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总110期)2014(2)
Journalof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收稿日期:2013-07-19
作者简介:黄巧云(1964-),男,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 ;研究方向:土壤生物化学。E-mail:qyhuang@mail.hzau.edu.cn

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的
农村环境问题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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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村环境污染治理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部分,然而由于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农村环境污染日

益严重,亟待解决。运用文献研究法分析了当前农村地区土壤、水体和大气污染现状,认为农村环境污染主要包

括农业面源污染、生活垃圾污染、乡镇企业污染和生态环境破坏等4个方面,提出了整治农村环境污染、改善农

村环境的对策:建立和完善环境保护的法律体系,提高农民环境保护及维权意识,加快农村环保基础设施建设,

加强环保技术的创新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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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文明是人类为保护和建设美好生态环境而

取得的物质成果、精神成果和制度成果的总和,是人

与自然、环境与经济、人与社会和谐共生的社会形

态[1]。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面对资源约束趋

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

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

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环境保护是生

态文明建设的主阵地,是建设美丽中国的主干线、大
舞台和着力点。

我国是农业大国,大多数居民还生活在农村。
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显
示,居住在农村的人口依然占50.32%[2],因此绝大

多数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仍在农村。然而,随着农村

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业生产、工业

开发和生活污染物排放等造成的农村环境污染问题

已十分严重[3]。据调查,目前全国4万多个乡镇中

绝大多数没有环保基础设施;在60多万个行政村

中,绝大部分污染治理处于空白状态。例如,农村化

学需氧量(污水中污染物质通过化学方式被氧化所

需的氧量)产生量是城市的4倍多,农村的生活污染

日益加重,土壤污染面也在扩大,面源污染状况令人

担忧[4]。
正如贺雪峰教授所言,农村是“中国现代化稳定

器与蓄水池”[5],农村环境问题如不能妥善解决,必
然会影响农村的可持续发展,进而从整体上影响农

村的现代化进程。因此,必须站在国家现代化发展

的高度来加强对农村环境的认识和保护。本文拟通

过对当前我国农村环境污染的现状及其原因进行分

析,进而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一、农村环境污染的现状

  1.农村土壤污染

土壤污染被称作“看不见的污染”,所有污染(包
括水体污染、大气污染在内)的90%最终都要归于

土壤[6]。根据污染物质的性质不同,土壤污染物分

为无机物和有机物两类,其分类见表1,这些污染物

主要是由农药、化肥、固体废物、污水和废气等带进

土壤并积累起来的。

表1 土壤主要污染物种类

无机污染物

重金属 非金属 放射性
有机污染物 有害微生物 其他

汞、镉、铜、锌、铬等 砷、硒、氟 137Cs、90Sr
有机农药、酚、氰化物、苯并芘、
石油有机洗涤剂

病原体 盐、碱、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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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重金属污染为例,目前我国受镉、砷、铬、铅等

重金属污染的耕地面积近2000万hm2,约占总耕

地面积的1/5,每年因为重金属污染而导致减产和

浪费的粮食超过l000万t,损失的经济效益达200
亿元左右[7]。2013年4月曝光的大米重金属污染

事件正是土壤污染的结果。2013年5月,《广东省

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通报》显示,广州市海珠区瑞

宝启兴粮店经销的清远市产连州油粘米镉含量达

1.12mg/kg,超标近6倍,来自湖南攸县皇图岭笔

塘大米厂的“江苏大米”镉含量超标4.25倍,来自湖

南攸县网岭大米厂的两批“高安大米”,镉含量达0.8
mg/kg,超标4倍。粮食镉超标主要由污水灌溉、农
用化学品施用以及矿区土壤污染等所致。例如,沈
阳张士灌区用污水灌溉20多年后,污染耕地超过

2500hm2,造成了严重的镉污染,水稻样品糙米含

镉量为0.435~0.855mg/kg,比20世纪80年代该

地区的镉浓度增加了335%~755%,超过了国家卫

生标准[8]。土壤污染不仅导致严重的直接经济损

失,而且正以各种方式影响着人们的健康生活。

2.农村水体污染

我国是一个水资源匮乏的国家。中国水资源总

量年平均为2.77万亿t,居世界第6位,人均占有量

为2200t,仅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4,排在世界第

110位,被列为世界13个贫水国家之一[9]。根据

2001-2012年的《中国水资源公报》,2001年我国水

资源总量和平均年降雨量分别为2.68万亿t和

612.4mm,2011年全国水资源总量和年平均降雨

量分别减少到2.33万亿t和582.3mm,全国水资

源总量和平均年降水量总体上均呈下降趋势。
近年来,农业、工业及居民生活产生了大量废

水,对农村水环境造成严重的危害。《2011年环境

统计年报》显示,2011年全国废水中化学需氧量排

放量2499.9万t,其中农业源排放化学需氧量

1186.1万t,占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的47.4%。农

业源污染包括种植业、水产养殖业和畜禽养殖业排

放的污染物。除农业源污染外,生活污水和工业废

水的排放量也日益增多(图1),给农村环境带来极

大的负担。
3.农村大气污染

由生活煤炭、工业煤炭、工业燃料油和秸秆焚烧

等造成的农村大气污染问题日趋严重。《中国统计

年鉴2012》显示,在我国的能源结构中,煤炭在能源

生产总量中所占比例高达77.8%,2011年煤炭产量

达到24.7亿t(2001年为10.5亿t),原油、天然气

和其他能源所占比例分别为9.1%、4.3%和8.6%。
生活废气的大量排放对农村环境的危害极大,其中

二氧化硫排放量为199.4万t,氮氧化物58.2万t,
烟尘183.5万t。废气中的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是

形成酸雨的重要物质,烟尘可以直接进入血液到达

人体各部位,引起各种呼吸系统疾病。

 注:数据系根据2001-2012年《中国环境统计年报》整理

而得。

图1 2001-2011年全国废水排放量年际对比

  随着农村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在农村地区兴起

越来越多的工业园区,其产生的有害气体对农村环

境也造成了巨大危害。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2》
相关数据,2011年工业废气中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如

图2所示,工业废气中主要污染物为二氧化硫和烟

尘。同时我国农村地区的秸秆焚烧也是农村大气污

染的重要来源之一。我国每年生产秸秆达7亿t以

上[10],秸秆剩余量高达70%~80%,利用率不足

30%[11],每年大量秸秆被就地焚烧,造成严重的大

气污染。

图2 工业废气中主要污染物种类和排放量

  二、农村环境污染溯源

  1.农业面源污染

农业面源污染是相对于工业和城市生活点源污

染而言提出的概念,指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不合理施

用化肥、农药及灌溉水、过度禽畜水产养殖等行为对

农业生态环境造成的大面积污染[12]。农业面源污

染因其随机性、信息不对称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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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使得污染面积广、治理难度大。
(1)化肥、农药、地膜和柴油的不合理使用造成

严重的农村环境污染。化肥和农药的不合理使用首

先引起土壤、地表水和地下水污染,继而对植物、农
作物产品和人类健康造成危害。据《中国农村统计

年鉴2012》,2011年全国化肥使用量5704.2万t,
农药使用量178.7万t,农用塑料薄膜使用量229.5
万t,农用柴油使用量2057.4万t。1990-2011年

农用化肥、农药、农膜和柴油的使用量见图3,结果

表明,农用化肥、农药、农膜和柴油的使用量明显呈

逐年上升趋势。然而,化肥和农药的实际利用率仅

为30%[13]。化肥中的氮和磷,通过农田渗漏进入地

下水,以及排放到大气中,直接造成水体和大气的污

染。杀虫剂、除草剂等农药的不合理施用,不仅造成

大量的鱼虾和水生动物死亡,而且作物也因从土壤

中吸收农药以致农产品品质下降,水体和土壤中的

农药还会由于蒸发和挥发作用造成大气污染;同时

药瓶和包装物被随意丢弃至农田也成为严重的污

染源。
由于农业耕作技术提高,农业机械使用量大幅

增加,2011年我国农用机械总动力超过9亿kW,比

2001年增长了77.15%,泄漏到土壤中的柴油也成

为农业新的污染源。《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
显示,种植业地膜回收率为80.3%,仍有大量农膜

残留在土壤中。以聚乙烯或聚氯乙烯为主要成分制

备的农膜,性质稳定、不易分解,残留在土壤中,会严

重破坏土壤的结构,阻断土壤中水分、空气和营养元

素的循环。

图3 农用化肥、农药、农膜和柴油使用量

  (2)规模化畜禽水产养殖带来的污染日益加剧。
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规模化畜禽水产

养殖得到长足发展,2011年全国农林牧渔业增加值

为47486.1亿元,是2001年的3倍。在取得巨大

经济收益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水体污染。2007
年畜禽养殖业粪便产生量2.43亿t,尿液产生量

1.63亿t。据调查,全国90%以上的畜禽养殖场没

有污水处理系统,畜禽粪便连同冲洗水在圈内堆放、
漫流,清理出的粪便随意堆放,以致恶臭熏天、蚊蝇

孳生、细菌繁殖、疫病传播,对人类身体健康造成

威胁[14]。
水产养殖生产过程中排入养殖区域外部水体的

污染物量巨大。由残饵、浮游生物的代谢产物及养

殖动物的排泄物分解产生的有机物含量过高,造成

水质恶化,导致鱼类生长缓慢,甚至泛池、死亡。马

建新等认为水体中化学需氧量太高是引起对虾病毒

爆发及流行的主要原因之一[15]。

2.生活垃圾污染

农村生活垃圾的排放及城市生活垃圾转运到农

村给农村环境造成很大的负担。根据卫生部调查显

示,目前农村人均日产生的生活垃圾量为0.86kg,
全国农村生活固体垃圾排放量每年高达2.34亿t,
而且增长速度快于城市,但其无害化管理水平却远

低于城市。《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2011》显示,农
村生活固体垃圾排放结构中占最大比例的是可回收

再利用废品类垃圾,所占比例为40.6%,有机物或

可堆 肥 类 垃 圾 和 惰 性 类 垃 圾 分 别 占 38.5% 和

20.9%[16]。但是农村地区普遍缺乏完善的农村垃

圾回收及处理体系,据调查,2011年我国有生活垃

圾收集点的行政村占41.9%,对生活垃圾进行处理

的行政村仅占24.5%。垃圾中的废电池、药品、放
射性物质,盛装有毒物质的瓶罐等有毒有害物质未

进行相应的处理,直接丢弃,对土壤、水体和大气产

生危害。
此外,城市垃圾向农村地区转移加重了农村环

境治理的难度。2011年我国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

约1.70亿t,清运量1.46亿t,处理率为85.9%。
城市生活垃圾除少部分在城市垃圾场处理外,至少

85.0%的城市垃圾被运输到农村地区,其中76.9%
的垃圾通过卫生填埋方式处理,19.9%被焚烧,对农

村地区的土壤、水体和大气造成污染。

3.乡镇企业污染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乡镇企业获得迅速

发展,《中国统计年鉴2012》显示,2011年乡镇企业

共吸纳就业人员4.05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6977元,71%的收入来自于非农产业,增收部分的

80%来自于乡镇企业,成为中国农民脱贫致富的重

要途径。但是农村部分乡镇企业生产工艺落后,设
备陈旧,规模小,布局不合理,污染物处理能力差,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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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污水、废气、废渣及噪声超标严重,工业污染

已经严重影响到农村环境质量,对生态平衡造成严

重破坏,并且企业环保意识淡薄,以牺牲当前环境为

代价来发展经济的模式对农村环境造成巨大伤害。

2010年2月发布的《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
显示,我国重点流域(海河、淮河、辽河、太湖、巢湖、
滇池)工业源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分别为:化学需氧量

145.28万t,氨氮2.96万t,石油类1.85万t,挥发

酚1938.63t,重金属0.01万t。在乡镇企业集中

的区域,有毒有害的工业“三废”污染的农田近7.0×
106hm2,每年减产粮食1.0×1010kg[17]。另外,部
分地区城市和工业污染向农村转移,特别是工业固

体废物和危险废物在农村的处置对农村环境造成了

一定的危害。

4.生态环境破坏

由于人类对荒山、滩涂、湿地等资源的不合理开

发和利用,造成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土壤盐碱化、
生物多样性减少、生态失衡等环境问题,直接破坏农

村环境。自然生态环境破坏,生物多样性锐减,导致

受污染的农村环境自我恢复能力减弱,农村环境污

染恶化加剧。我国农村地区具有丰富的森林和矿产

等资源,中国森林面积1.95亿hm2,矿产储量占全

世界的14.64%。林木以及矿业产生的经济效益是

国家重要的经济支撑,但是不合理的开发造成了严

重的环境污染和自然生态环境破坏。据统计,全国

矿区累计被破坏的土地面积达2.88×108hm2,并
且以大约每年4.67×104hm2 的速度增长,耕地以

每年0.5×106hm2 的速度在减少[18]。矿山开采对

土地的破坏使本已稀缺的土地资源呈加速减少的趋

势,并且有色金属固体废弃物及废石堆将对自然环

境产生持久的污染。

  三、农村环境污染的改善措施

  1.建立和完善环境保护的法律体系

(1)加强法律法规的完善。我国现已颁发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退耕还林条例》《秸秆焚

烧和综合利用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都对农村环境

问题有所涉及。然而,由于法律法规的相对滞后性

以及缺乏有效的环境保护管理体制,致使农村环境

保护领域还存在着不少的法律空白。如在农村垃

圾领域就缺乏专门的法律法规,这也是农村垃圾

到处排放、缺乏管理的重要缘由。因此,进一步建

立和完善农村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的任务刻

不容缓。
(2)严格执行环境保护政策和法规。目前,各地

县级机构中都设有环保局,镇设有环保所,也出台了

一些环境保护方面的文件、政策和法规,但对政策的

落实还不够到位。环保部门需要加强工作力度,提
高工作效率,克服“慵、懒、散”的工作作风,严格执行

环境保护政策和法规,决不可使法律演变为一种“摆
设”,通过真抓实干使农村的环境建设取得明显的、
实质性的进展和成效。

2.提高农民环保及维权意识

(1)通过多种宣传、教育途径,提高农民的环保

意识和水平。农民是农村的主体,农村环境问题和

农民生活息息相关。改善农村环境必须充分调动农

民的积极性,为此应当充分发挥宣传、教育途径的动

员作用。通过设立展板加强环保宣传、通过课堂加

强农民对环境危害的认识等。例如,湖北省黄冈市

浠水县兰溪镇盐客树村通过采取“一事一议”形式,
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使该村走上乡风

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之路。
从长远角度看,可以加强对农村儿童的教育,在

农村中小学积极开展环境教育培训班。一方面,可
以将环保教育的内容纳入农村中小学、甚至是幼儿

园,教育、引导学生、幼儿从小树立“保护环境光荣、
破坏环境可耻”的观念,鼓励学生参加植树节、环境

日等活动,从小培养、提高其自身文明素质和修养,
以致影响其养成终身环保的习惯;另一方面,可以教

育广大农民,在农闲时学习环保知识,增强环保意

识,让保护环境成为农民自觉自愿的行动。
(2)激发农民维权的积极性,加强对农村环境的

司法保障。环境案件的久拖不决以及不公正的处理

结果使农村环境污染防治失去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也挫伤了农民法律维权的积极性。为此,有学者提

出的如设立农村环保巡回法庭、确立农村环境案件

诉讼费用的缓、减、免制度,确保农民能够打得起环

境官司等建议不失为激发农民维权积极性的重要

手段[19]。

3.加快环保基础设施和制度建设

(1)加大环保资金投入,加快排污管网系统和垃

圾清运、处理系统的建设。环保基础设施的建设日

益迫切,而资金短缺是制约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的“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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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因素。一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转变

观念,通过各种途径多渠道利用资金。据统计,中央

财政2013年安排55亿元农村环保专项资金,支持

各地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此外,还应当积极利

用社会资金,鼓励民间资本参与环境基础设施建设。
另一方面,按照“污染者付费”的原则,通过合理的价

格体系,征收生活污水费和生活垃圾处理费多渠道

地加大环保投入[20]。
(2)制定可行的垃圾和废弃物管理制度。建立

垃圾分类管理措施,设立垃圾处理和回收站点,定期

收集生活垃圾和处理各类污染物,有效管理各类养

殖业的废弃物。例如,湖北省黄冈市红安县高桥镇

长丰村创新垃圾管理方法,建立起户分类、组收集、
村转运、镇处理的垃圾处理模式,使得村庄环境和村

民生活产生了巨大变化。

4.加强环保技术的创新与研究

(1)加强对农村环境问题的基础研究,培养污染

治理人才。高校是学术科研的主力军,在研究农村

环境污染物产生的机理,对土壤、水体和大气产生危

害的过程,以及在创新治理方法等方面具有显著优

势。高校应协助政府及农民尽快建立起完善的农村

环境监测体系,并就监测结果提出可行的治理措施

和卓有远见的建议。人才是强国之本,农村生态文

明建设同样需要人才的参与。高校作为培养人才的

主要机构,自然应当承担起培养农村污染治理人才

的职责。
(2)发展和推广先进的环保实用科学技术。科

学技术不仅是提高生产力的重要渠道,同时也是解

决环境污染的重要路径。企业在日常生产运营中,
要加强对科学技术的创新研发和推广。例如,2009
年以来,河南省南阳市依托环境农业示范工程技术,
在汇水区的西峡县和淅川县开展环农工程试点,将
垃圾、粪便、污泥制成生物复合肥,以生物复合肥和

生物制剂替代传统的化肥、农药使用,取得了显著

成效。
总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农村环境污染

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而在治理上也应当

多管齐下,既注重法律的完善、加强环保教育,又需

要加强财政投入、注重创新,还需要社会各界力量齐

心协力,唯有如此,才能根本、有效地治理农村环境

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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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EnvironmentalProblemsandCountermeasuresunder
BackgroundofEcologicalCivilization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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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controlofruralenvironmentalpollutionisanimportantcomponentofecologicalcivi-
lizationconstruction.However,duetotheextensivemodeofeconomicdevelopmet,environmentalpollu-
tioninruralareasisbecomingmoreandmoreserious,whichbadlyneedsresolutions.Thispaperanaly-
zesthecurrentconditionofruralenvironmentalpollutionandthesituationofsoil,waterandairpollution
basedonliteratureresearchandpointsoutthatruralenvironmentalpollutionwasassignedtoagricultur-
alnonpointsourcepollution,solidwastepollution,townshipenterprisespollutionandecologicaldestruc-
tion.Therefore,thispaperproposessomepossiblestrategiesandapproachesonhowtocontrolpollution
andimproveenvironmentalconditionsinruralareas:toestablishandperfectthelegalsystemofenviron-
mentalprotection,enhancefarmers’awarenessforenvironmentalprotection,acceleratetheconstruction
ofenvironmentalinfrastructuresandstrengthentheinnovationandresearchonenvironmentalprotection
technologies.

Keywords constructionofnewcountryside;ecologicalcivilizationconstruction;ruralenvironment;

enviromentalpollution;environmental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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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首次入选CSSCI扩展版来源期刊

根据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指导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确定的CSSCI来源期刊遴选办法和工作程序,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自2013年12月20日起至12月29日止公示了CSSCI来源期刊和收录集

刊(2014-2015)目录。本刊首次入选CSSCI扩展版来源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每两年遴选一次。按照质量优先,总量控制,定量(引

文文献计量指标)评价与定性(学科专家)评价相结合,动态调整,高进低出,兼顾地区与学科平衡,先进

扩展版再进核心版的遴选原则,依据期刊2010—2012年“他引影响因子”和“总被引频次”两项指标及其

加权值数据,本刊入选CSSCI(2014-2015)扩展版来源期刊。本次CSSCI(2014-2015)共从全国近

3000种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中精选出25大类533种来源期刊和189种扩展版来源期刊,其中,“高

校综合性社科学报”类来源期刊70种,扩展版来源期刊21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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