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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垃圾分类政策的出台和执行，垃圾分类逐渐成为社区实践和学术研究的新热潮。本研究以CNKI数据

库收录的发表于1998~2022年的380篇垃圾分类研究的CSSCI文献为研究样本，借助CiteSpace软件做我

国“垃圾分类”研究的可视化分析。本研究首先勾勒研究文献的时间脉络，主要呈现为1998年到2007
年低迷期、2008年到2017年缓慢上升期、2018到2022年活跃期三个阶段；接着分析了研究作者与研究

机构的主要成果和关联网络，各学者与机构之间的存在小范围内的合作，但整体互动不足；基于关键词

共现明确垃圾分类研究的发展轨迹和研究热点，可以看出目前的重点和未来的方向在垃圾分类与社区治

理的结合；通过关键词聚类分析可知该主题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垃圾分类行为、垃圾分类政策、垃圾分

类主体三个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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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troduc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garbage classification policy, garbage classification 
has gradually become a new upsurge of community practice and academic research. In this study, 
380 CSSCI papers published in CNKI database from 1998 to 2022 were taken as research samples, 
and Using CiteSpace software to do visual analysis on the theme of domestic “garbage classif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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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Firstly, this study outlines the time sequence of research literature, which mainly shows 
three stages: the downturn period from 1998 to 2007, the slow rise period from 2008 to 2017, and 
the active period from 2018 to 2022. Then, it analyzes the main achievements and related net-
works of research author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Small-scale cooperation has been formed 
among scholar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but the overall interaction is insufficient. Based on the 
co-occurrence of key words, the research track and hot spots of garbage classification research 
can be clearly defined, and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current focus and future direction are the com-
bination of garbage classification and community governance. Through keyword cluster analysis,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research on this topic mainly focuses on three parts: garbage classification 
behavior, garbage classification policy and garbage classification 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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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然本身是一个可持续的循环系统，然而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经济活动与自然生态环境之

间产生了矛盾，即人类对资源的无限需求与生态环境所能提供的有限供给、人类对废弃物无限排放与

自然环境有限承载能力之间的矛盾，现实的资源与环境压力推动我国向生态文明发展方向转变，垃圾

分类成为政府和社会关注的重要现实议题。党的十八大报告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到了重要位置，强调了

加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意义；党的十九大也针对环境治理提出构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环境治

理体系。新的时代背景和发展阶段下环境问题越发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在党和政府的“五位一体”

布局框架下，各种垃圾分类城市试点与强制推行政策陆续出台和广泛铺开，指明了社区垃圾分类实践

的前进方向。 
由于工业化发展阶段和消费水平的不同，国外垃圾分类的实践和研究已经非常成熟，而国内关于该

主题的研究近年才开始随着政策出台和政策实践的发展而逐步增加，其研究尚不成熟、处于发展阶段，

并且关于该领域的知识交流和知识生产缺乏科学系统的整理和追踪，整体呈现分散无序和多元的状态。

因而，我们从中国知网数据库中检索以“知识分类”为主题的 CSSCI 文献，并且以 CiteSpace 软件为科

学计量工具对所得文献进行计量分析，在梳理我国垃圾分类研究的发文年份、发文作者与机构、制作关

键词共现图谱的基础上回答以下问题：其一，关于垃圾分类的研究经历了哪些阶段？目前呈现何种状态？

其二，该主题下的研究作者和机构产出水平和合作程度如何？其三，该主题下的研究可以分为哪些板块，

有哪些侧重点，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通过对上述问题的研究，我们可以明确关于垃圾分类研究的前

沿热点和未来发展空间，基于已有的研究板块和侧重点，进一步提升垃圾分类研究对于现实实践和政策

倡导的指导价值。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和工具 

CiteSpace 是由陈超美(Chaomei Chen)教授应用 Java 语言开发的一款用于计量和分析科学文献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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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可视化软件，用于识别某一科学领域中的关键文献、热点研究和前沿方向[1]；并通过一系列可

视化知识图谱的绘制直观地展现科学知识的信息全景、宏观结构及其发展脉络[2]。自 2004 年 9 月推出

以来，CiteSpace 被广泛应用于各研究领域，尤其是在 2009 年到 2012 年期间使用 CiteSpace 的研究急

剧增长，2013 年之后其应用趋于平缓，而近年来其应用主要集中于人文社科例如管理学领域，逐渐向

自然科学领域的多个学科扩散[3]。本研究采用 CiteSpace 软件版本为 2022 年更新的 CiteSpace 6.1.R2 
(64-bit)。 

2.2. 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中国知网数据库(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CNKI)为数据来源，检索时间为

2022 年 6 月 10 日，具体的检索过程为：进入中国知网旧版主页，选择“高级搜索”，限定“学术期刊”，

不设置时间跨度，文献来源类别选择 CSSCI，检索“主题词 = 垃圾分类”的文献，检索得到共计 580
篇文献。对检索结果进行整理，去除会议综述、书评、资讯、信息专栏、时论摘要和新闻等无关文献，

通过对文献题目、关键词的阅读进行文献初步删选，进一步阅读文献摘要选定分析文献，共得到有效文

献 380 篇。 

3. 文献计量与可视化 

本研究分别从年发文量、发文作者及机构、关键词共现分析、关键词聚类分析四个部分呈现垃圾分

类研究的文献分布情况。 

3.1. 年发文量分析 

年发文量可以呈现该研究领域在不同时段的活跃程度和变化趋势。垃圾分类研究文献的年度分布如

图 1 所示，从 1998 年到 2022 年，总体发文量呈上升趋势。其中知网数据库所能检索到的最早的关于垃

圾分类的 CSSCI 文献是 1998 年发表于《环境保护》的两篇文章，分别是关于城市垃圾分类收集的社会

调查[4]和北京市城市生活垃圾现状与对策研究[5]，可以作为国内垃圾分类研究的起点，此后的 10 年间

关于垃圾分类的研究数量相对较少，且研究相对浅显。从 2008 年开始年度发文数量逐渐有所提升，2013
年发文量突破 10 篇，2016 年突破 20 篇，直到 2017 年关于垃圾分类的研究发文量一直维持缓慢上升趋

势，有研究开始结合不同省市地区的政策变迁及实际执行情况探讨垃圾分类对策[6] [7]以及将政府、公众

等主体纳入垃圾治理讨论[8] [9]。2017 年到目前是我国垃圾分类研究集中爆发的时期，尤其是 2019 年之

后，在 2020 年垃圾分类研究的发文量达到最大值 75 篇。 
由图 1 所示，垃圾分类研究发文量的年度分布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98 年到 2007 年处于研究低迷

期，关于垃圾分类的研究尚未进入大部分学者和公众的视野；2008 年到 2017 年处于缓慢上升期，此时

垃圾分类逐渐成为研究热点，社会组织开始介入社区做垃圾分类宣传；2018 到 2022 年进入垃圾分类研

究的活跃期，全国各地垃圾分类实践层出不穷、形式各异、效果不同。本研究认为政策的推出和执行

是 2017 年之后垃圾分类研究迅速增加的重要原因，自上而下的行政压力推动了基层社区主体的积极行

动和学术研究的发展。例如 2017 年 3 月，《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10]的颁布意味着我国城市

生活垃圾分类进入“强制”时代[11]；2019 年 6 月，《关于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生活垃圾

分类工作的通知》[12]明确到 2020 年全国 46 个重点城市要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可以看出

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制度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阶段，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和自下而上

的基层试点相结合，垃圾分类逐渐在全国范围内全面铺开，相关学术研究也开始蓬勃发展，并逐渐体

现出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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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Annual distribution of garbage classification research papers 
图 1. 垃圾分类研究发文量年度分布 

3.2. 发文作者及机构分析 

发文作者合作网络图谱如图 2 所示，该图谱中共有节点 321 个，链接 180 条，网络密度为 0.0035， 
 

 
Figure 2. Map of cooperation networks of researchers 
图 2. 发文作者合作网络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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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频次最高的依次是谭爽 32 次，丁志华、刘余等 22 次，蒋培、杜欢政等 7 次，曲英、薛立强 4 次。

其中中国矿业大学文法学院的谭爽主要采用质性研究的方法探索多元主体参与垃圾治理的多元路径[13]
以及垃圾议题下公共领域的建构[14]，中国矿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丁志华主要探讨了社区环境[15]、信

息激励[16]等因素对城市居民垃圾分类意愿的影响；同济大学的杜欢政重点研究上海市垃圾分类的现状、

困境、对策[17]，以及乡村垃圾治理的模式、困境[18]。整体来看，各位学者之间合作关联相对较少，但

存在小范围内的合作。 
不同研究机构的发文数量表明其在该研究领域的学术积累和贡献，本研究以所在单位发文作者的发

文量为统计指标得到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网络图谱，如图 3 所示，该图谱中共有节点 278 个，链接 118
条，网络密度为 0.0031。其中，共现频次最高的机构依次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14，中国

矿业大学文法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和南财绿色经济发展研究院、经济学院分别为 12，另外浙江大学公管

学院为 9，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管学院为 8。可以看出，对垃圾分类议题最感兴趣和资源投入最多、产出

最多的主要是社会科学领域的公共管理学院、经济工商学院和文法学院，以及少数的绿色发展研究所、

环境管理学院，这些机构在承担环境保护、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公共责任方面发挥了突出作用。另外，各

机构之间的合作和联系有待加强，部分机构合作也限于一定的地理区域之内，例如省市内高校的合作，

而跨地域的、跨学科的机构合作较少。 
 

 
Figure 3. Map of cooperation networks of research institutions 
图 3. 研究机构合作网络图谱 

3.3. 关键词共现分析 

一般认为，如果两个关键词频繁在同一篇论文中同时出现，往往表明这两个主题词之间具有比较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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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的联系，关键词节点及字体大小代表关键词出现频次的高低。如图 4 所示，本研究中共现关键词共 329
个，连线数量 499 条，连接密度为 0.0092。从该图谱可以看出垃圾分类相关研究的关键词较为集中，且

内部存在紧密的逻辑性关联，符合垃圾治理的技术步骤和社会治理逻辑。垃圾分类作为研究主题也是出

现频次最高的关键词；其次是生活垃圾，侧重于社区生活中所产生垃圾的分类及治理；另外循环经济、

影响因素、分类收集、回收利用也是垃圾分类议题下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垃圾回收、资源化、减量化

则为垃圾分类提供了进一步的讨论和实践方向。 
 

 
Figure 4. Keyword co-occurrence map of garbage classification 
图 4. 垃圾分类的关键词共现图谱 

3.4. 关键词聚类分析 

聚类分析是包括时间线视图、时区视图在内的 CiteSpace 三种可视化方式之一，其中聚类视图(cluster)
侧重于体现聚类间的结构特征，突出关键节点及重要连接[3]，聚类是由多个紧密相关的词组成，聚类分

析的序号数字越小，聚类中包含的关键词越多。经过算法，CiteSpace 将本研究中关系紧密的关键词聚类

为 90 个类，其中 Q 为 0.83，S 为 0.96，这表明该图谱中显示的聚类结构显著且高效率、令人信服。如图

5 所示，具体呈现了 15 个聚类，11 个阴影板块和 4 个词条，包括#0 垃圾分类、#1 生活垃圾、#2 环境治

理、#3 回收利用、#4 科技风险、#5 影响因素、#6 循环经济、#7 城市垃圾、#8 公共政策、#9 垃圾回收、

#10 政府，以及#11 分类处理、#13 治理模式、#17 低值可回收废弃物、#23 回收补贴。 
关键词聚类可以体现研究中的不同类型和板块，代表目前有研究涉及和有发展可能的研究方向。基

于本研究的聚类结果以及文献整理可以得出，关于社区垃圾分类的社会科学研究可以分为垃圾分类行为、

垃圾分类政策、垃圾分类多元参与主体这三个主要方向。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2.117393


王敏 
 

 

DOI: 10.12677/ass.2022.117393 2881 社会科学前沿 
 

垃圾分类行为研究关心个体选择，主要关注行为主体参与垃圾分类的内在动因以及外在影响因素。

垃圾分类行为以一定的环境认知和环保观念为基础[19]，既是个体行动者的基于自身认知的主动选择，也

可能是在社会整体环境制约下“不得不”做出的选择[20]。影响因素可以分为微观的小环境和宏观的大环

境两个层面，其中微观影响因素包括人口统计变量、个体所习得的环境知识、个体所认可的环境态度和

消费习惯、个体所习惯的生活方式，外在形成的社会规范，外部存在的社会资本等；宏观因素主要包括

国家和地区层面的政策制定、以及具有群体影响的文化因素等[21]。大量文献通过选取变量、构建模型研

究居民垃圾分类参与程度及影响因素，试图构建包括宏观层面政策因素和微观层面个体因素的更加系统

和完整的分析框架[20]。 
垃圾分类政策方面的研究包括政策出台及政策扩散及政策执行。有学者利用政策工具的维度划分

垃圾分类政策阶段和解释政策变迁动因[22]；有学者从理念、模式和制度构造出发，探索城市垃圾分

类的立法发展[23]，或者采用内容分析的方式梳理不同时期垃圾分类政策的焦点轨迹、划分政策阶段

[24]。政策获得公众的支持和遵从是政策执行的前提，有学者探究了政策执行效果和困境，基于社区

实践典型案例分析垃圾分类政策执行的环境、情况、效果、可借鉴和交流的经验以及需要改进的问题

部分[25]，以及基于我国垃圾分类的历史变迁梳理政策本身以及政策执行主体、执行对象等多方面的

原因[26]。 
关于垃圾分类多元参与主体的研究，主要探讨社区、社会组织、物业、企业、居民等多元主体在垃

圾治理中的角色、作用发挥、协同作用、互动网络，以及由此形成的不同治理主体主导的不同实践模式

[27]。例如有研究从生命周期视角寻求垃圾处理过程中制度逻辑、经济逻辑与技术逻辑的耦合，进而实现 
 

 
Figure 5. Keyword co-occurrence map of garbage classification 
图 5. 垃圾分类的关键词聚类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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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层面政府力量、社会力量、市场力量的整合[28]。垃圾分类可持续发展存在困境，“运动式”突击治

理往往缺乏主体参与的可持续后劲，使垃圾分类治理的效果忽上忽下，例如政府由于其资源有限难以长

期维持其向下的激励效果[29]，以及动员宣传和居民实践参与的困境[27]。因而在实践中构建包括政府、

居民、物业企业、社会组织、媒体在内多元主体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充分结合各主体需求、发挥多元

主体信息优势和资源链接优势，是突破困境、推动社区垃圾治理的必要选择[30]。 

4. 结论与讨论 

国内学术界对于垃圾分类的研究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到今天经历了从浅显到深入、从理论到实践、从

点到面、从局部到整体的变化，积累了一定数量的研究成果，具有理论更新和指导实践的重要意义，但

也存在一系列现实问题，未来的研究方向和改进方向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 
首先，本研究分析了以垃圾分类为主题的发文量，可以看出国内关于垃圾分类的研究体量小，即使

经历了近年的迅速增加，总体数量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且国内关于垃圾分类的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

2017 年至今进入垃圾分类研究的活跃期，目前正处于迅速发展期，随着垃圾分类政策在全国各地的出台，

关于政策执行、社区垃圾治理实践的研究会进一步增加。但是在疫情爆发的特殊环境下，社区垃圾分类

实践作为社区治理的“非主要矛盾”更是面临着动力不足、资源不足的困境，垃圾分类的学术研究也存

在难以深入田野的问题。 
其次，从发文作者和发文机构来看，关注垃圾分类议题的学者和机构数量较多，多属于社会科学领

域内管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学科的学者，存在少数自然科学的学者从垃圾治理技术等视角介入讨论；

学者之间以及机构之间存在小范围的、限于地域和专业的合作，因而研究学者与机构需要突破地域、学

科、学院之间的壁垒加强互动合作和知识交流。 
再次，通过关键词共现绘制出垃圾分类研究的关键词网络，可以看出理论研究紧跟政府政策和地方

实践。基于关键词共现可以看出该研究主题目前的研究重点依然是在政策推动下的社区垃圾治理，侧重

于新时代下多元共治的发展，探索自上而下的政策执行与自下而上打造行动空间的结合。 
另外，本研究基于关键词共现做关键词聚类分析，可以看出关键词之间联系较强，符合垃圾治理的

技术链条和发展逻辑，且聚类分析中的 Q 值和 S 值均高于相关标准，说明本研究的关键词共现和聚类分

析效果较好。该主题下的研究可以分为多个聚类或板块，侧重于垃圾分类行为、垃圾分类政策、垃圾分

类的多元参与主体三大板块，这三个板块又可以细分到行为的影响因素、政策的出台扩散和执行，参与

主体的角色和合作关系等等。 
不能否认的是，已有的垃圾分类研究模式趋于传统的现状、困境、对策分析逻辑，或者找变量、分

析变量关系，缺乏创新意义，对于知识生产和知识创造的作用有限，尤其是学科边界的扩展不足，而垃

圾分类本身既具有社会科学的社会性也具备自然科学的技术性，因而拓展学科边界、发展新的理论视角、

采用多元化的研究方法是未来关于垃圾分类研究需要探索的方向。另外，此类依托于社区实践分析垃圾

分类的现状、困境、模式的研究总是落后于在地实践，存在理论落后于现实、回应不了现实的问题，提

升学术研究的及时性仍然任重道远，因而加强研究人员与在地实践者、政策制定者的知识交流，利用学

术研究指导实践以及做政策倡导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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