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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the output of rural living garbage 
is increasing day by day. Th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problem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e-
rious. Domestic waste disposal is one of the outstanding problem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so-
cialist countryside.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technology and status of rural domestic 
waste in China, and compares the differences of sanitary landfill, incineration and composting 
processes. At the same time, it expounds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China’s future domestic waste 
disposal methods and puts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to solve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rural 
domestic waste disposal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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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村生活垃圾产量与日俱增，由此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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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处理是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面临的突出问题之一。本文系统分析了我国农村生活垃圾的处理

技术及处理现状，综合比较了卫生填埋法、焚烧法、堆肥法等处理工艺的优缺点，阐述了我国未来生活

垃圾处理方式的发展趋势，并针对目前中国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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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社会转型的快速发展，农村也面临着多重问题，其中最严重的是农村固体

废弃物的污染[1] [2]。以农村每人日均生活垃圾量为 1.0 kg，2011 年中国农村人口 6.56 亿，年产生生活

垃圾约 2.40 亿吨。随着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生活垃圾成分和含量也在趋向城市化[3]。然而由于没有

进行城市化那样的管理，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成了一大难题。目前，垃圾填埋是我国主要的处理方式，这

种方式不仅大量侵占了土地资源，破坏自然生态，同时还影响人们日常的健康生活。因此全面了解我国

农村生活垃圾现状，并对其进行合理的处理很有必要。 

2. 农村生活垃圾组成特点 

什么是农村生活垃圾，金明奎、朱明等学者对农村生活垃圾给出这样的定义：农村生活垃圾是指农

村居民在生活过程中产生的综合废弃物，它不仅包括家畜粪便、厨余等有机物，卫生纸、玻璃、塑料、

橡胶、金属等废品，还包括农药容器、灯泡、电池等有毒有害物[4]。 
农村生活垃圾的产生量受季节、天气、居民的流动程度影响。一般而言，农村每家每户的生活垃圾

组分大致相同，但是各组分所占比例受家庭条件、家庭结构等影响[5]。表 1 列出了近年来我国抽样农村

生活垃圾组成情况。 
中国农村生活垃圾在组分基本与城市生活垃圾相似，只是在组成的比例上存在着差别。大部分地区

农村生活垃圾厨余比重最大，而北方地区渣土类垃圾较多，主要原因是农村燃煤频繁，产生大量渣土类

垃圾。农村生活垃圾整体的有机物含量高，水分大，同时掺杂化肥、农药等与农业生产有关的废弃物，  
 
Table 1. Composition of rural solid waste in different areas 
表 1. 不同地区农村生活垃圾组分构成 

地区 年份 农村 厨余 渣土 纸类 塑料 其他 资料来源 

济南 2011 槐荫区农村 25.1 48.3 3.1 5.2 18.3 [6] 

抚顺 2011 清原县 32 45 3 10 10 [7] 

成都 2011 万春镇 39.34 20.34 18.95 10.58 10.79 [8] 

海南 2009 琼海农村 40.4 25.1 7.7 13.3 13.6 [9] 

三峡库区 2009 长寿巴南等地 57.79 24.38 2.02 3.04 12.77 [10] 

沈阳沈北新区 2009 柳条河村 31.03 63.98 2.64 2.2 0.15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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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有害性一般大于城市生活垃圾。 

3. 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现状及处理技术对比 

环保部发布的《农村生活污染防治技术政策》中指出：“对无法纳入城镇垃圾处理系统的农村生活

垃圾，应选择经济、适用、安全的处理处置技术，在分类收集基础上，采用无机垃圾填埋处理、有机垃

圾堆肥处理等技术”。目前国内广泛采用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方式有焚烧、堆肥、垃圾填埋等，这三种主

要垃圾处理方式的比例因地理环境、垃圾成分、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不同而有所区别[12]。 

3.1. 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现状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16》[13]，2015 年我国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总量达 18,013.0 万 t，其中垃圾填

埋量达 11,483.1 万 t，占总量的 63.7%，焚烧处理量达 6175.5 万 t，占总量的 34.3%，其他 354.4 万 t。相

比 2014 年，无害化处理率提高，其中垃圾填埋量下降，焚烧处理量大幅提高，可见，我国生活垃圾处理

方式正进一步向焚烧转变，这样做不仅可以减少土地的占用，同时可以降低对环境的影响。 
目前全国已有部分地区陆续开展了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处置的实践性和探索性工作，环保部对农村生

活垃圾处理模式总结为“户分类、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是指农户首先将垃圾按照一定分类方法

堆放、贮存，以村为单位将垃圾运输至乡镇垃圾中转站，乡镇环卫部门负责将垃圾集中运输至县级垃圾

处理场地进行无害化处理。这一模式是目前符合我国国情的农村垃圾处理方式，但由于环保意识薄弱等

主客观因素，给依据此模式处理农村生活垃圾的各级政府带来很大压力[14]。 

3.1.1. 分类收集 
垃圾分类是对垃圾进行预处置的重要环节，是实现垃圾减量化和资源化的重要途径和手段。从 1996

年首都施行垃圾分类以来，全国陆续有各大城市和部分农村加入垃圾分类试点的行列。目前我国垃圾分

类主要是按照可回收垃圾和不可回收垃圾或者有机垃圾和无机垃圾来进行分类的，各个地区试点根据当

地的具体情况，选择分类的类型和具体分类的细节。 
湖南省长沙县果园镇拥有全国首个农村环保合作社。果园镇的垃圾一般分为三类：可堆肥垃圾、可

回收利用垃圾和有毒有害不可降解垃圾。可堆肥垃圾由村、组保洁员督促农户丢入垃圾池中进行堆沤，

待发酵后再还田处理；可回收利用垃圾以及有毒有害不可降解垃圾，由村保洁员以政府指导价到农户家

上门收购。由于成果明显，果园镇的分类处理模式在长沙县得到全面推广，如今，长沙县每个镇都有农

村合作社，建立起了“分户收集、分户处理、村民自治、政府补贴、合作社运行”的垃圾处理模式，实

现了城乡垃圾处理全覆盖。 
上海市松江叶榭镇大庙村是上海市首个“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有机垃圾回收还田”的工作先行村，

在 2011 年就实现了有机垃圾和无机垃圾的分类。2013 年起，该村又将无机垃圾细化为可回收垃圾、干

垃圾和有害垃圾，进行收集和处置。保洁员每天定时收桶，将干湿垃圾分类收走，然后进行二次分拣后

投放到设在田头的下沉式积肥池，其他垃圾运至垃圾房，由镇环卫所统一收集处理。垃圾分类从村民开

始，自行在家中进行简单分类，若保洁员发现某户家庭分类效果不理想则会上报，由专人到家中进行了

解调查；若有岁数较大的老人忘记怎么分类则会会由专人手把手教。 
云南洱海采取强制执行垃圾分类的方式，将垃圾分为四类：可回收垃圾、不可回收垃圾、厨余垃圾、

有害垃圾。可回收垃圾按照“农户–垃圾收集员–垃圾中转站–废品回收网络”的模式进行回收、循环

利用；不可回收垃圾运送至中转站后，对可燃垃圾部分直接运送到指定地点进行焚烧处理，不可燃烧部

分统一运送垃圾填埋场进行卫生填埋处理；餐厨垃圾由垃圾收集员统一转送至垃圾中转站后在指定地点

进行堆肥处理；有害垃圾由县环保局指导镇(乡)按环保要求统一收集后运送至指定地进行无害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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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垃圾分类处理做的非常好。安吉县将垃圾分为厨房垃圾、不可回收垃圾和可回收垃圾三类，

厨房垃圾每天由环卫车拉至资源循环利用中心进行进一步分类，然后再送进高温菌发酵设备进行处理。

宁波市北仓区牌门村将垃圾分为食物垃圾和非食物垃圾两大类，村民将食物垃圾倒入一个带密封盖的小

桶内，再由保洁员集中到由村统一建设的生态堆肥装置内进行厌氧处理，而非食物垃圾则采取就地分拣

处理，再由保洁员定时运到村集中堆放场进行分类，可回收垃圾卖给回收公司、固形物作为建筑道路填

充物铺垫镇坞、有害废弃物则单独集中处理。 
综上所述，我国垃圾分类主要是根据垃圾产生的理化性质、垃圾的可回收利用情况以及垃圾的产生

多少等来进行分类的，再对具体的垃圾分类类型进行细化。 

3.1.2. 填埋 
高海硕[15]中表明广东省 50%以上的农村没有环境卫生管理制度，也没有专职的保洁员，农村垃圾

的收集范围很低，随意堆放、随意丢弃的现象，同时采取的主要处理方式为填埋，处理方式单一。不仅

是广东，在我国广大农村，填埋方式仍以工艺最落后的简易填埋为主，对农村的环境造成了极大地污染。

有学者对[16]村镇生活垃圾处理模式和技术路线进行探讨，认为村镇生活垃圾就地处理技术，优先选择生

物处理，堆放(简易填埋)可作为专用于惰性(渣土)组分的处理方法，可大大降低垃圾对环境的污染。 
传统的填埋主要采用厌氧方式，在填埋场稳定化的过程中，由于基本未采取任何有效的污染防治措

施，导致渗滤液和填埋气直接排入环境，严重威胁着农村生态环境的健康和饮用水的安全。此外，由垃

圾填埋气体引起的爆炸事件时有发生，渗滤液引起的建筑地基侵蚀性破坏、工程损坏和不能建设的实例

日益增多。因此，对填埋场进行曝气的填埋方法应运而生，不仅可以显著改善渗滤液的本质，减少渗滤

液的量，同时也能提高填埋场的利用率。但对填埋场全过程进行曝气，成本高，不符合我国国情，因此

出现了厌氧–好氧的处理技术。包毅，陈丹[17]表明准好氧填埋技术在世界范围内应用广泛，我国现有工

程实例还不是很多，但通过已有实例可表明采用准好氧填埋技术处理城市生活垃圾，垃圾降解较快，堆

体稳定快，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具有相当高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目前，填埋法仍是我国农村垃圾处理的主要方式，但若能对垃圾进行分类收集、分类处理可最大限

度地回收可利用的成分，有效地增加处理效率。 

3.1.3. 堆肥 
堆肥技术在欧美起步较早，目前已经达到工业化应用的水平，堆肥产品能作为有机肥增强土壤肥力，

因此，堆肥是农村生活垃圾资源化处理的最有前景的发展方向[18]。对于目前国内混合收集的垃圾而言，

采用分选堆肥技术处理还存在较多的问题，推广应用的难度较大，一些学者对我国农村生活垃圾堆肥处

理进行了研究。 
万寅婧等学者[19]研究提到农村生活垃圾中有机组分(厨余、瓜果皮、植物残体等)含量较高，经济较

发达的农村可达到 80%以上，可采用堆肥法进行处理。堆肥处理具有很大的潜力，但堆肥处理的生活垃

圾中有机质含量宜在 40%以上。邱才娣[20]，提出了垃圾混合收集，集中分拣分类，并用厌氧–好氧技

术来处理农村的生活垃圾，可以降低处理的成本等。李华，蒋溢，李辉[21]提出了利用农村生活污水提供

水分的一体化厌氧发酵技术实现农村废物的集中处置。黄新颖等学者[22]客观的分析农村生活垃圾的特征

进行适当分类收集，将可腐烂的成分和秸秆、畜禽粪便、林地垃圾混合堆肥，实现能源综合利用。 
堆肥技术是固体废弃物无害化、资源化利用的重要措施。应加大力度改善前期的垃圾收集、分类等

设施和技术，同时不断的发展新型的堆肥技术，提高堆肥的利用效率。 

3.1.4. 焚烧 
国外的垃圾普遍采用了分类收集的方式，进入焚烧厂的成分相对简单，热值高，水分含量低，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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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采用焚烧的方式处理垃圾。在我国农村生活垃圾中主要是厨余类生活垃圾、塑料、废纸等，混合收运

的生活垃圾中有机物含量高达 60%，且含水率较高，热值一般都达不到标准，需要添加燃料助燃，提高

了处理成本，同时，垃圾成分复杂，尾气处理难度和污染控制成本增高[23]。 
然而，随着垃圾焚烧行业的不断成熟，各项利好政策不断发布，垃圾焚烧市场迎来了爆发式增长。

据统计，从 2014 年至今，新中标焚烧项目数量在 100 座以上，市场增长惊人[24]。目前，国内垃圾焚烧

处理技术主要有 2 大流派，机械炉排炉和流化床，投产的生活垃圾焚烧厂炉排等关键部件多数依靠进口，

近几年焚烧设备的国产化率也在不断上升[25]。 
但由于我国生活垃圾成分复杂，缺乏有效的分类收集，热值不高，虽然焚烧发电近几年发展速度较

快，但总比重仍然较低，若能将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可大大提高焚烧效率。 

3.2. 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技术比较 

填埋是利用工程手段，采取防渗、铺平、压实、覆盖等措施将垃圾埋入地下，经过长期的物理、化

学和生物作用使垃圾达到稳定状态，将垃圾压实减容至最小，并对气体、渗沥液、蝇虫等进行治理，最

终对填埋场封场覆盖，从而将垃圾产生的危害降到最低，使整个过程对公众卫生安全及环境均无危害的

一种土地处理垃圾方法。垃圾填埋法是近几年甚至几十年内不可替代的生活垃圾处理方法[26]。 
堆肥是农村生活处理易腐有机垃圾最常见的一种方式。堆肥技术是在一定的工艺条件下，利用微生

物的分解作用，使生活垃圾中有机组分达到稳定化的处理技术[27]。即将生活垃圾堆放在特定的容器内，

在缺氧或供氧的状况下，通过微生物自然发酵升温降解有机物，实现垃圾无害化。堆肥按有氧状态可分

为好氧堆肥和厌氧堆肥。厌氧堆肥与好氧堆肥比较，单位质量的有机质降解产生的能力较少，且厌氧堆

肥通常容易发出臭味，因此目前好氧堆肥应用更广泛。堆肥技术工艺简单，适合于易腐有机质较高的垃

圾处理，可实现垃圾资源化，且投资较单纯的垃圾填埋、焚烧技术都低。 
焚烧处理是一种深度氧化的化学过程，在高温火焰的作用下，焚烧设备内的生活垃圾经过烘干、引

燃、焚烧 3 个阶段将其转化为残渣和气体(CO2、SO2等)，可经济有效地实现垃圾减量化(燃烧后垃圾的体

积可减少 80%~95%)和无害化(垃圾中的有害物质在焚烧过程中因高温而被有效破坏) [28]。现行的焚烧技

术要求有机固体废弃物的低位热值大于 4127 kJ∙kg−1、含水率 ≤ 54%、可燃物含量 ≥ 22%。焚烧具有技术

占地小，处理时间短等优点，不仅可以大大减容，可回收利用热能。但该处理方法技术要求高，运行成

本高，但由于热值不够，需要添加助燃剂，同时燃烧过程会产生二噁英，严重污染环境(表 2)。 

4. 我国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及管理对策 

根据我国农村的经济状况及垃圾组分，遵循“3R”原则，因地制宜地选择处理方式，首先进行资源

回收和废品循环利用，再对垃圾进行末端处理。 
 
Table 2. Comparison of garbage disposal technologies 
表 2. 垃圾处理技术对比 

处理方式 优点 缺点 

填埋 处理量大，成本较低，处理简单，技术要求低 占地面积大，渗滤液和填埋气极易污染环境 

堆肥 投资较低，能生产土壤改良剂 处理效率低，工艺条件较难控制， 
只能处理垃圾中的有机质，可能污染土壤 

焚烧 占地面积小，处理时间短，处理效率高，减量化

程度高，可减少体积 90%，可回收利用能源 
技术要求高，投资大，运作费用高， 

需要助燃剂，产生大气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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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建立完善的垃圾分类收集处理管理体系 

建立完善的垃圾分类收集处理管理体系，对新农村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部分农村已建立

垃圾分类收集处理试点，按照“户分类、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模式进行管理，建议全国所有农村

严格按照该模式进行管理，村民首先将垃圾按照一定分类方法堆放、贮存，以村为单位将垃圾运输至乡

镇垃圾中转站，乡镇环卫部门负责将垃圾集中运输至县级垃圾处理场地进行无害化处理。首先对对垃圾

进行源头分类收集，提取可回收资源，其他垃圾根据理化性质进行分类处理。源头垃圾分类可以减少后

续垃圾分拣的环节，简化了处理过程，降低了成本，同时可以达到资源的最大化利用。对垃圾进行分类

收集处理还可以大大降低进入填埋场的垃圾量，延长了填埋场的使用寿命，降低了对土壤的污染。 

4.2. 改善垃圾处理工艺，选择垃圾处理的最佳方式 

我国垃圾处理方式主要为填埋，约占 90%以上；其次为堆肥处理，占总处理量的 6%左右；焚烧处理

还处在发展阶段。然而随着我国国民素质的提高，垃圾分类体系的完善，填埋将逐渐边缘化，取而代之

的是焚烧和堆肥。借鉴国外经验，依据我国农村垃圾现状，改善垃圾处理的传统工艺采用新技术处理垃

圾。同时将垃圾分类处理，可燃成分高温焚烧发电，有机物质进行堆肥处理制肥料，无机垃圾可进行填

埋处理等，从而实现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 

4.3. 加强分类收集处理宣传力度，对村民进行科普教育 

生活垃圾管理与处理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社会活动的最终主体是人，强调人人参与，因此

公众的广泛参与应是重要组成部分。各地区应该在村内加强分类收集处理宣传力度，对村民垃圾分类知

识进行普及，提高村民环保意识，引导村民源头分类，将可回收资源自行整理变卖，其他垃圾分类处理，

选择最佳资源化利用途径。各地政府可根据所在地情况提出相应政策，如垃圾收费、废物回收等。 

5. 结语 

为了改善农村环境，解决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的问题，首先应该加强源头分类，增强村民环保意识，

并自觉参与到生活垃圾的管理活动中来，同时加大科研投入力度，完善改进现有处理技术，并因地制宜

地采取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模式。“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资源”，对垃圾进行有效处理，不仅可以提高资

源的回收利用率，同时可以减轻后续处理环节，改善农村环境，可更好地实现农村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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