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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政策的公众认知与政策扩散影响研究 

 

摘要 

 

随着垃圾分类意识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普及，垃圾分类政策成为我国在生态文明建设中

占据重要地位的一环，从 2000 年起，国家建设部确定了垃圾分类试点城市，之后的二十年，

垃圾分类政策逐渐在全国各地扩散蔓延开来。同时，网络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成为民

众表达呼声的出口，网络舆论成为推动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重要力量。本文基于“人民日报”

和“央视新闻”下 2016-2020 年 29859 条有关垃圾分类的网络评论，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

LDA 主题分析、空间自相关分析探索民众对垃圾分类政策的认知特征。此外，进一步探究垃

圾分类政策的扩散规律，将民众的网络舆论特征纳入考量范围，构建了政策扩散影响因素指

标体系并提出相应的假设，搜集并整理 31 个省政府 2016-2020 年的面板数据，采用事件史

分析的方法，对假设进行检验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研究发现，民众的网络关注度呈现出

东南沿海城市较高，平原地区次之，边疆地区最低的态势，且民众对垃圾分类政策的关注程

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上升。从内容角度来看，环境保护意识和小区垃圾分类是一直以来民众

最为关心的两个议题。在事件史分析中，将地区民众对垃圾分类政策的认知特征纳入政策扩

散指标体系，探究垃圾分类政策扩散的影响因素，发现公众舆论对垃圾分类政策在省际间扩

散的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此外，地区城市发展水平、政府垃圾处理能力以及外部压力同样

会对政策采纳垃圾分类的决策产生影响。本文进一步丰富了学界在垃圾分类政策扩散研究

的内容，增添对民众态度对特征分析，为今后地方政府创新政策的采纳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依

据。 

 

关键词：垃圾分类，网络舆论，政策扩散，LDA 主题分析，事件史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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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PUBLIC COGNITION  

AND POLICY DIFFUSION INFLUENCE OF GARBAGE 

CALSSIFICATION POLICY 

 

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popularity of garbage classification awareness around the world, garbage 

classification polic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Since 2000, the Ministry of Construction of China identified pilot cities for garbage classification, 

and in the following 20 years, garbage classification policy has gradually spread across the country. 

At the same time,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etwork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Internet has 

become an outlet for people to express their opinion, and online public opin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orce to promote the setting of public policy agenda. Based on 29,859 online comments 

on garbage classification under People's Daily and CCTV News from 2016 to 2020,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ublic comments on garbage classification through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 and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nalysis. In addition, 

further to explore the diffusion regularity of garbage classification policy, this paper takes people’s 

network public opinion characteristics into account, and builds the influence factors and put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policy diffusion hypotheses. This research collects and organizes panel 

data of 31 provincial government in 2016-2020, adopts the method of history analysis,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results, puts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people's attention to the Internet is higher in southeast coastal cities, 

followed by plain areas and lowest in border areas, and people's attention to the garbage 

classification policy increases over time.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conten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wareness and garbage classification in residential areas have always been the two most 

concerned issues of the public. In addition, according to results of the event history analysis, the 

internal factors of the region, such as the level of urban development, the garbage disposal capacity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external pressure on the local government will all affect the 

government's adoption of garbage classification policies. This paper further enriches the contents 

of the academic research on the diffusion of garbage classification policy, adds the analysis of 

public attitudes and characteristics, and could provid a certain reference for the adoption of local 

government innovation policies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Garbage Classification, Network Public Opinion, Policy Diffusion, 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 (LDA), Event History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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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居民的消费水平不断提高，产生的生活垃圾数量也大大增加，据

统计，全世界每年产生 2.1 亿吨城市固体废物，预计到 2050 年，全球废物将增长到 34000 亿

吨①，如果垃圾的产量继续上升，将导致人类生活被垃圾包围的严重后果[1]。大量的生活垃

圾无论是填埋或者高温焚烧都会消耗大量的土地和投资，同时伴随着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的

问题，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质量，限制了人们的生产生活[2]，为了解决该问题，垃圾分类逐渐

出现在世界各国的城市管理条例当中。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可持续化理念不断发展，

生活垃圾作为资源的分类再利用不仅是各国循环经济的需要，同时符合绿色发展的要求[3]，

是城市生活不可缺少的环节。 

很多发达国家都优先于我国形成了相对完整成熟的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体系[4]。德国

早在 1999 年颁布了《循环经济与废物管理法》，强调“全生命周期治理”原则[5]；美国联邦政

府颁布的《资源保护与回收利用法》提出了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在垃圾修复、回收利用和降低

垃圾产生量四个方面的 4R 原则；瑞典出台了《国家环境保护法典》，明确政府、企业和居

民在垃圾管理中的角色和责任[6]；日本于 21 世纪初出台了《循环社会形成推进基本法》，

提出了建设“循环型社会”的目标，强调最大限度利用垃圾资源的原则[7]。中国作为生活垃

圾分类治理的后发国家，在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政策的推行过程中，汲取了发达国家的教训经

验，为政策的有效实施奠定了基础。 

一个城市的垃圾处理能力常常被用来衡量该城市的治理能力与效果，甚至是城市良治的

标志[8]。为避免“垃圾围城”问题的出现，习近平早在 2016 年 12 月强调了垃圾分类的重要性，

2017 年国家出台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要求全国 46

个城市率先开始强制性的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2019 年 4 月 26 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等部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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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要求全国地级

及以上城市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由此，可以说全国性的垃圾分类工作由一开始的“政

策倡议”转变为了目前所强调的“政策规定”。 

随着绿色环保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更多的人开始关注并且参与到环保的相关行为中，

垃圾分类作为保护环境的直接行为自然备受关注。自 2017 年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

施方案》出台后，“垃圾分类”成为热点词语，在微博、微信、抖音等大众社交媒体上引起广

泛关注[9]，同时被澎湃新闻等多方新媒体报道[10]，伴随着公众参与政策制定意识的不断提高，

各地垃圾分类政策的制定过程也都有公民参与的身影[11][12]。步入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

越来越多的公众通过各种信息渠道关心着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打破了以往政府控制公共政策

所有信息的局面，消除公民与政策制定者在政策信息占有和支配方面的差异[13]，公众可以通

过网络舆论或者网络问政的方式了解并影响政策的执行过程，相比于传统面对面的接触方

式，民众的网络发言具有更大的自由度和选择权[14]，能够更加真实地进行情感的表达。因此，

公众对政策议程的参与能够有效避免地方政府“不作为”“乱作为”现象的出现，这既是对

地方政府的监督，同时也意味着公民参政权利意识的提升。 

 
① 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what a waste”全球数据库 https://datatopics.worldbank.org/what-a-waste/ 

https://datatopics.worldbank.org/what-a-wa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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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网友在互联网上的发言不仅会影响到正常的实施过程，对政策的扩散过程也会产

生影响。政策扩散是某一辖区或部门所实施的某一个政策在空间上发生扩散, 被其他辖区或

部门采纳并实施的过程[15]。考虑到中国幅员辽阔，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均有所不同[16]，

政府在制定和推行政策过程中会遇到很多困难，从推行方式角度来说，“试点先行，以点带

面”推行模式有效促进各地政策创新，带动中国整体经济发展[17]，同时也是中国提升应对不

断变化的复杂环境适应能力的关键，因此在中央政府先颁布实验条例、开展政策试点、设立

试验区[18]等构成的宝贵“中国经验”背景下，政策扩散相关研究受到不少学者关注，成为亟待

探索的公共管理议题。  

 

1.2研究问题和目标 

从本世纪初，垃圾分类问题就已经受到我国政府的关注，2000 年开始国家已经开始尝

试颁布试点性的政策，确定城市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城市，为在全国大范围推广垃圾分类总结

经验，最终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但自从 2017 年的《实施方案》发布后，垃圾分类政策突

然受到公众的关注，伴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各省人民在网络上表达自己的观点，网络

舆论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垃圾分类政策的扩散。因此，公众对垃圾分类政策的态度究竟如

何？省级地方政府对垃圾分类政策的创新采纳规律是什么？而公众态度对政府采纳垃圾分

类政策的决策的影响机制是怎样的？本文通过微博相关数据与中国统计年鉴上的部分数据

进行分析。 

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垃圾分类政策进行了研究，但大部分都研究都从政策制定、政策

执行等角度展开，少有学者从政策扩散的角度出发，对省份之间政策采纳的地区差异进行探

究，此外，大部分文献都从政府的角度出发，关心政策的设置议程，少有文献从公众的角度

出发，探究不同省份对该政策的关注程度。为了对学界在垃圾分类政策领域已有的研究进行

补充，本文从公众的角度出发，对垃圾分类政策的扩散进行探究，各省人民对该政策的认知

特征成为探究过政策扩散过程必不可少的影响因素。综上，本文将研究目的分为两个部分进

行执行：一是在信息高速传播的时代背景下，分析各省人民对垃圾分类政策的评论数量和内

容，归纳民众对该政策的认知特征；二是在垃圾分类逐步推行的过程中，将民众对政策认知

特征纳入政策扩散的影响因素范围，探究并比较各因素的作用效果。 

 

1.3研究意义 

1.3.1 理论意义 
本文的理论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探究公共政策的扩散有构建适合中国本

土的公共政策理论体系。政策扩散大部分理论成果诞生自美国和欧洲等发达经济体，地方政

府能够较大限度地掌握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共和国体制下，

地方政府扮演的是政策传递者的角色，在这样的背景下公共政策扩散的理论框架还未构建完

整，因此，本研究可以为中国情境下公共政策扩散的理论架构提供一个研究注脚。另一方面，

本研究为垃圾分类政策深入探索提供创新研究思路。有关我国垃圾分类政策和制度相关研究

较多，但主要集中在发展历程、现状研究与问题、中外制度比较等方面，少有学者从政策扩

散的角度进行分析。本文将突破目前在该领域上的局限和不足，从政策扩散的角度出发，并

采用事件史分析法进行对其影响因素进行探究，对垃圾分类政策研究领域进行扩展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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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实践意义 
本文的实践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垃圾分类政策是持续性的国家政策，政

策的有效实施建立在对当时社会状况适应的前提之下。本文创新采用了大数据的分析方法，

从时间和空间维度分别详细描绘了全国各省人民对垃圾分类政策的认知特征，为垃圾分类政

策的推进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依据。另一方面，目前垃圾分类政策的推行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探究该政策有效扩散的原因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本研究有关政策扩散的结论能够帮助政府

决策者了解政策扩散发生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对地方政府采纳新政策起到一定的借鉴作

用，激发地方政府政策创新动力，促进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有效推动学习型、服务性、创

新型政府建设[19]。 

 

1.4篇章布局 

第一章为绪论。首先对本文对垃圾分类政策的推行背景进行介绍，并由此提出本文的研

究问题，即探究垃圾分类政策的公众认知特征与影响因素，介绍垃圾分类政策的研究意义，

并基于研究内容绘制本文的研究框架图。 

第二章为文献综述。围绕“垃圾分类”“网络舆论”“政策扩散”等文章核心概念和理论，梳

理国内外的相关分析，归纳已有的研究领域与观点，并提炼现有研究的不足，在此基础上提

出本文的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第三章为研究设计。介绍文本的研究方法，并在前文对文献梳理的基础上构建影响垃圾

分类政策扩散的指标体系，并结合文献研究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并设定对应的研究模型。 

第四章为实证分析。首先对本文的数据来源、数据收集情况、数据处理情况进行描述，

并阐述在事件史分析中，自变量因变量的选择和测量。此外，根据处理好的数据与设定的模

型对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包括描述性分析、LDA 主题分析、空间自相关分析和事件史分析，

并对数据处理结果进行分析与进一步的讨论说明。 

第五章为结论与展望。结合前文的对垃圾分类政策的民众认知特征和事件史分析的结果

进行更深入的讨论和分析阐释，总结研究的学科贡献，并结合专业特点，在研究结果的基础

上提出对应的政策建议。最后，对本文的研究进行概括，反思本文的不足，并提出未来该领

域的研究展望。 

本文的研究框架如图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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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研究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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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献综述 

 

2.1垃圾分类政策研究 

学者将垃圾分类定义为工作参与保护环境的社会行为[20]。Wertz 首次提出城镇居民垃圾

分类回收相关问题后[21]，垃圾分类问题逐渐进入社会科学研究的视野，成为有待研究的重要

议题。目前，对于垃圾分类的研究主题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是对影响居民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究。较多学者从宏观的政府政策层面进

行分析，社会经济发展水平[22]、居民的生活习惯[23]、地区出台垃圾分类政策的相关法律法规
[24]、政府对垃圾回收设备的投资[25]、政府对垃圾分类知识普及的投入[26]等宏观的政策因素

对居民垃圾分类和回收行为的影响。在微观层面，道德感召[27]、环保意识、环保价值等也被

认为是影响个体垃圾分类行为的关键因素。此外，社会文化环境也被认为是探究居民垃圾分

类效果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之一，比如地区的文化风俗、居民的生活方式、消费模式[28]等，

有学者对苏州的垃圾产生状况进行连续四个阶段的追踪调查，目的是探究不同季节下居民生

活习惯对垃圾分类行为产生的影响[29]。综上，根据对相关文献的梳理来看，国内国外都有大

量学者对其进行了深入的挖掘，有关垃圾分类行为影响因素的文献研究获得了大量的结果。 

二是总结已推行垃圾分类国家的管理经验。国内不少学者都对日本、美国、德国等这些

较早推行垃圾分类国家的垃圾分类标准[30]、垃圾分类宣传[31]、垃圾分类处理机制[32]等各方

面的经验进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因地制宜，提出适合在中国的政治背景和城市发展阶段实

施垃圾分类的启示。此外，不少学者还专注于不同国家垃圾分类之间的对比研究，比如，有

学者将北京市与日本川崎市的垃圾处理流程进行对比，探索北京市的垃圾管理问题，并提出

对应的建议[33]。 

三是从治理视角出发对现有垃圾分类政策治理模式提出改革意见，是在中国背景下所特

有的研究领域。学者大多从“多元共治”的角度出发，强调改变政府所承担的垄断性、强管理

者的角色，而是作为协作者的角色[34]，将市场、社会也纳入垃圾分类工作的宏观体系中[35]，

借助社会组织、市场组织和公民的力量，构建一个协商共治的大平台[36]，也就是引导更多非

政府主体参与到垃圾分类活动之中，促进垃圾分类各个环节平衡发展，实现所谓的“垃圾多

元共治”。 

垃圾分类作为一项政策虽然在很多发达国家早已存在，但大多学者都是针对垃圾分类行

为本身涉及到的标准、处理流程等内容进行分析，垃圾分类作为一项公共政策受到较少政策

学者的关注，大多是国内学者在本国国情基础上进行的政策分析，主要研究议题包括现行垃

圾分类政策执行的弊端、影响因素、推进策略和扩散趋势等方面。 

中国的垃圾分类政策执行一直没有取得太大的成效是因为在执行过程中存在各种各样

的执行问题，比如政策试点过于碎片化、分类标准粗防化、参与主体被动化、管理系统分割

化、政策工具单一化等[37]，结合垃圾分类政策现存的问题，有学者对特定地区的垃圾分类政

策进行深入分析，并提出了对应的解决办法，比如陈子玉等学者认为南京市的垃圾分类政策

是高模糊-高冲突的象征性执行政策，因此研究提出政府需要建立以“废品回收”系统为基

础的，依靠政府引导实现垃圾分类目标的城市垃圾分类政策[38]。徐丹对北京市的垃圾分类政

策现状进行分析，认为存在管理部门过多、职权重叠的现象，各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统筹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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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机制，政府主体面临“失灵”困境，政府应建立监督机制，统筹部门职能，并健全多元主体

参与，鼓励工作参与到政策的执行过程中来[39]。 

不可否认，在中国的环境治理过程中，中央的环境政策与地方执行结果之间往往会存在

巨大的偏差[40]，部分原因就是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因此，研究者从政策

的执行过程角度对垃圾分类政策进行了分析，社会机制的构成[41]、居民的配合程度[42]、地方

政府的注意力分配[43]等因素都会影响到垃圾分类政策的执行过程，进而影响到最终的政策

结果。 

垃圾分类政策的推进策略，即垃圾分类的政策营销同样受到学界关注。对广州市政府在

推行垃圾分类政策过程中采取的政策营销动力机制和运行技巧进行探究，认为政策的定位、

多渠道宣传以及适当的促销活动都是政策营销不可缺少的部分[44]。将不同地区进行对比分

析也是讨论政策营销中常常涉及到的研究方法。如学者将台北和深圳的垃圾分类政策营销方

式进行对比，发现政策网络的结构关系会显著影响到政策营销最终的效果：政策动员双方的

竞争能力与彼此间互动交流程度都对政策双方之间具有平等交换的机会产生显著的影响[45]。 

目前，以垃圾分类政策为例探究了地方政府采纳创新政策行为的研究虽然关注的学者较

少，但也获得了一定的成果。一方面垃圾分类的政策扩散呈现出从初创、缓慢增长、稳步扩

散、快速扩散的时间特征[46]，另一方面，地方政府采纳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也在不

断开展的过程之中，在多源流的视角下一般将垃圾分类政策扩散因素划分为内外部两方面。

具体来说，对于内部因素，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推行垃圾分类政策的内生动力

就越强[47]，而人口规模越大的城市实施垃圾分类创新政策的可能性反而越低，此外，政治环

境、人口密度等也同样被纳入内部影响因素的范畴。在外部因素则主要强调上下级政府和同

级政府对地区政策垃圾分类政策采纳的促进作用。 

 

2.2网络舆论与公共政策 

2.2.1 网络舆论的内涵 

网络舆论指的是网民通过互联网来发表自己对某一事件或话题的意见与观点，并最终形

成在社会上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公共意见或者共同言论[48]。相关的研究中，网络舆论与网络舆

情常是一段高度相关却又有所区分的概念。因此，想要分析网络舆论的内涵，首先需要厘清

其与网络舆情的关系与区别：其中一种观点认为，网络舆情的主体是网民，形成的时间比较

早，网络舆情的不一定都是面向大众的，有时网络舆情呈现出隐蔽分散的特征；而网络舆论

的主体有官方和公众之分，舆论是在舆情的基础上形成的，往往都是公开表达，具有集中稳

定的特征[49]。 

网络舆论的背后是多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50]，是公众情绪凝聚和共同感构建的过程[51]。

公众常常通过诸如微博、推特等具有快速传播和交换信息[52]的媒介平台进行情感的宣泄，不

管是积极的或者消极的情绪都可能在网络中迅速蔓延，对网络舆论产生重要的影响[53]。此

外，网络舆论传播策略[54]、发展框架[55]、和制度机会[56]等其他因素同样对网络舆论对产生

影响。对于网络舆论的特征，有学者认为最显著的是其整合功能：一是对海量信息的整合，

分散的信息是无法获得社会主流的关注，因此，当越来越多的发言都指向同一个问题后，自

然而言，就会获得社会上媒体、大众乃至政府的关注[57]；二是对网络民意的整合，在众多的

网络发言中，网络舆论的形成是其中部分网络留言的概括，因此其对信息的高度高度整合能

力能够精准地表达一部分人或者一部分群体的想法，形成社会讨论趋势，吸引政府的关注；

三是对民意结构的重新整合，一方面打破了精英对公共话语权的垄断，另一方面，民意不再

是被动地经过筛选获得执政者关注，而是主动发布信息对政府施压，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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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舆论将传统强势的政府官员变成了“弱势群体”，接收者和传播者间的界限进一步被模糊
[58]。 

  从人民权利的角度来说，网络舆论的发展提高了公民的权利意识，也在某种程度上提

升了民众政治生活参与的意愿[59]。正源于此，民众可以通过互联网来表达自己的需求和意

见，达到对政府行为进行监督的目的，有效实施自己的公民权利，对国家机关对行为产生影

响[60]。但是，网络舆论作为公民权利的一部分，其作用效果存在积极与消极之别，当公民理

性进行网络舆论监督时，就会促使政府快速进行反馈，保证政府行为的透明性与公开性，相

反，当舆论监督不在收到公共权力的限制，就会阻碍社会进度，造成公众媒介审判、政治干

预的现象，出现舆论监督的乱象[61]，政府与公众间的关系构建受到严重损害。 

 

2.2.2 网络舆论的影响 
公共政策议题如何界定和设置是政策研究的核心任务之一，其中受到学者关注的重要问

题就是舆论与政策时间的联系（opinion policy link）[62]。围绕网络舆论与公共政策之间关系

的观点和发现层出不穷[63]，其中影响最大的理论框架分别是政策周期理论和源流理论[64]。

前者的代表有拉斯韦尔的七段论和布鲁尔的六段论等，成为了公共政策研究领域的经典理

论，此外，其衍生出的间断均衡、路径依赖、正负反馈等也成为公共政策领域不可缺少的重

要概念，但政策周期理论的过度理想化也导致其在面对现实中由政治主导、意识形态严重、

错综复杂的政策制定过程时缺乏较强的解释力而饱受质疑[65]。后者的经典代表就是金登提

出的多源流模型[66]，当问题流、政治流和政策流三种源流出现耦合，就能够推开政策之窗[67]，

由此推动政策的形成，该理论已经被应用于医疗卫生、环境治理、交通运输和教育等众多政

策领域[68]。 

对网络舆论影响公共政策的解释范式，有学者将其总结为四种视角：包括信息技术发展

视角、政府视角、政策议程设置视角和政治系统论视角。信息技术发展视角关注信息网络传

播的特点带给民主制度的影响[69]，认为信息技术的发展让公民通过网络迅速获取信息，参与

到民主治理的过程之中，对民主意识提升和信息共享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70]。从政府视角来

看，学者致力于解释网络舆论议程设置的机理，因此，很多研究都是从动力机制作为切入点

进行解释，包括舆论影响[71]、舆论治理模型[72]以及政府回应[73]等。从动力机制的视角来说，

研究认为网络舆论带给政府的改变是单向的，最终的目的是探究舆论发生后政府的态度以及

回应机制[74]。从政府的政策议程的视角来说，相关文献主要关注的是网路舆论对政策议程过

程的影响，包括政策目标确立、政策的制定等有学者将舆论对公共决策影响通过三个方面进

行分析：社会目标、管理决策和社会效果。其一是社会目标，即网络舆论促使社会目标的产

生；其二社会操作是将舆论反应的社会需求提升为真正有用的东西；其三政策效果通过舆论

进行反馈[75]。从政治系统论的角度探究网络舆论带给公共政策的影响，主要是在政策输入
[76]、政策转换和政策输出三个环节中探究公众舆论产生的积极与消极影响[77]。 

此外，还有一些研究发现尽管网络舆论能够对公共政策起到正面积极的作用，但其本质

也是一把双刃剑，网络舆论也存在一定的负面作用，甚至干扰到政策的制定和形成过程。网

络言论的“涟漪效应” [78]导致非理性的言论很容易扩散开来，这种扩散很容易推动极端情绪

的出现，这种极端的情绪往往会对政府行为产生一定程度上的绑架，对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

的合理性产生消极影响[79]。此外，网络舆论对政府制定政策的独立性也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

响，公众带来强大舆论压力会影响到政府的思考和管理方式[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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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政策扩散研究 

2.3.1 政策扩散内涵 

以 1969 年 walker 发布“The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among the American States”为标志，

政策创新扩逐渐走入学者的研究视野，受到政策科学界的普遍关注。Walker 将政策创新定

义为“一个政府部门首次采纳某个政策或项目，不管这个政策或项目已经生产多久，也不管

其他政府部门是否已经采纳它” [81]，当某一创新政策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数次出现时，就

构成了政策创新扩散[82]。在中国的背景下，学者将其定义为“一种政策活动从一个地区或部

门扩散到另一地区或部门，被新的公共政策主体采纳并推行的过程” [83]。 

为了有效地理解正常扩散的定义，本文同时列举了与其相似的其他概念进行区分辨认，

分别是正常转移、政策趋同和政策学习。政策转移强调两个政策系统中相关政策的转移和运

用[84]。可以看出，公共政策的转移主要与政策系统内的机构或者主体相关，但政策的扩散则

与内部结构相关[85]。对于政策趋同，强调的是不同政府实施的政策趋近相似，主要体现在政

策的目标、内容、工具、结果以及形成的正常网络五个方面的趋同现象[86]。因此，政策扩散

的概念一定程度上是包括了政策转移概念的，但与政策趋同只存在部分的相似和重叠，其根

本原因是政策扩散是政策在不同地区的传播，但政策往往因地制宜，因此不一定会出现政策

趋同的现象；而出现政策趋同的原因也不一定是因为地方政府为了获得其他地区政府同等的

绩效而制定类似的政策。政策学习则强调某一地区政府依据其他政府政策的实施结果来推断

在本地区实施政策能够取得的效果，并因此决定是否采纳这一政策[87]。可以说，政策学习其

实就是政策扩散大概念下的一种[88]。政策扩散不仅包括政府主体有意识地推动公共政策空

间位移，也包括自发的政策在不同政府之间的流动和扩散现象。 

 

2.3.2 政策扩散模型 

学者们将政策扩散现象进行总结，提炼出政策扩散模型。Berry 夫妇以政府间关系作为

理论基础，将政策创新扩散模型概括为全国互动模型、区域扩散模型、“领先-跟进”模型和垂

直影响模型[89]。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界又将以上四个模型进行概括，分别纳入横向水平

扩散模型和纵向垂直扩散模型[90]。 

横向水平扩散模型强调的是相同等级政府之间的一种互动关系，目的是探索相邻或者相

似的地方政府之间发生政策扩散的原因，包括前文提到的前三种模型。全国互动模型强调的

是在全国范围内与实施了某一政策的政府进行互动，进而了解到该政策的实施内容和实施效

果，有学者发现，与已实施政策的政府交流频次越高，该政府采纳新政策的可能性就越大[91]。

而区域扩散模型则假设地方政府会受到地理位置相邻或者经济文化发展状况相似的政府的

影响。“领先-跟随”模型强调在全国范围内出现率先实施某一政策的地区，那么其他地区的

政府会效仿并跟随先驱实施同样的政策。 

纵向垂直扩散模型则强调纵向政府间关系对政策扩散造成的影响。一方面，上级政府会

通过通过激励加惩罚的双重模式促使下级政府采纳创新政策：对已实行该政策的基层政府给

予奖励，同时通过建立全国性法律强制要求地方政策采纳政策。相关研究表明，联邦政府向

各州和地方政府提供的赠款对政策的采纳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92];在中央政府出台明确的智

慧城市建立的文件要求后，地方政府甚至不考虑自身的能力和需求，纷纷开始智慧城市的建

设，成为政策试点城市模仿者和追求者[93]。另一方面，上级政府还可以通过在某一政策领域

上发挥带头作用促进地方政策对创新政策的采纳。有研究表明，高层领导人的电视讲话、辩

论等活动都能够提高公共政策的知名度，从而促进政策等纵向垂直扩散[94]。此外，在中国的

政治背景下，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对强大管控力对公共政策在政府间的纵向扩散具有显著的

促进作用，中央政府往往会采用行政指令[95]、财政扶持[96]等政策工具来干预地方政府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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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采纳行为。由于中央政府有权决定地方政府的晋升，因此，在晋升的激励下，地方政府的

领导人往往通过采纳该政策而获得中央政府的关注。 

 

2.3.3 影响因素 
政策扩散的影响因素相关研究主要从以下四个维度展开：包括环境因素、个体层面、组

织层面和政策属性，其中环境因素涉及的是政府所在地区的发展状况和其他政策主体带来的

压力，网络舆论就是外部压力领域中不可忽视的一项影响因素，也是本文进行政策扩散研究

的着眼点。 

在环境因素层面，不得不提到的就是网络舆论对政策扩散的影响。“公职人员可能会受

到本国公民的压力，要求他们采取创新政策”[97]，公民的要求被纳入政府采纳政策行为过程，

公众通过媒体或其他方式表达的满意或不满足，更有可能促进政府采取创新政策来解决丑闻

或向广大的公众提供关键信息[98]，强调公众反馈和其表达观点的重要性。除此之外，区域的

经济发展状况和人口结构等外部因素同样会对政策扩散产生影响[99]，有学者发现，该地区受

教育的人口越多，即该地区生活人口的受教育水平越高，地方政府就越容易采纳创新政策
[100]。此外，来自中央政府[101]、邻近府际、媒体等其他主体带来的压力也会对地方政府采纳

政策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在影响政策扩散的个体层面，政策主体的特质、能力和行为被认为是个体层面探究主要

考虑的三类影响因素。相关文献表明具有创新精神的政策主体对政策扩散起到正向的促进作

用[102]。从政策主体能力的角度来说，政策主体拥有的资源越充沛、人脉越广就越具有采纳

政策的原生动力，此外，当该政策主体的政治手腕越强硬，政策本土化的目标就越容易实现
[103]。从个体行为的角度来说，地方官员通过参与所谓内部交流网络组建的政治活动，了解

有效的信息能够有效促进政策的扩散[104]，同时，地方官员的政治流动性也能在一定程度上

有利于形成官员之间的谨慎的交往方式，进而显著地影响政策扩散[105]。 

在影响政策扩散的政府组织层面方面，相关学者主要探究的是政府的组织结构和文化两

类影响因素。从政府的组织结构的角度来看，研究表明，有专业智囊团[106]或者在组织结构

化更强[107]的政府部门，政策的扩散都更容易实现。在中国情境下，有学者对低保制度的扩

散特征进行研究发现，纵向和横向政府之间的关系都会对政策的扩散进程产生显著性影响
[108]。此外，政治文化也被纳入影响政策扩散的因素之中，认为“形式化”和“制度化”作为组织

规范，对政策的扩散同样会产生影响[109]。 

在政策扩散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中，政策文本本身的属性也收到不少学者的关注，有学

者将政策文本的特征梳理为可适性、可观察性、相对优势、相容性和复杂性五个类型[110]。

还有学者认为政策具有显著和复杂两个特征，认为地方政府选择推动政策扩散源于短期收益

的激励。然而，学者的学科背景不同，对政策的属性理解也完全不同，因此，在进行政策扩

散研究时得到的研究结果也差异较大，在这样的背景下，考虑政策文本属性的政策扩散研究

还需要更多的学者进行更加深入的挖掘[111]。 

综上，国内外学者对影响因素对研究多种多样，但大多还是遵循 Walker 的研究思路，

将影响因素分为内部和外部两个大类进行分析；从研究现状来看，绝大部分文献都是将内外

因素相结合进行分析，构建全面的政策扩散影响因素体系；从政策扩散研究方法角度分析，

关于政策扩散的文献中定量与定性研究方法都有学者使用，伴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定量的

研究方法不断更新换代，事件史分析成为追踪政策扩散和采纳的主流研究范式[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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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文献评述 

对已有研究进行总结，学界对于垃圾分类的关注度日益增加，对垃圾分类管理的经验、

模式及其影响因素都进行了深入的理论与实践分析，但是仍存在一些研究不足之处： 

一是在垃圾分类政策的相关研究中缺乏政策扩散的视角。尽管垃圾分类政策受到学者的

广泛关注，不少学者都对政策执行的问题、效果与宣传策略等领域进行深入研究，再此基础

上从政府角度提出对应的政策建议。然而，少有学者从政策扩散的视角出发，系统地分析地

方政府对垃圾分类政策采纳的影响因素的研究少之又少，大多都是基于某一理论角度分析，

因此，在垃圾分类的政策扩散研究领域还有很大的探索空间。 

二是垃圾分类政策扩散研究中忽视了地方的异质性。在仅有的对垃圾分类政策进行政策

扩散研究的文献中，大多文献都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展开，考虑区域城市的发展水平，如经济

发展状况、人口规模等，作为内部因素，而来自上级和同级政府的压力作为内部因素，但研

究忽略了地方政府自身的垃圾处理能力才是在政策扩散过程中占据关键地位的影响因素。 

三是少有研究关注到公众舆论对政策扩散过程产生的影响。目前对于网络舆论的研究，

学界主要关注在网络舆论对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认为网络舆论信息时代下民

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有效路径，有利于公民权利意识的提升，但非理性的网络舆论也会对政府

的决策过程造成伤害，因此不少学者从政府对角度出发，研究政府对网络舆论进行回复和处

理行为。在有关网络舆论的对政策扩散的研究中，学者都聚焦于媒体在网络舆论中的作用，

忽视了公众能够自发形成网络舆论对政府的政策采纳行为产生压力。 

垃圾分类的网络舆论特征如何？政府对垃圾的处理能力如何影响政策扩散过程？而网

络舆论又在垃圾分类政策扩散过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些问题还未成为学者的研究重

心，其影响机制和影响程度还有待进一步的分析和解释。因此，为了丰富垃圾分类政策及其

扩散领域的研究内容，为之后的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意义，本文采用大数据的分析方法

探究微博网民对垃圾分类政策的态度，对其评论内容聚类分析，总结舆论特征，同时，以全

国 31 个省（地区）为主要研究对象，将民众的网络舆论、政府的本身的垃圾处理能力都纳

入政策扩散影响因素的体系构建，对政策扩散过程进行深入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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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设计 

 

3.1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文献分析法对相关研究和理论进行梳理总结，在此基础上提出本文的理论框架，

采用 LDA 主题分析和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对数据进行详细的描述性分析，采用统计分析方

法探究自变量对因变量的作用，具体内容说明如下： 

（1）文献分析法 

对现有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对垃圾分类、网络舆论和政策扩散等本文讨论的核心话题相

关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对文献结果进行评述，在对前人研究进行整理的基础上发现本文的

研究空间。目前关注垃圾分类政策扩散的研究较为匮乏，鲜有文献从民众角度探讨其关注内

容和对垃圾分类政策的影响。本文在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探索民众的关注内容，探讨民

众关注对垃圾分类政策扩散的影响机制，明确本文的研究方向和创新之处。 

（2）LDA 主题分析法 

一直以来文本都是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研究材料，学者们常常对其文本内容进行分析获

得有效信息，但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时代，海量的文本，如微博的评论数据，已经无法使用

手工编码的方法进行内容分析，因此，为了探究公众的认知特征，对公众在网络上的评论进

行自然语言处理，本文采用了 LDA 主题分析模型获取评论的聚类特征。 

LDA(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模型的本质是基于“文档-主题-词”的三层贝叶斯概率模

型,是可实现文本聚类的主题生成模型[113]，能够对海量的文本数据进行内容分析，在互联网

高速发展的时代逐渐得到公共政策研究领域人员的广泛认可。本文利用 LDA 模型对“人民

日报”和“央视新闻”下与垃圾分类相关的微博评论内容进行分析，对不同时间段公众对垃

圾分类的讨论内容进行主题归纳。 

（3）空间自相关分析 

有研究表明，由于网络舆论的形成会受到地理位置相关的文化、认知的影响[114]，网络

舆论往往会呈现出明显的区域性特征，尤其是在涉及环境保护问题的时候[115]。垃圾分类，

作为环境保护议题中不可忽略的一个议题，相关的网络舆论的空间部分情况有待探究。因此，

为了全面描述公众对垃圾分类政策的认知特征，本文采用了空间自相关分析的方法来探究公

众评论的地区性差异。 

空间自相关分析(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nalysis )包括全局空间自相关和局部空间自相关
[116]，在很多涉及地理的学科上都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全局空间自相关从整体的角度探究研

究区域内空间相关性关系，而局部空间自相关则将视角集中于局部地区，反应其与相邻区域

之间的相关程度[117]。本文借此方法测度公众对垃圾分类政策评论的空间分布情况，对公众

网络评论的聚集趋势加以测量。 

（4）事件史分析 

在社会科学的某些研究领域，如经济学家关心的工作变化、社会学家关心的人口变迁等

问题，每个时间点事件都会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因此基础的定性或者定量的方法无法反应

事件的变化过程，垃圾分类政策的扩散过程亦是如此，因此，为了有效描述这些事件按照时

间变化的过程，探寻面板数据的因果关系，本文采用了事件史分析的方法，研究政策扩散的

动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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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研究技术的不断进步，事件史分析逐渐成为政策扩散领域最常用的研究方法之一。

事件史分析的目的是研究事件发生的方式和相关因素。相比于 OLS 回归来说，事件史分析

能够很好地处理删截产生的潜在偏误以及随着时间变化的解释变量等问题[118]。本文借此方

法，基于整理形成的面板数据，分析地方经济水平、群众关注程度等因素对垃圾分类政策扩

散的影响。 

 

3.2政策扩散影响因素指标构建 

以往采用事件史分析方法的文献中，相关影响因素指标的构建都是研究过程中不可缺少

的一个环节，是提出文章研究假设前提，也是研究进行模型设定的基础。因此，在对事件史

分析方法进行介绍后，本文基于前文中文献梳理结果和作者自身的思考，在中国垃圾分类政

策实施的特有背景下，构建出影响垃圾分类政策扩散的指标体系，为研究假设的提出提供文

献支持。 

某一政策的采纳往往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Berry 夫妇将政府对政策扩散的影响模

式归纳为内部决定模式、区域扩散模式和全国互动模式三类，将其中国本土化后，有学者总

结出了学习机制、竞争机制、模仿机制、行政指令机制和社会建构机制都被认为是影响扩散

等重要因素。根据已有的研究结论，主要是从内部和外部两方面划分影响因素，通过深入了

解垃圾分类政策的推行规律后，本文将结合已有政策实践归纳出影响垃圾分类政策扩散的指

标体系。 

关于内部影响因素，结合前文对文献的梳理归纳，不少学者都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有学者将内部经济和行政因素、官员的政治流动两类指标归为影响行政审批制度的内部因素
[119]。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本文结合了垃圾分类政策的扩散特点，构建出符合本文研究内

容的指标体系，将需求驱动、政府能力和推行阻力都纳入内部影响因素之中。首先，地区的

固有特点会影响到地区实施垃圾分类政策时面临的治理问题，一般来说，民众收入水平越高、

该地区人口规模越大，该地区居民对政府治理期望往往会高于其他地区居民[120]，因此，需

求驱动是政策推行的前提，民众有需求，政府才会有推行的动力；但是政策的有效推行是需

要该地区的城市建设作为基础的，故政府能力中有关垃圾分类处理的资源和财政支出是政策

采纳的关键；此外，一项政策的推行或多或少都会受到各种阻碍，尽管地区的发展特点会促

进政府对垃圾分类政策的采纳，相关的阻碍因素也需要纳入影响因素的考虑范围。 

对政府的需求动力，本文主要考虑城市的发展水平，因此可以用人均 GDP 和人口规模

来描述城市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城市发展规模；在政府能力部分，垃圾分类的实施效果主要体

现在人民的日常生活之中，通过地区处理垃圾的总量、投入垃圾分类工作的设备显示出来，

因此可以用各省的生活垃圾清运总量、地区环卫车数量和无害化处理能力来测量该地区处理

垃圾的能力，此外，政府对垃圾分类的资金投入可以看出政府对该政策的积极性和重视程度，

投入的资金数量能够反应该地区垃圾处理能力，因此地区的环保支出作为衡量该地区政府处

理垃圾能力的第四个变量。在推行阻力方面，其一可能是政府不够重视政策的推行，其二存

在居民不配合的状况，因此，本文采取 GDP 增速代表政府对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视程度，相

应的，政府越重视经济发展，垃圾分类政策作为环境保护的一项议题的重视程度就会下降，

而人均消费水平能够代表居民对生活质量的要求，垃圾处理厂对周边居民生活环境的影响是

不可避免的，因此，采取以上两个指标测量该地区推行垃圾分类政策的阻力。 

在外部影响方面，本文认为主要是政府感受到来自外界的压力。其中，距离上级政府

出台政策的时间构会对下级政府产生纵向的压力；而全国其他省份对政策的采纳则会产生

省际政府之间的横向的压力；而公众对垃圾分类政策的关注程度也会对地方政府的政策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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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产生影响，为了测度公众对关注程度，研究设置了显著关注和潜在关注两个衡量标准，

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𝑜𝑢𝑡𝑐𝑎𝑟𝑒𝑖 = ln (
∑ 𝑤𝑜𝑟𝑑𝑠𝑖𝑗𝑗=1

∑ 𝑝𝑜𝑝𝑖𝑡𝑡=1

5

∗
∑ 𝑐𝑜𝑚𝑚𝑒𝑛𝑡𝑠𝑖𝑗=1

(∑ 𝑝𝑜𝑝𝑖𝑡)/5𝑡=1
) (3 − 1) 

𝑖𝑛𝑐𝑎𝑟𝑒𝑖 = ln (
∑ 𝑓𝑎𝑛𝑠𝑖𝑗𝑗=1

𝑐𝑜𝑚𝑚𝑒𝑛𝑡𝑠𝑖
) (3 − 2) 

其中，𝑜𝑢𝑡𝑐𝑎𝑟𝑒𝑖表示𝑖省显著关注，𝑖𝑛𝑐𝑎𝑟𝑒𝑖表示𝑖省潜在关注，𝑤𝑜𝑟𝑑𝑠𝑖𝑗表示𝑖省的第𝑗条微

博评论字数，𝑐𝑜𝑚𝑚𝑒𝑛𝑡𝑠𝑖表示示𝑖省的微博评论总数，𝑝𝑜𝑝𝑖𝑡表示𝑖省的第𝑡年的总人数，𝑓𝑎𝑛𝑠𝑖𝑡

表示𝑖省的第𝑗条微博评论博主的粉丝数。 

根据上文各制作出垃圾分类政策扩散影响因素的指标体系： 

表 3-1 影响垃圾分类政策扩散的指标体系构建 

变量 文献来源 

内部影响因素 

需求驱动 
人均 GDP 嵇江夏,宋迎法(2020) [121] 

人口规模 王法硕,张桓朋(2021) [122] 

政府能力 

垃圾清运 

环卫车辆 

无害化处理 

环保支出 

宋燚涵(2021) [123] 

朱多刚，郭俊华(2016) [124] 

推行阻力 
GDP 增速 刘琼,职朋等（2019）[125] 

人均消费水平 唐滢,谭书先（2021）[126] 

外部影响因素 

纵向压力 时间压力 王友奎,赵雪娇（2019）[127] 

横向压力 
全国压力 李智超（2019）[128] 

邻近压力 李健,张文婷（2019）[129] 

公众压力 
显著关注 

作者构思 
潜在关注 

 

3.3研究假设 

3.3.1 需求驱动与垃圾分类政策扩散 

很多文献中都提到人均 GDP 能够较为客观地反映一个地区的发展水平和发展程度。人

均 GDP 较高的省份说明其地区的发展程度相对较高，该地区的经济实力也处于较为雄厚。

一方面来说，地方的经济状况一直被认为是决定政策创新扩散的重要因素[130]，当地区的经

济发展蓬勃向上时，带来的就是当地居民生活水平达到理想状态，此时，人们就会对自己的

生活质量产生更高的追求，对城市治理水平提的诉求也会更高。人们追求的不再是简单的吃

饱穿暖，而是希望生活地更加健康绿色，而垃圾分类政策作为一项生态文明建设中必不可少

的环境保护政策，能够有效改善人们的居住环境，提高城市的宜居水平，满足新时代人们的

居住需求，因此，地方经济的发展状况会影响到地方政府对垃圾分类政策的采纳结果。另一

方面，从地方官员的角度来说，受国家重视的项目完成会比官员的综合绩效考评优秀和地区

的经济发展大幅度提升更有利于官员的晋升[131]，而垃圾分类又是国家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十

分重视的一项公共政策，因此，发展能力较强的省份政府有较高的积极性推进垃圾分类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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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方的推行，这也符合以往研究中学者提出的观点：辖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政府采纳新

政策的可能性越大[132]。 

人口数量往往反应能够反应辖区环境的复杂性，当环境越复杂，相对应的，非程序化决

策就会越多，这对政府的创新政策推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33]。此外，人口规模越大的城市

产生的垃圾数量也会越大，这也对地方政府的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34]，因此，地区省份

的人口数量会影响该地区垃圾分类政策的出台。 

基于此，本文针对两个变量对垃圾分类政策的影响提出如下假设： 

H1：在垃圾分类政策扩散的过程中，人均 GDP 促进地方政府对政策的采纳。 

H2：在垃圾分类政策扩散的过程中，人口规模促进地方政府对政策的采纳。 

 

3.3.2 政府能力与垃圾分类政策扩散 
当该省份拥有处理垃圾的能力，例如人员配置、实施设备等，为该省推行生活垃圾分类

处理工作提供更为便利的前置条件，在推行垃圾分类政策的时候遇到的障碍就更少。从另一

个角度来说，该省份的生活垃圾清运量、配备的环卫车辆和每日生活垃圾处理量越大，意味

着该省拥有的处理垃圾的资源越丰富，进而该地区的垃圾处理体系更为成熟，而垃圾分类政

策本身就是中央较为重视的工作，因此，政府官员会更有积极性推动垃圾分类政策的本地化。 

此外，垃圾分类工作的推行需要政府的财政支持，垃圾分类政策属于环境保护的一项内

容，因此其对应的财政支出项目主要是各省的环保支出，政府给予垃圾分类工作的财政支持

越高，一方面开展垃圾分类的设备得到妥善优化，另一方面，负责推行该政策的工作人员的

效率也会受到薪水激励；从政府官员的角度来说，其主要的目标就是使预算最大化，项目获

得的预算越多，其在整个项目实施过程中的话语权就越强。 

因此，本文根据前文对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3a：在垃圾分类政策扩散的过程中，垃圾清运促进地方政府对政策的采纳。 

H3b：在垃圾分类政策扩散的过程中，环卫车辆促进地方政府对政策的采纳。 

H3c：在垃圾分类政策扩散的过程中，无害化处理促进地方政府对政策的采纳。 

H4：在垃圾分类政策扩散的过程中，环保支出促进地方政府对政策的采纳。 

 

3.3.3 推行阻力与垃圾分类政策扩散 

生活垃圾分类制度的推行并不能一蹴而就，涉及多个职能部门之间的相互配合，因此

需要政府的负责人进行决策与部署，不仅需要准备涉及垃圾分类的资源，还要配备相应的

行政资源。然而，中国目前的政治系统具有松散性与流动性的特征，相关政策的发布和实

施还是取决于地区的自主性，但迫于官员考核的压力，地区政府往往优先发展经济，因

此，有关环保的相关政策法规的执行就非常有效[135]。基于以上背景，尽管环境问题越来越

受到中央政府的重视，但从各省份政府的政策偏好来看，环境问题还不足受到与经济发

展，社会保障等其他政府关心议题同等重视，因此，生活垃圾分类更属于一项政府的自觉

行为，生活在该省的民众很难感受到推行垃圾分类政策的紧迫性。综上，生活垃圾分类的

政策在政府众多的政绩考核项目中并不具有优先性，甚至在环境治理的大议题下，水资源

保护和空气质量受到的关注都要略胜于垃圾分类。因此，一个省份的经济发展越快，该省

的垃圾分类工作就越可能受到忽略，进而推迟了该省的垃圾分类政策出台。 

随着我国各省的城镇化普及率越来越高，城镇人口一直呈现出上升趋势，居民的消费水

平也随着收入的增加而不断上升，由此产生的城市生活垃圾数量越来越大，但一个城市能够

处理的垃圾总量时固定的，因此，城市的垃圾管理能力成为垃圾分类政策有效推行的强力保

障。居民的消费水平增加，带来的是居民对美好环境和健康生活的追求，但目前城市对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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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处理主要是掩埋和焚烧，这就导致垃圾处理厂周围地区的居住环境受到影响，城市容易出

现邻避冲突事件，垃圾分类和回收工作无法获得所有居民的支持。 

因此，本文针对两个变量对垃圾分类产生的影响提出如下假设： 

H5：在垃圾分类政策扩散的过程中，GDP 增速阻碍地方政府对政策的采纳。 

H6：在垃圾分类政策扩散的过程中，人均消费水平阻碍地方政府对政策的采纳。 

 

3.3.4 压力应对与垃圾分类政策扩散 
2000 年国家城建部就曾发布《关于公布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的通知》，虽然最

后的效果平平，但这标志着中央向地方省份传递开展垃圾分类工作的信号，而本文的研究从

2016 年开始，也就是国家出台《实施方案》的前一年，那么 2016-2017 与 2017 年之后带给

各省政府的时间的紧迫感是不一样的，因此，经历的时间越长，政府出台垃圾分类政策的可

能性就越大。 

放眼全国，各省级政府之间存在一种学习-竞争的关系。早有研究表明，相邻的位置和

类似的社会经济水平以及政府间频繁的交流，都给同级政府之间的相互学习提供了机会，且

相互学习的渠道越多，其相互学习的意愿更加强烈
[136]

。政府间互相学习来维持已有的经济

绩效，进而在全国的竞争中占据靠前的排名。同级政府间的竞争能够有效促进政策的扩散。

因此，本文设置了全国压力和临近压力来考量政府在政策扩散过程中受到了来自相同级别政

府带来的压力。全国压力强调来自同级或者横向水平之间的竞争压力。邻近压力指的是与省

级政府相邻的同级政府带来的竞争压力。某一省级政府推行垃圾分类政策会对其他省的城市

治理和政策推行带来一定的正向影响。此外，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在此基础上形成的

社会舆论同样会引起政府的关注，甚至会推动政府将舆论关注的事项纳入议事日程。已有研

究表明，公众通过如微博这样的自媒体可以以最快的速度和最低的成本与相关领导或者政策

制定者产生联系，进而影响到公共政策的形成[137]。也就是说，如果公众在微博上对垃圾分

类政策进行大量的讨论，发表自己的看法，表明自己的态度，那么该省政府对垃圾分类政策

的采纳就会更有可能被提上议事日程。 

因此，基于外部压力对垃圾分类政策可能产生的影响，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7：在垃圾分类政策扩散的过程中，时间压力促进地方政府对政策的采纳。 

H8：在垃圾分类政策扩散的过程中，全国压力促进地方政府对政策的采纳。 

H9：在垃圾分类政策扩散的过程中，邻近压力促进地方政府对政策的采纳。 

H10a：在垃圾分类政策扩散的过程中，显著关注促进地方政府对政策的采纳。 

H10b：在垃圾分类政策扩散的过程中，潜在关注促进地方政府对政策的采纳。 

总结本文提出的所有有待验证的假设如表 3-2 所示： 

表 3-2 研究假设汇总 

假设 假设内容 方向 

需求驱动   

人均 GDP 人均 GDP 对垃圾分类政策的采纳具有促进作用 + 

人口规模 人口规模对垃圾分类政策的采纳具有促进作用 + 

政府能力   

垃圾清运 垃圾清运对垃圾分类政策的采纳具有促进作用 + 

环卫车辆 环卫车辆对垃圾分类政策的采纳具有促进作用 + 

无害化处理 无害化处理对垃圾分类政策的采纳具有促进作用 + 

环保支出 环保支出对垃圾分类政策的采纳具有促进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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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2 

假设 

推行阻力 
假设内容 方向 

GDP 增速 GDP 增速对垃圾分类政策的采纳具有阻碍作用 - 

人均消费水平 人均消费水平对垃圾分类政策的采纳具有阻碍作用 - 

压力应对   

时间压力 时间压力对垃圾分类政策的采纳具有促进作用 + 

全国压力 全国压力对垃圾分类政策的采纳具有促进作用 + 

邻近压力 邻近压力对垃圾分类政策的采纳具有促进作用 + 

显著关注度 显著关注度对垃圾分类政策的采纳具有促进作用 + 

潜在关注度 潜在关注度对垃圾分类政策的采纳具有促进作用 + 

 

3.4模型设定 

3.4.1 LDA 主题分析 

LDA（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模型是一种文档主题，是三层级的贝叶斯概率模型，

包含文档、主题和词三个层次[138]。LDA 主题模型的中心思想将文本材料进行聚类，归纳出

对应的主体信息，同时，LDA 主题分析不需要考虑词汇的出现顺序，最终形成聚类的主体

以及对应的词语[139]。因此，通过 LDA 主题分析能够获得一篇文章潜在的主题[140]，方便研

究者从文本中探寻潜在的信息。具体计算模型如下： 

𝑝(𝜃, 𝑧, 𝑤|𝛼, 𝛽) = 𝑝(𝜃|𝛼) ∏ 𝑝(𝑧𝑛|𝜃)𝑝(𝑤𝑛|𝑧𝑛, 𝛽)

𝑁

𝑛=1

(4.1) 

其中， 𝜃是每篇文章的主题分布，是一个主题向量，其每一列都表示一个主题在文档出

现的概率； 𝛼是先验分布（Dirichlet 分布）的参数，即主题的多项式分布; 𝛽是每个主题的单

词概率分布，即𝑝(𝑤|𝑧)；𝑝(𝜃)是𝜃的分布，具体为 Dirichlet 分布；N 为要生成的文档的单词

的个数；𝑧𝑛表示生成的第 n 个主题 z，𝑝(𝑧𝑛|𝜃)表示给定𝜃时主题𝑧的概率分布，具体为𝜃的值，

即𝑝(𝑧 = 𝑖|𝜃)= 𝜃𝑖；𝑤𝑛表示生成的第 n 个单词 w，𝑝(𝑤𝑛|𝑧𝑛)表示给定 z 时的 w 的分布，𝑝(𝑤 =

𝑖|𝑧 = 𝑖, 𝛽)=𝑤𝑖。 

3.4.2 空间自相关分析 

（1）全局空间自相关 

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是对地理要素在整个区域的空间特征进行描述，通常采用莫兰指数

来测度区域整体上某一属性的空间聚集程度[141]，计算模型如下： 

𝐼 =
∑ ∑ 𝑤𝑖𝑗(𝑥𝑗 − �̅�)(𝑥𝑗 − �̅�)𝑛

𝑗=1
𝑛
𝑖=1

𝑆2 ∑ ∑ 𝑤𝑖𝑗
𝑛
𝑗=1

𝑛
𝑖=1

(4 − 2) 

其中𝐼是莫兰指数，𝑛是研究对象的数量，𝑥𝑖是空间单位𝑖的属性值，𝑥𝑗是空间单位𝑗的属

性值，𝑤𝑖𝑗是空间权重矩阵，𝑆2是观测值的方差，�̅�是观测值的平均值。𝐼的值在-1 到 1 之间，

当𝐼的值大于 0，意味着空间正相关，变量呈现出空间的聚集模式，𝐼值越大，聚集程度越大；

当𝐼的值小于 0，意味着空间负相关，变量呈现出空间的离散模式，𝐼值越小，离散程度越大；

当𝐼的值等于 0 时，表示空间不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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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局部空间自相关 

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对全局空间自相关结果进行分解，探索某地区于周边区域之间的空

间差异及其显著性[142]，并描述聚集中心的空间位置[143]计算模型如下： 

𝐼 =
𝑛(𝑥𝑖 − �̅�) ∑ 𝑤𝑖𝑗(𝑥𝑗 − �̅�)𝑛

𝑗=1

∑ (𝑥𝑖 − �̅�)2𝑛
𝑖=1

(4 − 3) 

其中𝐼是莫兰指数，𝑛是研究对象的数量，𝑥𝑖是空间单位𝑖的属性值，𝑥𝑗是空间单位𝑗的属

性值，𝑤𝑖𝑗是空间权重矩阵，�̅�是观测值的平均值。根据计算出的结果可以将该区域与周边区

域的相关性划分为 5 种类型，分别是中心聚集程度高周围也聚集程度也高（即 high-high），

中心聚集程度低且周围聚集程度也低（即 low-low），中心聚集程度高但周围聚集程度低(即

high-low 聚集)，中心聚集程度低但周围聚集程度高（即 low-high 聚集），以及区域的聚集

情况完全不显著五种现象[144]。此外，结合𝑀𝑜𝑟𝑎𝑛散点图，可形成 LISA 聚类图，探究局部空

间之间的差异，并归纳出局域空间聚集的“热点”与“冷点”。 

 

3.4.3 Logit 模型 

本文运用事件史分析来验证前文的假设。事件史分析又称生存分析或者失效分析，主要

目的是解释一些因素在一段时间内如何对事件的发生产生影响[145]。上世纪 90 年代首次出现

在政策扩散领域，目前成为政策扩散研究领域学者最常用的研究方法之一，能够有效解决事

件变化的动态性[146]。事件史分析可以探究事件发生的原因，分为离散时间模型和连续时间

模型两类[147]。如果时间是随着时间连续变化的，比如时间单位是天，通常采用连续时间模

型；相反，当事件发生跨度的时间过长，需要用年或者月来进行统计，则更适合用离散时间

模型方法来进行分析。本文是对垃圾分类政策 2016-2020 年的扩散进行分析，时间跨度较大，

因此采取离散的时间模型进行分析。 

事件史分析中的风险集，又称风险率，指的是被观察到的平均每个个体发生该事件的概

率。在离散的数据模型中，风险率探究的是每一个个体在此特定时间点所处的风险。由于风

险率作为概率，很难通过客观数据进行衡量，因此本文的因变量采用了虚拟变量，即如果该

个体发生了事件，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由于因变量是二分变量，因此研究采取 logit 模

型进行分析。结合前文提出的研究假设与相关的研究内容，本文设定了适用于离散时间模型

的 logistics 模型如下： 

 

省级政府出台垃圾分类政策的可能性 

                        = 𝛽0 + 𝛽1(人均 GDP) + 𝛽2(人口规模) 

+𝛽3(垃圾清运) + 𝛽4(环卫车辆) + 𝛽5(无害化处理) + 𝛽6(环保支出) 

                        +𝛽7(GDP 增速) + 𝛽8(人均消费水平) 

                        +𝛽9(时间压力) + 𝛽10(全国压力) + 𝛽11(邻近压力) 

                        +𝛽12(显著关注) + 𝛽13(潜在关注) + 𝜀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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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实证分析 

 

4.1 数据获取 

4.1.1 微博评论数据集 
（1）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人民日报”和“央视新闻”发布有关垃圾分类的微博下的网友评论作为数据来

源。微博的公开性、传播性、及时性极大地提高了新闻话题的传播效率，会吸引到大量的网

民在该平台上留言、评论、发帖[148]。作为存在于社交媒体中的一种表达方式，微博评论能

够反应网民对某一公共事件的态度和看法，具有很大的研究意义和参考价值[149]。此外，微

博用户既是发帖者也是留言者，因此，用户的大量参与让微博评论内容不断发酵，不同的观

点在这里碰撞并具有一定的指向性，所以网友在微博的评论比发布的微博本身更能影响网络

舆论的走向[150]。“人民日报”和“央视新闻”作为中央级主流媒体[151]，拥有庞大的粉丝基础，

其账号粉丝数分别为 1.48 亿和 1.28 亿，体现出两家媒体在微博上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在舆

论导向和新闻传播上始终发挥引领作用，吸引大批的网友在其微博下留言评论，其微博评论

能够充分地展现各地区网友的真实想法。 

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不断发展，全国的网络普及率不断上升，微博成为全国各地网友沟

通交流的大平台。伴随着生态环境意识的不断提高，垃圾分类成为网友讨论的热点话题，在

“人民日报”“央视新闻”等多家主流媒体的宣传下，微博成为垃圾分类政策讨论的主要载体之

一。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了解全国各地民众对垃圾分类这一政策的想法和关注程度，研究

爬取了 2016-2020 年五年内“人民日报”和“央视新闻”发布的有关垃圾分类的微博下的评论数

据共 29859 条，数据由评论者网名、评论内容、性别、粉丝数和所在地区五个部分构成。 

（2）数据清洗及预处理 

研究用爬虫采集下来的微博数据，因为数据的来源是网页，因此存在着数据格式不统一、

部分数据与研究相关性关联较小等问题，为了研究资料与本文研究主体更加契合，对数据进

行预处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去除评论的非法字符。在爬去的评论中存在 HTML 标记、XML 标记等，为了不影

响到后续的 LDA 主题分析，因此，使用正则表达式对其进行处理，删除与评论内容无关的

字符。 

二是去重处理。针对微博评论内容进行分析时发现，有时为了提高某一微博的热度，会

出现大量重复性文本评论刷屏的现象，为了不影响最终数据处理的结果，在预处理阶段剔除

重复性的微博评论，确保后续数据分析的准确性。 

三是去停用词。停用词指的是对文本内容识别意义不大的语气助词、副词、介词等[152]，

但出现的频率相当高。文本的停用词既占据了存储的空间，同时降低分析的效率，影响后续

主题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因此对其进行剔除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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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分词处理。LDA 主题分析是以词作为最小单位进行识别和聚类的，因此，在进行

最终的数据处理前，研究采用了结巴分词将采集到的原始文本进行分词处理，最终处理后的

结果如图 4-1 所示。 

图 4-1 结巴分词结果举例 

 

4.1.2 事件史分析数据集 

(1)数据来源 

有学者将垃圾分类试点扩散过程划分为三个时间段：2000-2007 年为垃圾分类政策的初

始阶段、2008-2016 年为政策的尝试创新阶段、2017-至今则进入了垃圾分类的推广阶段，因

此，2017 年 3 月《实施方案》的下达是垃圾分类政策的扩散的一个关键节点，在此之后各

省份城市都出台了具体的实施办法，考虑到部分省（直辖市）在 2017 年之前就出台了对应

的实施办法，因此，本文收集了 2016-2020 年我国 31 个省份采纳垃圾分类政策的相关数据。

考虑到各省份出台的关于垃圾分类的各类文件较多，在确定各省份出台垃圾分类政策时，以

对应文件是否是具体的实施方案为参考标准。后续实证分析所用的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

年鉴》和各省级政府官方网站。 

(2)变量设计 

a.因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为二分变量，以“该政府是否出台垃圾分类政策”为衡量标准：“1”代表该

省份当年出台垃圾分类政策；“0”代表该省份当年垃圾分类政策尚未出台，相关信息来源于

北大法宝网和各省级政府官方网站。 

b.自变量 

对于需求驱动逻辑，本文选取人均 GDP、人口规模两个指标。其中人均 GDP 指标能够

体现该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而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越好就说明在该地区生活的人民对垃圾

分类政策实施的意愿越强烈。人口规模代表省份的人口特征，人口规模越大说明生活垃圾产

生量越多，越有垃圾分类的需求。这两个指标在不少学者的研究中都被用来代表创新主体的

经济发展状况。此外，为了保证数据的可比性，本文对两个变量进行了对数处理，数据均来

自《中国统计年鉴》。 

对于政府能力逻辑，本文设置了垃圾清运、环卫车辆、无害化处理和环保支出四个变量。

从《中国统计年鉴》中能够获得关于各省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能力的指标主要有生活垃圾清运

量、市容环卫专用车辆设备总数、每日的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和节能环保支出，将上述

四个指标均除以各省常驻人口以获取人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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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推行阻力逻辑，研究选取 GDP 增速和人均消费水平两个指标。其一，对于 GDP 增

速，由于难以测量各省政府对垃圾分类政策的重视程度，因此本文引入 GDP 增速来测量政

府对经济发展的重视程度，政府的注意力是有限的，官员就会为了自己的政绩而选择将绝大

部分的资源投入到经济发展上，由此其他的治理事项的资源就会受到挤占[153]；一般来说居

民的人均消费水平越高，购买力上升，则其产生的生活垃圾数量会越大，本文以城镇常住居

民人均消费支出作为衡量指标。 

在压力应对方面，本文考虑时间压力、全国压力、邻近压力和公众压力四个指标。对于

时间压力，本文将其定义为省份出台政策经历的年份，2016 年为第一年，赋值为 1。对于全

国压力，将其操作化为“全国进行垃圾分类的省份数量/全国省份总数”。对于邻近压力，将其

定义为“进行垃圾分类的接壤省份数量/接壤省份总数”。最后，对于公众压力，依据前文收集

到的微博数据集，经处理后得出分为显著关注度和潜在关注度两个变量，显著关注度为“该

地区人均留言字数*人均留言条数”，而潜在关注度则操作为“该地区每条留言粉丝数”。 

根据前文设定的研究变量及其测度情况，本文将变量的测量方式和数据来源总结如下： 

表 4-1 变量列表 

变量 测量 数据来源 

因变量 出台政策 推行政策的省份取值为 1，否则为 0 
北大法宝网、各省

政府官网 

自

变

量 

需求

驱动 

人均 GDP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万元/人） 《中国统计年鉴》 

人口规模 地区常住人口总数（万人） 《中国统计年鉴》 

政府

能力 

垃圾清运 生活垃圾清运量（kg/人） 《中国统计年鉴》 

环卫车辆 市容环卫专用车辆设备总数（台/万人） 《中国统计年鉴》 

无害化处理 每日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吨/万人） 《中国统计年鉴》 

环保支出 节能环保支出（元/每人） 《中国统计年鉴》 

推行

阻力 

GDP 增速 GDP 增长率（%） 《中国统计年鉴》 

人均消费水平 城镇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元） 《中国统计年鉴》 

自

变

量 

压力

应对 

时间压力 省份出台政策经历的年份 作者统计 

全国压力 进行垃圾分类的省份数量/全国省份总数 作者统计 

邻近压力 进行垃圾分类接壤省份数量/接壤省份总数 作者统计 

显著关注 该地区人均留言字数*人均留言条数 作者统计 

潜在关注 该地区每条留言粉丝数 作者统计 

 

4.2描述性统计 

研究将 2016-2020 年 5 年内“人民日报”和“央视新闻”发布的垃圾分类主题的微博数量和

每条微博下的评论数量统计梳理，得到图 4-2。从图中可以看出，2016-2017 年，“人民日报”

和“央视新闻”发布有关垃圾分类的微博数量较少，有些月份完全没有宣传，但 2019 年垃圾

分类这一话题得到了两个官方账号的重视，尤其是在 2019 年 6、7 月份，相关主题的微博数

量分别超过了 20 条和 35 条，原因可能是 2019 年 7 月 1 日上海市发布了有史以来“最严格”

的《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官方账号发布大量的微博宣传一方面是对上海垃圾分类执

行能力的肯定，另一方面也是对全国其他省市地区的垃圾分类政策推行起到一定的督促作

用。观察图 1 的折线图可以发现，官方账号下的评论数量出现了 3 个高峰，第一个高峰出现

在 2016 年的 5 月，两个账号同时发布了环卫工人因未分类垃圾爆炸受伤的事情，受到了众

多网友的关注；另一个高峰出现在 2018 年的 4 月份，名校海归硕士回村推行垃圾分类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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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引发了众多网友的讨论；最后一个高峰呈现出逐步上升的趋势，出现在 2019 年 5 月《北

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实施时达到了高潮，引发了众多网民对执行垃圾分类政策对激烈讨

论。 

图 4-2 2015-2020 年微博数量和评论数量统计图 

 

4.2.2 2016-2020 年平均微博评论数地区分布情况 

微博的反爬机制严重，故本文无法获取垃圾分类相关微博下的所有评论，能够爬取的评

论数量大约占总评论数数量的 30%，后续的研究也已能够获取的评论作为最终的研究对象。

研究对 2016 年至 2020 年中国 34 个省（地区）的微博评论总数进行了分类，同时，为了使

结果更具有比较意义，图中展示的评论是除以每年“人民日报”和“央视新闻”垃圾分类相关微

博总数后的数量，结果如图 4-3 所示。 

在图中可以发现，在线评论总数的整体呈现出在东南地区集中的趋势，从 2016-2020 年

来看，北京、江苏、上海、四川和广州五个地区的网民对垃圾分类政策的关注程度一直保持

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其中北京和广东两个地区的微博评论总数每年都远超过 10 条，说明这

两个地区的人民最关心垃圾分类政策的状况。而西部地区在这 5 年里经历了评论数量由无

到有的过程，说明随着网络的不断普及，官方账号的不断宣传，越来越多的人民开始注意到

垃圾分类这一行为，开始关注到垃圾分类政策的制定和出台。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4000

4500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每
月
“
垃
圾
分
类
”
相
关
微
博
数
量

每
月
“
垃
圾
分
类
”
相
关
微
博
数
量

每月“垃圾分类”相关微博数量 每月“垃圾分类”相关微博平均留言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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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2016-2020 年人均微博评论数地区分布情况 
研究对 2016 年至 2020 年中国 34 个省（地区）的人均微博评论总数进行了分类，结果

见图 4-4。总体的来说，全国各地区的人民都关注到了垃圾分类这一政策，但与评论总数的

聚集程度不同的是，人均微博评论数量主要呈现出分散的情况，北京和上海两个直辖市的关

注程度一直保持在最高的水平。从时间维度来说，各地区人民对垃圾分类政策的关注程度经

历了由低到高的过程，在 2019 年时达到了高峰，随后关注程度出现了回落。2019 年全国绝

大部分地区都对垃圾分类政策给予了强烈的关注，只有北方和西南地区部分省份关注度较

低，可能因为这些省份的生态环境较好，远没有东南沿海地区人口密集，因此垃圾分类给他

们生活带来的影响较小。 

 

图 4-4 人均微博评论总数的分层模式 

 

4.3垃圾分类政策的网络舆论特征 

对收集到的微博评论进行主题模型分析后，共得到 7 个主题以及对应的主题关键词矩

阵和文档议题矩阵。本文依据各主题的关键词归纳出对应的主题名称，主题名称与各主题下

15 个关键词如表 4-2 的第 2 列与第 3 列所示。同时，为了验证议题内容与留言板分析内容

吻合度，本文还以 LDA 主题模型分析得到的文档-议题矩阵为依据，选取各议题下相关系数

大于 0.9 的文本作为代表性样本，具体如表 4-2 第 4 列所示。 

表 4-2 垃圾分类政策网络公共舆论议题的关键词表 

 主题名称 关键词 举例 

主题 1 保护环境意识 

保护环境 人人有责 投放 积极 

从我做起 以后 建议 可能 推行 

执行 有害 做起 改变 厨余 地球 

“保护环境，人人有责，给子

孙后代多留一点碧海蓝天，

多留一点宝贵的环境资源” 

主题 2 塑料袋使用 

环境 问题 塑料袋 包装 外卖东

西  简单  爱护  政策  阿姨 餐具 

最后 辛苦 生产 污染 

“禁用塑料袋，尽量减少塑料

包装，能替代的尽量用环保

包装替代，……长远来看是

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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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2 

 主题名称 关键词 举例 

主题 3 全国普及政策 

支持 希望 中国 全国 城市 推广 

普及 统一 标准 现在 实行 麻烦 

看到 早就 确实 

“希望全国普及 慢慢的就养

成了环保意识” 

主题 4 垃圾分类标准 

回收 分类 标准 改变 垃圾 电池 

教育 可回收 拒绝 减少 做好 不

可 孩子 浪费罚款 

“垃圾分类应该实施国家统一

标准，各地统一，并将垃圾分

类编入学龄前儿童教材，进

行普及教育。” 

主题 5 小区垃圾分类 

分类 垃圾 垃圾桶 小区 地方 

垃圾车 处理 厨余 宣传 拉走 

做好 现在 从我做起 生活 意义 

“支持！希望每个人重视……

我们小区垃圾桶不分类，我

们想分没地儿分” 

主题 6 
垃圾分类示范

地区 

上海 环保 北京 日本 人民 厉害

地方 必须 不错 属于到位 意识 

处理 民众 关注 

“哎…… 学学日本、德国等

先行国家，不要流于形式！” 

主题 7 维护地球家园 

大家 保护 需要 地球 实施 做起

生活 工作 老百姓 家里 处理 

人类 努力 心疼家园 

“小小的动作，就能保护地球

和其他物种哇” 

从表 4-2 中发现，微博评论的内容主要可以归为政策关注类，比如对全国推广垃圾分类

政策的讨论，以及提倡保护环境、减少塑料袋等生态意识类和关注小区垃圾分类、垃圾分类

标准等政策执行三大类，显示生态环保意识已经根植在中国人民的思想中，大家都意识到了

保护环境、保护地球家园的重要性，此外，很多人都积极要求国家推行垃圾分类政策、明确

垃圾分类标准，呈现出对垃圾分类十分关注的态度，是各地区垃圾分类政策能够顺利执行的

有力保障。可以说，垃圾分类政策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公民对该政策关注程度的影响，

这一结果其实对假设 10 进行了验证。 

此外，按照时间维度，本文对七个主题进行了进一步分析，每年各主题所占的比例如图

4-5 所示。总的来说，五年内七个主题的占比呈现出一定的一致性，主题 1 和主题 5，即保

护环境意识和小区垃圾分类是占比最高的两个话题，也就是讨论度最高，最受全国人民关心

的话题。 

 

图 4-5 垃圾分类政策主题占比图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垃圾分类标准

维护地球家园

塑料袋使用

保护环境意识

垃圾分类示范地区

全国普及政策

小区垃圾分类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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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2016 年公众最关心小区垃圾分类的问题，占比接近 40%；2017 年公众的注意力

转移，保护环境成为他们最为关注的议题，同时，呼吁在全国普及垃圾分类政策的占比达到

了 5 年间的最高峰；2018 年小区垃圾分类问题和保护环境的主题依然火热，垃圾分类标准

也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2019 年保护环境意识成为热点话题，讨论的占比超过了 50%，上

海垃圾分类管理条例的出台引起众多网友关注，这可能也是导致全国普及政策、小区垃圾分

类和垃圾分类示范地区三个议题同样受到关注的原因；2020 年，小区垃圾分类问题再次成

为全国人民重点关注的议题，讨论占比接近 45%，原因可能是随着推行垃圾分类政策的地区

越来越多，更多人开始注意到了与自己日常生活最为接近的小区垃圾分类事情上来。 

综上，从 5 年间议题公众关注的议题占比变化中可以看出，同样是对垃圾分类这个行为

进行的讨论，人们关注的焦点所谓的意识形态转变为了真实的实践中来，从强调环境保护意

识转变为了关心小区垃圾分类的实际操作上来，说明垃圾分类真正在人们身边普及传播开

来，各省的垃圾分类政策确实在有效的执行过程中。 

 

4.4网络舆论的关注度分析 

研究将 34 个省（地区）的显著关注度和潜在关注度分别计算，制作出图 4-6 如下，基

于各省（地区）显著度的值划分四个象限，从左至右依次为高显著-底潜在，低显著-低潜在，

高显著-高潜在和低显著-高潜在。显著关注程度越高，说明该地区民众的网络评论总数越多，

且每条的评论字数越多，显示出该地区民众对垃圾分类政策有着很强的表达欲望，愿意在网

络上说出自己的看法；潜在关注程度越高，说明该地区民众的粉丝数量越多，其对垃圾分类

政策的评论就越容易被更多的网友看到，吸引更多的其他网民关注到这一政策。 

总体来看，各省（地区）关注度分布较为集中，呈现出东南沿海地区民众关注度较高，

平原地区的关注度次之，而处于国家边境的新疆、西藏等省份的民众关注度最低。值得注意

的是，北京市的关注程度最高，位于象限的右上角，表明其显著关注度和潜在关注都处于较

高的水平，说明北京市的公众不仅积极参与到垃圾分类政策的讨论过程中，而且能够吸引更

多人的关注到这一政策，与此相反，西藏省的显著度最低，位于象限的左下角，表明其显著

关注度和潜在关注度都处于较低的水平。此外，台湾、澳门和青海三个地区的关注度位于第

四象限，其显著关注度较低，但潜在关注度较高，说明尽管网络信息传播技术已经较为发达，

这些地区的公众平均粉丝数较多，但其对垃圾分类政策的参与感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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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各省民众关注度的象限分布图 

 

4.5网络舆论的空间特征 

4.5.1 微博评论全局自相关分析 

研究计算了 2016 年至 2020 年微博评论数量的全局空间自相关莫兰指数（表 4-3）。2016

年的微博评论数量的莫兰指数为负，说明此时的微博评论数量呈现出分散的趋势。但 2017-

2020 年的微博评论数量的莫兰指数为正，说明这四年微博的评论数量具有聚集的特征，但

是由于莫兰指数值相对较低，说明聚集程度不高。莫兰指数值在 2017-2020 年间先上升后下

降，说明这四年间微博的评论数量出现了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在 2019 年的时候聚集程度

达到了高峰。 

表 4-3 微博评论的全局自相关 

Year Moran’I Z score P 

2016 -0.022 0.0656 0.445 

2017 0.133 1.3027 0.085 

2018 0.125 1.3191 0.093 

2019 0.146 1.4839 0.073 

2020 0.12 1.4584 0.05 

Mean 0.144 14,441 0.073 

 

4.5.2 微博评论局域自相关关系 

此外，为了详细了解微博评论数量的聚集格局，本文对 2016-2020 年的微博评论数量进

行了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如图 4-7。总的来看，西部地区主要分布 low-low 集群，因为这

些地区的生态环境较好，垃圾处理问题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紧迫，因此对垃圾分类政策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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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相对较低；2016-2018 年微博评论的都 high-high 聚集区主要分布在河北、山东、江苏、

浙江等东部沿海地区，因为这些地区的人口更为聚集，城市产出大量生活垃圾，因此在微博

上有关垃圾分类政策的数量更多，到了 2019-2020 年，主要的 high-high 聚集地区缩小，主

要存在于江苏、浙江等长三角城市，源于 2019 年上海市出台了强制执行垃圾分类政策等管

理条例，引起长三角地区的关注；放眼全国，四川省一直处于 high-low 的聚集区，说明相比

于其周围的省份来说，四川省公众在微博上较为关注垃圾分类政策；与之相反，江西省和海

南省一直处于 low-high 的聚集区，说明这两省公众对垃圾分类的关注程度远小于周边省份。 

综上，随着时间的变化可以看出，全国关于垃圾分类政策的数量分布呈现出明显的聚集

格局，high-high 聚集和 low-low 聚集的地区都占据了很大的面积，区域分布差异明显。西南

地区对垃圾分类政策的关注程度远小于东南沿海地区，四川盆地的公众对垃圾分类也较为关

注。 

 

 

图 4-7 微博评论总数的局部空间自相关 

 

4.6事件史分析 

4.6.1 垃圾分类政策扩散的 Kaplan-Meier 估计 

政策采纳和扩散是典型的右删失连续时间数据，即时间数据在我们观察时间（2016 年 1

月到各省垃圾分类政策出台的月份）的右侧被截断，因此本文采用适用于该数据类型的

Kaplan-Meier 方法对垃圾分类在各省的风险函数进行估计。在 Kaplan-Meier 方法中，生存函

数 S(t)指个体存活时间超过 t 时期的可能性，将该方法运用于政策采纳事件，即在某一时间

点，政策未被采纳即为“存活”，政策被采纳即为“死亡” 。假设垃圾分类政策在对应省级政府

未被采纳状态的时间为 t，则生存函数 S(t)为政策在超过 t 时间仍未被采纳的可能，那么垃

圾分类政策的累积扩散率为 1-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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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收集到的数据进行估计，结果如图 4-8。2017 年 7 月 12 日，安徽省成为全国首

个出台垃圾分类政策实施计划的省级行政区，7 月 20 日，江西省出台垃圾分类政策全省实

施计划，2020 年 10 月 15 日，青海省出台垃圾分类政策执行计划，至此垃圾分类政策完成

省际扩散，其扩散呈现出短期内政策采纳数量迅速拉升的暴发式扩散曲线形态。 

 

图 4-8 垃圾分类政策扩散的 Kaplan-Meier 估计 

 

4.6.2 变量描述性统计 
在进行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之前，本文对自变量进行了描述性分析，了解其基本特征，

分析结果包括极大值、极小值、均值、标准差和方差膨胀因子。为了后续的实证分析，本文

对部分数据进行了对数处理，采用*进行标记。数据包括 31 个截面，即 31 个省级行政单位。

此外，为了验证各个自变量间之间是否相互独立，本文进行了方差膨胀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VIF）检验来判断自变量自建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若 VIF>10，表明模型存在

很强的共线性问题[154]。检验结果表明所有自变量的 VIF 值都小于 10，因此可以判定各自变

量之间相互独立。 

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见表 4-4。其中，在 2016-2020 年间，推行了垃圾分类政策的省份

一共 28 个，占全国总省份的 90.3%。对于描述统计的结果，时间压力、显著关注度、潜在

关注度、垃圾车数量、GDP 增速的差异较大，标准差分别为 1.419、2.879、2.085、1.585、

2.454，其他变量的差异较小。这一结果直观地显示出我国各区域间民众对垃圾分类的关注

程度、地方政府对垃圾分类的重视程度以及经济发展状况都存在很大差异。 

表 4-4 自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VIF 

政策推行 155 0.568 0.497 0 1 / 

人均GDP* 155 1.775 0.395 1.015 2.826 5.04 

人口规模* 155 8.136 0.839 5.802 9.443 5.26 

垃圾清运* 155 5.035 0.439 2.977 6.152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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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4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VIF 

环卫车辆 155 2.188 1.585 0.562 11.524 2.83 

无害化处理* 155 1.653 0.451 0.828 2.779 6.09 

环保支出* 155 6.105 0.525 5.083 7.655 3.32 

GDP增速 155 6.146 2.454 -5 10.7 2.33 

人均消费水平* 155 10 0.252 9.475 10.737 4.03 

时间压力 155 3 1.419 1 5 7.15 

全国压力 155 0.561 0.284 0.097 0.903 6.45 

邻近压力 155 0.559 0.363 0 1 3.38 

显著关注* 155 10.873 2.879 0 17.896 4.23 

潜在关注* 155 8.738 2.085 3.689 13.556 2.33 

 

4.6.3 相关分析 

根据表 4-5 变量之间相关分析的结果可知，除了人均 GDP、人口规模、人均消费水平三

个变量与部分变量不显著以外，其他大部分的变量之间都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值得注意的

是，尽管部分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较高，但上文的多重共线性检验证明，各变量之间是相互

独立的，不会对回归结果产生影响。 

在变量关系中可以发现，垃圾清运与无害化处理之间的相关系数达到了 0.755 具有很高

的相关性，同样作为省份垃圾处理体系建设的重要指标，两者在处理对象、结果目标等方面

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人口规模和环保支出的负相关系数达到了 0.665，说明人口规模的扩大

会减少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支出，这是因为人口规模的扩大增加了政府在教育、社会保障

等方面的财政支出，挤占了环保方面的财政投入，导致地方政府的环保支出减少。此外，关

注到 GDP 增速这一变量与其他变量都呈现出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 GDP 的增长对人均 GDP

的增加、公众对垃圾分类政策的关注程度以及政府提升垃圾处理能力都起到了消极的影响，

这说明一味地提高省份的 GDP 增长可能不是省份发展的最好选择，将导致行政领导的注意

力集中在城市的经济发展，而忽略了人民生活、地区生态等其他城市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表 4-5 变量间相关分析 

 政策采纳 人均 GDP 人口规模 垃圾清运 环卫车辆 无害化处理 环保支出 

政策采纳 1.000       

人均 GDP 0.360*** 1.000      

人口规模 0.220*** 0.093 1.000     

垃圾清运 0.191* 0.692*** -0.227*** 1.000    

环卫车辆 0.288*** 0.422*** -0.367*** 0.581*** 1.000   

无害化处理 0.379*** 0.797*** -0.115 0.755*** 0.680*** 1.000  

环保支出 0.057 0.295*** -0.665*** 0.450*** 0.416*** 0.375*** 1.000 

GDP 增速 -0.375*** -0.175** -0.056 -0.199** -0.378*** -0.345*** -0.023 

人均消费水平 -0.158*** 0.758*** 0.071 0.628*** 0.295*** -0.660*** 0.242*** 

时间压力 0.553*** 0.179*** 0.012 0.081 0.321*** 0.321*** 0.203** 

全国压力 0.559*** 0.186** 0.010 0.080 0.324*** 0.313*** 0.219*** 

邻近压力 0.520*** 0.388*** 0.156* 0.178** 0.301*** 0.394*** 0.092 

显著关注 0.507*** 0.553*** 0.577*** 0.250*** 0.151* 0.427*** -0.030 

潜在关注 0.468*** 0.346*** 0.233*** 0.194** 0.158* 0.339*** 0.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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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5 

 

4.6.4 回归分析 

表 4-6 是进行 logistic 回归后得到的分析结果，该表显示了不同组合的自变量与因变量

之间的关系的回归结果、统计显著性结果和标准误。 

表 4-6 垃圾分类政策扩散的影响因素回归分析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人均 GDP 
0.593 

（0.63） 

3.024*** 

（3.61） 

1.778* 

（2.17） 
   

1.550 

（1.20） 

人口规模 
1.646*** 

（3.55） 

0.636* 

（2.46） 

0.367 

（0.93） 
   

-0.0481 

（-0.07） 

垃圾清运 
-1.858 

（-1.79） 
  

-1.343 

（-1.43） 

-0.232 

(-0.23) 
 

0.460 

（0.87） 

环卫车辆 
1.489* 

（2.63） 
  

0.0434 

（0.08） 

0.624 

(0.95) 
 

0.597 

（0.80） 

无害化处理 
2.175* 

（2.01） 
  

2.686** 

（2.82） 

1.228 

(1.19) 
 

0.597 

（0.80） 

环保支出 
0.247 

（1.92） 
  

-0.210 

（-0.50） 

-0.820 

(-1.40) 
 

-0.398 

（-0.36） 

GDP增速  
-0.412*** 

（-3.76） 
 

-0.314** 

（-2.97） 
 

-0.221 

（-1.74） 

0.373 

（1.84） 

人均消费水平  
-2.079* 

（-1.70） 
 

0.0530 

（0.05） 
 

1.517 

（1.19） 

-0.854 

（-0.760） 

时间压力   
0.807* 

（2.18） 
 

0.596 

(1.65) 

0.539 

（1.17） 

0.741 

（1.06） 

全国压力   
0.509** 

（0.76） 
 

0.378 

(0.57) 

0.391 

（0.57） 

0.368 

（0.29） 

邻近压力   
0.695* 

（0.64） 
 

-0.176 

(-0.15) 

0.119 

（0.11） 

-0.776 

（-0.96） 

显著关注   
0.271 

（1.66） 
 

0.372*** 

(2.77) 

0.431*** 

（3.24） 

-0.189 

（-1.29） 

潜在关注   
0.0532 

（0.38） 
 

0.134 

(0.890 

0.0224* 

（0.16） 

-0.314 

（-0.17） 

_cons 
-10.45 

（-1.76） 

13.18 

(1.19) 

-10.76*** 

（-2.98） 

5.381 

（0.52） 

-2.432 

(-0.52) 

-19.61 

（-1.48） 

-1.752 

（-0.10） 

N 155 155 155 155 155 155 155 

R2 0.2402 0.2447 0.3861 0.1948 0.3936 0.3941 0.4137 

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 p<0.05, ** p<0.01, *** p<0.001 

 

 GDP增速 人均消费水平 时间压力 全国压力 邻近压力 显著关注 潜在关注 

GDP增速 1.000       

人均消费水平 -0.005 1.000      

时间压力 -0.589*** -0.151* 1.000     

全国压力 -0.530*** -0.112 0.983*** 1.000    

邻近压力 -0.363*** 0.092 0.766*** 0.781*** 1.000   

显著关注 -0.135* 0.379*** 0.371*** 0.398*** 0.491*** 1.000  

潜在关注 -0.252*** 0.228*** 0.527*** 0.556*** 0.530*** 0.616*** 1.000 



 
                             

垃圾分类政策的公众认知与政策扩散影响研究 

第 30 页 共 44 页 

（一）需求驱动与垃圾分类政策扩散 

从回归结果来看，人均 GDP 和人口规模两个变量都显著地推动垃圾分类政策在各省份

之间的扩散。从模型 1、2、3、7 结果可以看出，尽管加入了其他种类变量，如压力应对和

政府能力等，该省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口规模都对垃圾分类政策的扩散产生正向的影

响，特别是在模型 2 中，人均 GDP 和人口规模对垃圾分类政策的采纳作用分别在 0.01 和

0.05 的水平上显著。 

综上，人均 GDP 和人口规模都对垃圾分类政策在全国范围内的扩散产生显著的正向影

响，因此假设 1、2 得到验证。 

（二）政府能力与垃圾分类政策扩散 

根据模型可知，生活垃圾清运量这一变量拒绝原假设，且出现了该变量在模型 1、4、

5、7 中的系数与假设不一致的情况。原因可能是该省的垃圾清运量越大，这对该省的城市

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该省份在进行垃圾分类政策设计时需要克服的困难越多，难度越大，

故而影响到了垃圾分类政策的出台和实施。 

从模型 1 可知，环卫车辆这一变量与垃圾分类的出台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该省份每

增加一辆垃圾车，垃圾分类政策的采纳率就会随之上升。环卫车辆是一个城市生活垃圾清运

和市容维护的主要工具，一定程度上能够衡量该省份的生活垃圾处理能力，该省份的垃圾车

数量越多，说明该省份各城市的城市环卫建设越成熟，则其出台垃圾分类政策的可能性就越

高。 

根据各模型的回归结果可知，无害化处理这一变量与垃圾分类政策的出台呈正相关关系，

且其在模型 1、4 中呈现不同的显著程度，因此无害化处理是政策采纳的一个有力解释变量。

无害化处理在当前的主要手段为填埋、焚烧和堆肥，目的是将垃圾废物利用，变废为宝。省

份无害化处理的垃圾数量越多，说明该省各城市的垃圾处理体系成熟，为开展垃圾分类活动

提供了有效的保障，因此，一个省份的无害化处理能力能够正向地影响到该省份垃圾分类政

策的出台。 

值得注意的是，环保支出这一变量拒绝了原假设，也就是说，省份的环保支出无法对垃

圾分类政策的出台产生任何有效的积极或者消极的影响。可能的原因是环保支出不仅包括对

能源节约利用、污染减排等方面的支出，还包括退耕还林、风沙荒漠治理等环境方面的支出，

以及环境保护管理、环境监测与监察等事务性的支出，因此环保支出不能完全代表政府针对

城市环境维护的投资，垃圾分类政策的推出与该省份政府的环保投资的相关性不大。 

综上，研究结果表明政府的垃圾处理能力确实会对政府采纳垃圾分类政策决策产生影响，

且其中环卫车辆、无害化处理两个变量对垃圾分类政策扩散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即假设 3b、

3c 得到了验证；而垃圾清运量和环保支出两个变量则对政府的政策采纳行为不会造成影响，

即假设 3a、4 并未得到验证。 

（三）实施阻力与垃圾分类政策扩散 

根据模型 2 可知，GDP 增速与人均消费水平都会对垃圾分类政策的出台产生消极的影

响。GDP 增速的系数在模型 2 中通过了 0.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为负数，说明一个 GDP

增速越快的省份出台垃圾分类政策的具体实施办法的概率越低。人均消费水平的系数在模型

2 中也是显著为负，预示着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人均消费水平越高的省份出台垃

圾分类政策的可能性越低。不过人均消费水平这一变量的作用效果只在模型 2 显著，在模型

4、5、7 中不显著，因此，综合来说这一变量对政策出台的影响效果较小。 

综上，GDP 增速和人均消费水平都对政府采纳垃圾分类政策的抉择产生显著的消极影

响，因此，研究的假设 5、6 得到了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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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压力应对与垃圾分类政策扩散 

通过模型 3 可知，时间压力这一变量与垃圾分类政策呈显著正相关，即自 2016 年起，

时间每向后推移一年，都会促使各省推行垃圾分类政策的可能性上升。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时间压力这一变量被纳入了模型 3、5、6、7，但只有模型 3 显示出了时间压力对政策采纳

的影响，说明时间压力并在影响各省推行垃圾分类政策中并不占据主导地位。 

模型 3 显示，全国压力这一变量同样与垃圾分类政策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且其影响作用

在 0.01 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当全国都开始推行垃圾分类政策时候，确实会对地方政府造成

一定的压力，促使他们采纳创新政策行为的产生。但在整其他涉及全国压力的模型中，这一

变量的作用并不显著。 

同样是模型 3 显示，来自临近省份之间的压力也会对垃圾分类政策对采纳造成显著的

正向影响。需要注意的是，相邻省份推行垃圾分类政策造成的压力影响效果小于全国各省推

行政策的压力，可能的原因是在中国特殊的政治制度下，中央政府的态度对下级政府官员的

任命和考核具有绝对的影响，因此，在公共政策的执行过程中，追求当前或是显性政绩成为

官员的重要目标，这也是趋势地方政府进行政策执行的内生动力[155]，因此当其意识到全国

多个省份都已经出台相应的垃圾分类政策后，该省的官员为了在其行政级别上的政绩竞争获

得胜利而推动垃圾分类政策的出台。相反，受到集体行动逻辑的影响，在中央出台《实施方

案》后，相邻的各省政府之间会相互博弈，参考邻近省份政府的政策选择来做出决策，这就

很容易导致这些政府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该省份及其邻近的省份都没有动力出台相应的政

策。因此，全国省份出台政策造成的影响比邻近省份出台政策产生的影响更强。 

通过分析可知，公众的关注度，包括显著关注度与潜在关注度都与垃圾分类政策的出台

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同时，依据模型 3、5、6、7 的结果，相比于潜在关注度这一变量，

显著关注度的影响效果更显著，这也侧面反映出影响一个省份的政策采纳不仅依靠微博上拥

有众多粉丝和强大号召力的大 V 发声，起到主要作用的是让更多的网友参与到对政策的讨

论之中，越多的人为此发声就会增加政府出台该政策的可能性。 

综上，在外部压力范围中，时间压力、全国压力、邻近压力和网络舆论都对垃圾分类政

策的扩散产生了正向的影响作用，并且在网络舆论中，显著关注度比潜在关注度对政府采纳

该政策的影响效果更加显著，因此，本研究的假设 7、8、9、10a、10b 得到了验证。 

 

4.7结果讨论 

在本文的研究结果中发现，民众对垃圾分类政策的关注程度呈现出东南沿海城市最高，

平原地区次之，边疆地区最低的态势，并且，生态环境越好的地区对环境问题的关注程度越

低。该研究结论受到以往依据百度指数[156]、Google Trends 指数[157][158]等构造指标探究民众

对环保领域关注程度相关研究的支持，例如颜晓燕等以网络关注度为基础探究生活垃圾分类

的地区性研究发现，垃圾分类政策关注度较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和经济发达地区
[159]，可能的原因一方面是沿海地区互联网发展水平较高，互联网用户数量较多，民众从网

络媒体上获取信息和表达观点的机会相较于其他地方更多；另一方面，沿海地区的经济更为

发达，有学者认为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民众对环境的关注度越高。此外，本文有关民众对生态

环境的重视程度呈现地区性差异的结果证实了以往文献探究民众对环境保护态度的描述，在

黑龙江、山西、福建等环境问题高发的地区，公众的关注程度明显更高[160]。 

依据研究结果，本文得出民众舆论的确会促进地方政府的垃圾分类政策采纳行为的研究

结论，这与 Walker 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社会舆论产生的公共压力有效促进创新政策的传

播[161]，是政策创新扩散模型中不可缺少的影响因素。此外，有关城市的经济发展状况、人

口规模以及来自政府主体带来的压力对政策扩散产生的显著影响的结论同样受到其他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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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持[162][163]，即社会环境和外部压力因素能够解释地区政策扩散的大部分差异。有趣的是，

本文的实证研究中人口规模这一因素对政策的扩散起到促进作用，但在以城市为政策扩散研

究对象的文献中，城镇人口这一因素反而对地方政府采纳垃圾分类政策起阻碍作用，即常住

人口规模越大的城市出台政策具体实施办法的可能性越低。出现相反结果的原因可能是研究

对象的不同，本文考察的是省政府的政策采纳行为，作为市政府的上级，省政府更多从宏观

角度考虑垃圾分类政策实施带来的效果，而市政府更多考虑是的政策能否实施的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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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论与展望 

 

5.1研究结论与讨论 

5.1.1 研究结论 

本文在对目前已有研究的梳理的基础上，通过对大数据的处理方法，结合空间自相关模

型，描述了各省民众对垃圾分类政策的关注状况与讨论特征，并采用事件史分析的方法，对

垃圾分类政策扩散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究，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探索

自变量及其相互间关系，并详细分析和讨论了各省份垃圾分类政策扩散采纳的影响因素，得

出如下结论： 

从民众对垃圾分类政策关注的空间分布角度来看，全国民众对垃圾分类政策的关注程度

呈现出东南沿海城市关注度较高，平原地区次之，边疆地区关注度最低的态势，其中北京市

的民众对垃圾分类政策的关注度最高，而西藏地区的关注程度最低。网友对垃圾分类政策的

评论总数呈现出在东南沿海地区集中的趋势，其中北京、江苏、上海、四川和广州五个地区

对垃圾分类政策的关注程度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而从人均微博评论数量的地区分布进行

分析，在时间维度上，地区民众对垃圾分类政策关注程度呈现出由低到高的上升趋势，其中

2019 年是全国人民对垃圾分类关注的高峰期，仅仅北方和西南地区部分省份的关注程度较

低。此外，研究采取的空间自相关分析同样验证了以上的空间分布特征。网友的评论数量在

全国呈现聚集特征，且东南沿海地区的关注度较高，而西南地区的对垃圾分类政策的关注程

度普遍较低。 

从民众对垃圾分类政策关注的内容特征角度来看，而在关注内容方面，民众关心的议题

分为政策关注、生态意识和政策执行三大类，其中环境保护意识和小区垃圾分类是民众一直

以来都关注度话题，从时间维度上分析，民众最关心的话题从 2017 年的环境保护意识变成

了 2020 年的小区垃圾分类，说明人们关注的焦点从意识形态的形成转变为真实生活的实践，

从提高保护环境的意识转变到了如何做好小区垃圾分类，体现出我国民众垃圾分类意识的日

益提升。 

从垃圾分类政策扩散的影响因素角度来看，最值得关注的就是网络舆论对政府采纳垃圾

分类政策产生的积极影响，这也是本文重点探究的因素，通过 logit 回归的结果可以看出，

无论是显著关注度还是潜在关注度都会促使地方政府产生政策采纳行为，且显著关注度对政

策扩散的作用效果强于潜在关注的作用效果，说明我国公众参政议政的权利意识不断上升，

政府的政策行为在网络信息时代受到广大社会群体的监督。此外，在需求驱动方面，地方政

府的发展状况会显著地影响地区对创新政策的采纳，地区发展状况越好的省份，政府更容易

接受新事物，开展垃圾分类政策；而人口规模同样会刺激到某一省份的政策采纳行为，人数

越多的省份采纳垃圾分类政策的可能性越高。政府能力对地区政策扩散进程也会产生一定的

影响，省份的环卫车辆设备总数、省份每日无害化处理吨数与垃圾分类政策扩散呈相关，而

垃圾清运数量与环保支出则与垃圾分类政策的采纳无关。尤其是无害化处理这一变量，显著

地影响到政府对垃圾分类政策的采纳行为，即省份的垃圾处理能力为政府推行对应政策提供

了有效的保障。在推行阻力方面，GDP 增速越快，人均消费水平越高，说明该地区政府的决

策重心偏向于地区经济的发展，因此忽略了对城市的垃圾分类体系建设。在压力应对方面，

除了民众舆论带来的压力具有促进作用，中央政府和邻近政府的采纳情况都会对该省垃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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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政策的采纳同样会产生影响，其中来自同级省级政府产生的影响更为显著，这与我国公共

政策推行时的集体行动逻辑不无联系。 

 

5.1.2 研究贡献 
从理论的角度来说，本文探索出垃圾分类政策在全国推行过程中民众的关注特征以及影

响因素，丰富了学界在垃圾分类政策扩散研究方面的内容，将政府自身的垃圾处理能力和民

众的关注程度纳入影响因素的范围，为之后的政策扩散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参考；此外，目前

学术界少有学者关注到了民众对垃圾分类的态度，大多都是从政府的角度出发，缺少政策接

收者的视角，因此，本研究丰富这一视角的研究内容，为之后的相关研究提供部分参考材料。 

从实践的角度来说，本文探究了民众对垃圾分类政策态度和评论特征，了解不同省份民

众的关心程度，对之后各省政府继续开展和推进垃圾分类政策提供了一定的参考；此外，了

解影响政策扩散的不同因素及其影响效果，既能够为垃圾分类政策在其他地区的采纳提供参

考标准，省政府能够按照标准治理地区，为该项政策的扩散准备前提条件，同时，垃圾分类

政策扩散的经验部分同样能够应用于其他政策的扩散进程，在我国政治背景和政策推行模式

下提供了参考经验。 

 

5.2政策启示 

（1）关注地区差异，改善地区不均衡 

我国的各个地区之间存在发展不均衡的现象，根据前文的研究可以看出，我国的京津冀

和长三角地区人民对垃圾分类政策的关注度较高，而西藏、云南等地区人民的关注度则相对

较低。此外，从研究结论中可知，在我国的政策扩散过程中，地区的 GDP 水平和人口规模

显著影响政府采纳政策的可能性，换句话说，地区的社会发展状况越好，即地区经济和人口

规模都呈现出较高的水平，则该地区政府采纳垃圾分类政策的可能性就越高，其内生动力就

越强。因此，在经济水平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垃圾分类政策受到民众和政府的关注度就越

高，相反，该地区的经济水平发展不足的情况下，垃圾分类政策也无法得到有效的推行。综

上，在未来垃圾分类政策的进一步推行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各地区之间的差异，在进行政策

采纳前通过成分的调研、论证，掌握各地区的发展特点和需求，对已经具有足够资源的地方

政府予以精神奖励，对还未能独立推行的政府予以资源鼓励，关注地区之间的差异，确保不

同经济水平、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地区都能够顺利推行政策。 

（2）了解民众心声，合理推行政策 

从前文的研究结论可以看出，民众对政策的态度也会显著地影响到政策扩散程度。当该

地区民众对垃圾分类政策的关注程度越高，对政府采纳该政策起到促进作用，但也要考虑对

民众网络发言的引导，不理性的网络发言和过度的民众关注度会迫使政府做出不理性的政策

选择，进而影响到整个城市的建设规划。因此，对于民众在网络上的发言，政府一方面要即

使地根据留言自省，调整自己的政策采纳行为，另一方面，政府还需要在网络上进行积极地

引导，积极正面地发挥民众在网络渠道发言的监督和建言作用。 

（3）综合考量压力，完善政策考核 

在垃圾分类政策扩散的过程中，外部因素对政府的决策产生了极强的影响作用。地方政

府会依据邻近同级政府的政策选择做出自己的政策安排，尽管看似有效地促进了对垃圾分类

政策的采纳，但这往往会促使政府之间陷入不合理的竞争之中，地方政府的官员很可能会为

了提高自己的政绩而不考虑垃圾分类政策的实施基础盲目地推行政策，政策的目标并不是为

了改善城镇人民的居住环境，解决城市的发展问题。因此，对于外部因素的影响，一方面政

府间有限度的竞争关系有利于地区的发展，另一方面，要关注到政府间相互学习的作用，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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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间互相取长补短，共同进步。此外，为了防止恶性竞争的出现，可以对地方政府对垃圾

分类政策推行情况进行绩效评估，将评估的重点放在居民生活水平的变化，发挥地方的资源

优势，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垃圾分类制度。 

 

5.3不足与展望 

本文详细描述了全国微博网友对垃圾分类行为的关注程度和热议的话题，同时分析了垃

圾分类政策的扩散模式及其采纳的影响因素，并对结果进行较为深入的讨论，是对目前垃圾

房呢了政策创新扩散现有研究的深入和进步。但本文对民众对垃圾分类关注程度的描述还不

够全面，源于微博的反爬机制，本文无法收集到有关垃圾分类的所有评论内容，因此，研究

结论只是管中窥豹，无法以偏概全；其次，囿于微博的受众人群，能够在微博上进行发言评

论的都是能够熟练使用电子设备的人群，而老年人群体则因为无法熟练使用网络无法被纳入

其中，因此对于民众的关心程度忽视了老年人群体，无法完全代表某一地区所有人对垃圾分

类政策的态度；再次，源于数据收集的困难，本文对需求驱动的相关内容阐释的不够充分，

仅仅选择了两个变量进行分析，这对解释省份产生垃圾分类政策采纳的内生动力带来的影响

是不够的，最后，本文所探究的垃圾分类政策的影响因素只是众多的影响因素其中的一小部

分，还有更多未知的政府采纳垃圾分类政策行为的影视因素有待学者的深入发掘。 

未来的研究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其一，为了更加全面地描述各地区民众的关心程

度，可以采取问卷发放的形式对数据进行补充，将老年人群体纳入调查范围；其二，对地区

采纳垃圾分类的内生动力进行深入挖掘，将更多的变量纳入考虑范围，形成需求驱动对政策

采纳的完整的解释机制；最后，在进行事件史分析的同时考虑到地方区域的影响，分析不同

地区的省份在垃圾分类政策的采纳过程中的独特的影响因素，进而因地制宜，探索出最适合

各地方政府的政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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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PUBLIC COGNITION PATTER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GARBAGE 

SORTING POLIC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economy, the consumption level of residents is constantly 

improving, and the amount of household garbage is also greatly increased. If the output of garbage 

continues to rise, it will lead to serious consequences that human life is surrounded by garbage. To  

solve this problem, garbage classification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attention of all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nd an indispensable link of urban life. In China, to avoid the problem of "garbage siege", 

The General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forwarded the Implementation Plan of Household Garbage 

Classification System issued by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and the 

Ministry of Housing an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in 2017, designating demonstration cities as 

the first to carry out compulsory household garbage classification. As the concept of gree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ecomes more and more popular among people, more and more people 

begin to pay attention to and participate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related behaviors. "Garbage 

classification" has become a hot term, attracting wide attention on Weibo, Wechat, Douyin and 

other social media. In this era of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public's 

awareness of rights is constantly rising. The public can boldly and freely express their views on 

garbage classification, which affects the adoption of garbage classification policies by local 

governments, that is, the diffusion process of garbage classification policies. 

According to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studies, there is a lack of policy diffusion perspective in the 

relevant studies on waste classification policy. Many scholars analyze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nd 

implementation effect of waste classification policy and put forward corresponding policy 

sugges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government, but few studies focus on the driving mechanism 

of waste classification policy diffusion. In addition, local heterogeneity and public opinion have 

been ignored in the diffusion study of garbage sorting policy. Local government's own garbage 

disposal capacity and public opinion formed on the Internet in the information age will also affect 

the government's policy adoption decision. 

Therefore, to enrich the relevant content of garbage sorting policy research and provide more 

reference materials for policy diffusion research, this paper proposes research questions: First, what 

is the public attitude towards garbage sorting policy? Second, what are the rules of innovative 

adoption of waste sorting policies by provincial governments? And what role does public attitude 

play in the government's decision to adopt garbage sorting policy? This paper will answer the above 

research questions by analyzing the microblog data and part of the data in the Statistical Yearbook 

of China. 

This study is carried out from the following two parts: Firstly, 29,859 online comments on 

garbage classification from "People's Daily" and "CCTV News" from 2016 to 2020 were collected.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LDA topic analysis and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nalysis were u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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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analyze the number and content of people's comments on garbage classification policy in each 

province, and the cognitive characteristics of people on garbage classification policy were 

summarized. The second is to collect and collate the panel data of 31 provincial governments from 

2016 to 2020, and use the method of event history analysis to tak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nline public 

opinion of the public into account, construct an index system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olicy 

diffusion, put forward and test the corresponding hypotheses and compare the effects of each factor. 

The conclusions of the study are as follow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ublic concern about garbage classification policy, the public's concern about garbage classification 

policy is higher in southeast coastal cities, followed by plain areas, and lowest in border areas. In 

terms of time, the local people's attention to garbage classification policy shows an upward trend 

from low to high. In addition,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nalysis also verifies the above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The number of netizens' comments show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ggregation in the whole country, and the southeast coastal area pays more attention to the garbage 

classification policy, while the southwest area generally pays less attention to the garbage 

classification poli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eople’s focu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ntent of 

the garbage classification policy, the public concern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policy 

focus,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and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2017, people cared the topic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most, buy in 2020, the residential garbage classification became the topic 

that people pay attention to most. The phenomenon explains people’s focus change from the 

ideological form into real life practice, and reflects the increasing awareness of garbage 

classification in our coun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waste separation policy 

diffusion, in terms of demand-driven, provinces with higher development level and larger 

population are more likely to adopt waste separation policy; The government's capacity to deal with 

waste also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policy adoption, including the total number of 

sanitation vehicles and equipment in the province, and the number of tons of harmless disposal per 

day in the province. GDP growth rate and per capita consumption level play a negative role in the 

adoption of government garbage classification policy, mainly involving the allocation of 

government attention. In terms of pressure response, the adoption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neighboring governments will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adoption of garbage classification 

policies in this province, and the impact from provincial governments at the same level is more 

significant. In addition, the public's concern for policies will also prompt the government to adopt 

policies. 

Based on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the paper puts forward policy suggestions from three 

aspects: "Pay attention to regional differences, improve regional imbalance", "understand the voice 

of the public, rationally implement policies" and "comprehensively consider pressure, improve 

policy assessment", which provide certain reference for local governments to implement garbage 

classification policies. 

From a theoretical point of view,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public's attention dur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garbage classification policy nationwide, 

enriches the content of the academic field in the field of garbage classification policy diffusion 

research, and combines the government's own garbage disposal capacity with the public's attention 

into the scope of influencing factors to provide a certain reference for subsequent research on policy 

diffusion. In addition, at present, few scholars in the academic circle have paid attention to the 

public's attitude towards garbage classification. Most of them a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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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 and lack of the perspective of policy recipi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actic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ublic's attitude and comment characteristics towards garbage classification 

policy and understands the public's concern level in different provinces. It provides some reference 

for provincial governments to carry out and promote garbage classification policy. In addition, 

understanding the different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policy diffusion and its effects, can provide 

garbage classification policy adopted in other parts of the reference standard,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 i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tandard management areas, the prerequisite for the spread of 

the policy. At the same time, the spread of garbage classification policy experience part can also be 

applied to other policy of diffusion process, it provides reference experience under the political 

background and policy implementation mode of our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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