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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生活垃圾特性及处理处置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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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农村生活垃圾的成因与危害。选取部分典型地区，重点研究了农村生活垃圾的组成特性、产生

特性及影响因素。从完善垃圾收运处理体系、健全管理机制、加大资金投入、加强环保宣教力度，提升环保意识等

方面，提出了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处置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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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农村经济持续发展，农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由此带来农村生活垃圾产生量不断增加，问题日趋严重，给周围环

境产生了巨大的恶劣影响。目前，农村周围土地、小河、池塘、水沟等垃圾成灾，给环境造成了严重的污染，因此，处理农村

生活垃圾势在必行。农村生活垃圾，是指在农村日常生活中或者为农村日常生活提供服务活动产生的固体废物以及法律、行政

法规规定视为生活垃圾的固体废物。与城市生活垃圾相比，农村生活垃圾具有总量大、分布广、组分日趋复杂、收运处理系统

欠缺等。目前关于城市生活垃圾特性分析及处理处置对策的研究相对成熟，关于农村生活垃圾特性分析的报道不多，处理处置

对策研究相对欠缺。本文从分析农村生活垃圾的特性出发，对比与城市生活垃圾的异同点，提出处理处置对策。 

1 农村生活垃圾的成因与危害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地区生活水平也有了显著提升，生活垃圾的产生量日益增加。农村居民环保意识淡薄，基础设

施欠缺，导致生活垃圾随处可见，给环境和居民带来严重的危害。主要的危害有以下几个方面。  

1.1 侵占土地，破坏自然环境 

由于缺乏完善的集中收运设施，加之居民环保意识淡薄，农村日常生活中产生的生活垃圾随处堆放，侵占土地，破坏地表

植被等自然环境。  

1.2 污染土壤，破坏土壤结构 

侵占土地的生活垃圾，随着长时间的堆放，垃圾中的有机物、重金属等污染物向土壤渗漏，影响土壤肥力，破坏土壤结构。  

1.3 污染水体，影响空气质量 

随意丢弃堆放的生活垃圾，随着雨水的冲刷，通过地表径流，污染物进人周边水体，影响水体质量，通过地下渗流，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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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污染地下水体。同时，生活垃圾的发酵废气、灰土随风的作用进人空气，影响空气质量。  

1.4 影响卫生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生活垃圾露天堆放，最易散发恶臭，滋生老鼠、蚊子、苍蝇、各种昆虫，影响环境卫生

状况。农村生活垃圾污染物含有有毒物质、病原体等，通过食物链富集等途径，危害人体健康。 

2 农村生活垃圾特性与影响因素  

2.1 农村生活垃圾的组成特性与影响因素 

根据生活垃圾的组分可将农村生活垃圾分为四类： ① 有机垃圾。如剩菜、剩饭、果皮、菜叶等厨余垃圾，以及秸秆、草

木等； ② 无回收价值的无机垃圾。如灰土、煤渣、破废瓷器等； ③ 有回收价值的废品。如纸类、玻璃、金属等； ④ 毒性

垃圾。如含汞福电池、灭鼠药等。 

陈仪等对北京城区及农村地区生活垃圾组成特性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农村地区生活垃圾组成中有机垃圾如厨余垃圾明

显低于城区，而灰土、煤渣等无机垃圾占的比例较大，明显高于城区。曲旭朝对青岛城乡地区垃圾组成特性进行了调查分析，

研究结果与陈仪等类似，厨余垃圾组分明显低于城区，灰土、砖瓦等组分明显高于城区。 

农村生活垃圾组成特性，与农村经济水平有关，人均收入较高的地区，厨余等有机垃圾占的比例较高，灰土等无机垃圾所

占比例较低。人均收人较低的地区，组成比例相反；同时，同一地区，不同季节，生活垃圾的组成也不一样，夏季，生活垃圾

组成中，厨余等有机垃圾占的比例较高，灰土等无机垃圾所占比例较低，而冬季则相反；能源结构对垃圾组成也有一定的影响，

以电能、液化气为主要能源的农村地区，灰渣等无机垃圾占的比例较低，以煤、林木、秸秆等为主要能源的农村地区，灰渣等

无机垃圾占的比例较高；家庭养殖类的农户，厨余等有机垃圾占的比例较低。  

2.2 农村生活垃圾的产生特性与影响因素 

魏玲
[6]
对舒城县部分乡镇和村组生活垃圾， 2015 年产生的情况进行了调研。发现，农村人均生活垃圾的日产生量为 0.2 ~ 

0.5kg / （人 · d ) ，不同地区存在一定的差异。城市人均生活垃圾的日产生量约为 1.1kg / （人 · d ) ，与城市相比，

农村生活垃圾的人均产生量较少，这应该与相对落后的农村经济水平以及特有的生活方式有关（见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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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昆柏等等对浙江省部分农村生活垃圾， 2008 年产生的情况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农村人均生活垃圾

的日产生量为 0 . 4 ~ 0 .6kg（人 · d ) ，不同地区存在一定的差异。人口越多的地区，垃圾产生量越多；人

均年收人越高的地区，农民生活水平相对越高，垃圾产生量相对越多（见表 2 ）。 

 

3 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处置对策 

目前，绝大部分农村地区，生活垃圾以混合收集为主，不利于后续处理与处置，造成资源浪费。采取混合投放＋分类收集、

分类投放＋分类收集的处理模式，有利于资源再利用，降低处理处置成本。  

3.1 完善垃圾收运处理体系 

针对不同农村地区，根据其特点，选择合适的处理模式。对于村镇比较集中的地区，推行分类处理模式；对于农户较分散，

可回收利用成分较高的地区，采取就地处理模式；对于离城区不远的农村，垃圾组成与城市相似，采取区域分区处理模式。加

强垃圾清扫工具、垃圾桶箱、清运车等配套设施的投人，对陈旧的垃圾处理设施要进行升级改造。杜绝垃圾收运过程中卫生环

境差等问题。加强保洁队伍的管理工作，树立责任意识，明确职责分工，建立健全工作机制，提高工作效率，确保产生的生活

垃圾能及时清理。加强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推广，改进垃圾处理处置技术，形成成熟的垃圾收运处理体系。  

3.2 健全管理机制 

农村生活垃圾乱丢乱倒现象非常普遍，由此带来的污染问题日趋严重，必须建立健全的农村环保法律法规，确保农村

生活垃圾治理有法可依。同时，做好执法工作，执法必严、违法必究，通过法律手段，改善农村生活垃圾环境现状。目前，

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处置涉及的各部门之间责任意识不强，分工不明确，导致沟通协调不顺畅，同时，监督管理机制相对缺

乏。因此，需要完善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处置的体制机制，各部分之间要分工明确，畅通沟通协调渠道，健全监督管理机制。  

3.3 加大资金投入力度 

目前，城市环保处理基础设施相对健全，而对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处置重视不够，基础设施建设经费相对不足，后期运营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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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经费更是严重欠缺。因此，各级主管部门需要加大对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处置的财政投入，同时要明确资金来源渠道，确保资

金按时到位，及时投入使用。考虑扩大环境保护税收范围，征收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处置税费，对于征收的税费专项用于农村生

活垃圾污染治理，提高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处置效果，改善农村生活环境。  

3.4 加大环保宣教力度，提升环保意识 

目前，村民对环境的要求在逐渐提高，而进行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处理处置的意识依然薄弱，当务之急就是要加大环保宣

传教育力度，制作环保手册，定期组织村民举行宣传教育活动，同时，推选村民代表参与到环境污染调查与执法的．工作中，

提升村民主人翁意识， 让村民意识到生活垃圾随意丢弃，造成污染的严重比及后果。 

同时，村干部要提升环保污染治理的管理能力，要认真领会与贯彻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要制定可行的农村生活垃圾处理

处置的对策，主动带头，广泛调动村民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提高责任意识，改善农村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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