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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consumption level and the steady advancement of “seven special actions” of 
patriotic	hygiene	in	our	province,	the	classification	of	campus	garbage	has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work	in	campus	management.	
In	this	paper,	taking	Qujing	Normal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we	learned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campus	waste	classification	and	
analyzed	its	causes	by	sampling	questionnaire.	Then,	we	used	python	to	find	out	the	comprehensive	indicators	affecting	campus	waste	
classification.	Finally,	we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campus	waste	classification,	so	as	to	improve	the	
management	level	of	campus	waste	classification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campus	waste	classifi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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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校园的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我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的稳步推进，校园垃圾分类已经成为校园管理中必不可
少的一项工作。论文以曲靖大中小校园为例，采用抽样问卷调查的方式，得知校园垃圾分类的现状并分析其原因，再运用
python进行主成分分析的方法找出影响校园垃圾分类的综合指标，最后提出校园垃圾分类的建议和对策，提高校园垃圾分
类的管理水平，为高校校园垃圾分类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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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大学生消费水平不断提高，校园垃圾的日产量也

在剧增，由垃圾不分类引发的环境污染问题变得越发严峻，

垃圾分类就变得迫在眉睫。此外，2022 年 8 月云南省爱国

卫生“7 个专项行动”经过两年努力，圆满完成目标任务，

在此基础上，省委、省政府对全面开展健康县城建设作出部

署，提出到 2024 年，129 个县（市、区）均达到新版国家

卫生县城（城市）标准，我省将实施新的“7 个专项行动”，

针对“绿城市和治污染”一条，实施校园垃圾分类管理工作

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2 研究背景

国内外的许多学者分析了众多高校校园垃圾分类的影

响因素。刘远诚和赵雅楠将影响校园垃圾分类的因素分为学

生层面和学校层面两个方面进行研究并提出了针对性的建 

议 [1]；张鑫任从缺乏垃圾分类的意识，没有掌握垃圾分类的

方法，管理制度方面也还没有精细化三个方面分析了造成校

园垃圾分类管理不足的原因 [2]；张嘉禾等人针对校园垃圾分

类的特点，给出了影响校园垃圾分类的主要指标，研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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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影响垃圾分类处理的六个因素中，学生垃圾分类的意识所

占权重相对较大 [3]；孟书瑜等人基于北京数十所高校的调查，

归纳阐述了目前高校垃圾分类的现状及其普遍原因，并结合

国内外经验，进一步探讨和分析，针对校园垃圾分类提出创

新性对策 [4]；王晶等人对高校垃圾分类现状及建议进行研究，

阐述垃圾分类的价值体现，在论述高校垃圾分类现状的基础

上，对常见的垃圾分类问题以及相关建议措施进行探讨 [5]。

可见，国内外的许多学者对校园垃圾分类影响因素的研究较

为丰富，但采用问卷调查并基于主成分分析方法对校园垃圾

分类的研究较少。因此，论文对校园垃圾分类的研究具有一

定的参考价值和实践意义。

3 研究方法与对象

3.1 研究方法
论文根据校园的实际情况采用自编《校园垃圾分类市

场调查》问卷进行资料收集，通过对问卷回收编号，对相关

数据整理分类，录入数据到 Excel 文件中，对数据规范化处

理，找出学生了解程度、学生垃圾分类意识、垃圾分类设施、

校园垃圾清理效率、学校监督管理和学校垃圾分类知识普及

六个影响垃圾分类的因素，运用 python 对六个影响因素采

取主成分分析方法，最终选取主要的影响因素分析校园的垃

圾分类并提出可行性的对策建议。

3.2 研究对象
以曲靖地区学校为例，选取在校的全体学生作为调查

总体，采用抽样问卷调查的方式于 2024 年 5 月随机选取 5

所学校进行问卷调查及回收，共发放 1000 份，实际回收

998 份，回收率为 99.8%，通过有效问题的排查，有效问卷

998 份，有效率为 99.8%。从调查对象的分布情况来看，男

生占 46.39%，女生占 53.61%；所调查的人数来自各学校不

同年级。

4 校园垃圾分类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现如今，大学校园垃圾分类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大的

方面：一方面是学生层面，学生对垃圾分类的了解程度和垃

圾分类意识；另一方面是学校层面，学校垃圾分类设施、校

园垃圾清理效率、学校监督管理和学校垃圾分类知识普及。

论文从以上两个大的方面对影响校园垃圾分类的原因进行

分析，再分析影响校园垃圾分类的主成分分析，归纳总结出

影响校园垃圾分类的综合因素。

4.1 学生垃圾分类意识薄弱
由问卷调查数据显示，51.03% 的学生都是把垃圾全部

投放到一个垃圾箱里，27.84% 的学生会对垃圾进行简单分

类，15.98% 的学生会把能卖钱的垃圾分出来，5.15% 的学

生不愿意进行任何分类，可见学生垃圾分类的意识非常薄

弱。进一步调查学生对垃圾分类相关知识的了解程度发现，

只有 30.41% 的学生对垃圾分类相关知识很了解。因此，当

前学生相对薄弱的分类意识便是导致校园垃圾分类不能行

之有效、落到实处的主因。

4.2 学校垃圾分类知识普及不足
在“了解垃圾分类知识的途径问题中”，由问卷调查

数据显示，学校宣传教育占比 24.23%，相比之下学生们更

多是通过网络、电视占比高达 63.92%，可见学校对垃圾分

类的知识普及力度不足。进一步对“所在学校是否有对垃圾

分类处理开展宣传教育”，发现有 28.87% 的学生所在学校

是没有开展垃圾分类的宣传教育。因此，学校对垃圾分类知

识的宣传有所欠缺。

5 校园垃圾分类的主成分分析

5.1 主成分分析
调查结果得出，影响校园垃圾分类的因素有很多，主

要包括学生层面（student-S）、学校层面（campus-C）两个

方面。建立方程如下：

F=f(S,C)                                       （1）

公式（1）中，学生层面（S）包括对垃圾分类的了解

程度和垃圾分类意识；学校层面（C）包括垃圾分类设施、

校园垃圾清理效率、学校监督管理和学校垃圾分类知识普

及。首先，对影响垃圾分类的六个因素作出“差、中、良、优”

四个不同等级分别赋值“1、2、3、4”其次，对各个影响因

素进行相关分析，得出各因素中相关程度较大的因素；最后，

利用 python 对 6 个影响因素进行主成分分析。表 1 为 6 个

影响因素之间的相关系表，由此可见许多变量之间的相关性

较强，可能存在信息之间相关。

表 1 相关系数表

了解程度 分类意识 分类设施 清理效率 监督管理 知识普及

了解程度 1 0.69379 -0.69623 -0.63349 -0.12539 0.06798

分类意识 0.69379 1 -0.83531 -0.82891 -0.02172 0.08625

分类设施 -0.69623 -0.83531 1 0.87201 -0.00998 -0.07400

清理设施 -0.63349 -0.82891 0.87201 1 0.05458 -0.08812

监督管理 -0.12539 -0.02172 -0.00998 0.054589 1 -0.10388

知识普及 0.06798 0.086250 -0.07400 -0.08812 -0.1038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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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主成分分析，剔除不必要的影响因素，得出影响

校园安全因素的综合指标。表 2给出的是各成分的贡献率

和累计贡献率，前两个个特征根大于“1”，所以，提出前

两个成分作为主成分，第一主成分贡献率为 55.04%，超过

50%，前两个主成分的贡献率达到了 73.33%，剔除了相关

联的影响因素，两个主成分中包括了 73.33%，因此可以用

这两个主成分作为影响校园垃圾分类因素的综合指标进行

分析。

表 2 贡献率、累积贡献率和特征值

贡献率（%） 累积贡献率（%） 特征值

0 55.04 55.04 3.31988

1 18.29 73.33 1.10324

2 15.08 88.41 0.909194

3 6.66 6.67 0.401585

表 3 中为主成分系数表，即两个主成分在具体的各个

影响因素上的偏重程度得出一个综合指标，表达式如下：

3

包括垃圾分类设施、校园垃圾清理效率、学校监督管理和学校垃圾分类知识普及。首先，

对影响垃圾分类的六个因素作出“差、中、良、优”四个不同等级分别赋值“1、2、3、4”其
次，对各个影响因素进行相关分析，得出各因素中相关程度较大的因素；最后，利用

python对 6个影响因素进行主成分分析。表 1为 6个影响因素之间的相关系表，由此可见

许多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较强，可能存在信息之间相关。

表 1相关系数表

了解程度 分类意识 分类设施 清理效率 监督管理 知识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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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意识 0.69379 1 -0.83531 -0.82891 -0.02172 0.08625
分类设施 -0.69623 -0.83531 1 0.87201 -0.00998 -0.07400
清理设施 -0.63349 -0.82891 0.87201 1 0.05458 -0.08812
监督管理 -0.12539 -0.02172 -0.00998 0.054589 1 -0.10388
知识普及 0.06798 0.086250 -0.07400 -0.08812 -0.1038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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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中为主成分系数表，即两个主成分在具体的各个影响因素上的偏重程度得出一个

综合指标，表达式如下：

1 = 0.45541 + 0.51062 − 0.51723 − 0.50834 − 0.04265 + 0.07056(2)
2 =− 0.04821 + 0.6002 − 0.09553 − 0.03924 + 73975 − 0.66056(3)

表达式（2）中，X1、X2、X3、X4的系数较大，可以看成是学生对垃圾分类的了解

程度、垃圾分类意识、垃圾分类设施、校园垃圾清理效率来影响校园垃圾分类因素的综合

指标。表达式（3）中，X5、X6的系数较大，可以看成是反映学校监督管理和学校垃圾分

类知识普及因素的综合指标。

表 3主成分系数表

0 1 2 3 4 5
0 0.4554 0.5106 -0.5172 -0.5083 -0.0426 0.0705
1 -0.0482 0.0600 -0.0955 -0.0392 0.7397 -0.6605
2 0.1252 -0.0206 0.0361 0.0054 -0.6519 -0.7467
3 -0.8612 0.1143 -0.1935 -0.4220 -0.1454 -0.0339

注：均是标准化变量

5.2研究结论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影响校园垃圾分类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对垃

圾分类的了解程度和垃圾分类意识显著相关，学生垃圾分类意识薄弱[6]。第二，学校对校

园垃圾分类处理的知识普及和宣传有所欠缺。

6建议与对策
学生应该从自身出发，强化垃圾分类的意识，学校需要对学生进行垃圾分类知识的普

及和宣传，以下则是对调查结果提出的三点建议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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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意识 0.69379 1 -0.83531 -0.82891 -0.02172 0.08625
分类设施 -0.69623 -0.83531 1 0.87201 -0.00998 -0.07400
清理设施 -0.63349 -0.82891 0.87201 1 0.05458 -0.08812
监督管理 -0.12539 -0.02172 -0.00998 0.054589 1 -0.10388
知识普及 0.06798 0.086250 -0.07400 -0.08812 -0.10388 1

运用主成分分析，剔除不必要的影响因素，得出影响校园安全因素的综合指标。表 2
给出的是各成分的贡献率和累计贡献率，前两个个特征根大于“1”，所以，提出前两个成分

作为主成分，第一主成分贡献率为 55.04%，超过 50%，前两个主成分的贡献率达到了

73.33%，剔除了相关联的影响因素，两个主成分中包括了 73.33%，因此可以用这两个主成

分作为影响校园垃圾分类因素的综合指标进行分析。

表 2贡献率、累积贡献率和特征值

贡献率（%） 累积贡献率（%） 特征值

0 55.04 55.04 3.31988
1 18.29 73.33 1.10324
2 15.08 88.41 0.909194
3 6.66 6.67 0.401585

表 3中为主成分系数表，即两个主成分在具体的各个影响因素上的偏重程度得出一个

综合指标，表达式如下：

1 = 0.45541 + 0.51062 − 0.51723 − 0.50834 − 0.04265 + 0.07056(2)
2 =− 0.04821 + 0.6002 − 0.09553 − 0.03924 + 73975 − 0.66056(3)

表达式（2）中，X1、X2、X3、X4的系数较大，可以看成是学生对垃圾分类的了解

程度、垃圾分类意识、垃圾分类设施、校园垃圾清理效率来影响校园垃圾分类因素的综合

指标。表达式（3）中，X5、X6的系数较大，可以看成是反映学校监督管理和学校垃圾分

类知识普及因素的综合指标。

表 3主成分系数表

0 1 2 3 4 5
0 0.4554 0.5106 -0.5172 -0.5083 -0.0426 0.0705
1 -0.0482 0.0600 -0.0955 -0.0392 0.7397 -0.6605
2 0.1252 -0.0206 0.0361 0.0054 -0.6519 -0.7467
3 -0.8612 0.1143 -0.1935 -0.4220 -0.1454 -0.0339

注：均是标准化变量

5.2研究结论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影响校园垃圾分类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对垃

圾分类的了解程度和垃圾分类意识显著相关，学生垃圾分类意识薄弱[6]。第二，学校对校

园垃圾分类处理的知识普及和宣传有所欠缺。

6建议与对策
学生应该从自身出发，强化垃圾分类的意识，学校需要对学生进行垃圾分类知识的普

及和宣传，以下则是对调查结果提出的三点建议和对策：

3

包括垃圾分类设施、校园垃圾清理效率、学校监督管理和学校垃圾分类知识普及。首先，

对影响垃圾分类的六个因素作出“差、中、良、优”四个不同等级分别赋值“1、2、3、4”其
次，对各个影响因素进行相关分析，得出各因素中相关程度较大的因素；最后，利用

python对 6个影响因素进行主成分分析。表 1为 6个影响因素之间的相关系表，由此可见

许多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较强，可能存在信息之间相关。

表 1相关系数表

了解程度 分类意识 分类设施 清理效率 监督管理 知识普及

了解程度 1 0.69379 -0.69623 -0.63349 -0.12539 0.06798
分类意识 0.69379 1 -0.83531 -0.82891 -0.02172 0.08625
分类设施 -0.69623 -0.83531 1 0.87201 -0.00998 -0.07400
清理设施 -0.63349 -0.82891 0.87201 1 0.05458 -0.08812
监督管理 -0.12539 -0.02172 -0.00998 0.054589 1 -0.10388
知识普及 0.06798 0.086250 -0.07400 -0.08812 -0.10388 1

运用主成分分析，剔除不必要的影响因素，得出影响校园安全因素的综合指标。表 2
给出的是各成分的贡献率和累计贡献率，前两个个特征根大于“1”，所以，提出前两个成分

作为主成分，第一主成分贡献率为 55.04%，超过 50%，前两个主成分的贡献率达到了

73.33%，剔除了相关联的影响因素，两个主成分中包括了 73.33%，因此可以用这两个主成

分作为影响校园垃圾分类因素的综合指标进行分析。

表 2贡献率、累积贡献率和特征值

贡献率（%） 累积贡献率（%） 特征值

0 55.04 55.04 3.31988
1 18.29 73.33 1.10324
2 15.08 88.41 0.909194
3 6.66 6.67 0.401585

表 3中为主成分系数表，即两个主成分在具体的各个影响因素上的偏重程度得出一个

综合指标，表达式如下：

1 = 0.45541 + 0.51062 − 0.51723 − 0.50834 − 0.04265 + 0.07056(2)
2 =− 0.04821 + 0.6002 − 0.09553 − 0.03924 + 73975 − 0.66056(3)

表达式（2）中，X1、X2、X3、X4的系数较大，可以看成是学生对垃圾分类的了解

程度、垃圾分类意识、垃圾分类设施、校园垃圾清理效率来影响校园垃圾分类因素的综合

指标。表达式（3）中，X5、X6的系数较大，可以看成是反映学校监督管理和学校垃圾分

类知识普及因素的综合指标。

表 3主成分系数表

0 1 2 3 4 5
0 0.4554 0.5106 -0.5172 -0.5083 -0.0426 0.0705
1 -0.0482 0.0600 -0.0955 -0.0392 0.7397 -0.6605
2 0.1252 -0.0206 0.0361 0.0054 -0.6519 -0.7467
3 -0.8612 0.1143 -0.1935 -0.4220 -0.1454 -0.0339

注：均是标准化变量

5.2研究结论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影响校园垃圾分类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对垃

圾分类的了解程度和垃圾分类意识显著相关，学生垃圾分类意识薄弱[6]。第二，学校对校

园垃圾分类处理的知识普及和宣传有所欠缺。

6建议与对策
学生应该从自身出发，强化垃圾分类的意识，学校需要对学生进行垃圾分类知识的普

及和宣传，以下则是对调查结果提出的三点建议和对策：

                               （3）

表达式（2）中，X1、X2、X3、X4 的系数较大，可以

看成是学生对垃圾分类的了解程度、垃圾分类意识、垃圾分

类设施、校园垃圾清理效率来影响校园垃圾分类因素的综合

指标。表达式（3）中，X5、X6 的系数较大，可以看成是反

映学校监督管理和学校垃圾分类知识普及因素的综合指标。

表 3 主成分系数表

0 1 2 3 4 5

0 0.4554 0.5106 -0.5172 -0.5083 -0.0426 0.0705

1 -0.0482 0.0600 -0.0955 -0.0392 0.7397 -0.6605

2 0.1252 -0.0206 0.0361 0.0054 -0.6519 -0.7467

3 -0.8612 0.1143 -0.1935 -0.4220 -0.1454 -0.0339

注：均是标准化变量。

5.2 研究结论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影响校园垃圾分类的影响因

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对垃圾分类的了解程度和垃圾分

类意识显著相关，学生垃圾分类意识薄弱 [6]。第二，学校对

校园垃圾分类处理的知识普及和宣传有所欠缺。

6 建议与对策

学生应该从自身出发，强化垃圾分类的意识，学校需

要对学生进行垃圾分类知识的普及和宣传，以下则是对调查

结果提出的三点建议和对策。

6.1 加强垃圾分类知识的普及和宣传教育
学校应该大力普及、宣传垃圾分类相关知识，并且高

度重视学生们垃圾分类意识的养成。通过学生会策划活动并

举办知识竞赛、贴宣传标语等方式，让垃圾分类知识深入同

学的心中 [7]。

6.2 增强学生的垃圾分类意识
学生也要意识到环保的重要作用。学校充分发挥出教

学资源的优势，通过选修课线上、线下的方式进行垃圾分类

相关知识的普及和宣传让学生逐步养成垃圾分类意识，并能

够积极参与到垃圾分类的活动中 [8]。同时，学校还要合理地

利用新媒体视频号、抖音、快手等技术，做好垃圾分类相关

知识的宣传活动，让学生掌握更多的垃圾分类知识。

参考文献
[1] 刘远诚,赵雅楠.高校校园垃圾分类现状调查研究——以新疆农

业大学为例[J].质量与市场,2020(10):16-18.

[2] 张鑫任.校园垃圾分类的意义及管理方法分析[J].皮革制作与环

保科技,2022,3(3):172-174.

[3] 张嘉禾,何贤,郑楠楠,等.基于熵权—模糊层次分析法的校园垃圾

分类评价研究[J].长春师范大学学报,2022,41(2):185-187+191.

[4] 孟书瑜,马润雪,王仪.校园垃圾分类现状及对策研究——基于对

北京数十所高校的调查[J].现代经济信息,2020(1):163-164.

[5] 王晶,赵爽,朱美军.高校垃圾分类的现状及建议[J].皮革制作与

环保科技,2022,3(4):180-182.

[6] 赵列.影响西部高校校园安全因素的主成分分析[J].改革与开放, 

2016(22):75-77+79.

[7] 王晶,赵爽,朱美军.高校垃圾分类的现状及建议[J].皮革制作与

环保科技,2022,3(4):180-182.

[8] 刘瑞文.高校垃圾分类工作现状与管理体系构建[J].河北环境工

程学院学报,2020,30(1):4-7+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