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采取调查问卷和实地座谈的方法，对川东北B市P县的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进行调查研
究。发现影响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相关制约因素主要为：农村垃圾处理能力、清运能力、资

金和人力不足，清运设备有待完善，农村居民的环境保护意识较差。对此，提出加强农村生

活垃圾的减量化和专业化、加大对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拓宽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资金来

源、构建奖罚相适应的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激励机制等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工作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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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院 By means of questionnaires and on-the-spot discussions, the treatment of rural domestic
waste in P county, B city, northeastern Sichuan was investigated and studied. It was found that the
relevant restrictive factors affecting the treatment of rural domestic garbage were mainly: The rural
garbage disposal capacity, removal capacity, funds and manpower were insufficient. The removal
equipment should be perfected, and the rural residents' awarenes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as
poor. In view of this, this paper put forward some ideas to promote the rural domestic waste
management, such as strengthening the reduction and specialization of rural domestic waste,
increasing the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roadening the sources of funds
for rural domestic waste management, and constructing incentive mechanisms for rural domestic waste
management suitable for rewards and punish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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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方法

1.1 调查对象的选取

P 县隶属于四川省东北部 B 市，米仓山南

麓，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秦巴山区连片

特困地区县、川陕苏区革命老区县、全省首批扩

权强县试点县和百万人口大县。调查研究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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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县城远、中、近的 3个乡镇中各选 2个村
庄”的原则，随机选择 6个村庄（其中：3个非
贫困村，3个贫困村）作为调查研究样本村，分
别为：J镇的曹家沟村 （非贫困村）、八庙坪村
（贫困村），F镇的永乐村（非贫困村）、多古坪
村（贫困村），X乡的大湾里村（非贫困村）、杨
氏坪村（贫困村）。对上述 6个行政村分别进行
实地走访和问卷调查。6个行政村共计发放调查
问卷 1 200份，收回调查问卷 1 186份，有效问
卷 1 165份，有效问卷率为 97.1%，可信度值为
0.861，有效度值为 0.816。6个样本村的样本基
数相同，调研的目的主要是了解农村生活垃圾治

理存在的困境等，以期为今后相关政策的制定和

实施提供借鉴。

1.2 调查方法

自制调查问卷，进行入户实地走访调查，主

要采取与农村居民当面问答的方式进行。

1.3 调查问卷设计

调查问卷的主要内容涉及：环境保护意识、

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现状、农村生活垃圾处理设施

建设情况、农村环境保护知识的宣传教育、农村

生活垃圾的治理主体以及监督主体、农村生活垃

圾处理的经费来源等方面。针对这些方面分别设

置 2~3个选择题。
1.4 数据分析工具

本次调查研究的数据主要借助 SPSS22.0 统
计软件进行分析，以卡方的方法对数据的样本率

进行校验，误差 P<0.04，具有一定的统计意义。
2 数据分析

2.1 农村生活垃圾现状

2.1.1 调查乡镇人口及垃圾产生量

J镇辖区面积为102.6 km2，耕地面积1 444 hm2，
辖 17个村、1个居委会、150个村民小组、6个
居民小组。2018年末总人口为 45 200人，非农
业人口 5 438 人，农业人口 39 762 人，农业人
口占总人口的 87.97%。F镇辖区 44.8 km2，耕地
面积 918.6 hm2，辖 9个村、1 个居委会、78个
村民小组、3 个居民小组。2018 年末总人口为
17 500 人，非农业人口 4 320 人，农业人口
13 180人，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 75.32%。X乡
辖区 46.5 km2，耕地面积 4 208 hm2，辖 9个村、
71个村民小组。2018年末总人口为 12 210人，
非农业人口 2 320人，农业人口 9 890人，农业
人口占总人口的 81%。选择的 3 个乡镇是 P县

人口较多的乡镇，且农业人口比重最大的 3个乡
镇，详细情况见表 1：

表 1 样本乡镇人口及垃圾产量情况统计

注：数据来源于 P县 J镇、F镇、X镇统计数据。

2.1.2 农村生活垃圾的构成

近年来，随着 P县脱贫攻坚推进的深入，革
命老区振兴、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J镇、F镇、
X乡社会经济发展较快，农村地区的面貌也发生
了显著变化。因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

观念的转变 [1]，农村地区生活垃圾的构成也发
生了变化，主要表现在：（1）农村生活垃圾的
数量激增。因农村建设的加快，一些乡镇在村上

办厂。农村除了日常的生活垃圾外，还存在众多

的建筑、化工、畜禽垃圾等。（2）农村不可降
解的生活垃圾逐年增多，如塑料薄膜、塑料袋、

塑料瓶、旧衣鞋等。（3）农村生活垃圾的来源
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城镇垃圾转往农村，乡镇

和村办企业的垃圾随意堆放，农村养殖场的废弃

物随意排放和丢弃等现象时有发生。（4）农村
生活垃圾的综合利用率低，有机垃圾所占比重

低，家庭养殖比重下降。即便是具有相当肥力的

草木灰或沤肥也被农村居民随意倾倒 [2]。总体
来说，在调查的村庄中，生活垃圾主要为农作物

秸秆、家畜家禽粪便、餐厨废弃物等，约占农村

生活垃圾比重的 53.40%；可回收的垃圾主要为
金属、废纸等，约占生活垃圾的 30.50%；有害
垃圾主要为废电池、油漆、农药瓶等，约占农村

垃圾的 3.60%；无机垃圾约占农村垃圾总量的
12.50%。
2.2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现状

2.2.1 生活垃圾治理的相关规范性文件

近年来，农村生活垃圾的治理得到各级政府

的高度重视。四川省政府制定了《四川省城乡垃

圾处理设施建设三年推进方案》。B市政府颁布
实施了《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工作长效机制指导意

见》 《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工作资金使用办法》

《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工作绩效考核》 《关于进一

步加强农村垃圾治理工作的指导意见》。P县政

乡镇
名称

人口总
数/人

农业人
口总数

/人
农业人
口占比

/%
垃圾日
产量/t

农村垃
圾日产
量/t

农村垃圾
日产量占
比/%

J镇
F镇
X乡

45 200
17 500
12 210

39 762
13 180
9 890

88
75.3
81

10.43
6.15
4.76

7.25
4.63
3.54

70
75.3
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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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依据省市文件要求也制定了《P县城镇生活垃
圾收运应急方案》，为城镇生活垃圾的治理提供

了法律依据，但是并没有对农村生活垃圾的治理

进行专门规定。仅有 B市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作
为 P县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依据，操作性不强。
此次问卷调查中，样本村村民对农村垃圾治理相

关政策的了解情况如表 2所示：
表 2 农村垃圾治理相关政策的了解情况

注：数据来源于本次调查研究问卷统计数据。

2.2.2 垃圾治理基础设施建设情况

依据《P县城镇生活垃圾收运应急方案》要
求，拟在全县 15个乡镇和县城建立垃圾中转站，
配套投放移动式压缩箱 15个，勾臂车 16台（预
留 1台），吸污车 1台，压缩车 2台，转运车 2
台。同时，政府提供公益性岗位，配备专门清理

队伍，涉农岗位每人补贴 300元，非涉农岗位每
人补贴 450元，按照“户分类、村收集、乡镇转
运”的方式将农村生活垃圾统一运往 B 市进行
无公害处理。P 县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有明显好
转，农村居民的满意度显著提高。

3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存在的问题

3.1 农村垃圾处理能力不足

P县在原来简易垃圾处理厂的基础之上进行

扩容，县城华严、金宝、陈家沟分别修建生活垃

圾压缩中转站。占地总面积约为 10 hm2，主要采
用 BOT招标形式进行。相关垃圾压缩中转站已
动工建设，配套设备已经完成招标采购。设计生

活垃圾日处理能力为 250 t，使用年限最低 15 a，
而实际垃圾日处理量为 198 t，远远小于设计值。
近些年来农村生活垃圾量猛增，从 2015 年的
150 t左右，增加到 2018年的 250 t左右，最大
日处理生活垃圾量达到 290 t，远大于垃圾处理
厂设计能力。按照目前垃圾的日处理量来看，预

计 2023年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场地将会用完，无
法继续扩容。

3.2 农村生活垃圾的清运能力不足

目前，调查的 6个村庄的生活垃圾大部分实
现了清运，生活垃圾的清运率达 80%。虽然垃
圾清运涵盖所有村庄，但因部分村庄垃圾堆放范

围广、较为分散，生活垃圾运输的成本较高，生

活垃圾的收运量和运输频率较低，仍然有部分生

活垃圾未能纳入清运范围。同时，农村生活垃圾

专项治理资金短缺、运输设备不足等，进一步制

约了偏远地区农户生活垃圾的清运。

3.3 农村生活垃圾清运设备有待完善

调查的 6个村庄因生活垃圾治理资金不足和
技术欠缺，普遍都存在生活垃圾运转和环卫设施

未能规范运行的现象，部分地区的垃圾处理设施

仅仅为一些简易的垃圾斗。部分生活垃圾转运

站，因选址等问题，建成后未投入使用，相应的

处理设备也未进行安装，臭气、污水、卫生环境

等方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风险。目前，生活垃圾

收集点基本实现一村一站，但还存在分布不均、

生活垃圾收集点环境卫生不达标、对周围环境造

成负面影响等问题。

3.4 农村居民的环境保护意识薄弱

随着农村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居民生

活水平有了极大提高，对于生活质量的要求也随

之提高，但是他们的环境保护意识仍相对淡薄。

农村居民对于农村生活垃圾的处理仍然停留在

“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的传统观念[3]。农
村居民的生活垃圾处理方式还很原始，缺乏环境

保护全局观念和处理常识。垃圾被随意丢弃在道

路两旁、水池旁，导致土壤和地下水污染。也有

少部分居民对生活垃圾进行焚烧，造成环境的二

次污染。

问题
设置

选项
曹家
沟村

八庙
坪村

永乐
村

多古
坪村

大湾
里村

杨氏
坪村

农村垃圾治理

规范性文件

相关部门有无进行

相关文件的宣传

农村垃圾治理

的重要性

未听说

了解

清楚

没有

偶尔

经常

不知道

了解

清楚

56
121
17
62
98
34
64
109
21

57
118
18
65
101
27
68
112
13

54
129
13
63
106
27
66
116
14

61
116
17
68
117

9
58
121
15

62
124

9
71

115
9

61
113
21

59
115
19
69

116
8
62

117
14

问题
设置

选项
曹家
沟村

八庙
坪村

永乐
村

多古
坪村

大湾
里村

杨氏
坪村

农村生活垃圾治

理满意度

是否支持农村生

活垃圾治理

是否参与农村生

活垃圾治理

满意

不满意

一般

支持

反对

中立

参与

不会参与

中立

96
83
15
162

4
28
169

4
21

157
18
18
165

9
19
168
14
11

154
29
13
163
14
19
166
17
13

161
17
16
168
18
8

158
23
13

162
24
9

171
16
8

161
15
19

159
16
18

169
14
10

162
13
18

表 3 农村居民对生活垃圾治理满意度统计

注：数据来源于本次调查研究问卷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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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资金和人力不足

在实地调查过程中发现，P县已经在本级财
政中安排一定的专项资金，用于农村生活垃圾治

理，但依旧无法填补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的巨大资

金缺口，致使偏远的地区未能纳入生活垃圾清运

和处理的范围。部分村仍未开展生活垃圾处理费

用征收工作，经费短缺导致农村生活垃圾转运、

清理等环卫设备的配备较低，环卫工作人员的收

入微薄，导致农村环卫工作人员流失较大，农村

环境保护工作人员队伍不稳定。

4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对策

4.1 加强农村生活垃圾的减量化和专业化

首先，政府、环境保护部门、学校应当加大

对农村居民的生活垃圾分类教育。学校应当开设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课程。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农

村自然环境保护，应当从娃娃抓起，通过对孩子

的教育提升家庭、社会的环境保护意识。其次，

大力推进农村生活垃圾的分类和处理，逐步增强

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的减量化和专业化。按照“政

府主导”“居民参与”“综合治理”“环境整

洁”的原则 [4]，努力实现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的
科学化、常态化、规范化，将农村生活垃圾分类

与清运相结合。每个村都要配备生活垃圾分类

员、清运员及清运设备。最后，每个自然村都应

当建立一个可再生垃圾回收利用站，每个行政村

应当建立一个可回收垃圾固定站，每个自然村的

垃圾分类员应当定期对可再生垃圾进行回收、分

类，将其集中收回到行政村可回收垃圾固定站，

最终实现由自然村垃圾分类员———自然村可再生

垃圾回收站———行政村可再生垃圾固定站的生活

垃圾分类模式。将农村生活垃圾的处理重点放在

农村生活垃圾的分类、规模化及常态化上，积极

探索农村生活垃圾的分类及可循环利用模式，努

力将农村生活垃圾变废为宝，改善农村的综合

环境。

4.2 加大对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提高农村居

民的环境保护意识

农村生活垃圾的治理需要广大农村居民积极

参与，行政村、自然村要建立相应的农村生活垃

圾管理制度，加大在其辖区内环境保护的宣传和

教育力度，提高农村居民的环境保护意识。两委

班子要充分发挥其在农村生活垃圾处理领域的先

锋带头作用，积极发动广大农村居民积极参与农

村生活垃圾的处理，充分发挥老人和孩子在环境

保护中的作用，让广大农村居民充分认识到农村

生活垃圾治理的重要性，充分意识到环境保护与

自身利益密切相关。

4.3 拓宽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资金来源渠道，

充分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

首先，保障县级财政对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

常态化投入，将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各个环节纳

入县级财政预算。同时，进一步推进农村生活垃

圾治理的市场化运作，通过市场化来提高农村生

活垃圾治理的质量和效率。按照环境保护法规定

的“谁污染、谁付费”“谁污染、谁治理”的原

则，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收费制度改革 [5]。其次，
依据农村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加大对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重要性宣传，增强农村居民

积极参与农村生活垃圾的内在动力，依据农村一

事一议制度，依法开展农村生活垃圾收费工作，

按照“农村居民筹集、社会捐助、政府财政补

助、县级财政奖励”的原则[6]，拓宽农村生活垃
圾治理的资金来源渠道，最大限度地筹集农村生

活垃圾治理经费。

4.4 构建奖罚相适应的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激励

机制

第一，政府应当划出一部分专项资金用于农

村可回收生活垃圾的回收，让广大农村居民切实

感受到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实惠。教育引导农村

居民对厨余垃圾、农作物秸秆进行堆肥。村委会

每年评选一批在农村生活垃圾治理领域取得显著

成效的居民进行奖励，最大限度地激发农村居民

参与生活垃圾治理的激情。第二，加大农村生活

垃圾污染惩罚力度，对于乱扔生活垃圾或对生活

垃圾不进行分类的农村居民进行教育和批评，对

于污染农村环境的行为进行严厉处罚，对于积极

保护农村环境的行为进行及时的奖励和表扬。同

时，做好相应的舆论宣传工作。

5 结语

本次调查通过对川东北 B 市 P县的 6 个村
庄的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现状进行研究，以“科学

化、常态化、规范化”为指导，按照“政府主

导”“居民参与”“综合治理”“环境整洁”原

则，依据农村生活垃圾的具体实际，提出相应的

解决措施，改善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存在的问题，

保护农村自然生态环境，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质

量，为贫困地区的乡村治理和美丽乡村建设提供

（下转第 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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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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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成立非常设的一体化区域综合执行机构，即

“苏北大气污染防防治委员会”，作为苏北 5市行
政机关的议事协调机构，人员组成由 5市共同选
派，立法应明确该机构的权责。在政府、委员

会、企业及公众四元治理机制中，政府承担本区

域顶层设计与法制建设，委员会承担环境监管与

各地区关系的协调；企业承担执行环保法规、绿

色生产和经营等责任；公众则响应号召履行低碳

生活，并对区域协调机构、政府及企业依法进行

监督。

3.4 积极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加强低碳交易和

排污权交易

积极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加强和推进低碳交

易和排污权交易，开征环境保护税[8]，建立以市
场为基础的区域一体化低碳市场体系，利用市场

激励机制来减少大气污染。近年来，江苏省也在

积极探索碳排放权交易非试点省份，加快建立温

室气体排放统计、核算与报告体系的推进机制，

率先于其他省份启动了全省重点单位温室气体排

放报告体系建设。从 2016年开始，江苏省集中
力量全面建设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因此，未来统

一碳市场应在一体化制度构架下进行推进。一方

面要加强低碳管理，开展低碳跨区域交易；另一

方面加强碳排放交易中心（交易所）的实体化建

设工作，早日实现在江苏甚至苏北区域碳交易市

场的一体化。

3.5 有效发挥大数据在大气污染防治方面的作用
大数据时代为环境监测与执法提供了更加科

学有效的数据支撑。大数据分析分为储存层面的

分析、商业情报层面的分析和重大规模层面的分

析三类。大数据的各类分析在未来的大气污染环

境检测治理中将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它能够将

空气监测和政府信息公开、智慧城市建设等机制

相结合，及时、透明地发布实时空气质量指数，

科学、合理地获取、统筹和分配数据，然后采取

协调一致的治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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