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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空心化背景下为何还要建设新农村

但我国相当长时期仍旧有大量人口长期在农村：

• 保障粮食安全，必须有一定数量人口从事农业生产；

（按20亿亩耕地计算，需2-4亿农民）

• 城镇化每年转移人口有限，城镇化率最终趋于稳定；

• 乡村值得留恋、农耕文明不能断。

一、为什么要治理农村垃圾

2000-2015年，自然村数量由363万个减少到270万个，

每年减少约7万个自然村



（二）农村建设三阶段理论

农田设施
建设阶段

基础设施
建设阶段

田园风光
建设阶段

基本完成 当前处于该阶段前期 部分开展

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至少还需要20年才能完成

20-30年 20-30年 持续开展发达国家：

中 国：
53%，生活基础设施
26%，环境整治

20%左右



（三）农民生活需要基本满足

对外交通更加便利

村内主要道路 宅间道路

入户道路进村柏油路面 村内水泥路面

2015年全国通公路的行政村比例为99.8%

但村组内部道路硬化率64%



加强身体锻炼

农村饮水安全初步解决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受益人口达近3亿。

涉水重病区村的饮水安全全部解决。

集中供水的行政村比例达70%。

使用城镇自来水的行政村仅32%



农村用电基本解决

今年无电人口基本消除



农房质量得到提高

农村危房改造前后对比图片

2008年以来累计改造农村危房2000万户，剩余约1700万户。



农村生活环境局部改善

2015年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为75%以上

改善了26多万个村的环境面貌

户内厕所

三格式化粪池厕所

整治后的村庄



城乡差距最明显、最直观的体现
就是城乡环境差距

农村垃圾遍地已成为
农村环境脏乱差的突出表现

农民群众对城市干净整洁、农村脏乱差的巨大反差强烈不满

宁夏中卫市-城市保洁以克论净

（2个“5”的标准）

（四）农村宜居性下降



垃圾山、垃圾围村普遍

沟渠农田污染水系污染

房前屋后污染 道路两侧污染

大量农村垃圾未经处理



农村环境是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

农村垃圾问题又是农村环境的短板

农村垃圾不治理好，农村全面小康就不完整

无论经济水平如何，村庄环境起码要干净
最应该做的就是把垃圾问题必须解决好



厨馀、果皮、植物残余

渣土、灰土（约20%）

纸、废金属、家电家具

塑料制品

废电池、灯具

农作物秸秆

化肥农药包装袋

农膜

畜禽养殖粪便

约15%

工业企业固废

危险化学废物

农村生活垃圾 农村工业垃圾农业生产垃圾

（一）农村垃圾构成

二、农村垃圾治理现状和难点



历年垃圾清运量核算法（城市可用，农村无相关数据）

人均GDP、人均消费水平预测模型（可校核，难准确）

层次分析法（类比找影响因素，历史数据分析）

人均垃圾产生量核算法（实测+推算）

（二）垃圾产生量核算方法



人口总数 人均产生量
生活垃圾总量

1-3.0亿吨/年？

1.常住人口

2.暂住人口

人口总数?

× ＝

人均产生量?

• 环保部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2007年)，

0.86kg/d

• 卫生部2008年调查，0.47kg/d

• 通用设计数据，0.8-1.0kg/d

我司对200个村、200个镇进行实地蹲点调查，约0.5kg/d

6.5亿 0.5公斤/日 1.2亿吨/年

农村生活垃圾产生量估算



生活垃圾得到处理的行政村比例虽达62%，

无害化处理率仅20%

（三）处理现状



5%露天焚烧

14%村内指定场地堆放

4%小型焖烧

38%乱丢乱扔形成堆弃点

处理工艺十分落后



（四）存在问题

1.管理问题
——中央层面多头管理、职能交叉

发展改革负责价格制定、审批，财政负责提供补贴

指导村镇人居环境改善住房城乡建设部

指导农村环境整治环境保护部

指导农业农村节能减排农 业 部

指导城乡环境卫生卫 生 部



——管理十分薄弱

0.65亿吨/年（统计数据）生活垃圾

17亿吨/年（不完全上报数据）建筑垃圾

不清楚工业固废

不清楚危险废物

目前监管力量覆盖30多万俩正规清运车俩还有困难
其他违法违规偷运、偷倒车辆更无力兼顾

大量城镇垃圾违法违规向农村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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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资金投入少

- 中央财政和中央预算资金无专项。

-仅有一个农村节能减排，年60亿元。

- 补贴环节不合理，只补建设，不补运行。

——地方财政紧张

- 地方财政投入重城市、轻镇村。城市市政

- 乡镇负担大，即便经济条件好的镇也很吃力。

据调查，实现垃圾有效治理，总人口3万人的乡镇平均
每年需支出约150万元运行费

2.资金问题

城市人均市政设施建设投入是农村的15倍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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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缴费不足

- 收费标准（1元/人月）偏低，且缴费率不足20%。

- 容易产生乱摊派、乱收费嫌疑，因噎废食。

- 年轻人外出务工，向留守老人收费难。

——社会资金不愿意投入

- 治理设施单个项目规模小、投资回报低。

- 一个项目一个主体，谈判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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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乏专门的排放标准

– 小型处理设施建设标准与城市基本相同

– 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和排放标准空白

• 技术支撑体系远远滞后于实际需求

– 工艺鱼龙混杂，选择无所适从。以镇、村为单
元的适用处理技术储备不足（烧？埋？堆？）

– 盲目照搬城市全收全运全处理（河南）

– 分类工作难以有效开展（分不分？怎么分？）

3.技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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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面推进农村垃圾治理的条件

• 中央高度重视（总书记作出重要批示）

• 群众迫切需要（早就强烈不满）

• 社会普遍关注（人大政协媒体）

• 有法律依据
• 列入国家规划
• 经济条件允许
• 硬件基本具备

主观上

客观上



– 国家对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

实行污染者依法负责的原则。

– 农村生活垃圾污染环境防治的

具体办法，由地方性法规规定。

–随意抛撒、倾倒或堆放生活垃圾

的，单位处以5千--5万元罚款，

个人处以200元以下罚款。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13年修正）

（一）法律依据

–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实施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专项行动

实现90%行政村生活垃圾得到治理

（二）国家规划



（三）当前经济条件可承受

一是建设费用（1300亿元，分期投入）

1.收集设施。3万元/村*20万个行政村，需60亿元

2.中转设施。（中转站50万元/座+运输车30万元/辆）*3万个乡镇，需240亿元

3.处理设施。新增25万吨/日*40万元，需1000亿元

农村工业垃圾、农业生产垃圾治理可由企业投入

二是运行费用（360亿元/年）

0.5公斤/日*365日*300元/吨，全部处理需要55元。

6.5亿农民*55元/人，合计需要360亿元。

农村生活垃圾方面



（二）在农民可承受范围内

每个农民每年产生的生活垃圾全部处理需要55元

如推行减量，按减一半计，则每人每年仅需27.5元；

如政府和村民分担，按各1/2计，每人每年仅需13.75元。

从广西、四川等西部地区已执行缴费的地区看，农民缴费水平

在1-2元/人.月，积极性较高。



（四）治理硬件条件基本完备

• 行政村公路硬化率达99.8%以上；

• 70%以上的行政村有收集设施和保洁队伍；

• 乡镇中转设施、县级处理设施较为完善，基
本实现了一镇一中转站，一县一处理场



2014年11月，开展农村生活垃圾5年专项治理行动

住房城乡建设部、中央农办、中央文明办、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环保部、农业部、商务部、全国爱卫办、全国妇联

（以下简称10部门）

四、目标和重点任务



2015年11月，经国务院同意，10部门印发了

《关于全面推进农村垃圾治理的指导意见》

四个第一次

• 第一次由国务院专门部署

• 第一次由10部门联合发文

• 第一次提出将农村生活垃圾、工业
垃圾、农业生产垃圾统筹治理

• 第一次提出五年治理目标



• 90%行政村的生活垃圾得到治理

• 农村畜禽粪便资源化利用、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

率85%以上

• 农膜回收率达到80%以上

• 农村地区工业危险废物无害化利用处置率达95%。

全面治理、长效治理

（一）目标：到2020年



1.建立村庄保洁制度

明确村委会、保洁员、村民的义务。

建立稳定的保洁队伍，鼓励公开竞争确定保洁员。

（二）主要任务



——村民、保洁员、村委会职责不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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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门前三包，农户确保自家庭院，房前屋后无垃

圾无污水溢流，要求对垃圾进行分类并正确投放。

保洁员：日常清扫、垃圾分类、说服教育。

村委会：负责所辖范围内垃圾收集的管理工作，包括组

织制定村规民等相关制度，监督管理保洁员的日常工作。

制定村规民约签订“门前三包" 做好垃圾分类



保洁公司统一招聘
--效果好，费用高

公开竞聘（村组或乡镇为单位）
--效果较好，费用较省

定向招聘保洁员（村组）--效果最差

保
洁
员
确
定
方
式

——建立稳定有效的保洁队伍



市场运作

乡镇分片区竞选保洁队伍或公司

四川省丹棱县龙鹄模式--保洁工作公开竞标

降低保洁成本，从每年5万减少到3万
保洁工具自备，不再承担养老、医疗保险等福利
保洁质量大大提高，日常效果保持较好

村庄自行竞聘保洁员



适合在农村消纳的垃圾应分类后就地减量

可再生资源应尽可能回收

有毒有害垃圾应单独收集处理

2.推行垃圾源头减量



——城市垃圾都难分类，农村垃圾能分类？

必须分

 可减量50%以上（分出厨馀、枯枝败叶、渣土灰土、可变

卖的废品），使得全面治理经济上可行

可以分

 保洁员和村干部说服教育

 村规民约的约束力

 保洁员和熟人社会的监督非常有效



可再利用垃圾 包括：

丌可利用垃圾 包括：

堆肥处理

集中储存
集中处理

填坑修路

卖废品

骨头内脏 菜梗菜叶 瓜果皮壳 枯枝残叶剩饭剩菜

尘土断砖残瓦 破旧陶瓷灰渣

塑料 书报纸张玻璃 工程废弃废铜烂铁 废旧家电

废电池 农药瓶 过期药品

有
机

惰
性

可
回
收

有
害

其
它

厕纸 其它

理
论
上
的
分
类
减
量
--

至
少
分
五
类 卫生填埋

或
规范焚烧



废品回收站不收塑料、泡沫、玻璃。

县里或乡镇没有危险废物处理设施。

分类运输成本极高，也很麻烦，设施人员跟不上。

分类太复杂，老百姓难配合。

——理论分类模式推行的困难

县里或乡镇没有危险废物处理中心

容易造成形式主义

或“一阵风”



——农村垃圾分类的前提条件

结合当地资源：如仍以种田为主或有苗木基地，可以堆肥

村民经说服教育可做到：3类以上的分类尽量不要搞

固定投放点或收集方式：有明确投放点或规定保洁员上门收集

明确最终处理途径：必须明确每类最终怎么处理，否则后患无穷



各村设置收集点，
统一投放

中转站厨余垃圾处理机

巡回收集集中处理

厨余垃圾

其他垃圾

灰土垃圾

可回收物

各村设置收集点，
统一投放

密闭式清洁
站

高安屯填埋
场覆土

每村设置1个物资
回收点

循环利用

各村设置收集点，
统一投放

密闭式清洁站

后装式压缩车直运

中转站转运
高安屯
焚烧厂

——北京市朝阳区农村推行的分类方法

设3个桶

分4类



 两次分类模式：四川罗江县推行农户初分、保洁员再分。

 经济激励模式：北京房山区设置村级厨余垃圾收集点，现场兑

换现金或日用品。

 集中回收模式：安徽铜陵市与再生资源公司合作，在乡村设置

资源回收点，不仅回收高价值废品，而且回收塑料、泡沫、玻

璃等低价值回收品，以及有毒有害垃圾。

 中转站筛分模式：山东昌邑市根据实际情况新建或改建具有筛

分设施的中转站，将渣土类垃圾分出，结合人工分拣；加装厨

余垃圾处理机，就地处理厨余垃圾。

——农村垃圾分类的有效探索



3.全面治理生活垃圾

• 科学选定治理模式

• 全面收集、保洁

• 合理转运

• 有效处理



——科学选定治理模式

户或保洁员分类 村组保洁 村收集 村处理

靠近城镇、交通便利等有条件的村庄

海岛、偏远山区等交通极为不便的村庄

户或保洁员分类 村组保洁 村收集 乡镇转运 乡镇或城集中处理



农户
投放

村组
收集

——全面收集

数量足够、方便投放、方便作业、卫生密闭

鼓励自备

不鼓励敞开

X



选择转运模式，需要结合自身特点，综合考虑交通情况、

经济条件、垃圾量、人口分布等因素。

要做全面的经济指标测算，不仅要考虑建设投资，也要考

虑运行成本。

• 配齐、配足转运车辆和转运站

• 推行定时、密闭转运

• 逐步推广压缩式转运和机械化操作

转运要求

选择转运模式的注意事项

——合理转运



收集点
村收
集站

镇转
运站

处理厂
转运车收集车人力车

组合模式：来安县（平原+山地，面积较大，1499平方公里）3

收集点
村收
集站

处理厂
压缩车直运

直运模式：丹棱县（道路通畅、面积小，449平方公里）1

人力车

收集点
镇转
运站

处理厂
转运车收集车

中转模式：太仓市（平原地区，面积中等，829平方公里）2

3种常见转运模式介绍



——有效处理

 尽量利用城镇现有处理设施向农村辐射，但需城乡真正统

筹起来。

 偏远地区交通极为不便村庄可独立处理或集中收储后定期

外运处理。

 选择环保、成熟、经济的处理工艺。

基本要求



卫
生
填
埋

工
程
堆
肥

规
范
焚
烧

——可用处理工艺推荐

有机垃圾投入沼气池

户
用
堆
肥



每家门口放置一红一绿两桶
绿桶有机垃圾倒进玻璃钢制成
的有机垃圾沤制池
沤制池均位于各家农田下风口

上海市松江区叶榭镇大庙村有机垃圾堆肥还田案例-积肥还田

l半年左右积制
l夏收和秋收后还田 长宽深：4×3.5×0.8



直接堆埋 露天焚烧 小型焖烧

坚决禁止

污染土壤
污染水源

大量的烟尘
和二噁英污染



4.清理陈年垃圾——近期国务院将与门部署排查和整治

• 全面排查陈年垃圾存量、分布，2017年上半年完成。

• 限定时间、不留死角，十三五期末完成整治任务。

• 重点清理村庄路边、河边桥头、坑塘沟渠等堆垃圾

• 禁止城市向农村转移堆弃的垃圾。



县级人民政府是责任主体—— 关键是一把手亲力亲为

（一）明确责任主体

五、长效机制

老百姓谚语： 垃圾治丌好，当什么领导。



（二）深入广泛发动群众

村民不发劢，政府干、农民看，保洁效果难持丽。

参与项目决策----设施使用效率高

缴纳村庄保洁费----补充经费，形成有效三方监督

主动做好门前屋后清洁----省力

配合开展分类减量----省钱

投工投劳参与建设----保质量

——为什么要把群众动员起来？



村民会议选丼
成立理事会

每月3-5元
保洁费

定期公开
费用收支

农民看到
效果

理事会成
员不取酬

农民放心
愿意缴费

——动员村民参不的有效途径--关键在基层党组织战斗力

广西、安徽等地成立村民理事会

通过
村规民约

村民大会
讨论

起草
村规民约

户户签字
承诺

其他有效措施

• 干部、老党员
和保洁员说服

• 小戏台、山歌
等说唱教育

• 红黑榜评比

• 发动基层妇女
组织参与

• 宣传材料入户

村规民约约束



1.推行城乡环卫一体化--统一规划、统一管理

形成县级统管、乡镇组织、村庄实施

城乡环卫一体化管理运行机制

县级 定标准、编规划、抓管
理、筹资金并兜底

城管或建设部门

统一管理

镇级 组织实施、筹部分运行
资金

建设环卫所日常管理

村级
定村规民约、日常保洁、

村民缴费
充实村庄保洁队伍

（三）创新体制机制



•县城管执法局统一托管，成立城乡环卫公司

•覆盖城区、集镇、村庄、河道和公路五大区域

•涵盖环卫保洁、垃圾清运、绿化养护三大职能

浙江湖州市德清县----“一把扫帚扫到底”

•路上扫到河里
•河面扔到路边
•村内倒到村外

基本杜绝 到处干干净净



市场化运作机制

环卫部门 与业公司事企分离

干管

50%

管干分开

2、推行市场化运作

可分环节市场化：保洁、转运、处理均可独立
可分片区市场化：市、县、乡镇、村均可打包



收运
设施

合作合资

TOT

BOT

BT

托管

•政府负责监管
•企业做好运营
•居民及时缴费

政府与社会资金合作的PPP模式

做好前期预测和谈判
签订利益风险共担合同
防止过度涨价

3、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一日不清，四处乱飘

一月不清，垃圾成山

一年不清，积重难返

（四）强化日常监督

最忌一阵风
有始无终

必须强化日常监管

关乎政府行政管理能力
关乎党和政府的公信力



环卫部门自己管——内部企业干

环卫部门统一管理、属地管理和企业化运作相结合
一个部门统一管城乡垃圾，属地监管权给乡镇和村委会

环卫部门自己干、自己管

环卫部门自己管——市场化竞聘的企业干

——谁来管？谁来干？

兼任运动员和裁判员

老子和儿子的关系

总是涨价
监管费劲

管不住



立牌子—有警示作用，效果欠佳

——民间怎么管？

老干部、老党员义务监督



网格化管理—有干的、有管的

——地方政府怎么管？

数字化管理—全天候监控

积分考核—扣分与经费拨付挂钩

交叉检查—互相评价、你追我赶

定额奖惩—经费固定，奖优罚差

媒体曝光—电视问政、公开道歉、限期整改、摘帽子



完成治理目标的——10部门验收并组织媒体宣传

——中央部门怎么管？

工作进展缓慢的——10部门专项督察

造成恶劣影响的——约谈相关负责人

通过验收的——10部门组织开展“回头看”



（五）保障经费投入

政府掏建设费，兜底运行费
城市居民缴纳保洁费可以享
受好的环境

农民掏保洁费
——村内事务村民负责

补充经费，培养责任意识、
环保意识、参不意识



有钱是有钱的做法，没钱是没钱的做法

浙江苍南县矾山镇
十户村民
每周轮值
自备工具

福建政和县石圳村妇代会主任
袁云姬

—成立巾帼理事会
带头清理近30年陈年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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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关村镇人居环境改善

事关居民精神面貌改变

事关全社会文明素质提升

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现

村镇生活垃圾治理

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