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 业 资 源 与 环 境 学 报
2015 年 4 月·第 32 卷·第 2 期：116-120 April 2015·Vol.32·No.2：116-120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我国行政上小城镇一般指建制镇[环保部、建设

部 2002 年联合颁布的《小城镇环境规划编制导则（试

行）环发〔2002〕82 号》]，含县、县级市人民政府所在

地。而在生活垃圾管理方面，一般将小城镇的范围界

定于非县级政府驻地的建制镇，以区别于县城。按这

样的定位，小城镇可认为是非城市区域中、兼有一定

的城市产业和居住形态的聚居点，其特征是具有城市

和农村的双重特性。
改革开放 30 多年后，我国的产业结构已发生了

根本性的变化，农村人口处于持续的降低过程中。其

中，为控制城市化过程衍生的“大城市病”，我国一直

将小城镇作为吸纳村庄人口的重要节点；相应地，小

城镇生活垃圾的产生量和处理需求均将进一步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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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小城镇是我国城镇化过程中的人口导入区，其生活垃圾处理水平对农村环境卫生质量有重要的影响；同时，小城镇也是农

村区域的基层行政管理中心，对村庄生活垃圾的管理也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讨论小城镇生活垃圾的处理模式对镇区本身和周边

村庄生活垃圾的处理均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小城镇生活垃圾的产生特征，分析了小城镇生活垃圾处理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讨论了

小城镇生活垃圾处理的行政管理和财政支持条件；在概括现有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模式特征的基础上，结合不同农村生活垃圾处理

模式的成本比较，提出以“村分流-镇分流/处理/运输-县（市）处理”为特征的村镇县协同模式是小城镇生活垃圾处理的适宜模式。
以镇为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的主要节点，有利于发挥小城镇的行政管理和财力优势，有效推进农村生活垃圾的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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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而在已有的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文献中，一般均未

区分建制镇和村庄[1]，缺乏对小城镇生活垃圾处理问

题的专门研究。
事实上，小城镇的基础经济条件、居住模式和生

活垃圾组成都与村庄有很大的差异，其生活垃圾处理

模式及方法也应有自身的特点；另一方面，小城镇是

农村的行政和经济中心，是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潜在的

关键运营节点。
为探索小城镇生活垃圾处理的合理途径，及其在

农村生活垃圾处理中的作用，本文基于我国小城镇生

活垃圾的产生与处理现状，通过分析小城镇生活垃圾

处理的基础条件，探讨了我国小城镇及村庄生活垃圾

处理的适宜模式。

1 我国小城镇生活垃圾产生与处理现状

1.1 产生特征

根据住建部 2009—2013 年的统计和现场调查结

果，我国各省建制镇与集镇（未设镇的乡行政驻地）

人口的人均生活垃圾产生率为 0.20~1.70 kg·人-1·d-1。
全国建制镇建成区的生活垃圾清运量从 2009 年的

4 688 万 t 增长至 2012 年的 4 985 万 t，年均增长率约

2.1%，期间，建制镇建成区常住人口年均增长率约为

1.6%，两相比较，建制镇建成区人均生活垃圾产生率

略有增加。2012 年按清运量计的人均生活垃圾产生

率为 0.94 kg·人-1·d-1，此值明显高于同期调查的村庄

人均生活垃圾产生率（约为 0.50 kg·人-1·d-1），而较为

接近城市居民的人均生活垃圾产生量[2]。
目前的文献中，明确界定为建制镇的生活垃圾组

成调研数据十分有限，大部分标注某镇的生活垃圾组

成数据实际代表的是“镇域”（包含下辖村庄），而不是

“镇区”（仅含镇的建成区）。表 1 是对同一区域城市和

建制镇建成区及村庄生活垃圾组成调查的结果，可用

于分析小城镇生活垃圾的组成特征。
由表 1 可见，镇区生活垃圾中各个反映城乡生活

特征的组分含量均处于村庄和城市之间。其中，食品

残余类的厨余和果皮含量之和，城区＞镇区＞村庄，反

映了农村具有更多的此类垃圾组分自行消纳利用途

径（如家庭饲养等）；而非食品的植物残余类组分（木

质杂草）含量，则城区＜镇区＜村庄，反映的是农村农

田作业的特征；同样，与包装商品消费相关的塑料类

组分含量，城区＞镇区＞村庄；而与地面硬化、道路保洁

和燃料结构相关的灰土组分含量，则城区＜镇区＜村

庄。这些结果都充分表明镇区（小城镇）生活模式处于

城市与农村过渡之中的特征。
1.2 处理现状

根据住建部 2014 年的统计，2013 年我国各大区

域建制镇镇区生活垃圾的处理状况如表 2 所示。

由表 2 可见，我国建制镇镇区生活垃圾处理率基

本呈自南向北和自东向西逐步递减的态势；与处理率

总体达到 50%以上比较，无害化处理水平差距较大。
这意味着相当数量的垃圾经收集清运集中后，没有得

到合理的处理处置，其中蕴含较大的环境污染风险。
我国建制镇镇区生活垃圾处理的主要模式有县

或以上政区集中处理和镇自行处理 2 类[4]。其中，县或

以上政区集中处理的处理设施基本可达到无害化水

平，而镇自行处理则因大部分为堆放或简单掩埋而不

能达到无害化水平；近几年少数镇区（如北京延庆县

八达岭镇）装备了小型（20~50 t·d-1）焚烧设备，因热容

量限制不适合发电而导致处理成本高于大型焚烧设

施 2 倍，同时其烟气处理水平也明显低于大型焚烧

装置。
可见，提升我国建制镇生活垃圾自行处理无害化

水平的主要制约因素是处理技术的规模经济性[5]。因

不同处理工艺的规模经济性有差异，提高建制镇生活

垃圾自行处理无害化水平的重要途径之一，应是合理

的工艺选择。

表 1 不同来源生活垃圾组成分析结果[3]

Table 1 Analysis results of household waste from different sources[3]

来源 厨余 /% 果皮 /% 木质杂草 /% 毛骨 /% 纸张 /% 塑料 /% 橡胶皮革 /% 纺纤 /% 玻璃 /% 金属 /% 陶瓷砖石 /% 灰土 /%

村庄 5.76 1.25 24.12 1.93 10.65 6.48 1.17 2.02 2.54 0.4 1.66 42.03

镇区 39.8 6.64 5.15 1.09 8.94 13.00 0.83 4.77 3.14 0.94 2.33 13.37

城区 48.28 5.40 3.00 1.24 15.48 17.58 0.50 3.10 1.42 0.63 0.84 2.53

表 2 我国建制镇镇区生活垃圾处理状况（2013 年）

Table 2 Household waste treatment in town（2013）

处理状况 华北 东北 华东 中南 西南 西北

处理率 /% 53.4 31.4 88.3 82.9 77.2 48.7

无害化率 /% 22.0 4.8 48.8 15.5 18.0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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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小城镇生活垃圾处理的基础条件

2.1 小城镇生活垃圾处理的基本条件

以目前小城镇生活垃圾处理水平相对领先的华

东 6 省为样本，表 3 整理了相关省份社会经济条件和

小城镇生活垃圾的处理状况。

由表 3 可见，代表小城镇生活垃圾处理需求和能

力的人口密度、人均 GDP 排序与处理水平的排序基

本同步；表明生活垃圾处理已成为我国农村建设的刚

性需求，而区域经济水平则是生活垃圾处理发展的保

障条件。同时，福建和江西 2 省的农村生活垃圾处理

水平高于人口密度和人均 GDP 更高的省份，这体现

了两省政府率先强力推动的作用。在 2007 年，福建和

江西就建章立制系统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是原建

设部 2009 年首批组织进行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经验总

结的主要对象。
2.2 行政条件

镇（乡）是我国最基层的政府组织，建制镇配备有

专业的基础设施管理人员；在生活垃圾处理方面，大

部分的镇也已组织了环境卫生专业作业队伍。与村庄

比较，镇的生活垃圾管理行政架构相对齐全，人员编

制较为稳定，具有聘用专业管理和运营技术人员的基

本条件。
2.3 经济条件

作为最基层的政府组织，建制镇具备公共财政支

出条件。目前，镇区已具有较稳定的基础设施财政投

入，相关统计如表 4 所示。表 4 数据表明，建制镇具有

一定的基础设施投入能力，据统计，2011 年基础设施

投入折合镇区常住居民人均约 570 元。

基础设施管理的行政组织和财政能力，使建制镇

具备了基本的自主生活垃圾管理条件；而村庄既无基

础设施行政管理组织，且只有建立于村民分担基础上

的集体财务，发展生活垃圾管理的条件明显劣于镇

区。这样的基础条件对比，使镇区具备成为农村生活

垃圾管理重要节点的条件，镇区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的

建设和有效运行是带动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整体发展

的重要基础。

3 我国小城镇生活垃圾处理模式的选择

3.1 农村生活垃圾可选的处理模式

综合国内近年来对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的研究、示
范及应用实践[4, 6-9]，其中涉及的各种可行（可达到无害

化要求）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模式，见表 5。
表 5 所列的处理模式中，“全集中”是目前应用最

广的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模式，在县（市）处理设施可满

足无害化处理规范的前提下，可达到无害化处理的

要求；“村镇县协同 1”模式也在国内有一定范围的示

范，浙江桐庐等县还实现了全市（县）范围的推广应

用，此模式将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的重点放在村庄，采

用可降解和灰土垃圾组分分流收集、分别进行堆肥和

填洼地方式处理处置，村庄的其他垃圾和镇区垃圾则

按“全集中”模式相同的方法处理；“村镇县协同 2”模

式已在上海松江区的几个镇应用，此模式将农村生活

垃圾处理的重点放在镇区，村庄和镇区均采用可降

解垃圾组分分流收集、在镇区统一进行堆肥处理，村

庄和镇区的其他垃圾则按“全集中”模式相同的方法

注：“*”以 6 省的相对关系排序；“**”按前两行之和排序。

表 3 华东地区 6 省人口、经济和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状况

Table 3 Population, economy and rual household waste
treatment in 6 provinces in east China

指标 江苏 浙江 山东 福建 安徽 江西

人口密度排序 * 1 3 2 5 4 6

人均 GDP 排序 * 2 1 3 4 5 6

综合排序 ** 1 2 3 4 4 并列 6

镇区垃圾处理率 /% 97.1 96.8 80.5 93.5 71.4 81.1

表 4 建制镇基础设施财政投入状况（2011 年）*
Table 4 Infrastucture financing in town（2011）

注：“*”当年全国总投入额约 800 亿元。

项目 国家财政 省级财政 地、县级财政 镇本级财政

投入比例 /% 6.0 10.0 31.5 52.5

表 5 农村生活垃圾可选的处理模式

Table 5 Rural household waste treatment mode

模式名称 运行特征 镇的功能

全集中 村收集 - 镇运输 - 县（市）处理 收集镇区垃圾、转运村镇垃圾

村镇县协同 1 村分流 / 处理 - 镇运输 - 县（市）处理 收集镇区垃圾、转运村分流垃圾

村镇县协同 2 村分流 - 镇分流 / 处理 / 运输 - 县（市）处理 分流镇区垃圾、处理村镇分流垃圾、转运剩余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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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我国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各环节成本数据

Table 6 Cost of rural household waste treatment

处理环节 支出项目 成本 备注

收集 户用容器 / 元·户 -1 150 5 年折旧

保洁工具 / 元·套 -1 1 000 服务户数 100 户·套 -1，5 年折旧

保洁员工资 / 元·人 -1·a-1 9 000 服务户数 150 户·人 -1

垃圾收集站 / 元·站 -1 20 000 服务户数 2 000 户·站 -1，8 年折旧

村 - 镇清运 清运车运行 / 元·辆 -1·a-1 28 800 服务户数 2 000 户·辆 -1

镇 - 县（市）中转 中转站投资 / 元·站 -1 700 000 服务户数 2 万户·站 -1，10 年折旧

中转人员工资 / 元·人 -1·a-1 15 000 服务户数 1 万户·人 -1

中转车运行 / 元·a-1 900 000 服务户数 2 万户

县（市）集中处理 处理费 / 元·t-1 90 0.6 t·户 -1·a-1

村分流处理 设施投资 / 元·处 -1 100 000 服务户数 150 户·处 -1，10 年折旧

处理员工资 / 元·人 -1·a-1 10 000 服务户数 150 户·人 -1

镇分流处理 设施投资 / 元·处 -1 2 000 000 服务户数 2 万户·处 -1，10 年折旧

处理员工资 / 元·a-1 100 000 5 人，服务户数 2 万户

运行成本 / 元·t-1 45 0.6 t·户 -1·a-1

处理。
“全集中”模式的缺陷已有大量文献分析[7]，存在

的主要问题是，农村生活垃圾中的可降解组分（厨余

和草木等）可就近处理后在农业生产中循环利用，而

在此模式中需长途运输集中后再处置，致使处理过程

的投入和二次污染增加，并浪费了资源。而从前述对

镇区和村庄生活垃圾处理条件的讨论可见，从管理和

财力方面考虑，将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的重点放在镇区

更易于得到保障。
3.2 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模式的成本比较

由前述分析可见，在村庄或镇区的可降解垃圾处

理设施和县（市）的处理设施均满足无害化处理的条

件下，“村分流/处理-镇运输-县（市）处理”和“村分

流-镇分流/处理/运输-县（市）处理”模式均符合农村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的要求，而这 2 种模式的选择应

重点考虑经济成本因素，以尽可能减轻农村社区居民

的经济压力，利于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的推广。
以对我国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成本调查的文献

[4，10]综述为依据，经圆整处理后的相关成本数据如

表 6 所示。
依据表 6 数据，对前述 3 种处理模式进行成本测

算，结果为：“全集中”模式约 360 元·t-1，折合每户为

220 元·a-1；“村分流/处理-镇运输-县（市）处理”模式

约 415 元·t-1，折合每户为 250 元·a-1；“村分流-镇分

流/处理/运输-县（市）处理”模式约 330 元·t-1，折合每

户为 198 元·a-1。
可见，“村分流-镇分流/处理/运输-县（市）处理”

模式的处理成本低于“全集中”模式。而“村分流/处
理-镇运输-县（市）处理”模式则反而高于“全集中”
模式，即使由村保洁员兼任处理员，或同时将中转距

离由 25 km 增至 35 km，吨处理成本仍比“全集中”模
式分别高 8 元和 3 元。其中的关键，是镇分流处理在

达到同等处理水平的条件下，与村处理比较，规模经

济效益更为有利，单位处理成本更低；而村-镇间运输

距离较短（本文测算中设为 20 km），所增加的运输成

本可以通过处理效率的提高得到抵偿。

4 结论

（1）我国小城镇（非县城建制镇）生活垃圾的产生

特征介于城市和村庄之间，小城镇人均生活垃圾产生

率约 0.94 kg·人-1·d-1），接近城市居民而明显地高于

村庄；小城镇生活垃圾组成同样更接近城市，食品垃

圾、包装垃圾为其主要组分。
（2）在生活垃圾处理必须具备的行政管理和财务

支出能力方面考虑，小城镇已具备行政组织结构和必

要的财政条件，可望成为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的关

键节点。
（3）在村庄或镇区的可降解垃圾处理设施和县

（市）的处理设施均满足无害化处理的条件下，“全集

中”、“村分流/处理-镇运输-县（市）处理”和“村分流-
镇分流/处理/运输-县（市）处理”3 种模式均可实现农

村生活垃圾的无害化处理；其中，“村分流-镇分流/处
理/运输-县（市）处理”模式的处理成本最低，而且便

于发挥小城镇的行政管理和财政渠道优势，是农村生

何品晶，等：我国小城镇生活垃圾处理的现状、基础条件与适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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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垃圾处理的适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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