社区形成较好的低龄老人

垃圾分类行为促进模式。强政策有效性感知的背后是社区低龄老人对邻里和制度规定有较高的信任程度

作为支撑，弱感知模式背后是社区低龄老人之间紧密的网络联系以及非正式规范的积极作用。 
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本文得出以下实践启示：(1) 生活垃圾分类具有低龄老人素质要求较高、效果显

示不明显等特点。各地地方政府与基层社区在面对纷繁复杂的实际情况时，应该因地制宜，选择适合自

身的有效治理模式。致力于多重条件之间的联动匹配，有针对性地采取推进社区低龄老人垃圾分类行为

的措施。(2) 对于社会网络联系较为紧密的社区，应加强来自“集体”的约束，营造全社区低龄老人共同

参与垃圾分类的参与环境，同时应利用社区基层组织强化社区文化和规范准则，规范社区垃圾分类的参

与环境，推动社区老人们的分类水平上升。(3) 对于许多新型住宅社区，应循序渐进，通过多方式、多渠

道开展例如政策宣传，分类工作座谈会等的政策推广活动，让低龄老人对垃圾分类政策有更多的了解，

对垃圾分类政策所带来的环境效益有更加深入的认知，真正强化低龄老人的政策有效性感知和社会信任，

进而推动低龄老人以实际行动参与到垃圾分类工作当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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