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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污染状况调查与分析
*
 

——来自全国141个村的数据 

 

唐丽霞   左  停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内容提要：由于农业发展的资源和环境依赖性，中国农业生产和农村发展的同时也造成农村环境污

染问题日益严重。本文通过对全国141个村的调查，系统分析了中国农村的环境污染问题，研究发

现，中国农村的水资源退化和污染、农药和化肥等滥用造成的农业环境污染以及农村环境污染都是

比较严重的。 

关键词：农村环境，农业污染，环境污染 

 
中国农业的发展仍然高度依赖资源和环境，资源和环境为农业发展和农民生计持续提供着直接

和基本的物质基础；农村资源和环境日益严重的被自然和人为破坏，资源和环境日益恶化的形势使

农村资源和环境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2006年中国环境状况公告》①显示，中国农村环境形
势严峻，点源污染与面源污染共存、生活污染和工业污染叠加、各种新旧污染与二次污染相互交织，

工业及城市污染向农村转移，土壤污染日趋严重，已成为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

农村污染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2007年 2月，笔者组织了一次关于农村环境污染的调查，目
的就在于更加全面了解中国农村污染的状况。 

一、调查的基本情况 

此次调查一共涉及全国 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150个村，最后回收有效问卷 141份，其
中有 10 个调查村是少数民族村，占调查村总数的 7.09%。从调查村的区域分布来看，45 个村位于
西部地区，55个村位于中部地区，41个村位于东部地区，分别占调查村总数的 31.91%、39.01%和
29.08%。 
表1                                 调查村的分布情况 

 汉族村 少数民族村 西部村 中部村 东部村 

村数（个） 131 10 45 55 41 

比例（%） 92.91 7.09 31.91 39.01 29.08 

从经济区位来看，调查村中有 17个村属于城市郊区村，占调查村总数的 12.06%；乡镇周围村
84个，占调查村总数的 59.57%；偏远村 40个，占调查村总数的 28.37%。调查村到县城的平均距离
为 22公里，最远的为 135公里；到乡镇的平均距离为 4公里，最远的为 25公里。 
                                                        
*本次调查得到了中国农业大学“985工程”中国农村发展与政策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的支持。 
①国家环保总局：《2006年中国环境状况公告》，国家环保总局网站（http://www.sepa.gov.cn），2007年 6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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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调查村的经济区位情况 

 城市郊区村 乡镇周围村 偏远村 

村数（个） 17 84 40 

比例（%） 12.06 59.57 28.37 

从地理地貌类型来看，调查村中有山区村 26个，丘陵村 39个，平原村 62个，高原村 9个，草
原村 5个。 
表3                                 调查村的地理地貌特征 

 山地 丘陵 平原 草原 高原 

村数（个） 26 39 62 5 9 

比例（%） 18.44 27.66 43.97 3.55 6.38 

二、调查村的水资源和污染状况 

调查村中，31个村有水库，占调查村总数的 22%；61个村有水塘，占调查村总数的 43.26%；
74个村有河流，占调查村总数的 52.48%；大部分调查村都有水井来保证灌溉用水和饮用水的供应。 
表4                              调查村的水资源类型 

 水库 水塘 河流 灌溉水井 饮用水井 地下水 人工引水渠

村数（个） 31 61 74 69 104 111 62 

比例（%） 21.99 43.26 52.48 48.94 73.76 78.72 43.97 

 从水量变化情况来看，虽然部分调查村表示水量有所增加，但是，相当数量的调查村表示水量
在不同程度的减少。其中，9 个村表示水库水量在减少，占有水库村的 29.03%；有 24 个村表示水
塘的水量在减少，占有水塘的村的 39.34%；出现河流水量减少情况的村有 12 个，占有河流村的
16.22%；有 31个村表示地下水位下降，占有地下水村的 27.93%，出水量平均减少 24.37%，最多的
减少了50%左右；有16个村的人工引水渠出现水量减少或者荒废情况，占有人工引水渠村的25.81%。
水量减少的原因主要有四个：第一是干旱造成补水不足；第二是水库或者其他水体年久失修，蓄水

能力下降；第三是地方建设、耕地需求量增加等造成水体占用从而使水面面积减少；第四是用水量

增大。 
表5                   调查村的不同类型水资源水量变化情况 

  增加 减少 没有明显变化 

村数（个） 9 9 13 
水库 

比例（%） 29.03 29.03 41.94 

村数（个） 18 24 19 
水塘 

比例（%） 29.51 39.34 31.15 

村数（个） 4 12 58 
河流 

比例（%） 5.41 16.22 78.37 

村数（个） 33 31 47 
地下水 

比例（%） 29.73 27.93 42.34 

村数（个） 29 16 17 
人工引水渠 

比例（%） 46.77 25.81 2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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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数据显示，调查村中有 49个村的灌溉水井数量增加，占有灌溉水井村的 71%；有 73个村
的饮用水井数量增加，占有饮用水井村的 70.19%。灌溉水井增加的原因有所不同，有 14个村的灌
溉水井建设经费是由政府补贴的，补贴途径主要有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和扶贫开发项目；有 6个村是
因为村级集体经济条件或者村民经济条件改善，使用自有资金打水井；有 22个村是因为地下水位下
降，农业用水增多，只能靠多打井来满足农业用水；有 3个村是因为农业结构调整，种植蔬菜、水
稻等需水量多的作物，而不得不多打一些灌溉水井。饮用水井数量增加的原因和灌溉水井有所不同，

除 5个村是依靠政府改善农村居民饮水条件的扶贫工程和水利工程的支持打水井，3个村是因为干
旱造成水位下降不得不打水井以外，其余大部分村都是村民在自己经济条件改善以后自行打水井。 
表6                   调查村的灌溉水井和饮用水井数量的变化 

  增加 减少 不变 

村数（个） 49 5 15 
灌溉机井 

比例（%） 71.01 7.25 21.74 

村数（个） 73 10 21 
饮用水井 

比例（%） 70.19 9.62 20.19 

从水资源的管理方式来看，相当多的调查村的水资源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有 52.7%的村内的
河流、16.35%的村饮用水井、12.9%的村人工引水渠、11.59%的村灌溉水井、有 11.48%的村水塘和
3.23%的村水库无人管理。水资源缺乏有效的管理，成为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一个重要的限制因素。
在部分有水资源管理安排的村中，承包给个体管理分别占水库和水塘管理方式的 58.06%和 67.21%，
是水库和水塘管理的主要方式；在河流、灌溉机井、人工引水渠和饮用水井则以集体管理为主，集

体管理分别占这 3种水资源管理方式的 36.49%、55.07%和 36.54%。 
表7                         调查村的水资源管理方式 

  集体管理 承包个体管理 无人管理 其他 

村数（个） 10 18 1 2 
水库 

比例（%） 32.26 58.06 3.23 6.45 

村数（个） 11 41 7 2 
水塘 

比例（%） 18.03 67.21 11.48 3.28 

村数（个） 27 5 39 3 
河流 

比例（%） 36.49 6.76 52.70 4.05 

村数（个） 38 19 8 4 
灌溉机井 

比例（%） 55.07 27.54 11.59 5.80 

村数（个） 38 28 17 21 
饮用水井 

比例（%） 36.54 26.92 16.35 20.19 

村数（个） 45 5 8 4 
人工引水渠 

比例（%） 72.59 8.06 12.90 6.45 

 从水资源的经营情况来看，水库和水塘都属于村集体资源，其利用以水产养殖为主，分别占有
水库和水塘村的 70.97%和 75.41%，经营方式比较单一。部分村的河流涉及资源共有等因素，经营
比例明显较低，其中开展水产养殖活动的村仅占有河流村的 40.54%。 
调查数据显示，农村的饮用水源主要为井水，以井水为主要饮用水源的村占调查村总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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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6%；其次为自来水，占调查村总数的 37.59%；以河水、泉水、窖水为主要饮用水源的村分别只
占调查村总数的 3.55%、4.26%和 0.71%。从水量上看，有 87个村饮用水是够用的，占调查村总数
的 61.7%；有 26个村饮用水勉强够用，占调查村总数的 18.44%；有 28个村饮用水不够用，占调查
村总数的 19.86%。从缺水时间来看，缺水时间以 1～2 个月为多，分别占调查村总数的 35.71%和
28.57%，但也有 6个村缺水时间为 3个月，2个村的缺水时间达到了 4个月，2个村的缺水时间为 5
个月。从这些数据来看，农村饮水问题是比较严重的，值得关注。农村饮用水的水质状况也不容乐

观，有 14个村的水质不安全，占调查村总数的 9.9%；有 26个村表示这几年饮水条件变差了，占调
查村总数的 18.44%，有 74个村表示这几年饮水条件变好了，占调查村总数的 52.5%。 
调查显示，中国农村水污染问题比较严重。有 65个村表示水资源受到了污染，占调查村总数的

46.1%。调查村水源污染的主要原因依次为工业污染、农药、化肥污染、生活垃圾和城市排污。有
28 个村是因为当地工业发展造成了水源污染，占调查村总数的 43.08%；此外，农药、化肥污染和
生活垃圾不可小觑，分别有 18 个和 12 村的水源是因其污染的，分别占调查村总数的 27.69%和
18.46%。 
表8                           调查村的水资源污染原因 

 农药、化肥污染 工业污染 生活垃圾 城市排污 其他 

村数（个） 18 28 12 5 2 

比例（%） 27.69 43.08 18.46 7.69 3.08 

从污染面积来看，调查村的水污染问题比较严重，在 65个水受到污染的村中，只有 24个污染
面积是在 20%以下的，占水污染村的 36.92%，其余的污染面积都在 20%以上，占水污染村的 63%；
其中，污染面积在 80%以上的有 13个村，占水污染村的 20%；污染面积超过 40%的有 12个村了，
占水污染村的 18.7%。 
表9                               调查村的水污染面积 

 20%以下 20%～40% 40%～60% 60%～80% 80%以上 

村数（个） 24 16 9 3 13 

比例（%） 36.91 24.62 13.85 4.62 20.00 

水污染给农村居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最为严重的是对饮用水的影响，有 29个村表示水
污染的最大影响是饮用水质量变差，占水污染村的 44.62%；其次是对灌溉水的影响，有 19个村表
示水污染影响了灌溉用水的数量和质量，进而影响了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并且也造成了部分作物

被污染，降低了农产品的品质；还有一些村表示水污染影响了当地的生活用水和生活景观。 
表10                          调查村的水污染对居民生活的影响 

 饮用水 灌溉水 生活用水 生活景观 其他 

村数（个） 29 19 10 5 2 

比例（%） 44.62 29.23 15.38 7.69 3.08 

水量减少、水源污染和气候变化等综合因素使 91个村在水资源利用上遇到了困难，占调查村总
数的 64.56%。数据显示，调查村在水资源利用中遇到的主要困难依次是水资源短缺、水污染、地下
水位下降、水利设施差、水质不好和水资源季节性供给不均。虽然如此众多的村在水利用上遇到了

困难，但是，只有 22个村采取了一定的措施来解决水的问题，大部分村还是听之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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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调查村水资源面临的主要困难 

 没有困难 地下水位下降 水污染 水资源短缺
水资源季节

性供给不均
水利设施差 水质不好 

村数（个） 50 17 26 27 4 12 5 

比例（%） 35.45 12.06 18.44 19.15 2.84 8.51 3.55 

三、调查村的农业污染状况 

开始于上世纪 50年代的以农药、化肥等技术广泛使用为特征的绿色革命解决了 19个发展中国
家粮食自给不足的问题，但是，这种化工型农业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农业生产环境的污染和破坏。

据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 2004年的数据，从 1978年到 1998年，中国农业“污灌面积”从
500万亩增加到 5427万亩，占全国总灌溉面积的 7.3%；2003年，中国农田化肥施用量为每公顷 464.5
公斤，超过发达国家安全施用量每公顷 225公斤上限的一倍以上；农药施用量达每公顷 15公斤，是
发达国家的每公顷使用量的 2 倍多；其中，高毒农药占农药施用总量的 70%①，国家明令禁止的一

些高毒高残留农药仍在部分地区生产和使用。 
调查发现，中国化肥和农药开始使用的时间和绿色革命兴起时间差不多，都是 20世纪 50年代，

20世纪 70年代和 80年代是化肥和农药推广的高峰期。数据显示，分别有 51个和 41个村在上个世
纪 70年代开始使用化肥和农药，分别占调查村的 36.16%和 29.08%；分别有 41个和 40个村在 20
世纪 80年代开始使用化肥农药，分别占调查村的 29.08%和 28.44%。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村不使
用化肥和农药，可见，中国农业生产对化肥和农药的依赖性是比较大的。调查村使用化肥的种类增

加显著。调查村最早使用化肥时，平均使用化肥的种类只有 2种，最高的为 6种，现在平均使用化
肥种类为 7种，最高达到了 21种，都增长了 2倍多。使用化肥和农药对农业生产的正面影响是非常
明显的，主要表现在提高产量和减轻工作量上。有 128个村表示，使用化肥和农药的最积极的作用
是增加了农业生产的产量，占调查村总数的 90.8%，有 11个村表示使用化肥农药可以减轻工作量，
占调查村总数的 7.8%。化肥、农药对粮食产量的促进作用也是农民乐于使用的主要因素。 
表12                       20世纪调查村开始使用化肥和农药的时间 

  50年代 60年代 70年代 80年代 90年代 不清楚 

村数（个） 6 25 51 41 16 2 
化肥 

比例（%） 4.26 17.73 36.16 29.08 11.35 1.42 

村数（个） 5 27 41 40 24 4 
农药 

比例（%） 3.55 19.15 29.08 28.44 17.02 2.76 

相对于农药、化肥使用程度的增加，调查村参与正规的农药、化肥使用培训班的程度却比较低。

数据显示，只有 33个村举办过化肥使用培训班，仅占调查村总数的 23.4%；108个村没有举办过任
何关于化肥使用的培训班，占调查村总数的 76.6%。只有 38个村中有人参加过化肥使用培训，占调
查村总数的 27%；有 103个村的没有任何人参加过化肥使用培训班，占调查村总数的 73%。农药使
用培训参与情况程度与化肥差不多，只有 38个村举办过农药使用培训班，有 42个村有人参加过农
药使用培训班，分别只占调查村总数的 27%和 29.8%，大部分村既没有举办过农药使用培训，也没
有人参与过任何形式的农药使用培训。 

                                                        
①章轲：《化工农业走到穷途：牺牲生态每年减产 100亿公斤》，《第一财经日报》2006年 8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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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                             调查村的化肥、农药培训情况 

 是 否 

 村数（个） 比例（%） 村数（个） 比例（%） 

是否举办过化肥使用培训班 33 23.4 108 76.6 

是否有人参加过化肥使用培训 38 27 103 73 

是否举办过农药使用培训班 38 27 103 73 

是否有人参加过农药使用培训 42 29.8 99 70.2 

 从化肥、农药使用知识来源来看，化肥使用知识的首要来源是自己的经验，其次是产品说明书，
然后是出售机构和当地的技术人员。农药使用知识主要来源是产品的说明书，其次是自己的经验，

然后是出售机构和技术人员。由此可见，农民主要通过非正式渠道掌握化肥和农药的使用知识，产

品说明书和出售机构在知识的传递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表14                           调查村化肥和农药使用知识来源 

  说明书 出售机构 自己的经验 技术人员 其他 

村数（个） 36 15 70 15 5 
化肥 

比例（%） 25.53 10.64 49.64 10.64 3.55 

村数（个） 70 21 33 15 2 
农药 

比例（%） 49.65 14.89 23.40 10.64 1.42 

 由于化肥农药使用知识获得途径的非正式性，导致部分村在化肥、农药使用量上很难做到适量
使用。能做到化肥和农药使用量合适的村分别只有 74个和 71个，占调查村总数的 50%左右；在不
能合适掌握使用量的村中，有 51个村表示会过量使用化肥，58个村表示会过量使用农药，与此相
对，只有 16个村表示化肥使用不足，12个村表示农药使用不足。化肥、农药的过量使用，造成农
业污染问题日趋严重。 
表15                             调查村的化肥和农药使用量 

  过量使用 使用量合适 使用量不足 

村数（个） 51 74 16 
化肥 

比例（%） 36.17 52.48 11.35 

村数（个） 58 71 12 
农药 

比例（%） 41.13 50.36 8.51 

 调查显示，使用化肥对农村的主要负面影响是造成粮食品质下降，影响了消费者饮食的质量和
身体健康；其次，导致土地板结，进而影响当地土地生产效益和农业生产的发展；再次，破坏了当

地生态环境和污染了水源，是农村污染的重要来源之一。 
表16                              调查村使用化肥的负面影响 

 污染水源 土地板结 破坏生态 粮食品质下降 其他 不清楚 

村数（个） 9 44 33 49 3 3 

比例（%） 6.38 31.21 23.40 34.75 2.13 2.13 

 农药对农村的负面影响也非常明显。有 54 个村表示农药的使用污染了当地的水源，占调查村
总数的 38.3%；有 31个村表示农药的使用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环境退化，占调查村总数的
21.99%；有 28个村表示农药的使用造成当地粮食品质下降，占调查村总数的 19.86%；还有 21个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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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农药的使用使人畜安全受到了威胁。农药的使用威胁人畜安全的主要原因有四个：第一，容易

在高温季节出现打药中毒事件，调查发现，有 73个村出现过打药中毒事件，占调查村的 51.77%；
第二，农作物上的农药残留容易引起人畜食物中毒；第三，农药残留造成周围水源和生态系统的破

坏；第四，一些高毒农药仍然在使用。 
表17                            调查村使用农药的负面影响 

 污染水源 破坏生态 粮食品质下降 人畜安全受到威胁 其他 

村数（个） 54 31 28 21 7 

比例（%） 38.30 21.99 19.86 14.89 4.96 

 调查还发现，农村污染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地膜等白色污染。有 54 个村表示当地主要的农业
污染源是地膜等白色塑料制品，占调查村总数的 38.30%；此外，生活垃圾、秸秆燃烧以及动物粪便
也都成为农业污染的主要来源。  
表18                           调查村农业污染的其他主要形式 

 生活垃圾 地膜等白色污染 秸秆燃烧 粪便污染 其他 没有污染 

村数（个） 15 54 11 10 16 35 

比例（%） 10.64 38.30 7.80 7.09 11.35 24.82 

四、调查村的环境污染情况 

 调查数据显示，农村的环境污染问题也十分严重。有 107个村表示环境受到了污染，占调查村
总数的 75.9%，只有 34个村表示没有受到污染，占调查村总数的 24.1%；有 2个村认为环境污染非
常严重，有 20个村认为环境污染情况比较严重，占调查村总数的 14.18%；有 52个村认为环境污染
情况一般，占调查村总数的 36.88%；有 33个村认为虽然受到了污染，但情况不严重，占调查村总
数的 23.44%。从主要污染源来看，生活垃圾排在第一位，农村地区由于没有统一的规划和垃圾处理
中心，农户随意丢弃生活垃圾，从而造成农村社区生活垃圾污染比较严重；排在第二位的是工矿业

污染，现在，有很多城市将污染比较严重的企业纷纷转移到农村地区，同时，一些乡镇企业的发展

也都成为农村污染的主要来源；化肥、农药等农业污染排在第三。 
表19                            调查村环境污染的主要污染源 

 矿山污染 工业污染 生活垃圾 化肥、农药污染 其他 

村数（个） 6 35 53 10 3 

比例（%） 5.61 32.71 49.53 9.35 2.80 

 从污染严重程度来看，表示生活垃圾污染最严重的有 41个村，表示工矿业污染最严重的有 33
个村，表示化肥农药污染最严重的有 27个村，这也再次说明了农村环境污染的三大污染源是生活垃
圾、工矿业污染和化肥、农药等。 
表20                              调查村最严重的污染源 

 矿山污染 工业污染 生活垃圾 化肥、农药污染 其他 

村数（个） 4 29 41 27 6 

比例（%） 3.74 27.10 38.32 25.23 5.61 

 调查显示，农村环境污染是从 20世纪 70年代开始的，这主要是由绿色革命带来的农业生产的
化工化造成的。有 14个村从上个世纪 70年代开始出现污染情况，但绝大部分村是从 20世纪 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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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和 90年代开始的，这可能是农业化工化和乡镇企业的发展共同带来的。 
表21                               调查村开始污染时间 

 20世纪 70年代 20世纪 80年代 20世纪 90年代 2000年以后 

村数（个） 14 22 57 14 

比例（%） 13.08 20.56 53.27 13.08 

从近 5年来农村污染情况变化来看，农村环境污染问题日趋严重，有 53个村表示近 5年来环境
污染情况更加严重了，占调查村总数的 49.53%；只有 13个村表示近 5年来环境污染情况减缓了，
仅占调查村总数的 12.15%。 
表22                              调查村污染情况变化趋势 

 更加严重 减缓 没有明显变化 

村数（个） 53 13 41 

比例（%） 49.53 12.15 38.32 

农村污染问题日趋严重，一方面是因为工业污染、农业污染和生活垃圾等增加，另一方面是因

为农村没有采取专门的应对环境污染的措施。调查显示，有 95个村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应对环境污
染，占调查村总数的 67.38%；虽然有 46个村采取过一些措施来治理污染，但从所采取的措施来看，
都是一些简单的收集和集中安置污染物，实质性的治理污染的措施非常少，这些简单措施所起的作

用是非常有限的。其中，有 28个村所采取的治理污染的措施为设垃圾集中堆放点和请专人定时收集
生活垃圾等，以这些方式进行生活垃圾处理；有 8个村采取了和造成污染的工厂进行协商的措施，
控制其工业污染；有 5个村在控制农药、化肥的使用量；有 3个村组织村民定时打捞河流中的污物；
有 1个村修建公共厕所；还有 1个村利用工业垃圾填埋道路坑洼和泥泞处。 

五、结论 

综上所述，中国农村环境污染具有覆盖面广和程度深的特点，具体来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农村水资源状况令人堪忧。首先，由于气候、人类活动和需求活动导致了水资源存量快

速减少，水资源缺乏情况日益严重；其次，缺乏有效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安排将会更加严重影响到农

村水资源的保护；再次，工业污染、农业污染、生活垃圾污染和城市排污污染等导致了农村水资源

污染日益严重，农村居民饮水和灌溉水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第二，化肥、农药、地膜等大量投入，一方面带来了农业产量的提高，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农业

环境的恶化。使用化肥造成的土地板结、土壤污染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农作物的品质；农药的大量使

用污染农村的水源，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并且使得人畜安全受到了威胁；地膜带来的白色污染

严重破坏了农村生态平衡，影响了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农村居民的生活安全。 
第三，农村环境污染问题比较严重。由于缺乏有效的污染和垃圾控制及处理安排，农村生活垃

圾污染情况严重；随着城市排污控制加强，很多地方将污染企业转移到农村地区，同时，一些乡镇

企业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而忽视了污染处理，以及矿山的无保护开采等，使工业污染也日益成为农

村环境污染的重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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