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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镇环境污染问题及对策 ①

杨 晓东 ② 白人 朴

中国农业大学农村发展研究所

摘 要 分析了我国小城镇环境污染的严重状况
,

包括生产性环境污染和生活性环境污染 建立了小城镇三

维复合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目标优化模型和 小城镇发展的循环经济模式
。

认为小城镇环境保护应实施
“

总量控

制
”
和

“

绿色工程计划
”

两大环境保护新举措
。

提出了健全现行政策制度
、

执行乡镇企业环境保护法
、

编制小城

镇环境保护规划和公众参与制度等有关对策
,

以加强小城镇环境污染的治理
。

关镇词 小城镇 环境污染 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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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镇已成为农民安居乐业之地
,

但在其发展过程中环境污染 日益严重
,

影响到居民的生

产
、

生活和身体健康
。

治理污染
、

改善环境 已成为小城镇发展过程中必须解决的一大问题
。

小城镇环境污染问题的严重性

小城镇环境污染来 自于 自身污染和外来污染
,

而尤其以 自身污染为主
。

污染源主要是乡镇

企业
。

改革开放带来 了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
,

带动了小城镇的复苏和兴起 但由于乡镇企业的

发展具有布局分散
、

规模小和经营粗放等特征
,

使得周边环境严重污染
。

乡镇企业对环境的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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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集中在造纸
、

印染
、

电镀
、

化工
、

建材等少数产业和土法炼磺
、

炼焦等落后技术上
。

农村工业污

染 已使全国 万 的耕地土壤遭到严重破坏
,

占全国耕地总量的 图
。

乡镇企业的

污染强度 明显高于城市企业
,

如 乡镇工业 中造纸业单位产值的废水排放量为城市 的

倍阁
。

乡镇企业带来的环境污染尚未解决的同时
,

城市的转嫁污染也随之而来
,

并且呈现扩大

的趋势
。

年代以来
,

国家重视城市环境质量管理
,

大城市中心区许多污染严重的产业转移到

了郊区小城镇
,

从而使小城镇的污染程度明显高于大城市中心区
。

随着近年来城市土地置换工

作的进展
,

除一部分企业 已关停外
,

多数企业将外迁
,

伴随部分污染企业的郊迁
,

郊 区小城镇的

环境污染呈恶化态势
。

小城镇环境污染问题的种类

小城镇环境污染问题可分为生产型环境问题和生活型环境问题这 类
。

生产型环境问题

生产型环境污染主要来 自于生产企业
,

包括乡镇企业
、

县属企业和 国有企业以及农业
。

污

染大户是高速发展的乡镇企业
,

占乡镇企业总产值约 的乡镇工业
,

成为小城镇环境的主

要污染源
。

对 和 年全国乡镇工业污染源调查资料的分析结果
,

如表 所示
。

可以看

出
,

从 到 年这 年中
,

乡镇工业的各种污染物的排放总量均有不 同程度的增加
,

乡

镇工业污染问题 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
。

与此同时
,

农业的许多废弃物也对小城镇环境造成

严重污染
。

农业环境污染主要包括塑料薄膜等有机废弃物污染
、

农药化肥污染
、

牲畜粪便和废

水污染等
。

表 乡镇工 业 污染源 比较数据

废水排放量 排放量 排放量 烟尘排放量

亿 万 万 万
年份

————
固体废弃物

排放量 亿

乡镇

工业

全国

二业

乡镇

工业

全国

工业

乡镇

工业

全国

工业

乡镇

工业

全国

工业

乡镇 全国

工业 工业

生活型环境问题

由于小城镇起步较晚
,

在生活方面存在着许多环境污染问题
,

主要有

资金短缺
、

管理落后
、

规划不完善
,

造成基础设施薄弱
、

生活设施不健全
、

供水设施不配

套等弊端

迁入小城镇的农民要改变原来一些不文明
、

不卫生的生活 习惯或生活方式如随处堆放

垃圾
、

随意泼洒污水和随地吐痰等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
一

缺少污水处理设施和垃圾处理设备等环保设施
。

生产和 生活方面的污染源给环境空 间不大的小城镇造成 了河流
、

湖泊
、

地下水和大气污

染
,

已成为解决小城镇环境污染问题不可忽视的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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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镇环境保护理论

可持续发展观

年我国政府制定的《中国 世纪议程 》白皮书勾画出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宏伟蓝图
。

可持续是小城镇健康
、

有序发展的根本
。

可持续发展包括生态
、

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
,

它们之

间互相关联而不可分割叫
。

人类共同追求的应该是 自然一经济一社会复合系统的持续
、

稳定
、

健

康发展
。

小城镇可持续发展既不是单指经济发展或社会发展
,

也不是单指生态持续
,

而是指 自然

经济一社会复合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

它是一个三维复合系统 因此
,

小城镇三维复合系统的可持

续发展 目标用优化模型表示如下

小城镇可持续发展的 目标函数 一
, , , ,

约束条件 镇
, ,

式中
, ,

分别为小城镇经济
、

社会
、

生态子系统的发展水平矢量
,

一
, ,

⋯
, , ,

, , ,

⋯
, , ,

一 , , ,

⋯
, ,

分别为时间和空间矢量
,

表示可持续发展的不同阶段和

地区
。

由此可知
,

小城镇复合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目标 是经济子系统发展水平矢量
,

社会子

系统发展水平矢量 及生态子系统发展水平矢量 的函数
,

它还与发展阶段和地 区有关
。

经

济
、

社会和生态子系统发展水平矢量 又是该系统诸因子的函数
。

资源与环境发挥其最大承载能

力的状态也就是其生态系统具有可恢复性的最低发育状态
。

循环经济模式

小城镇经济发展与资源和环境需要有一个 良性的经济循环模式
。

排向水体
、

空气和土壤中

的废弃物
,

只要不超过 生态系统的负载能力
,

就可以通过生态 系统的物理
、

化学和生物的作用

得到净化
,

成为无害物质
,

或有用的生态资源
。

环境的净化能力是有限的
,

如果废弃物的排放超

过了生态系统的负载能力
,

环境的 自净能力就会遭到破坏
,

造成空气污染
、

水污染
、

土壤污染等

严重后果
,

直接影响人们的生产和生活 因此
,

经济系统的运行必须考虑 自然生态环境的这个

限度
。

为此可以建立一个小城镇经济社会发展的良隆循环模式
,

见图
。

图中示出
,

资源的开采

率小于资源的再生率
,

则资源储量增长
,

反之
,

则资源储量下降
。

图中的
“

效益
”

不仅来 自对生产

品的消费而且来 自自然环境
,

这便是环境的第 个功能 —提供物质和精神享受 新鲜空气
、

水源
、

优美的 自然条件等
,

满足人们的生态需求
。

如果废弃物的排放量超过 了环境的净化能

力
,

即
,

环境的这一功能就会遭到破坏
,

对资源的再生和 消费者的
“

效益
”

都产生负面影

响
。

这个模式清楚地说 明了经济过程与环境的关系 经济过程对 自然环境的利用情况直接影响

环境的功能
,

从而影响经济系统本身的运行
。

人的调控作用就是要协调经济与环境的关系
,

保

证整个环境经济大系统的 良性循环
。

小城镇发展过程中协调好经济过程与环境的关系
,

达到物

质均衡模式
,

保证整个环境经济大系统的 良性循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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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可更新资源源

资资源开采率 资源再生率 、 ,,

废废弃物总量

环环境净化能力

··

一幸
习

、

能量流流流

图 小城镇经 济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 模式

小城镇环境保护实施对策

实施
“

总 控制
”

和
“

绿色工程计划
”

两大环境新举措

《关于总量控制的有关政策 》文件要求
“

必须严格控制污染排放总量
,

将其控制在 年

水平
,

只能减少
,

不能增加
。

这样才能基本控制住环境污染加剧趋势
。 ”

运用环境保护法律和行

政手段实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
,

便于操作和考核
,

有利于推动可持续发展
。

实施污染物排放

总量控制包括对乡镇企业所产生的污染物进行总量控制
,

可进一步改善小城镇和农村环境状

况
,

有利于环境保护政策措施的实施
。

《中国跨世纪绿色工程规划 》目的是组织国家有关各部

门
、

各地方和企业
,

针对一些重点地区
、

重点流域和重大环境问题以及履行国际公约的要求
,

集

中财力
、

物力
,

实施一系列工程措施
,

打几个大战役
,

以求在本世纪末基本控制环境污染和生态

破坏加剧的趋势
,

局部城市和地 区的环境质量有所改善
,

并在 年逐步实现我国环境保护

的总 目标
,

为我国小城镇环境治理措施的实施提供了政策保障
。

制定小城镇环境保护政策的建议

改进与健全现行政策制度
。

小城镇环境保护是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

领导干部在研究制定小城镇政策时
,

需要明确环境

保护政策与社会主 义市场机制的关 系
,

客观判断小城镇所处的位置
,

分析政策的外部关系
,

改

进现行政策的动力
,

明确现行问题的状况
、

特点
、

发展态势
,

为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找到有力的切

入点
。

编制并执行 乡镇企业环境保护法
。

在积极研究制定专项环境保护法规的同时
,

应当大胆执法
,

采取措施治理污染破坏的
“

重

灾区 ”
结合产业政策的改革

,

调整重点行业的污染问题
。

对于重污染行业
,

应当提高审批和监

督管理权限 对于一般性污染行业
,

应划定地域范 围
,

限制规模 对于造成污染严重的大户企

业
,

采取强行整治和关
、

停
、

并
、

转
、

迁等禁止或限制性政策
。

编制小城镇环境保护规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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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镇环境保护总体规划包括 个部分 一是小城镇总体发展规划中的环境总体规划和

环境保护部门专业规划 二是小城镇总体发展规划 中
,

与环境保护关系密切 的有关规划
,

必须

与环境保护部门规划协调并相互补充
,

由此形成部门专业规划中的环境保护规划部分
。

建立环境保护工作的公众参与制度
。

依靠公众参考
,

实现社会监督
。

具体包括 个方面 一是发挥人大监督职能和政协参政议

政的权利
,

实施环境保护监督和审义 二是充分利用新闻媒介力量 三是利用各种学术团体
、

民

间组织参与当地的环境保护和监督环境保护工作 四是发挥村委会的作用
,

创造条件
,

使当地

居民积极参与涉及本村利害关系的项 目建设的审议讨论
,

发动群众监督建设项 目的建设投产
,

把公众关心的环境问题推上社会舞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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