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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situation and improvement framework of rural living environment in poverty-free areas：A county
study from Chongqing City, China
WANG Yongsheng1, SHI Linna1, ZHU Lin2

（1.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2. College of State Governance,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To explore the path of rural living environment improvement in poverty-free areas after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framework of
rural living environment improvement was discussed based on a summary of the national rural living environment improvement policies and
a questionnaire inquiry of rural living environment improvement status in a typical area. Our results showed that rural living environment
improvement was emphasized in the No. 1 central docu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rural environment
improvement, and rural living environment improvement. In the studied county, the proportion of villages with no recycling mulch and shed
plastic film was 29.33% and 22.51%, respectively. Straw and excrements of livestock had a high degree of resource utilization.
Popularization rate of village infrastructure, such as public toilet and sewage disposal, was still low. Vacancy and collapse rate of rural
housing were 21.93% and 13.28%, respectively. Bankrupt planting and breeding workshops had a high discard rate. Popularization of
household′s sanitary toilet was only 57.44%. A combination of“top-down”approach from the government and“bottom-up”approach from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households should be promoted to achieve an effective connection between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In addition, households′ sanitary facility, transforming social traditions, and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should be reinforced in
the future.
Keywords：living environment; agricultural waste; infrastructur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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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明确脱贫地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思路，本研究通过国家农村人居环境政策演变的梳理和典型县域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现状的问卷调研，探讨脱贫地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框架。结果表明，2004年以来，历年中央一号文件分阶段强调农村基础设施建

设、村庄环境整治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调查县农业废弃物中农膜和棚膜未回收的村庄占比为 29.33%和 22.51%，但秸秆和

畜禽粪便资源化利用程度较高；公共厕所、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的村庄普及率相对较低，农户院落闲置率和倒塌率分别为 21.93%
和13.28%，倒闭的种养企业厂房废弃率较高，农户卫生厕所普及率仅为57.44%。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期，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工作应着力促进政府“自上而下”决策和社会组织及农户“自下而上”参与的有机结合，加强农户层面的卫生设施配套、移风易

俗推进和环保意识提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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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居环境是人类工作劳动、生活居住、休息游乐

和社会交往的空间场所，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引起人类

生存方式不断变化的结果。20世纪 50年代，希腊学

者Doxiadis提出“人居环境科学”的概念，迅速成为建

筑、规划、地理等学科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1]。21世

纪初，国内对人居环境的相关研究逐渐兴起，吴良镛

先生[2]创建“人居环境科学”，并将人居环境定义为人

类聚居生活的地方，指出其是人类生存活动密切相关

的地表空间，是人类在大自然中赖以生存的基础，是

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主要场所。人类改造和利

用自然的过程中，人居环境也从自然转向人工，从低

级走向高级，从分散居住向村庄、乡镇、城市、城市群

演化发展[3]。

村庄在空间上从散点分布，逐步向点与点连接、

点与多点连接、点与域面交融演变；在时间上先后经

历低效均衡发展、优势村落极化发展、点域要素互馈

发展、城乡交互融合发展阶段[4]。农村人居环境也伴

随着村庄发展历程的演变而不断变化，工业革命以

前，传统农业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有限，生产、生活

和生态关系和谐；工业化以来，化肥、农药等农业化学

物质持续投入，现代生活方式产生的垃圾，以及城市

和工业废物转移等不断影响农村人居环境[5-6]。乡村

地域系统环境污染也从单一污染逐步演变为复合污

染和立体污染[7]。目前，对于农村人居环境的定义较

多，但内涵基本相同。农村人居环境是生产经营和生

活居住的自然生态、地域空间、人文环境等要素组成

的有机结合体，是农村居民生存和福祉的重要载

体[8-10]。农村是社会和谐的基石，农村生态环境关系

到农村经济、乡村旅游与农业可持续发展[11]。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对乡村发展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有利于

乡村空间重构、组织重建和产业重塑[12]。

快速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中，城乡基础设施、人

居环境条件及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服务差距巨

大[13]。资源利用不当、生产活动和生活方式改变[6]，致

使村镇建设用地空废、农村水土环境污损等“乡村病”

日益凸显[14]，农村人居环境的短板问题日益严峻[10]，制

约乡村转型与可持续发展。此外，农户的人居环境治

理与保护观念落后于生产生活需求，农村区域的环境

保护与人居环境整治落后于城市区域[15]，致使农村人

居环境的短板问题备受关注。因此，快速城镇化背景

下的乡村人居环境空间差异、演化机制、整治策略与优

化路径等相关研究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16-17]。

人居环境质量是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基

础[8]，是衡量农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农村人居是

人居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18]，农村人居环境可以划分

为硬环境和软环境，硬环境是与农户生产生活密切相

关的物质要素和地域空间的总和，包括生态环境质

量、居住条件和农村基础设施等，硬环境整治与建设

有助于优化农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环境，推动乡村空

间重构；软环境主要是指与生产生活相关的非物质要

素，如组织管理、文化氛围和社会服务等，软环境整治

与建设有利于吸引企业与资本下乡、青壮年与农家子

弟返乡等，有助于培育新型经营与管理主体，促进乡

村组织重建[1，12]。农村人居环境研究是学术界关注的

重要话题之一，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与实践研究成为建设美丽宜居乡村和实现乡

村振兴的重要支撑。于法稳等[19]对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总结，2015年之前的相关

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方面，之后的

研究则注重整治模式、路径与政策等方面；未来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应关注主体、内容、优先序、模式、保障、

考核等方面。农村人居环境的评价研究多集中在国

家、省域和县域尺度，基于村庄调查的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研究相对缺乏，尤其是缺少从村庄层面和农户层

面的人居环境调查研究。

农村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区域，农村人居

环境是农村发展的短板之一，也是国家乡村振兴的重

点建设内容。精准扶贫解决了贫困地区乡村发展滞

后的难题，改善了区域性贫困问题，补齐了乡村发展的

部分短板[20]，在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衔接期，更需要准

确识别脱贫地区农村人居环境现状，明确人居环境整

治的理论框架和主要路径，确保脱贫地区乡村转型、发

展和振兴。因此，本研究通过梳理近20年来国家人居

环境政策演变历程，结合典型县域村庄层面和农户层

面的人居环境现状调研，提出脱贫地区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框架，为巩固脱贫成果，提升脱贫质量、促进精准

扶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理论支撑。

1 国家农村人居环境政策梳理

农村人居环境关系到农村居民的身心健康，是保

障广大农民安居乐业、农村和谐稳定发展的重要基

础[21]。我国政府持续高度重视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和

整治工作[22]，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爱国卫生运动”和

“两管五改”运动，改革开放后的“厕所革命”、文明村

镇建设、城乡环境卫生整洁行动等措施显著改善了农

村人居环境面貌[23]。特别是 2004年以来，中央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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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连续关注农村人居环境，从要素-结构-功能视

角，可划分为三个阶段：①要素补给阶段（2004—2009
年），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补齐人居硬环境短板，

如水电路房建设、发展农村清洁能源、村庄规划与治

理、推进乡村清洁工程等；②结构优化阶段（2010—
2013年），强调村庄环境整治，开始关注人居软环境

建设，如水土保持与治理、农村环境整治、美丽乡村建

设等；③功能提升阶段（2014年至今），软环境与硬环

境并重，持续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如农村环

境集中连片整治、农村突出环境问题综合治理、美丽

宜居乡村建设、乡村振兴、补齐人居环境和公共服务

短板、美丽家园建设等（图1）。

党的十九大以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成为国家乡

村振兴战略的重点，中央相继出台《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三年行动方案》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庄清洁行

动方案》，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实施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因此，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已成

为破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有效途径，同时也是践

行生态文明的重要举措和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的

重要内容。

2 调查县农村人居环境现状

2.1 材料与方法

2.1.1 研究区概况

调查县位于重庆市东部，地处三峡库区腹地，是

成渝经济区重要节点城市，水陆交通四通八达，旅游

资源丰富，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国家武陵山

片区扶贫开发试点县。2014 年底，贫困村 95 个，贫

困发生率约为 12.1%，2017年实现脱贫，是重庆市首

批、全国第二批脱贫“摘帽”的国家级贫困县。脱贫

以来，县委县政府积极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以建设美丽宜居村庄为导向，围绕农村垃圾治理、厕

所革命、污水治理、村容村貌提升、农业生产废弃物

资源化利用等任务，补齐农村人居环境突出短板，助

力乡村振兴。

2.1.2 问卷调查

2020 年 5 月，项目组围绕产业发展、基础设施、

资源利用、环境现状等方面设计县域村庄层面和农

户层面人居环境现状调查问卷，邀请调查县 303 个

村庄（街道、居委会）负责人（支书或主任）填写调查

问卷，共获得有效问卷 296份。问卷主要关注点：村

庄层面的地膜、棚膜、农药瓶、化肥袋、秸秆、畜禽粪

便等农业废弃物处理方式，以及垃圾箱、污水处理、

公共厕所、学校、卫生室、文化室、广场等村庄基础设

施建设；农户层面的农房和厂房废弃与闲置、卫生厕

所普及率等现状。

2.1.3 数据处理

本研究通过问题选项所涉及村庄数量占调研

村庄总数量的比例，反映村庄农业废弃物处理、基

础设施普及现状；通过农房倒塌率和废弃率、厂房

图1 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政策梳理

Figure 1 Summary of national rural living environment improvement pol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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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闭率和废弃率、农户卫生厕所普及率，反映农户

层面农村人居环境现状。数据处理和绘图均采用

Excel 2010。
2.2 调查结果

2.2.1 农业废弃物

在调查的 296个村庄中，地膜和棚膜回收的村庄

占比分别为 70.67%和 77.49%，低于农药瓶回收的村

庄 比 例（86.73%）和 化 肥 袋 回 收 的 村 庄 比 例

（96.60%）；作物秸秆还田利用的村庄比例为 67.25%，

用作饲料的村庄比例为 19.51%，直接焚烧和丢弃的

村庄比例分别为 10.80%和 5.57%。67.25%的村庄将

家庭养殖粪便腐熟还田，而养殖企业粪便腐熟还田的

村庄比例仅为 52.92%；家庭养殖粪便直接还田和直

接排放的村庄比例分别为19.51%和5.57%，均高于养

殖企业的10.83%和1.67%；家庭养殖粪便集中处理的

村庄比例仅为 10.80%，显著低于养殖企业的 38.75%。

此外，在有加工企业的 122个村中，有 94.26%的村庄

加工企业废水采取集中处理措施（表1）。

2.2.2 基础设施

从村庄基础设施普及率来看，在调查的 296个村

庄中均设有垃圾箱，但仅有 28.78%的村庄建有污水

处理设施，48.31%的村庄建有公共厕所（图 2a）。分

别有 90.07%和 89.92%的村庄建有卫生所和文化室，

但幼儿园、小学和广场的村庄普及率分别为 42.55%、

58.08%和58.55%（图2b）。

2.2.3 农房厂房

在调查的 29 747座农户房屋中，闲置率和倒塌率

分别为 21.93%和 13.28%（图 3a）；在调查的 519家种

植企业和 549家养殖企业中，企业倒闭数量分别为 21
家和 25家，倒闭率分别为 4.05%和 4.55%，在倒闭的

种植企业和养殖企业中，厂房废弃率分别为 71.43%
和40.00%（图3b）。

2.2.4 卫生厕所

《2018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7
年底重庆市和全国的卫生厕所普及率分别为 66.20%
和 81.80%。参与卫生厕所普及率调查的村庄中，农

表1 调查县农业废弃物处理方式

Table 1 Agricultural waste disposal in the studied county
农业废弃物

Agricultural waste
地膜 Mulch

棚膜 Shed plastic film
农药瓶 Pesticide bottle
化肥袋 Fertilizer bag

秸秆 Straw

处理方式
Disposal
回收

回收

回收

回收

丢弃

焚烧

饲料

还田

占比
Proportion/%

70.67
77.49
86.73
96.60
5.57
10.80
19.51
67.25

农业废弃物
Agricultural waste

家庭养殖粪便Domesticated manure

养殖企业粪便Breeding enterprises manure

加工企业废水Enterprises waste water

处理方式
Disposal
直接排放

集中处理

直接还田

腐熟还田

直接排放

集中处理

直接还田

腐熟还田

直接排放

集中处理

占比
Proportion/%

5.57
10.80
19.51
67.25
1.67
38.75
10.83
52.92
5.74
94.26

图2 调查县村庄基础设施普及率

Figure 2 Popularizing proportion of rural infrastructure in the studied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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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卫生厕所普及率为 57.44%，低于重庆市和全国平

均水平。

3 讨论

3.1 调查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现状及形成机制

贫困地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之一，贫困

地区的人居环境整治落后于经济发达地区。研究发

现，2010—2015年，我国农村人居环境质量较差的区域

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21]。重庆市乡村地域广、自然生态

环境脆弱，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欠账较多[24]。1997—2015
年，重庆市通过改善民生、统筹城乡综合改革试验区

建设等措施使乡村人居环境协调指数持续上升、可持

续发展能力总体向好[25]。2018年以来，重庆市制定颁

发了《重庆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3 年行动实施方案

（2018—2020 年）》，将全市 8 015 个行政村划分为 3
类，有序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在厕所改造、生活垃

圾与生活污水治理、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村容村

貌提升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仍面临厕所改造中

粪污处理利用不到位、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治理体系

不完善、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技术缺乏、村容村貌

提升改造滞后等问题[26]。

在本研究中，从村庄层面的人居环境整治现状来

看，仍然有部分村庄没有采取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措施，存在棚膜、地膜和农药瓶缺乏充分回收、作物秸

秆直接焚烧、家庭养殖粪便和企业废水直接排放等问

题。另外，配置生活污水处理的村庄比例低于 30%，

建有公共厕所的村庄比例也不足 50%，仍然有

41.45% 的村庄没有健身广场（图 2）。原因在于：首

先，村庄层面的生产和生活条件改善是调查县扶贫期

间的主要任务，对于村庄生态建设和生态保护宣传的

投入相对较少；其次，调查县以山地为主，仅在河谷、

山谷间有狭小的平坝，村庄布局分散，修建生态设施

的难度较大；第三，由于部分村庄人口外流，空心化问

题严重，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修建公共厕所和污水处

理等设施的必要性。虽然，幼儿园和小学的村庄普及

率也仅有 42.55% 和 58.08%（图 2），但学校建设已经

充分考虑村内学生数量、学校辐射范围，可充分保障

学生的入学要求，又避免了资源浪费。从农户层面来

看，农房闲置和倒塌率较高，部分倒闭的企业厂房缺

乏循环利用，废弃率较高，卫生厕所普及率低于重庆

市和全国平均水平。

农户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主体之一，农户的需

求分析和参与机制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重要内

容[19]。农户层面的房屋加固、院墙改造、庭院绿化和

厕所改造等工作是新时代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重

点[12]。总体来看，调查县中村庄层面的人居环境整治

工作优于农户层面，但村庄文化层面的内容亟待加

强。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务工，非

农收入已成为农民增收的最主要来源，但受城乡二元

经济结构和户籍制度影响，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处于

“城乡两栖、往返流动”状态，农村原有住房缺乏维护

修缮、耕地污损与撂荒问题日益凸显，农民难以安居

乐业[11，14]。虽然，国家出台了大量关于村庄水、电、

路、房建设等方面的措施，也强调乡村建设中的农户

主体性和参与性，但针对农户层面的适用性环境整治

技术和设备等相对缺乏，农户对村庄规划建设的参与

度不足[19]。此外，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等工作的考核评估指标多集中在村庄层

面，对于农户层面的考核指标主要侧重在家庭收入和

住房安全等方面。2019年，调查县印发《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工作分工方案》，重点推进农村“厕所革命”、生

活垃圾与生活污水治理、村容村貌提升、农业生产废

弃物资源化利用、村庄规划、村民习惯改正等工作。

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农业绿色发展，要求全面

图3 调查县农房及厂房废弃情况

Figure 3 Abandonment of rural housing and workshop in the
studied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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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秸秆综合利用和农膜、农药包装物回收行动，加

强畜禽粪便资源化利用。调查县应继续加强农业废

弃物资源化利用、补齐乡村生活污水治理和公共厕所

配置短板；同时特别加强农户层面的人居环境整治工

作，尤其是盘活废弃闲置的农房厂房资源、推进适用性

强的卫生厕所普及工作，实现农村资源高效利用与人

居环境整治的双赢，改善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环境。

3.2 脱贫地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策略

农村人居环境是复杂开放的巨系统，是农户生产

生活所需的物质和非物质的有机结合体[10]，承载着农

村社会经济发展与农村生态环境保护[27]。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是系统工程，也是长期工程，基础设施、公共

服务、生活水平、生活质量和环境健康是农村人居环

境的重要组成部分[27]。精准扶贫期间，国家持续重视

贫困地区的人居环境整治工作，2018年 3月，国家发

展改革委发布《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通

知，要求地处偏远、经济欠发达地区在优先保障农民

基本生活条件基础上，实现人居环境干净整洁的基本

要求。2019年 11月，农业农村部等多部委联合印发

《扎实有序推进贫困地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通知，促

进脱贫攻坚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有效融合。通过政

府主导、社会参与的方式，促使政策、资金、人才、技术

等要素向贫困地区倾斜。在村庄层面，扶贫开发与水

土保持、生态建设、环境保护相结合，通过水、电、路、

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提

升，以及生态脆弱区易地扶贫搬迁等措施，改善贫困

地区农村的生活、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提高农村生

态宜居水平。在农户层面，注重解决吃穿、住房、医疗

和教育等问题，增加家庭收入，激发内生动力，提升农

户的精神风貌（表2）。

随着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

全部“摘帽”，贫困地区群众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基础

设施显著改善、公共服务水平明显提升、经济社会加

快发展，贫困群众精神面貌明显变化，为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积累了宝贵经验[28]。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乡

村振兴的重要内容，注重村庄生活垃圾与污水治理、

村容村貌提升等方面，强调农户环境与健康意识和主

体参与性[19]。由于精准扶贫对象主要是贫困村和老

弱病残等贫困人口，脱贫后仍然面临基础设施建设和

公共服务相对短缺、村庄发展和治理能力弱等问

题[20]。因此，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期间，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需要充分调动政府、社会与农户的

积极性，通过政府筹集配套资金、安排帮扶队伍、开展

政策宣传，选择党员、能人、乡贤等家庭进行示范带

动；鼓励社会资本下乡，开展结对帮扶，创新适用性强

的环保技术与设备；充分发挥农户的主体能动性、积

极性和参与性，确保农户实际需求与环境整治相结

合。通过政府“自上而下”决策和社会组织及农户“自

下而上”参与的有机结合，构建“省、市、县、乡、村、组、

户”人居环境整治网络。在工作内容上，要继续补齐

村庄层面的污染治理、文化、体育等基础设施短板，加

强村庄规划和污染物监测评估，谋划乡村资源配置、

生态保护、产业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系统目

标[29]，建立乡镇企业、生活污染、农业面源污染与城市

污染转移的监测网络[7]。此外，应更加关注农户层面

的卫生厕所、污水收集等卫生设施配套，推进农户移

风易俗，增强环保意识。我国乡村地域类型多样，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应充分考虑农村自然条件、人文环境

等差异，应因地制宜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实践，确保乡

村建设的实效和可持续性。

4 结论

（1）我国持续高度重视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和整治

工作，2004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关注农村人居

环境，从要素-结构-功能视角，可划分为乡村基础设

施建设、村庄环境整治、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个阶段。

（2）调查县村庄层面的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优于农

户层面。部分村庄存在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程度

低的问题，如棚膜、地膜回收率低，作物秸秆直接焚

烧、家庭养殖粪便和企业废水直接排放的村庄占比较

高。配置生活污水处理的村庄比例低于 30%，建设有

公共厕所的村庄比例不足 50%，41.45% 的村庄缺少

主体Subject
政府

社会组织

村庄

农户

精准扶贫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政策、人才、资金倾斜

水、电、路、通信等基础设施，易地搬迁，教育与医疗等公共服务

“两不愁三保障”、增加家庭收入、激发内生动力

乡村振兴Rural revitalization
配套资金、帮扶队伍、政策宣传、示范带动

资本下乡与结对帮扶，创新环保技术与设备

继续补齐污染处理、文化、体育等短板，加强村庄规划与污染监测

卫生设施、移风易俗、环保意识

表2 脱贫地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策略

Table 2 Improvement strategies of rural living environment in poverty-free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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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广场。此外，农房闲置和倒塌率较高，部分倒闭

的企业厂房废弃率较高，农户卫生厕所普及率低于重

庆市和全国平均水平。

（3）在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衔接期，通过政府“自

上而下”决策和社会组织及农户“自下而上”参与的

有机结合，构建“省、市、县、乡、村、组、户”人居环境

整治网络；在工作内容上应体现农户的主体性，加强

农户层面的卫生设施配套、移风易俗推进以及环保

意识提升等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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