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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都市农业在确保城市地区 “米袋子”“菜篮子”量足价

稳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采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并探究了中

部地区两大中心城 市———郑 州 市 和 武 汉 市２００６—２０１７年 都 市 农 业 发 展 与 资 源 环

境承载力之间的协调效应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两系统总体水平均呈波动上升态

势,耦合度在０４~０５小幅变动,协调状态从拮抗阶段转变为目前的耦合阶段,
距离高度耦合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立足资源环

境的承载容量,合理规划都市农业发展的空间格局;构建绿色生产体系,倒逼都

市农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加大财政支撑的倾斜力度,确保两市都市农业发展与资

源环境承载力协调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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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期,中国农业生产方式从拼资源拼消耗

向绿色节约调整升级,生态可持续发展成为都市

农业变革的鲜明特征[１].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明确

提出,要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
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都市农业是伴

随现代都市的发展而发育成长起来的新型农业形

态,是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到成熟阶段的产物,是

现代农业发展的 “排头兵”[２].当 前,中 国 正 处

在工业化中后期和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阶段,依托

城市资金、技术、人才、市场等优势资源,紧密

服务于城 市 的 都 市 农 业 面 临 着 资 源 环 境 约 束 趋

紧、人地矛盾问题凸显、城乡发展不均衡等新挑

战,同时也对地区经济、社会及生态系统的可持

续发展造成一定的影响[３].为此,如何建立都市

农业发展和资源环境承载力良性互动的匹配协调

关系已成为现阶段政府相关部门和学术界研究所

关注的重要方向.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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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有关文献可知,当前针对都市农业发展的

研究主要涵盖都市农业的概念界定[４Ｇ５]、多功能性分

析[６]、指标体系构建[７]、评价水平方法[８]及对策措

施[９]等方面.关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研究多集中在

资源承载力与环境容量的含义[１０]、指标选取[３]及测

度标准[１１]等方面.关于都市农业发展与资源环境承

载力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中,多数学者聚焦于都市

农业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或是资源环境禀赋状况

对都市农业发展的作用.李强和周培指出,都市农

业区别于普通农区农业的特殊之处在于所面临的特

殊资源环境约束[８].由于城市是产业和人口密集的

区域,城市规模越大,对产业和人口的虹吸效应越

强,密集程度越高,对自然资源环境的负面影响也

会越大.王晓静等认为都市农业在提高能源效率、
资源生产率等方面具有不言而喻的作用,可以回收

占家庭废弃物２０％的有机物质堆肥用于农业种植,
可以利用雨水和废水以达到间接改善城市水管理的

目的[１２].有学者提出都市农业是将现代农业与城市

发展相融合,能够有效地净化空气,改善气候,为

城市构筑了生态型绿色空间[１３];能够利用现代技术

对农业污染加以有效控制,减少城市的生态足迹,
实现对城市整体环境的保护和有效利用,有助于新

时期城 乡 统 筹 发 展 和 资 源 节 约 型 社 会 目 标 的 实

现[１４].都市农业作为世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

向,能够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保障粮食安全、保育

生态环境,成为世界城市发展的重要趋势[１５].邓楚

雄等强调环境与农业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有利于整

个都市农业系统的可持续发展[１６].良好的生态环境

是发展都市农业的最大优势和宝贵财富,应在推进

更高质量的绿色发展的基础上,实现都市圈内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与农业可持续发展[１７].要达到兼顾都

市农业可持续发展与农业资源环境保护的目的,就

必须采取资源消耗少而使用效率高的方式,走优化

配置都市农业资源的道路[１８].而大中城市应以资源

环境承载力为基准,统筹处理好农业生产保供和农

业生态安全的关系,以生态农业、循环农业为绿色

增长点,注重功能农业的发展,推动形成绿色发展

方式 和 生 活 方 式,进 一 步 促 进 都 市 农 业 可 持 续

发展[１,１９].
总的来说,学者们对都市农业发展与资源环

境承载力各子系统的研究比较深入,相关研究成

果对中国都市农业高质量发展和资源环境保护具

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对两者相互关系的研究多

是单向的促进或是抑制方面的影响,较少将两者

纳入同一 分 析 框 架 剖 析 两 者 之 间 的 双 向 互 动 作

用.中部地 区 占 全 国 １０７％ 的 土 地,承 载 全 国

２８１％的人口,创造全国约２０％的 GDP,是人口

大区、经济腹地与重要市场,在整个经济发展中

充当着重要角色.鉴于此,立足当前中部地区崛

起与再发展的大背景,本文以极具代表性的中部

地区两大中心城市———中原腹地省会郑州市和副

省级省会 武 汉 市 为 例,基 于 ２００６—２０１７ 年 两 市

都市农业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综合水平指标

评价体系,采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
并对比探究了都市农业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

协调效应,进而得出研究结果和政策建议,以期

为推动中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政府相关部门

制定促使都市农业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两者互

动耦合的有关政策提供有益参考.

１　都市农业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协调推进

机理

　　都市农业是地处城市化地区及周边延伸地区,
依托大城市优势资源,紧密服务于城市的多层次、
多形态、多功能的现代产业[２０].其本质在于强调

农业生产与人、都市和自然诸方面的和谐[２１].资

源承载力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资源的数量和质量,是

对该空间内人口的基本生存与发展的支撑能力[２２];
环境承载力即环境容量,是指在一段时间里,在设

定的研究地区或者某现实区域中,环境对人类各项

经济活动的包容度,即该区域环境所能承受的人类

活动的临界值[１０].都市农业具有生态涵养功能,
且生产多通过现代先进技术,采用集约化模式推进

农业规模化发展,能够充分利用有限资源,提高土

地的产出效率和劳动生产率.资源环境承载力是在

满足资源环境容量的前提下,为生产活动提供必要

的发展资源与环境屏障.都市农业发展是资源环境

承载力得到保障的有效方式和必要途径,资源环境

承载力是都市农业发展的前提要求和重要支撑.为

此,两者之间存在着互相促进、相互影响的关系

(图１).
都市农业发展对资源环境承载力的保障作用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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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都市农业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协调推进机理

表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都市农业发展可以提高

城市资源环境的容载量.都市农业发展不仅是确保

家庭粮食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在可持续城市

化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２３].据 FAO估计,目

前有超过８亿人从事都市农业,其生产的粮食占全

球粮食总量的１５％以上[２４];对解决当前食物系统

的一系列环境和社会问题起到越发重要的作用[２５];
并可以促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而改变传统

生产方式,提升资源的利用效率[２６].第二,都市

农业通过发挥其生态功能作用于资源环境承载力.
都市农业不应被理解为公园的替代品,而应被理解

为具有独特价值的绿地供给的补充形式[２７];都市

农业具有调节气候、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等功能,
能够提高城市环境质量水平.

资源环境承载力对都市农业发展的支撑作用

体现在,资源和环境为都市农业发展提供要素来

源.与传统农业发展不同,都市农业突出强调清

洁优美 的 环 境,这 也 是 农 业 成 为 城 市 景 观 的 前

提[１４].一个地区能够容纳多少人口,并不取决于

当地的幅员大小,而是取决于当地的资源能够维

持多少人的生存和发展[１１].都市农业主要是依赖

于城市及周边地区的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

要素,并通过技术和制度等政策环境的作用使要

素资源发挥其最优价值.当然,资源环境承载力

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都市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随着现代技术的进步以及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改

变,加上都市农业高质量发展目标的要求,资源

环境对 都 市 农 业 发 展 的 支 撑 作 用 越 来 明 显.为

此,要注意对环境和资源的容量开发的闭值,不

能以破坏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和资源的容

量为代价[１０],推进都市农业与资源环境承载力协

调有序发展.

２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２１　指标体系构建与数据来源说明

参考已有研究成果,结合郑州市和武汉市自然、
经济、社会等现实发展情况,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

和有效性,并在遵循科学性、系统性、可比性以及

可操作性的基础上[２８],本文从生产功能、经济功

能、社会功能及生态功能４个维度选取１４项二级指

标作为两市都市农业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从环

境容量与资源承载力两方面选取８项二级指标作为

两市资源环境承载力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表１).相

关测 度 数 据 主 要 来 源 于 «中 国 城 市 统 计 年 鉴»
(２００７—２０１８年)、 «河南统计年鉴»和 «湖北统计

年鉴» (２００７—２０１８年)、 «河南农村统计年鉴»和

«湖北农村统计年鉴»(２００７—２０１８年)、«郑州统计

年鉴»和 «武汉统计年鉴» (２００７—２０１８年)以及

郑州市统计局 «郑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

报»和武汉市统计局 «武汉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统计公报»等相关统计资料.个别缺失数据主要是

通过指标之间的内在转换关系与年度趋势演变情况

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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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都市农业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系统层 目标层 指标层

都市农业发展系统

要素内容

生产功能

经济功能

社会功能

生态功能

权重

郑州市 武汉市

０２９ ０２８

０２２ ０２２

０２１ ０１７

０２８ ０３２

具体指标

耕地产出率 (元/hm２)
农业劳动生产率 (元/人)

单位面积农业机械总动力 (１０４kWh/１０３hm２)
有效灌溉率 (％)

人均都市农业产值 (元/人)
都市农业就业价值 (元)
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

乡村就业结构水平 (％)
城乡居民收入比值

都市农业产值占城市 GDP比重 (％)

耕地覆盖率 (％)
化肥施用强度 (t/１０３hm２)
农药使用强度 (t/１０３hm２)

农用塑料薄膜使用强度 (t/１０３hm２)

权重

郑州市 武汉市

００７
００８
００７
００７

００８
００７
００４
００９

００８
００７
００７

００８
００７
００７

００６
００７
００８

００４
００８
００４

００８
００８
００６
００７

００７
００９
００８
００９

功效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负向

正向

正向

负向

负向

负向

资源环境承载力系统

环境容量 ０５０ ０５３

资源承载力 ０５０ ０４７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m２) ０１４ ０１２ 正向

人均拥有道路面积 (m２) ０１１ ０１２ 正向

城市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 (标台) ０１３ ０１６ 正向

垃圾粪便无害化处理率 (％) ０１２ ０１３ 正向

人均耕地面积 (亩) ０１３ ０１２ 正向

人口密度 (人/km２) ０１２ ０１２ 负向

人均自来水年供水量 (m３) ０１２ ０１１ 正向

人均生产总值 (元) ０１３ ０１２ 正向

　　注:１亩＝１/１５hm２.

２２　熵值法及综合评价函数

熵值法主要是根据评价指标信息熵数值大小来

衡量受测对象变异程度,以此说明其在综合指标体

系中所占权重的大小,是一种比较客观的指标赋权

方法[２９Ｇ３０].参考邢颖等的分析方法[３１],采用熵值法

对郑州市和武汉市都市农业发展和资源环境承载力

两大系统进行指标权重的计算,进而测度其综合发

展水平.计算过程如下.
(１)定义标准化,根据熵值法的原理确定本研

究中评价指标体系中n 个事物m 个评价指标的信息

熵ej为:

fij ＝xij＇/∑
m

j＝１xij,ej ＝－k(∑
n

i＝１fijlnfij),

(i＝１,２,,n;j＝１,２,,m)
(２)根据信息熵值ej计算信息效用值hj,并确

定评价指标的权重wj为:

hj ＝１－ej,wj ＝
hj

m－∑
m

j＝１hj

,(∑
m

j＝１wj ＝１)

(３)依据评价指标的权重wj,得出两大系统的

综合评价函数分别为:

f(x)＝∑
n

i＝１XijWij,f(y)＝∑
n

i＝１XijWij

式中,Xij代表各单项指标标准化后的值,Wij

代表指标的具体权重,f(x)表示都市农业发展水

平的综合评价函数,f(y)表示资源环境承载力水

平的综合评价函数.

２３　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模型

所谓耦合,主要是用来刻画两个及多个要素或

系统之间通过某种方式发生作用以致相互影响和作

用的现象;而耦合度则是用来表征上述影响和作用

程度的衡量尺度.为了能够明确都市农业发展与资

源环境承载力之间交互作用的性质与程度,构建两

大系统的耦合度模型.

C＝
f(x)×f(y)

∏[f(x)＋f(y)]{ }
１/２

式中,C 为都市农业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

系统耦合度值;f(x)表示都市农业发展系统的综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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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发展水平,f(y)表示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综合发

展水平.
进一步地,为识别出都市农业发展与资源环境

承载力之间是否存在两大系统均在偏低水平下而产

生的伪协调,明晰两者在不同年度随时间演变而呈

现出的交互作用的具体协调程度,为此引入耦合协

调度模型:

D＝(C×T)１/２

T＝αf(x)＋βf(y)
式中,D 为都市农业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

耦合协调度值;T 为两大系统的综合发展指数,α、

β分别为都市农业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贡献系

数,且α ＋β ＝１.研究中,α、β的具体权重取值

主要是依据各系统自身的重要性和两系统协调发展

中的交互程度.本文主要参考黎孔清和孙晓玲的研

究[３],并考虑到现实情况下都市农业发展与资源环

境承载力相互作用、互利共生的贡献度不分上下,
故而将α、β均赋值为０５.

２４　耦合协调度分类与等级划分标准

参考和借鉴赵颖文和吕火明关于耦合协调度分

类及其等级划分的相关研究成果[３２],根据都市农业

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两系统耦合协调度大小的具

体程度,本文将耦合协调度等级按照０~１的数值划

分为４个连续不同的等级区间,以更直观地反映要

素或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程度.具体分类及等级划

分标准见表２.
表２　耦合协调度分类与等级划分

耦合协调度区间 耦合协调等级 耦合协调状态 表现特征

D ∈ (０８,１０] I 高度耦合 　说明两系统处于高度协调状态,且各子系统间可以实现良性发展

D ∈ (０５,０８] II 耦合阶段 　说明两系统处于良好发展状态,但各子系统间协调发展程度比较不一致

D ∈ (０３,０５] III 拮抗阶段
　说明两系统处于协同发展的低级阶段或轻度失调阶段,至少有一个子系统的发

展水平比较滞后,且两者互动发展过程中存在较为明显的矛盾

D ∈ (０,０３] IV 低水平协调 　说明两系统处于失调态势,且至少有一个子系统已经濒临或处于失调状态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都市农业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各子系统时序

演变分析

２００６—２０１７年郑州市和武汉市都市农业发展综合

水平指标评价中,生产功能和经济功能整体上呈现出

不断提升的态势,社会功能变动趋势较为平稳,生态

功能在整个考察期表现出上下波动变化的特征 (图２
和图３).其中,农业劳动生产率和有效灌溉率对生产

功能子系统的作用比较明显,这主要得益于农业科技

水平的提高.作为省会城市,郑州市和武汉市具有吸

纳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集聚效应,加之良好的耕

作条件,使其生产效率和能力大大提高.经济功能子

系统中,人均都市农业产值对其影响较大,究其原因

主要是都市农业在发展之初的功能定位就是为满足居

民对 “菜篮子”产品的有效需求,这在一定程度上也

推动了都市农业的发展,增加了产业的产值.都市农

业生态功能上下波动,但近几年有所上升的原因是国

家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政策,两市更加注重环境

保护,以期推动都市农业高质量发展.

图２　２００６—２０１７年郑州市都市农业子系统发展水平时序演变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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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２００６—２０１７年武汉市都市农业子系统发展水平时序演变趋势

２００６—２０１７年郑州市和武汉市资源环境承载力

综合水平指标评价中,环境容量在整个考察期内总

体上是趋于上升的发展态势,郑州市和武汉市环境

容量的发展水平分别在２０１２和２０１０年前后开始逐

渐超过资源承载力的发展水平,郑州市资源承载力

呈现出波动变化的趋势,武汉市资源承载力变化比

较平稳 (图４和图５).环境容量子系统中,人均公

共绿地面积的增加是促使环境容量发展水平提升的

重要原因.郑州市和武汉市为打造国家中心城市的

建设高地,近年来在保障三大产业发展水平显著提

升的同时,越来越重视环境保护的问题,严查高污

染行业,责令停改一批不合规的生产企业,并加大

对生态环保企业的财政支持力度.当然,两市作为

省会城市,在吸纳各种生产要素的同时,也造成了

城市人口密度增大、人均耕地面积减少等,一定程

度上阻滞了资源承载力子系统的发展水平.

图４　２００６—２０１７年郑州市资源环境承载力子系统发展水平时序演变趋势

图５　２００６—２０１７年武汉市资源环境承载力子系统发展水平时序演变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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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都市农业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综合水平测度

分析

郑州市和武汉市都市农业综合发展水平总体上

处于波动上升趋势,综合发展值从２００６年的０３５
和０１７分别提 升 到 ２０１７ 年 的 ０６６ 和 ０６６.其

中,郑州市２００７年都市农业综合发展值出现最小

值,为０２９;２０１７ 年 出 现 考 察 期 的 最 大 值,为

０６６ (图２和表３);武汉市２００６年都市农业综合

发展值出现最小值,为０１７;２０１７年出现考察期

的最大值,为０６６ (图３和表３).两市都市农业

在整个考察期能够保持增长态势,得益于国家对都

市农业发展的重视以及地区经济发展要求.从整个

研究期间来看,郑州市都市农业发展水平总体上高

于武汉市都市农业发展水平,究其原因有:一是从

城镇化、工业化的发展速度来看,武汉市要快于郑

州市,武汉市建成区扩张更快,土地利用不断变

化,对都市农业空间发展的占据更明显;二是武汉

市二、三产业整体发展水平要高于郑州市,二、三

产业对第一产业发展的挤压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

都市农业的发展.

表３　２００６—２０１７年两市都市农业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综合水平及耦合协调度

年份
f(x) f(y) C D 耦合协调等级

郑州市 武汉市 郑州市 武汉市 郑州市 武汉市 郑州市 武汉市 郑州市 武汉市

２００６ ０３５ ０１７ ０４５ ０８５ ０５０ ０３７ ０４５ ０４３ III III

２００７ ０２９ ０２３ ０５３ ０８８ ０４８ ０４１ ０４４ ０４８ III III

２００８ ０３５ ０２０ ０２９ ０７７ ０５０ ０４０ ０４０ ０４４ III III

２００９ ０４５ ０２４ ０３８ ０８２ ０５０ ０４２ ０４６ ０４７ III III

２０１０ ０４６ ０３０ ０３５ ０３３ ０５０ ０５０ ０４５ ０４０ III III

２０１１ ０４６ ０３５ ０３５ ０４１ ０５０ ０５０ ０４５ ０４４ III III

２０１２ ０４８ ０４４ ０３１ ０８６ ０４９ ０４７ ０４４ ０５５ III II

２０１３ ０５３ ０５６ ０３５ ０８４ ０４９ ０４９ ０４６ ０５９ III II

２０１４ ０５５ ０４９ ０４０ １００ ０４９ ０４７ ０４８ ０５９ III II

２０１５ ０６２ ０５７ ０４１ ０９１ ０４９ ０４９ ０５０ ０６０ III II

２０１６ ０６０ ０５８ ０５１ ０８５ ０５０ ０４９ ０５３ ０５９ II II

２０１７ ０６６ ０６６ ０６７ ０８８ ０５０ ０４９ ０５８ ０６２ II II

　　郑州市和武汉市资源环境承载力在整个考察期

的变动较为明显,综合发展值分别从２００６年的０４５
和０８５提升到２０１７年的０６７和０８８.其中,郑州

市２００８年资源环境承载力综合发展值是０２９,为最

小值;２０１７年综合发展值是０６７,为最大值 (图４
和表３);武汉市２０１０年资源环境承载力综合发展值

是０３３,为最小值;２０１４年综合发展值是１００,为

最大值 (图５和表３).考察期内,郑州市资源环境

承载力的波动主要有３个较为明显的阶段,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年下降明显,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缓慢下降,２０１３—

２０１７开始恢复增长态势.武汉市资源环境承载力的

波动幅度大于郑州市,在考察期内呈现出波动上升

下降的趋势.总的来看,武汉市资源环境承载力在

整个考察期内要高于郑州市资源环境承载力.两市

作为中原城市群的中心城市和长江经济带的核心城

市,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中伴随着资源环境

的双重约束,但资源环境容量所能承载的人类社会

经济活动的能力也在不断提高.２００６—２０１７年,郑

州市常住人口从７２４３万人增加到９８８１万人,武

汉市常住人口从８７５万人增加到１０８９３万人 ;郑

州市农民人均纯收入从５５５９元增加到１９９７４元,
武汉市农民人均纯收入从４７４８元增加到２０８８７元,
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提高.郑州市人均自来水年供水

量由２００６年的９７１m３减少到２０１７年的６２１m３;
作为 “百湖之市”的武汉市人均自来水年供水量由

２００６年的１０６２m３增加到２０１７年的１３０４m３;郑

州市人均公共绿地面积由２００６年的８７m２增加到

２０１７年的１３２ m２,武汉市人均公共绿地面积由

２００６年的９３m２增加到２０１７年的１０９m２,两市资

源环境承载压力较大,但生态文明建设效果较显著.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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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都市农业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耦合度及耦合

协调度分析

２００６—２０１７年郑州市和武汉市都市农业发展与

资源环境承载力两大系统之间的耦合度C 基本保持

平稳变动态势,波动幅度较小,两者耦合度大致维

持在０４~０５ (表３).这表明两市都市农业发展与

资源环境承载力之间的互动作用关系在整个考察期

内一直存在并不断调整优化,两系统相互依赖、相

互影响;从都市农业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耦合度

整体发展趋势来看,两者之间的交互作用会继续持

续下去,但受制于各子系统自身发展情况的约束,
两系统耦合度的提升过程比较缓慢.从都市农业发

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两大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度D 可

以知道,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总体上呈现出小幅增

长态势,从整个考察期来看,武汉市都市农业发展

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两大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度D 要高

于郑州市.其中,郑州市耦合协调度D 由２００６年

的０４５上升到２０１７年的０５８,武汉市耦合协调度

D 由２００６年的０４３上升到２０１７年的０６２.郑州市

协调状态在２００６—２０１５年处于负向耦合的拮抗阶

段,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转变为正向耦合的耦合阶段;武

汉市协调状态在２００６—２０１１年处于负向耦合的拮抗

阶段,２０１２—２０１７年转变为正向耦合的耦合阶段

(表３).
由于郑州市都市农业起步较晚,发展水平较低,

都市农业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间的耦合协调度不

高.«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南省新型城镇化规

划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的通知»的出台,强调以人为

核心,注重城乡统筹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对都市

农业的发展提出了更高质量的要求,要在发展中更

加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的原则.郑州市出台 «郑州市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郑州市２０１７年都市生态农

业产业发展专项实施方案的通知»,突出强调了都市

农业的生态功能,推动都市农业可持续发展.而有

“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市是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
早在２０００年武汉市政府明确提出了发展都市农业的

战略部署,２０１２年又制定了 «武汉市现代都市农业

发展空间布局规划 (２０１２—２０２０年)».武汉市不

断调整经济发展结构,推进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

型社会建设,注重发展都市农业,农业发展政策也

不断落地实施;并通过采取经济、法律等制度措施,

提高全社会的资源使用效率,落实以资源环境承载

力为基础,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可持

续发展,使得武汉市都市农业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

力间的耦合协调度在整个考察期内高于郑州市,且

二者协调度不断提升.

４　结论与建议

４１　结论

２００６—２０１７年郑州市和武汉市都市农业发展的

综合水平增势明显,但增长态势较不稳定.究其原

因,生产功能和经济功能的充分发挥是促使都市农

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而化肥、农药以及农用

塑料薄膜使用强度的增大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生态

功能的发挥,进而影响都市农业的又好又快发展;
且社会功能的作用还没有完全凸显出来.在考察期

内,两市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综合水平呈现出上升趋

势,但个别年份波动较大.其中,人均公共绿地面

积和城市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的增加是环境容

量在考察期总体上表现出不断上升的主要原因.而

人均耕地面积的减少与人口密度的不断增加等是资

源环境承载力出现下降趋势,从而制约资源环境承

载力总体发展水平不可忽视的一环.且整个考察期

内,都市农业发展的整体水平要远滞后于资源环境

承载力的总体水平,说明两市都市农业发展的任务

更加急迫、潜力更为明显.
总的来说,２００６—２０１７年郑州市和武汉市都市

农业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两大系统互相依赖又相

互制约,协调状态从拮抗阶段转变为目前的耦合阶

段,距离高度耦合阶段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当然,
尽管两市都市农业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之间的耦

合协调程度不高,但从考察期整个时序演变特征角

度可知,两者之间的协调关系趋向于向良性互动的

方向逐渐变化.因此,为尽快实现两大系统从当前

的初级耦合阶段向高度耦合阶段持续迈进,需充分

发挥都市农业发展对资源环境承载力的保障作用和

资源承载力对都市农业发展的支撑作用,以实现两

者协同推进、协调发展的要求和目标.

４２　建议

本文以郑州市和武汉市２００６—２０１７年都市农业

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指标数据为基础,采用熵

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了两系统之间的协调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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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结果表明:都市农业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总

体水平均呈波动上升态势,耦合度在０４~０５小幅

变动,协调状态从拮抗阶段转变为目前的耦合阶段,
距离高度耦合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为此,提出建立

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协同推进模式.
第一,立足资源环境的承载容量,合理规划都

市农业发展的空间格局.两市在追求二、三产业发

展速度的同时,应持续落实 “两型社会”建设的发

展要求,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追求高

质量的经济发展,注重资源的合理配置[３３];坚持贯

彻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扩大人均公共绿地等

的覆盖面积,保护生态环境,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与此同时,建立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协调的

都市农业发展空间格局;重点围绕绿色蔬菜、优质果

木、多样花卉和特色休闲观光农业等主导产业,突出

区域集中布局,建设都市生态农业观光园、采摘园、
寓教于乐园等点线面有机结合的发展格局,提高都市

农业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耦合协调水平.
第二,构建绿色生产体系,倒逼都市农业实现

高质量发展.借助国家实施科技兴农、绿色兴农、
质量兴农发展战略的大好机会,两市应充分利用城

市地区的资金、技术、人才、市场等资源禀赋优势

条件,形成以农业技术为支撑、高标准生产规范为

约束、科学化管理为保障的都市农业绿色生产体制

机制[３４].加快先进科学技术的转化成果,加大农业

绿色生产技术的推广和应用,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
促进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延长都市农业产业

链,提高人均都市农业的产值水平等[３５Ｇ３６];疫情期

间,更要保障居民 “米袋子”“菜篮子”产品的有效

供给,助推都市农业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
第三,加大财政支撑的倾斜力度,确保两市都

市农业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协调推进.都市农业

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两大系统的良性互动需要必

要的政策引导和支持.两市应加大财政对公共基础

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化解都市农业高质量的基础

设施短板,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提高居民的公共满

意度[３７].此外,应在工业化、城镇化加快推进的过

程中,投入必要的财政资金以支持都市农业的精细

化、规模化、标准化生产,对科技含量高、行业污

染小、产品竞争力强的农业企业或是相关经营者给

予一定的财政资金奖励,以保障都市农业发展与资

源环境承载力两者协调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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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激活农村闲置宅基地成为乡村振兴中的一项艰巨任务.本文基于课题组乡村振

兴专题调研和文献分析,对农村宅基地闲置的主要类型及其成因进行了深入分析,并

提出了闲置宅基地分类治理对策.研究发现:农村宅基地闲置类型可以分为建新不拆

旧闲置、继承宅基地闲置、批而不建闲置和外出务工季节性闲置４种闲置类型;农村

宅基地出现大量闲置既有历史因素,也受现实影响,但究其根本原因,主要是 “一户

一宅”政策落实不到位、宅基地集体所有权虚位、宅基地流转不出村限制和宅基地退

出机制不完善等.因此,本文针对不同宅基地闲置类型,从加强监管,严格落实 “一

户一宅”规定;有偿退出,鼓励村民腾退多余宅基地;强制收回,逐步清退村内未建

宅基地;产业带动,提 高 闲 置 宅 基 地 利 用 效 率 等 方 面 提 出 了 闲 置 宅 基 地 分 类 治 理

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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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农村宅基地的权属和使用原则是集体所有、农

户使用、“一户一宅”,其出发点是实现农民 “居者

有其屋”,具有 “福利化”“无限期”和 “非市场化”
等显著特征.随着城镇化、工业化快速推进,农业

从业人员大幅减少与进城务工人员数量大幅增加并

存,农村成为众多中青年劳动力 “候鸟式”居住地,
农房空置与宅基地使用率低下现象日益凸显,闲置

宅基地与农房治理成为学术界和政府管理部门关注

的焦点问题,更成为社会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根

据国家统计局最新资料显示,２０１９年年末中国城镇

化率已经达到６０６％[１].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迁

移,使得农民与农村宅基地之间的 “脐带”关系被

打破.农民对宅基地建房满足居住需求日益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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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农房随着农民进城常年无人居住,农村地区宅

基地闲置和农房空置现象与日俱增[２].现阶段农村

地区大量闲置宅基地的长期存在,不仅造成了土地

资源的极大浪费,同样使得许多村庄呈现出触目惊

心的荒芜破败景象,最终阻碍农村经济社会的可持

续发展[３].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中国的现代化

绝对不能走 “一边是繁荣的城市,一边是破败的农

村”的道路,并针对耕地红线问题提出要 “严防死

守”,切实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要求.
国内学者对农村闲置宅基地成因、规模与治理

模式等方面的研究给予了高度关注.在宅基地闲置

成因的研究方面,学者们普遍将农村宅基地闲置原

因归结为经济发展[４]、政策管理[５Ｇ６]和制度设计[７]

等,也有学者认为现阶段闲置宅基地的大量出现受

村民相互攀比心理和投资观念缺乏等因素影响[８].
在宅基地闲置规模的研究方面,由于宅基地闲置范

围广,测算难度大,目前学者们大多是通过抽样调

查的方法对农村宅基地闲置规模进行估算.李剑阁

在对２７４９个村庄调查后估算出农村闲置宅基地比例

为１０４％[９].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通过

对１４０个调研村庄宅基地闲置状况进行实地调研后

得出２０１８年农村宅基地闲置程度平均为１０７％,农

村宅基地闲置问题日益普遍[１０].在闲置宅基地治理

模式的研究方面,学者们通过理论分析和案例研究

等方式进行了大量探讨.例如,有学者尝试从制度

构建[１１]和产权配置[１２]等方向引导闲置宅基地流转与

退出,探讨闲置宅基地治理模式.此外,学术界对

于浙江、天津、重庆等地的闲置宅基地治理模式的

相关案例研究也日益丰富[１３Ｇ１５].从已有研究来看,
目前学术界在农村闲置宅基地的成因、现状和治理

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少有文献针对闲置宅基

地的类型划分和分类治理展开研究,对于闲置宅基

地的探讨仍然较为笼统抽象.因此,本文旨在通过

对农村宅基地闲置的主要类型和根本原因进行深入

分析,并有针对性地提出闲置宅基地分类治理对策,
以期为激活农村闲置宅基地、提高土地资源效率提

供决策参考.

２　农村宅基地闲置的主要类型

明确宅基地闲置类型是激活农村闲置宅基地的

前提和关键.中国农村宅基地面积约占农村集体建

设用地面积的７０％,但其中有１/３长期处于闲置和

低效利用状态[１６].结合课题组长期驻村蹲点调研,
农村闲置宅基地按照形成原因可以划分为建新不拆

旧闲置、继承宅基地闲置、批而不建闲置和外出务

工季节性闲置４种主要类型.

２１建新不拆旧闲置

建新不拆旧闲置是农村地区宅基地闲置的主要

类型之一.在农村地区,农民建新房不拆旧房主要

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地理因素造成的建新不拆

旧.部分村民由于旧宅基地所在区域位于陡坡或缺

少水源,自然地理条件恶劣,不再适宜继续居住,
其在村集体安排下统一搬迁至新宅基地后,旧宅基

地已经失去居住价值.由于回收这些旧宅基地耗时

耗力且再利用存在难度,村集体在村民统一搬迁后,
往往没有按照相关规定及时收回旧宅基地,造成了

旧宅基地的闲置荒废.另一种情况是农民主观因素

造成的建新不拆旧.近些年来随着农民收入水平的

不断提高,在农村地区掀起了建房热潮.农民不再

仅局限于追求 “有地可居”,而是更加期望能够 “择
地而居”.其倾向于在地势好、交通好、风水好的地

方建造新宅,导致新建住宅不断向外扩展,旧宅基

地闲置废弃加剧[１７].按照相关规定,村民经批准易

地建造住宅的,应严格按照 “建新拆旧”要求,将

原宅基地退回村集体[１８].但是村民在新建农房中生

活后,虽然旧宅基地及其上农房利用率低下,却依

然将其作为自身资产予以保留,并未将旧房拆除和

将旧宅基地使用权退回村集体.究其原因,在农民

观念中,宅基地及农房是家族世代相传的永久性财

产,不应当存在 “建新拆旧”的问题.加上许多地

区宅基地管理缺位,导致农村地区建新房热情高涨,
退旧宅困难重重,闲置荒芜宅基地和农房不断增多.

２２　继承宅基地闲置

宅基地及农房不仅是农民的生活起居场所,更

是农民 “家庭”概念的具象化[１９].农村地区子女

继承祖辈宅基地被认为理所当然.在课题组调研过

程中,当 问 及 “子 女 是 否 可 以 继 承 宅 基 地 时”,

１３５５个样本中９８２％的农户认为子女拥有宅基地

继承权,其中有８７０％的农户认为继承权不受子

女户籍影响.事实上,子女继承的是房屋,而不是

宅基地.中国在 «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

规定»(国土 〔籍〕字第２６号)第４９条中明确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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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继承房屋取得的宅基地,可确定集体土地建设

用地使用权”[２０].根据 “地随房走”原则,当父母

过世后,即使子女已经拥有宅基地或已经转为非农

户口,仍然可以通过继承房屋完整产权而获得父辈

宅基地的使用权.但是由于继承祖宅往往发生在子

女成年以后,若子女户籍属于本集体经济组织,在

分户时已经向村集体申请新宅基地另行建房,其对

于继承的父辈宅基地并没有居住需求;若子女已经

转为非农户口且在城镇定居生活,其继承的宅基地

和农房也并无实质性用途.然而子女在 “继承”宅

基地后,一是出于祖宅情结的考虑,希望能够保留

祖辈遗留的旧宅基地以延续家族情感;二是出于经

济利益的考虑,农村地区 “有土斯有财”观念根深

蒂固,所以即使子女继承宅基地和农房后并没有居

住需求和其他实质用途,也不愿把宅基地按规定交

回村集体.同时由于打理闲置宅基地和农房的成本

偏高,农民继承后往往疏于修缮打理,使得宅基地

逐年荒废,从而造成一部分宅基地的闲置浪费.

２３　批而不建闲置

批而不建闲置宅基地是指已经在国土部门批准

超过两年,仍未动工或未建成的宅基地.虽然在

«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国土 〔籍〕
字第２６号)中已经明确规定 “空闲或房屋坍塌、拆

除两年以上未恢复使用的宅基地,不确定土地使用

权.已经确定使用权的,由集体报经县级人民政府

批准,注销其土地登记,土地由集体收回[２０]”.但

是这一规定过于笼统抽象,没有充分考虑到全国不

同农村地区闲置宅基地回收中的复杂情况,导致其

操作性不强,在一些宅基地管理松散地区,宅基地

批而不建现象依然存在.由于目前中国大多数农村

地区宅基地仍然实行无偿分配和无期限使用的规定,
村民在 “占地思想”的影响下,一味追求宅基地的

面积和数量,一旦符合申请条件便会积极向村集体

申请宅基地.但是部分村民在申请宅基地时没有考

虑到建房资金问题,在宅基地申请得到审批后往往

由于资金困难无法动工建房,宅基地便就此闲置下

去.在要求审批通过后两年内动工建房的地区,村

民会在宅基地上搭上临时房防止宅基地被收回.此

外,还有部分村民受封建迷信思想影响,在建房选

址时要看风水、看时辰,其在获批宅基地 “风水不

佳”的情况下会放弃在该处建房或自行寻找位置建

房,“批甲地,用乙地;批差地,用好地”的情况屡

见不鲜.农村宅基地批而不建使得宅基地批多建少,
造成宅基地资源闲置浪费.

２４　外出务工季节性闲置

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过程中,城乡就业

比较收益差距不断拉大,推动农村富余劳动力大规

模进城务工.从外出务工的时间和空间上划分,既

有离土又离乡的常年外出务工,也有离土不离乡的

“候鸟式”务工,而外出务工农民的短期流动和往复

进城造成农村部分宅基地的 “季节性闲置”[２１].统计

数据显示,２０１９年中国农民工总量达到２９０７７万人,
比２０１８年增加６５３５万人,增长２９０％.其中到本

乡外就业的外出农民工为１７４２５万人,占农民工总

量的６０％,比２００８年增加３３８４万人,增长２４１％
(图１).

图１　２００８—２０１９年中国农民工规模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２００９—２０１９年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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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图１可以看出,随着中国城镇化和工业化步

伐的加快,农民工规模持续扩大,越来越多的农民

放弃在农村务农,选择外出务工谋生.２０１９年中国

共有１３５００万进城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总数的

７７４％①[２２].但是由于中国城乡二元体制的存在,
进城农民工难以与城镇居民享受同等条件的医疗、
养老、子女教育等社会保障待遇,加上户籍制度和

城市高房价等因素的制约,进城务工农民难以在城

市真正扎根.这些农民工常年住在单位宿舍、工地

工棚或与他人合租,只有在农忙时节或清明节、春

节等重大节日才返回村内暂时居住,其宅基地及农

房常年无人居住,处于闲置状态.国务院发展研究

中心课题组基于对２０多个城镇６２３２名进城务工人

员进行问卷调查后发现,有６６７％的农民工希望在

进城定居后能够继续保留农村的宅基地和房产[２３].
这是由于中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农村宅

基地实际上承担了重要的社会保障功能,是进城农

民生产生活的最后一道防线[２４].因此即便这些外出

务工农民几乎不在村内居住,也不愿放弃在村内的

宅基地及农房,从而使宅基地长期处于低效利用状

态,出现宅基地 “季节性闲置”现象.

３　农村宅基地闲置的根本原因

农村地区出现宅基地闲置受到历史和现实多重

因素影响.结合实地调研情况,农村宅基地闲置的

根本原因可以归纳为 “一户一宅”政策落实不到位、
宅基地集体所有权虚位、宅基地流转不出村限制和

宅基地退出机制不完善４个方面.

３１　 “一户一宅”政策落实不到位

“一户一宅”政策落实过程中的差异性、矛盾

性、复杂性造成农村地区建新不拆旧、 “一户多宅”
等行为屡禁不止. «中国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以下简称 «土地管理法»)第６２条规定 “农村村

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２５]. “一户一宅”政策

是为了确保农村宅基地在初始取得上具有公平性,
保证农民 “户有所居”,同时也是为了防止农村土地

资源被无节制消耗.然而,即使早在１９９８年 «土地

管理法»中就已经明确了 “一户一宅”政策,但是

这一政策在具体落实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造成农

村宅基地闲置.其一, “户”的概念无严格界定.
«土地管理法»中虽然规定了以 “户”为单位的宅基

地使用权申请原则,但是对于 “户”的内涵并没有

做出明确阐释,造成 “一户一宅”政策在实际落实

过程中的差异性.在实际调研中发现,不少村民和

村镇干部将户籍制度中的 “户”与共同生活的 “户”
等同起来,认为只要村集体成员成年或结婚后,无

论他们是否已经分户,都应当能够分配宅基地.
“户”的概念界定不清造成村民对于 “一户一宅”政

策的认可度不高,大大降低了 “一户一宅”政策的

实践效能.其二,相关法律条文的矛盾.«土地管理

法»不仅明确了 “一户一宅”政策,同时也规定了

已拥有一处宅基地使用权的人,可因买卖、出租、
赠予和继承等合法原因获得两处以上宅基地使用权,
无法按照 “一户一宅”政策要求,因此出现了一大

批 “过程”合法而 “结果”不合法的 “一户多宅”,
成为农村宅基地闲置的重大隐患[２６].其三,政策宣

传不到位.按照 “一户一宅”政策要求,每户家庭

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多余宅基地要交回集体.但

是在课题组调研过程中,仅有６０２％的受访农户知

道 “一户一宅”规定.部分农民不清楚 “一户一宅”
的法律规定,导致农民出于投机心理,建新不拆旧、
一户多占等行为屡禁不止,这种 “一边占用,一边

浪费”的情形加剧了宅基地闲置.

３２　宅基地集体所有权虚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１０条和 «土地管理

法»第８条规定: “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

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

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２５,２７].”
这表明宅基地集体所有权已经在法律层面得到明

确.然而在实践层面,宅基地集体所有权往往只表

现为一种法律概念,村集体经济组织并没有很好地

行使其对于宅基地的分配、利用、监督、处置和回

收等权利,在实际上造成所有权虚位,进而给农村

宅基地闲置现象带来不良影响[２８].一方面,宅基

地使用权固化导致集体所有权 “有名无实”.法律

规定宅基地所有权归集体所有,村民只拥有宅基地

使用权.但是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宅基地使用权的

期限,加上 “地随房走”原则使得宅基地能够与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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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国家统计局主要指标解释,农民工指户籍仍在农村,
在本地从事非农产业或外出从业６个月及以上的劳动者;外出农民

工指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外从业的农民工,进城农民工指居住在城

镇地域内的农民工.



屋一同由子女继承使用,而不需要交回村集体重新

分配[２９].宅基地使用权的无期限使用和家族内继

承使得宅基地所有权日益固化在农民手中,造成村

民对于宅基地权属认知不清,从而出现 “一户多

宅”、批而不建等滥用权利的现象,致使村内闲置

宅基地 日 益 增 多,也 加 剧 了 宅 基 地 使 用 权 的 虚

位[３０].另一方面,宅基地处置权虚化导致集体所

有权 “有心无力”.面对因建新不拆旧或批而不建

等原因造成的宅基地闲置,村集体有权依法收回宅

基地使用权.但是在实际执行时却缺乏具体依据和

程序规范,加之受制于农村人情观念和地上建筑物

等因素影响,村集体虽然拥有宅基地所有权,但面

对闲置宅基地却无权处置,很多时候只能暂时搁

置,造成大量宅基地的长期闲置.

３３　宅基地流转不出村限制

农村宅基地制度限制流转不出村,其出发点和

目的是保护农村土地资源和保障农民基本生存条件.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执行有关农村集体建设用地

法律和政策的通知» (国办发 〔２００７〕７１号)规定

“农村住宅用地只能分配给本村村民,城镇居民不得

到农村购买宅基地、农民住宅或 ‘小产权房’[３１].”
“宅基地流转不出村”的规定仅允许宅基地使用权在

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以出租、转让的方式进行流转,
而不得向本集体以外包括城镇居民在内的主体流转,
且要求宅基地的受让人必须没有宅基地和农房[３２].
由于宅基地只能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进行流转,
而 «土地管理法»第６２条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

有一处宅基地,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基本都

拥有宅基地的情况下,宅基地理论上可以流转,实

际上无法操作.许多村民常年在外地务工,只有在

农忙或春节等重大节日才会返乡,还有一些村民虽

仍保留农村户籍但实际已在城市定居,这些农民的

宅基地和农房既无法被村集体收回,也受到 “流转

不出村”的限制,其宅基地在城镇化过程中处于常

年闲置状态.现阶段宅基地 “流转不出村”的限制

严重束缚了农民对于宅基地及其上农房处置的权利,
造成了宅基地的不合理配置和低效利用,从而导致

宅基地和农房资源的闲置浪费.

３４　宅基地退出机制不完善

农村闲置宅基地缺乏有效退出机制,导致宅基

地建新不拆旧闲置、继承宅基地闲置等现象普遍存

在.一方面,宅基地退出相关规定过于抽象化[３３].
虽然 «土地管理法»第６２条规定 “国家允许进城落

户的农村村民依法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鼓励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盘活利用闲置宅基地和闲置

住宅[２５].”２０１９年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

农业农村部也在 «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

的通知» (中农发 〔２０１９〕１１号)中提出 “鼓励村

集体和农民盘活利用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鼓励

农村村民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向符合宅基地申请

条件的农户转让宅基地,鼓励进城落户农村自愿有

偿退出宅基地[１８]”但是这些规定过于笼统抽象,对

于闲置宅基地退出方式、范围和补偿标准等具体实

施问题目前为止尚未作出明确规定.各地政府在指

导闲置宅基地退出工作时缺乏统一的法律和制度依

据,只能依据已有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政策,因此,
在实际宅基地退出工作中可操作性不强.另一方面,
宅基地退出福利化倾向严重[３４].现有宅基地退出实

践中,农村宅基地财产权不明晰,部分农村地区在

拆迁过程中依据 “地随房走,房在地在,房不在地

收回”的补偿原则,只补偿农民因拆迁造成的房屋

财产损失,而不对农民宅基地使用权绝对消灭的损

失进行补偿,导致宅基地有偿退出补偿标准过低,
打消了农民退出闲置宅基地的积极性[３５].加之宅基

地退出补偿利益分配机制尚未建立,在由政府主导

的宅基地退出工作中,农民与村集体和政府之间的

利益分配不明晰,农民担心自身利益无法得到保障,
导致其对于闲置宅基地退出主动性不足.课题组调

研数据显示,有５５０％的农户不愿意退出宅基地,
超过受访农户的半数以上.

４　农村闲置宅基地的分类治理对策

农村闲置宅基地按其成因可以划分建新不拆旧

闲置、继承宅基地闲置、批而不建闲置和外出务工

季节性闲置４种闲置类型,这是由于当前 “一户一

宅”政策落实不到位、宅基地集体所有权虚位、宅

基地流转不出村限制和宅基地退出机制不完善等因

素造成的.面对农村宅基地闲置乱象,必须加大对

于闲置宅基地的治理力度.激活农村闲置宅基地,
节约、集约利用农村土地资源,需要从加强监管、
有偿退出、强制收回和产业带动等方面对不同类型

闲置宅基地进行分类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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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　建新不拆旧闲置:加强监管,严格落实 “一户

一宅”规定

宅基地相关部门要以 “一户一宅”政策严格审

批新增宅基地,加强对建新不拆旧闲置宅基地的管

控力度.对于因地理因素造成的建新不拆旧闲置,
村集体应严格落实 “一户一宅”规定,在村民统一

搬迁至新宅基地后,将旧宅基地集中收回恢复为生

态用地等.对于因村民主观因素造成的建新不拆旧

闲置,集体经济组织和基层土地监管部门既要严格

管控,又要合理引导.一方面要严格执行 “建新拆

旧”的运作方式,加大巡查力度,加强对建新不拆

旧行为的管控力度,遇到一起,处理一起,严禁

“一户多宅”现象的出现;另一方面要顾及村风民俗

和村民文化素质,通过普法宣传等活动逐渐在农村

地区形成 “一户一宅”和建新拆旧的思想观念,引

导村民主动建新拆旧,避免因 “一刀切”做法造成

混乱局面.

４２　继承宅基地闲置:有偿退出,鼓励村民腾退多

余宅基地

因子女继承导致的农村宅基地闲置,可以通过

建立宅基地有偿退出制度,使农村闲置宅基地不仅

“有地可退”,更能 “有人愿退”.村集体可以通过制

订农村宅基地有偿退出奖励办法,并设立关于宅基

地有偿退出专项补助资金 (由县、镇、村三级按照

一定比例共同承担),针对主动退出闲置宅基地的村

民给予合理的经济补偿,最大限度地弥补村民的退

宅损失,从而调动村民腾退多余宅基地的主动性和

积极性.这些收回的宅基地可以由村集体重新分配

给无地村民或用于村内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以达到

集约、节约用地目标,最大限度地减少因子女继承

造成的宅基地闲置现象.

４３　批而不建闲置:强制收回,逐步清退村内未建

宅基地

针对批而不建闲置宅基地,村集体应当通过强

制收回的方式整治农村不良建房风气,减少宅基地

闲置浪费.相关部门要对批而不建宅基地进行彻底

清查,对未建宅基地逐步进行清退.一是对于超时

未动工造成的批而不建闲置宅基地要按照规定强制

收回.村集体收回宅基地后应按照宅基地所处的区

位条件进行重新规划,因地制宜和节约、集约利用

宅基地.二是对于在未审批区域自行建房造成的批

而不建闲置宅基地要增加宅基地使用权人的闲置成

本.村集体在强制收回闲置宅基地的基础上,应当

责令宅基地使用权人按照闲置时间补交一定的占地

费用,增加宅基地闲置成本,遏制农村地区居民

“批甲地,用乙地;批差地,用好地”的不良风气,
减少批而不建闲置宅基地的数量.

４４　外出务工季节性闲置:产业带动,提高闲置宅

基地利用效率

村集体可以通过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产业,
解决宅基地季节性闲置问题.一方面村集体可以根

据本村地理位置、资源禀赋和交通条件等因地制宜

发展民宿产业、养老产业、乡村物流、休闲农业、
乡村旅游等新型产业,以产业发展带动经济发展、
农民增收,吸引原村庄村民留在本村创业或就业,
减少因村民外出务工造成的宅基地季节性闲置现象.
另一方面若村民选择继续在外务工,可以与村集体

或农村托管组织签订托管协议,将其闲置宅基地交

由本村统一发展产业,既为外出务工村民增加了额

外收益,又有效提高了季节性闲置宅基地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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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制度障碍与 政 策 建 议:基 于 “百 村 调 查”样 本 分

析 [J]．经济体制改革,２０２０ (２):６６Ｇ７３
[３１]中国政府网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执行有关农村集

体建设用地法律和政策的通知 [EB/OL]． (２０１８Ｇ０１Ｇ
０８) [２０２０Ｇ０２Ｇ２０]．http:∥wwwgovcn/zwgk/２００８/

０１/０８/content_８５２３９９htm
[３２]张克俊,付宗平 “三权分置”下适度放活宅基地使用

权探析 [J]．农业经济问题,２０２０ (０５):２８Ｇ３８
[３３]林宣佐,史修艺,王光滨,等 农村三产融合与宅基

地退出的协同作用机理及协调度研究 [J]．世界农业,

２０２０ (３):２８Ｇ３５
[３４]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课题组,范毅

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建设路径 [J]．行政管理改革,

２０１４ (４):５８Ｇ６５
[３５]巩前文,穆向丽 闲置宅基地转变为集体经营性建设

用地入市的政策思考 [J]．农村经营管理,２０２０ (４):

１８Ｇ１９

(责任编辑　卫晋津　张雪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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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加速中国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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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典型国家的经验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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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农村厕所问题长期制约农村生态保护与环境治理,已成为新时代 “美丽宜

居乡村建设”的主要掣肘.而农村 “厕所革命”旨在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转变农民传

统卫生习惯,是加速民生福祉建设、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然而在改厕

实施过程中由于缺乏整体配套设计、政府包办痕迹过重、农村公共厕所陷入 “悲剧”、
设备缺乏质量保障等诸多问题,严重制约了农村 “厕所革命”的进程.为此,本文通

过对典型国家实施农村厕所改造的经验及措施进行梳理与探究,对各国农村改厕的驱

动因素与发展模式进行归纳总结,最后结合中国农村 “厕所革命”的境况和现实问题

提出如下对策建议:成立自治团体,完善配套服务;多方筹措资金,稳步予以推进;
以户厕改造为主,适当兼顾公共厕所;重视技术应用,保障 “两型”发展.
关键词:人居环境;“厕所革命”;经验启示;典型国家

DOI:１０１３８５６/jcn１１Ｇ１０９７/s２０２０１０００３

１　引言

“物质文明看厨房,精神文明看茅房”,厕所环

境不仅直接关系人民的卫生安全和生命健康,更是

一个地区文明程度的重要体现.据世界银行估计,
全球由于如厕条件不健康导致的儿童疾病感染数量

高达近１５０万人/年,直接经济损失约为２６００亿美

元/年[１].截至２０１５年,全球仍有２４亿人缺乏卫生

设施,其中９４６亿人被迫露天排便,而这主要发生

在基础设施薄弱的农村地区[１],农村厕所问题引发

全球高度关注.习近平总书记于２０１４年首次阐明解

决厕所问题对于新农村建设的标志性意义,随后又

在２０１６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明确提出要在农村

来一场 “厕所革命”[２],为新时期农村厕所改造做出

顶层制度设计.２０１７年,十九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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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小组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

年行动方案»,对于扎实推进农村 “厕所革命”、合

理选择改厕模式等内容做出全新部署[３],更加明确

了乡村生态振兴和人居环境整治的工作重点和主攻

方向[４].而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城乡关系不平衡、
乡村发展不充分的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精确论断,
以及乡村振兴战略 “生态宜居”要求的提出,则为

中国 “厕所革命”注入了全新的时代内涵.当前加

速厕所改革进程已刻不容缓,工程的重点已由城市

扩展到农村、并从 “量”的增长转向 “质”的提升.
因此,在国家高度重视、政府大力倡导的背景下,
如何着力于农村 “厕所革命”,推动人居环境整治,
从而促进美丽宜居乡村建设已成为亟须开展的重要

课题.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近年来学术界的热门议题,

但由于中国 “厕所革命”实施较晚,现有研究相对

缺乏,已有成果主要聚焦改厕现状与成效,并以存

在的问题为导向探究政府、社会团体及农村居民在

厕所改造、运行管护中的角色与作用.多年以来,
经过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中国农村厕所卫生的改

善和治理工作已取得初步成效,卫生厕所普及率从

１９９６年的２０９％上升至２０１５年的７８４３％[５],对于

社会[６]、经济[６]、健康卫生[７]等方面发展均有所裨

益.农村 “厕所革命”的逐步实施对于提升广大农

村群众福祉、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具有重要意义[８].
然而,现实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重建设轻管理[１]、
治理主体单一、 “上热中温下冷”、基层组织力量薄

弱[２]等问题,严重制约了农村改厕成效.为此,学

者们立足国情,基于不同视角分别提出治理方案及

解决路径[１Ｇ２].上述成果为本文提供了重要借鉴,但

鲜有研究针对典型国家农村 “厕所革命”进行讨论,
并深入探究典型国家的经验对于发展中国家农村

“厕所革命”的借鉴意义.鉴于此,本文以中国农村

厕所改造的现状和问题为切入,对日本、德国、印度

这些典型国家实施农村 “厕所革命”中的措施及模式

进行深度探究,并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实践提出对策

建议,为加速中国农村 “厕所革命”步伐、建设美丽

宜居乡村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注入活力.

２　中国农村 “厕所革命”现状

２１　农村改厕基本情况

２１１　农村家庭户厕建设情况

随着农村 “厕所革命”的持续推行,中国农村

改厕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图１).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
中国农村家庭户厕数从１９４０１万户增加到２１７０１万

户,累计增加２３００万户,普及率由７４１％增长到

８１７％.新增家庭户厕数量在２０１５和２０１６年持续

增加,而在２０１７年呈下降趋势.

图１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中国农村家庭户厕建设情况

数据来源:历年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图２同.

　　２０１７年中国各区域农村家庭户厕建设情况如表

１所示:卫生厕所普及率由高到低依次为华南地区

(９３４％)、 华 东 地 区 (９１４％)、 华 中 地 区

(７９５％)、 东 北 地 区 (７７４％)、 西 南 地 区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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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５５％)、 华 北 地 区 (７２８％) 和 西 北 地 区

(６２４％).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由高到低依次为

华南地区 (９０１％)、华东地区 (８１０％)、西南地

区 (５９０％)、 华 中 地 区 (５３０％)、 华 北 地 区

(５０６％)、 西 北 地 区 (３７１％)、 东 北 地 区

(３１１％).
表１　２０１７年中国各区域农村家庭户厕建设情况

单位:万户,％

地区 农村卫生厕所总户数 累计卫生厕所户数 卫生厕所普及率 当年新增卫生厕所户数 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

华北地区 ２９６６６ ２１５９７ ７２８ ５７４ ５０６

东北地区 １６９０２ １３０７６ ７７４ ３８４ ３１１

华东地区 ７９５３７ ７２７１６ ９１４ ６４２２ ８１０

华中地区 ４７２２１ ３７５１８ ７９５ １２１９ ５３０

华南地区 ２７７７８ ２５９３１ ９３４ １７１５ ９０１

西南地区 ４６０６５ ３４７９０ ７５５ １８１５ ５９０

西北地区 １７７４３ １１０７０ ６２４ ３８８ ３７１

　　数据来源:２０１８年 «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缺西藏数据.表２同.

２１２　农村公共厕所建设情况

中国农村卫生公共厕所使用情况如图２所示,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中国累计使用卫生公共厕所户数从

３１６５万户降至２９９８万户,累计减少１６７万户,普

及率由１２１％降至１１３％.另外,根据实地调研获

取的信息,绝大部分农户反馈其所在村庄的公共厕

所相当匮乏或不知是否存在,农村居民日常如厕主

要依赖自家户内厕所.少部分农户反映所在村庄虽

存在公共厕所,但每村多为１座,且所在位置大多

设在村口,由于距离较远、前往时间较长,村民使

用公共厕所很是不便.另外,仍有部分农村的公共

厕所为内部设施简陋、建设标准较低的旱厕,并且

缺乏及时打扫和定期维护.更有甚者,卫生公共厕

所直接处于长期闲置状态,为村民的日常带来极大

困难,加之受农村居民多年生活习惯的影响,随地

大小便的现象也尚未杜绝.

图２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中国农村卫生公共厕所使用情况

２２　经费来源情况

全国各地农村 “厕所革命”资金投入比例不尽

相同,但资金投入结构大多都以国家投入、集体投

入、个人投入和其他投入为主.为确保规范使用农

村 “厕所革命”支持资金,中央财政采取 “大专项＋

任务清单”的管理模式,明确职责任务,建立并落

实农村改厕工作 “一把手”负责制,采取切块资金

的办法将资金分放到地方,同时也赋予地方相应的

责任和权力,要求各地结合实地情况统筹安排,拿

出切实有效的补贴惠民方案.此外,为有序扎实推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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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农村 “厕所革命”,政府强化资金保障,层层推进

压实地方应尽的责任,并针对厕所改造工作在地方

组织开展年度审核评估,把厕所改造问题纳入农村

生态环境保护的督察范畴,通过先建后补、以奖代

补等一系列方式推动工程的进程.

２３　主要类型及区域分布

中国地域广阔,兼具山地、丘陵、平原,全国

各地水资源分布不均,粪便利用程度不一,自然条

件、经济发展水平、民族习俗、文化基础、区域政

策等存在较大差异.各地区农村改厕工作的基础和

起点不尽相同,从而决定了改厕模式的多样性.随

着中国农村 “厕所革命”的不断推进与实践探索,
当前提出了粪尿分集式、双坑交替式、三格化粪池

式、双瓮漏斗式、三联沼气池式及完整下水道水冲

式等多种卫生厕所类型.２０１７年中国各地区各类型

农村厕所占比情况如表２所示.粪尿分集式和双坑

交替式卫生厕所造价低廉、用水少,但粪便管理不

便、厕所内部环境相对较差,适用于干旱缺水区和

寒冷地区,这两类厕所的应用比例极低,纵观全国,
在寒冷的东北地区和干旱的西北地区其应用较高,
但也仅占６１％和４０％;三格化粪池式、双翁漏斗

式和三联沼气式卫生厕所施工方便、结构简单、造

价相对较低,同时效果也较好,但在后期处理粪便

时要求较高,适用于水资源丰富、可施用液体粪肥

区,而在干旱区域的应用比例相对较低,这３种厕

所 类 型 在 华 南 地 区 的 应 用 率 极 高, 占 比 高 达

９４４％,按照应用比例由高到低依次为华东地区

(６８８％)、 西 南 地 区 (５１２％)、 华 中 地 区

(４３９％)、 华 北 地 区 (４１５％)、 西 北 地 区

(２８５％)、东北地区 (１４２％);完整下水道水冲式

厕所可将农村生活污水一体化处理,但其成本高、
用水量大,适用于城镇化程度高的居住集中区,按

照应用比例由高到低依次为西北地区 (２５５％)、西

南地区 (２５２％)、华北地区 (２２７％)、华中地区

(２１８％)、 东 北 地 区 (１９３％)、 华 东 地 区

(１４９％)、华南地区 (１９％).
表２　２０１７年中国各区域各类型农村厕所占比情况

单位:％

地区
粪尿分集式

占比

双坑交替式

占比

三格化粪池式

占比

双瓮漏斗式

占比

三联沼气池式

占比

完整下水道水

冲式占比

其他

占比

华北地区 ０２ ３０ １４２ １９１ ８２ ２２７ ３２５

东北地区 ４９ １２ ５６ ５２ ３４ １９３ ６０４

华东地区 ２３ ０６ ５６５ ７１ ５２ １４９ １３６

华中地区 ０５ ０８ １９３ ９９ １４７ ２１８ ３３０

华南地区 ０１ ００ ８３２ ０１ １１１ １９ ３６

西南地区 ０５ ０５ ２０８ ０７ ２９７ ２５２ ２２７

西北地区 ３４ ０６ ４６ １２５ １１４ ２５５ ４２０

３　中国农村 “厕所革命”面临的突出问题

３１　缺乏整体配套设计

由于较为追求进度,乡村改厕进程中各方主体

片面关注预算约束和工程效率,却忽略了整体配套

设施是否齐全、修建后是否满足村民的实际诉求等

现实问题.目前中国改厕仍处于初步探索阶段,缺

乏整体配套设计及统一施工标准和过程监管,导致

厕所单体造价参差不齐.调研发现,改厕后普遍存

在维修管护不及时、粪污去向难解决的窘境.另外,
改厕后闲置厕所问题也屡见不鲜,究其根源大多村

镇缺乏配套的地下管网体系及集中处理污水的设施

或机构,不利于农村人居环境问题的根治.

３２　政府包办痕迹过重

农民如厕习惯根深蒂固,而将不卫生的旱厕改

造为卫生厕所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因而农户主观改

厕动力明显不足.部分地区通过提供改厕设备材料、
奖励补助等方式调动农户的改厕积极性,更有甚者

直接出资包办,实施进程较快;一些地区农户小比

例出资,改厕进度次之;由农户全额出资的改厕工

程则基本尚未启动,即使勉强推进后续也难免陷入

半途而废的境地.总体来说,中国农村厕所改造过

程中政府包办痕迹过重,而过于依赖政府的做法毫

无疑问会加剧地方财政负担,也不利于其他惠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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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统筹开展.

３３　农村公共厕所陷入 “悲剧”
部分地区要求人口达到一定规模后方可配建村

级公共厕所,因此目前中国农村公共厕所数量有限.
另外,结合调研获取的信息,公共厕所往往建设容

易、管护难.农村居民综合素质相对偏低,我行我

素者众多,民众普遍缺乏对于公共厕所和人居环境

的维护意识,加之农村公共厕所管护投入不足和养

护工作缺位,９０％以上的农村公共厕所使用不久便

会陷入 “悲剧”,脏乱差现象极为严重,村民往往避

而远之,最终公共厕所沦为摆设,甚至成为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中的心头大难.

３４　设备缺乏质量保障

农村厕所改造在方便群众如厕、改善人居环境、
遏制疾病传播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加

大了水资源的消耗,在自备井水或免费使用自来水

的村庄情况更甚.究其原因主要在于部分厕所设备

设计简便、采购渠道不透明、缺乏质量保障,部分

装置甚至早已在城市节水改造中被列入淘汰更换的

范畴,加之欠缺合理的管线设计与施工,导致现实

效果更为不佳.如此一来,既造成了水资源的极大

浪费,也加大了粪污的处理难度.

４　典型国家农村 “厕所革命”的发展经验与

具体做法

４１　日本的农村 “厕所运动”
早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日本政府就开始关注农

村厕所问题,随后在７０年代的 “造村运动”及２０１５
年的大规模 “厕所运动”中均取得了显著的功效,
现在已经基本消除了城乡人居环境差距.日本政府

崇尚厕所文化的宣扬,各级政府大都设立厕所学会,
大学中开设厕所学专业及博士点,并在多地建设

“厕所博物馆”,近年来还专门设置了 “日本厕所

奖”.日本政府的这些举措不仅可以引导人民了解厕

所文化,也有助于激励公众思考科技与厕所之间的

关系,驱策社会各界探索厕所创新.
日本农村 “厕所革命”的良好有序推进主要取

决于以下几方面:在技术创新环节中,注重培养专

业人才,开创、推广高效节能的厕所设施.２０１７年

智能马桶盖、２０１９年两户及以上家庭温水洗净座便

器在日本的普及率分别高达８００％和８０４％ (日本

内阁府２０１７年３月、２０１９年３月调查报告).最为

关键的是,日本开创了针对农村地区的一体化粪污

处理配套技术———净化槽,还成立了农村污水处理

行业协会及培训机构,为后续粪污处理解除了后顾

之忧,有效缓解了农村厕所改造中最为棘手的环境

污染难题;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为了确保厕所的结

构质量、规范材料供应商的行为,日本政府相继制

定了 «建筑基准法» «净化槽法» «废弃物处理与清

扫法»及其他配套规范细则;而在后续的运营管理

流程中,日本政府与第三方机构合作构建了多主体

运营管理体系,形成强制性约束的格局,构建了农

村厕所从生产建设到运营维护全过程的行业机构负

责制.

４２　德国的村庄 “更新计划”
德国政府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村庄 “更新计划”,

旨在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缩小城乡差距,在具

体的建设过程中,重视自上而下的规划与审批[９].
德国厕所组织成立于２００５年,成立的初衷是要普及

卫生知识、发展合作人道主义援助及健康和环保事

业,为村庄 “更新计划”在具体的厕所建设方面提

供了帮助.
德国人民具有强烈的环保意识,政府要求开发

任何项目时均不允许对环境造成破坏.因此,通过

不断的尝试改进,目前德国农村处理污水采用分流

式污水处理办法,又根据不同的地域特征具体分为

分散市镇基础设施系统、德国PKA (PflanzenKlaer
Anlagen)湿地污水处理系统和多样性污水分类处理

系统３类.这些方法不仅环保,而且还可以废物利

用,为农村厕所改造工程的进行奠定了基础.为改

造农村厕所,德国政府专门实施了注重基础设施和

社会服务建设的相关政策,符合此项政策后需要进

一步进行村镇建设审批.得益于这些制度法规,德

国厕所的整体布局和具体选址十分合理,人性化的

设置也为居民如厕提供了诸多便利.此外,德国在

农村厕所改造中不仅注重是否影响环境建设及政策

要求等 “硬标准”,还高度重视群众民意这样的 “软
指标”.包括厕所建设在内的任何乡村人居环境建设

项目,从立项到后续的建设工程及最终运行的管理

工作,公众的意愿始终占主导地位.

４３　印度的 “净化印度”运动

印度政府对于露天大小便引起的身体健康和其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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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济发展的危害认知较早,１９９９年开始实施农村

厕所改造工程,２０１４年印度总理莫迪上台后大力推

动 “净化印度”运动,意在乡村内养成文明卫生的

如厕习惯.为了帮助农民参与厕所修建,同时调动

村民使用卫生厕所的积极性,政府斥巨资投资建设

农村厕所,规定各级政府提供修建厕所的绝大部分

费用,剩余少数部分则由村民家庭筹集.然而在前

期推动进程中,虽然印度政府做出了许多努力,但

实际效果却仍旧不佳.
总结前期失败经验后,印度政府开始认识到特

有的文化限制是制约印度开展农村 “厕所革命”的

突出瓶颈.后续印度政府逐渐从转变民众观念入手

提出多项举措:①开展 “羞辱行动”,即在广告牌、
电子屏幕上告知民众在野外上厕所是可耻、不文明、
不高贵、不卫生的行为.②设置了 “洁净村庄奖”,
对于厕所修得好、处理洁净的农村村委会、街区分

别设置了不同等级的现金奖励标准.③初步探索建

立了与村民建厕相关的法律法规,以此来激发村民

的建厕积极性.例如,２０１５年８月５日比哈尔邦议

会通过了村务委员制度修订法案,规定家中配备户

厕是竞选任何村职的硬性条件.

５　典型国家农村 “厕所革命”模式总结及对

中国的经验借鉴

５１　典型国家农村 “厕所革命”模式总结

本文根据典型国家农村 “厕所革命”的经验与

做法,对其发展模式进行归纳总结 (表３).日本是

世界上最早关注厕所问题的国家之一,在实施农村

“厕所运动”过程中格外重视厕所文化的培育和传

播,善于培养企业和个人的创新精神,凭借创新理

念和技术含量,日本农村厕所改造已成为全球典范,
因此将其发展模式总结为技术创新驱动型;中国地

域辽阔、地形结构复杂,在推进农村 “厕所革命”
时缺乏专业人才,生搬硬套者居多,难以因地制宜

地提出创新理念及具体措施.德国重视自上而下的

规划与审批,其严明的法律体系为厕所建设的有序

推进提供了制度保障,而其尊重民意的举措也让厕

所改造工程更加符合民众诉求,法制和民意联合推

动了德国农村厕所事业的发展;中国在推进这一农

村卫生事业时很难广泛采纳民众的意见,导致供给

方与需求方严重脱节,以致农村厕所改造不能解决

现实问题,违背了农村 “厕所革命”的初衷.印度

受宗教信仰、观念意识等负面影响,“净化印度”运

动实施初期效率低下,然而印度政府很快意识到改

变传统观念、推动改厕进程最现实的路径便是普及

教育,因而在后续农村厕所建造中,印度政府在斥

巨资搞基建的同时,高度重视文化和思想教育,通

过不懈的宣传和普及,引导民众消除家中不能有厕

所的迷信思想,实现观念嬗变;中国农村公共厕所

的使用和管护也面临相同的症结,因此后续修建公

共厕所的同时也应引导并培育村民对公共厕所的爱

护意识.
日本和德国农村厕所事业发展良好的背后具有

些许共性:①在农村 “厕所革命”运作过程中都组

织成立了类似厕所协会、厕所组织等单位,有助于

借助权威机构来培养专业人才,运用科学的手段和

理念不断完善各个环节的工作及细则,并形成完善

的工作体系.②为了有序推进工程的质量、规范工

程的章程,两个典型国家都制定了严明的法律体系,
日本的相关法规侧重于监管材料供应商行为、确保

厕所结构质量,德国的对应法律则更为关注社会服

务建设对于环境的影响.③日本和德国都因地制宜、
创新性地提出了专门针对农村的粪污处理系统,解

决了农村厕所修建后粪污处理这一大难题,这也是

关乎村民是否愿意改厕及农村 “厕所革命”能否真

正解决农村卫生环境最为关键的内容.④日本与第

三方机构共同致力农村厕所卫生的做法也具有一定

的优势,这种合作模式不仅可以构建更为负责的运

行机制,也为地方财政及后续监督及管护工作提供

了保障.以上做法均为中国进一步发展农村 “厕所

革命”提供了有益借鉴.

表３　典型国家农村 “厕所革命”发展模式总结

国家
农村 “厕所革命”

发展模式
模式特征

日本 技术创新驱动型 　善于培养企业、个人的创新精神

德国 法制民意联动型 　深入推进厕所法制治理,尊重民意

印度 观念嬗变引导型 　通过普及教育改善民众思想观念

５２　典型国家农村 “厕所革命”对中国的经验借鉴

５２１　成立自治团体,完善配套服务

中国在推动农村 “厕所革命”时,应成立相关

自治团体,从而完善系列服务,形成自上而下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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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体系.在具体实施中应注重 “改”与 “治”的协

调统一,不仅关注厕所内部环境的改善,也要重视

粪污的后续治理,而不能将 “厕所改革”与 “粪污

处理”硬性分离,否则改厕进程将难以持续.另外,
在农村 “厕所革命”的治理进程中应按照政府主导

和市场化运作结合的原则,因地制宜搞好施工和运

行设计,可以适当引入社会力量参与相关配套运营

服务,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充分利用地下管网,没条

件的地方可以按比例配套抽粪清运车、清粪队、维

修队等.

５２２　多方筹措资金,稳步予以推进

目前中国农村 “厕所革命”的主要模式是政府

主导开展、地方支持推进、农户有效参与,而在当

前地方财政压力、经济负担不断增加的环境下,农

村 “厕所革命”的发展模式应逐渐由政府主导转为

以社会资本推动为主.通过引入社会资本,解决厕

所建设初期面临的资金瓶颈,促使社会资金有效融

入原料提供、厕所修建、后续粪污处理等环节,并

通过政府适当补贴等路径获得回报.政府部门的职

能应转变为质量监管和各方协调,保障 “厕所革命”
实现利益最大化.此外,也应统筹项目资金,采取

先建后补、差异化补贴等方式,鼓励和调动农户改

造卫生厕所的积极性.

５２３　以户厕改造为主,适当兼顾公共厕所

根据各地实际情况,重点保障户厕改造工作,
进而有选择性地合理布局建造村级公共卫生厕所,
并且统筹管网设计和粪污清理,加大公共厕所运行

维护资金投入,配备专门养护队伍,维护良好环境,
提高运行效率.在后续经营监管中加强对农村公共

厕所维护工作的监督考核,完善农村 “厕所革命”
的考核体系,以卫生达标率、维护率取代现有的建

成数、覆盖率等,发挥考核监督的保障作用.同时,
着力提升农民的精神文明和文化素养,倡导讲文明、
树新风,引导农民养成优良的如厕习惯和利他主义

思想,不仅要主动参与农村公共厕所维护,也要自

觉爱护公共设施,做到遵守公共秩序,为农村公共

厕所日常保洁与修缮工作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５２４　重视技术应用,保障 “两型”发展

在实施 “厕所革命”进程中应做到因地制宜,
针对不同地形特征、经济水平和农户实际采取相应

的措施,合理选择改厕模式,达到 “便捷高效、长

效使用”的目的.同时重视遵循 “资源节约型”和

“环境友好型”等发展要求,在资源循环利用、沼气

池建设、粪污处理等方面充分发挥科技的作用,并

加强农村水利资源开发利用管理.在厕所建筑材料

方面,避免选用资源消耗型和列入淘汰范畴的设施

设备,尽可能地采用节能环保的新型材料,保障工

程质量、提高资源效率.另外,为监管以上行为,
也应适当建立相关的制度条例,规范材料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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