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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乡镇企业的发展
、

环境问题及其对策研究
‘

王 健 民
国家环境保护局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

,

南京 。。

摘要 介绍了乡镇企 业发展概况及特点
,

乡镇工业 污染源及其主要环境问题
,

乡镇企业环境污染对策要点
。

讨 论 了乡

镇企业 与环境保护之间持续
、

稳定
、

协调
、

健康发展的方向
、

道路
、

途径和措施
。

关键词 乡镇企 业
,

环境问题
,

污染对策
。

我国乡镇企业发展概况及特点

乡镇企业的环境问题是由乡镇企业发展引

起的
,

无论研究其环境 问题还是环境对策
,

都必

需对 其发展概况及特点有一个较全面而深入的

认识
。

概况
“

乡镇企业是包含着不同水平的社会主义集

体所有制多种经济和个体经济
,

是多形式
,

多层

次
、

多门类
、

多渠道 的乡镇以下 含乡镇 合作企

业和个体企业的统称
。

它们各自具有不可取代的

经济作用和意义
。 ”〔‘〕

在发展乡镇企业 上
,

中共中央
、

国务院的文

件和有关领导讲话中
,

始终贯穿一个基本的估

计
、

一个基本的指导思想
、

一个基本的原则
、

一个

从本的方针
。

一

个基本的估计是 我们找到了解决 亿万

农村剩余劳动力 就业
、

振兴农村经济的路子
,

就

是发展 乡镇经济
。

这是具有我们国家实现社会主

义现代化的特色和路子
。

我们伟大的
、

光明灿烂

的希望也就在这里
。

一

个基本的指导思想是 大力发 展乡镇企

业
。

一个基本的原则是 要健康发展
。

一个基本的方针是 积极扶植
,

合理规划
,

正

确引导
,

加强管理
。

“

搞环境保护工作的同志应该满腔热情地支

持乡镇企业
,

帮助它健康发展
。

帮助它健康发展

包括解决污染的问题
” 。 〔 〕

乡镇企业的崛起
,

在解决农 民问题
、

就业间

题
、

脱贫问题
、

农村现代化问题
、

城市人 口膨胀问

题
、

污染过于集中问题
、

国家财政来源问题等方

面
,

都具有无法替代的作用和功能
,

具有重大的

现实和长远意义
,

这一新的发展模式及效应
,

已

为国内外所瞩 目 与此同时
,

也带来了资源浪费
、

污染及生态破坏等问题
,

也为国内外所瞩目
。

特点
’

年前
,

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 年

一 年
,

我国经济体制由以计划经济为主
、

市

场调节为辅过度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年

月提 出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中国

经济正在发生全面的变革
。

乡镇企业的资金
、

技术装备
、

原料和产 品销

售都是由农民自己通过市场解决的
,

因而它从诞

生起就决定了其市场经济的性质
。

乡镇企业在

 一 年期间
,

产值增 长高达  以上

一 年经过经济整顿
,

产值增 长速度降

至 写一  年初以来
,

再次进入高速发

展阶段
,

产值增长速度达 以上
。

乡镇企业的发展为农村经济以及整个国民

经济作 出了巨大贡献
,

但由于它诞生于 世纪

“

七 五
”

重点科技攻关课题

】 年 月 日收到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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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末期
,

未能赶上国际工业化发展的三次技术革

命
,

起点很低
,

从总体上相对十分落后
,

以上取得

的巨大贡献是相应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取得的
,

也

包括资源
、

环境与生态损害在内
。

乡镇企业 目前

的总体水平约在
、

年代水平
,

部分达到
、

 年代水平
,

也有极少数 已达到
、

年代水

平
,

边远山区的土法炼汞
、

铅
、

锌
、

硫
、

焦等还十分

原始落后
,

技术进步对乡镇工业产值增长的贡献

率全国平均 为
,

苏
、

浙
、

闽
、

粤
、

鲁等省超

过  
,

京
、

沪
、

津
、

晋
、

辽
、

吉
、

赣
、

云等省
、

直辖

市处在 一 之 间 其它诸省 自治区 均

 
,

有几个省 自治区 还 出现了负值
。

据 年统计 下同
,

中国乡镇企业是分

别由工业企业
、

农业企业
、

建筑企业
、

交通运输企

业及商业
、

饮食业构成
,

而工业企业 的产值占到

以上
,

是主要组成部分
,

也是主要环境污染

源

中国 乡镇工业数量巨大
,

已超过 万家
,

占全 国工业 含 乡镇工业
,

下同 企业数 的

乡镇工业 人数 已超过 多万人
,

占全国

工业企业人数 的 乡镇工业总产值 已超

过 多亿元 占全 国工业产值的
。

乡镇工业产值的空间分布特点是东高西低
,

由东向西部倾斜
,

高度集中于东部地区
。

东部地

区占到
,

中部地区占
,

而西部地区

才占
。

乡镇工业产值发展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 高

速超高速发展
。

年前
,

一 年

为
,

一 年 为
,

一

一 年 为 一
,

年 以 来 又 超 过
。

即使 年至 年按 的速率发

展下去
,

年乡镇工业产值将高达 万亿

元 如以  的速率发展下去
,

乡镇工业产值将

高达 万亿元 乡镇企业超常高速发展将会影

响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
,

影响资源
、

环境
、

生态

经济的协调发展 参见表
。

表 年乡镇工业产值预测对比 亿元

文献预测结果 本研究预测结果

低 巾 高 写增长率 增长率 增 长率 增长率
年实绩

 !  !   

从表 可见
,

文献 〔〕预测结果大大偏低
,

乡镇工业污染源及其主要环境问题

年实绩 已接近 。。。年的高方案预测值
,

如 乡镇工业
“

三废
”

排放状况预测

果采用文献预测就会大大地低估了乡镇工业高 乡镇工业
“

三废
”

排放状况预测见表

速 发展给环境带来的巨大冲击和影咆
,

也就会从
。

战略 上放松了采取强有力的对策措施
。

表 年全国乡镇工业
“

三废
”

排放预测对比

文献资料

低 中 高

本研 究预测

增长率  增长率 增长率  增长率

量 万亿

, 万

烟尘 万

量 亿

 万

万

亿

 !

废渣

 

、

州
‘件胜奴乃了

‘

忍创

械 !    渊  !∀ #!#

    

训 沙
廿一乃月性勺卜乙

浦、,目

废水

从表 可 见 乡镇工业
,

年预测
“

三 废
”

排放量是 巨大的 与  ! 年全 国工业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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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

相对低速方案 写一 的
“

三废
”

排放量

已占到相 当大的比重
,

而相对高速方案  一

魂 的
“

三废
”

排放量 已接近
、

达到
,

甚至超过

年全国工业
“

三废
”

的排放量 与文献预

测低
、

中
、

高方案相 比
,

废气中的
、

烟尘排放

觉与  一  的增长率相近 主要按燃煤预

测 而废水量笔者预测值偏低 参考了实测修

三
,

则笔者预测值比文献值高出一个数量

级 参考了实测修正 而废渣量也是笔者预测值

偏小得多
。

产生预测差异是正常的
,

因为所选取

的参数 不相同
。

无论是文献预测结果还是笔者预

测结果
,

均表明乡镇工业
“

三废
”

排放是农村环境

而临的巨大污染源
。

乡镇工业环境影响现状及趋势评价

农村污染的大气扩散条件及土地的降解能

力城然远超过城市
,

但是水的环境容量却恰恰相

反 广大农村的水资源 单位面积 量是十分贫乏

的
,

龙其是西北
、

华北
、

东北的干旱半干旱地区的
‘ 季节和冬季

,

许许多多农村饮水只靠几 口

片
、

一个泉或一条小溪
、

小河
,

可以说
,

这些地区

的水环境容量趋近于零
。

为此
,

可以采用 污

径比作为 乡镇工业水环境污染程度的重要表征

指标 表
。

表  ! ∀ 年乡镇工业废水 污径比分级

此外
,

从本预测结果还表明
,

即使 乡镇工业

产值以  的中速发展
,

至 年时
,

乡镇工

业 污径比值将比 年约增加 倍左右
,

乡镇工业水污染将会发展到全国广大农村
,

这是

一个严重的警告性预测

农村大气扩散条件相对城市要好
,

但在农村

的小城镇建成区又存在大气污染相对集中的问

题
,

加之乡镇工业在小城镇的发展与集中速度加

快和布局的不合理
,

小城镇的大气污染也是不可

忽视的问题
,

笔者采用 排放 强度作为乡镇

工业大气污染程度的重要表征指标 表
。

表 年乡镇工业  排放强度分级

分级
一

一

一

 

! ∀

省 (市
、

自治区 )排序

上海
、

江苏
、

北京

天津
、

浙江
、

ilJ 东
、

河北
、

il
J西

辽宁
、

河南

湖南
、

安徽
、

陕西

湖北
、

江西
、

广东
、

四川
、

福建

广西
内蒙

、

贵州
、

吉林
、

宁 夏
、

云南
、

1 !肃
、

黑 龙江
、

<
0

.

00
5 新疆

、

青海
、

西藏

分级 (g/m 3)

14 10

8.5 5

4 1
.
5

(). 25 0
.

省 (市
、

自治区)排序

天津
、

上海

北京
、

江苏
、

河北

山东
、

河南
、

山西
、

浙江

,jt 夏
、

辽宁
、

吉林
、

安徽
、

福建
、

湖南
、

广东
、

湖

Jt

内蒙
、

陕西
、

四川
、

黑龙江
、

广西
、

江西

甘肃
、

云南
、

贵州
、

新疆
、

青海
、

西藏

sn�X0nZS

从表 3 可见
,

如以 C O D 污径比等于 1
.
5 (g /

m 协 以上作为区域水污染起始界限
,

则覆盖了 8

个省
、

3 个直辖市
;如以 59/m

3
作为轻污染界限

,

则俊盖了 3 个省
、

3 个直辖市
;如以 109/m

3
作为

中污染界限
,

则覆盖了津
、

沪两个直辖市
。

上述可

能污染地 区是 由污染负荷量的大小及背景区域

水资源童两个方面决定的
,

显然
,

乡镇工业水污

染防治的重点不仅在上海与江苏农村
,

而且还要

注视华
一

比地区的发展
。

从表 4 可见
,

如以 S ()
:
排放强度大于 0

.
st/

k m Z 作为区域大气污染起始界 限
,

则覆盖 了 7

省
、

3 个直辖市
;
如以 It/k m

Z
以上作为轻度污染

界限
,

则覆盖了 5 省
、

3 个直辖市
;
如以 3t/k m

,

以上作为中度污染界限
,

则覆盖 了 2 省
、

3 个直

辖市
。

此外
,

从本预测结果表明
,

即使乡镇工业以

14 % 的速率增长
,

至 200 0 年时 50
:
排放量将比

1985 年增加 2
.
5 倍左右

。

因此
,

上述地区小城镇

的大气污染还会发展
,

而且区域污染范围还会扩

大到湖南几安徽
、

陕西
、

湖北
、

江西
、

广东
、

四川
、

福

建
、

广西
、

贵州等省
。

2

.

3 乡镇工业环境影响经济损失的客观评估

2
.
3
.
1 文献的评估 (表 5)

〔3〕

表 5 1982 年乡镇工业
“

三废
”

排放

与污染的经济损失(亿元 /a)
·

损失项 废气 合计

经济损失

物料流失

污染农业环境

6.83

3。 0 ,

废水

51
.91

废渣

其中
27
.
87

24
.04

65
.
82

36
.
16

29
.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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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2 笔者评价

从对乡镇工业环境污染与乡镇企业生态破

坏两个方面 (19 78一1988 年)的环境经济损失动

态分析表 明
:
其经济损失自 1978 年来是逐年增

加的
,

1 9 8 5 年前增加较慢
,

1 9 8 5 年后增 长加快
,

至 198 8 年乡镇工业污染经济损失累计达 35 5 亿

元
,

年均约 35
.
5亿元

;乡镇企业生态破坏累计损

火值达 25 8 亿元
,

年均约 25
.
8 亿元

;
合计累计

713 亿元
,

年均 71
.
3 亿元

,

为产值的 10
.
16 %

,

为

总收入的 10
.
7 7 %

,

为利税的 79
.
79 %

。

从乡镇工业污染损失值与全国工业污染总

损 失值之 比值看
,

1 9 7 5 年为0
.
06 ,

1 9 5 5 年为
。
.
1

,

1 9 8 8 年为 0
.
2 ,

至 2000 年可达 0
.
32 以上 ;

从乡镇 企业生态破坏损失值与全国生态损失值

之比值看
,

1 9 7 8 年为 0
.
11 ,

1 9 8 3 年为 0
.
24 ,

1 9 8 8

年达 。
.
3 7

,

2 0 0 0 年将达 0
.
50 以上 !也就是说

,

预

测表明
,

至 200 0年全国污染与生态破坏的环境

经济损失中约有近一半将是乡镇工业的贡献
。

3 乡镇企业污染的环境对策

上述简要分析表明
,

从污染总量上看
,

城乡

污染的发生
、

发展与整治将会出现一个倒 置过

程
,

即由城市污染
、

农村清洁转 向城乡同步污染
;

进 一步又转 向城市污染基本得到控制与好转而

农村污染再发展
、

农村生态破坏再发展的过程
,

这
一

过程正在进行中
,

这一倒置现象或迟或早一

定会到来
,

大约在 2000 年前后
。

这就是我们立足

J二长远
、

战略
、

全面和针对乡镇企业特点
、

国土环

境特点
、

农村 乡土环境特点出发
,

提出的
、 “

建议

国家环境保护战略重点逐步转向农村及大自然
”

的理论与客观科学依据
。

只有实现战略思想的转

移
,

才有可能采取战略对策和措施
,

否则
,

脆弱的

农村生态环境一旦遭到破坏
,

是难于逆转的
, “

预

防为主
”

的正确方针将再次失效
,

后果将是严重

的
。

国家环保局曲格平局长 1984 年最早提出
:

“

由于乡镇企业数量多
,

布局混乱
,

产品结构不合

理
,

技术装备差
,

( 经营管理不善
,

资源和能源消

耗大
,

绝大部分没有防治污染措施
,

使污染危害

变得更加突出和难以防范
。 ” “

这是我国特有的环

境问题
,

使污染由点到面
,

由城市向农村蔓延
。 ”

李鹏总理在任国务院环境保护委 员会主任

期间
,

召开了 12 次会议
,

坚持每一季度召开一次

的制度
,

其中有 10 次会都涉及到全面强化乡镇

企业环境管理 问题
,

并深入研究 了土硫磺
、

小造

纸
、

拆船
、

引进项 目的污染防治问题
,

在第一次环

委会上就通过 了国务院 1984 年颁发的《关于加

强乡镇
、

街道企业环境管理的规定》(即 〔135〕号

文件)
。

应该肯定地说
,

乡镇企业的环境管理受到

了党中央
、

国务院
、

环委会及国家环保局的高度

重视和支持
,

采取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防治污染

的对策和措施
。

例如
,

召开了全国性的环境工作

会议
,

学术研讨会议
,

起草了有关管理条例
,

编制

了
“

八五
”

环保规划及 2000 年设想
,

开展了全国

乡镇工业污染源普查
,

进行了重点污染行业的技

术进步规划及技术改造试点等
。

与此同时
,

国家

环保局还将《全 国乡镇企业环境污染对策研究 》

列为
“

七五
”

重点科研项 目
,

开展了全方位
、

多层

次
、

多行业
、

开放式
、

适时服务的软课题研究
。

研

究成果包括了三大部分
;
第一部分是《全国乡镇

企业环境污染对策纲要》
,

6 万字
,

是研究总报告

的精华
,

其英文稿已提交世界银行
。

第二部分是

《全国乡镇企业环境污染对策研究总报告 》
,

1
10

万字
,

是全部成果 600 万字的结晶
,

即将由江苏

人民出版社出版
。

对策研究包括了政策论证
、

规

划对策
、

管理对策
、

技术对策
、

环境污染评价 5 个

二级课题及下设的 60 个三
、

四级课题
,

形成了一

个金字塔形的对策体系
。

第三部分是有关的配套

辅助性成果
,

包括
:
《资料集》

、

《知识讲座》
、

《论文

集》
、

《图集》等
。

本成果荣获 1992 年度国家环保

局科技进步一等奖
。

根据本研究
,

提出了全国乡镇企业污染的一

系列对策
,

其要点包括
:

40 字总方针
:
提高认识

、

端正方 向
,

统筹规

划
、

合理布局
,

强化管理
、

区别对待
,

技术进步
、

改

革提高
、

防治污染
、

保护家园
。

5 项基本准则
:
¹ 坚持积极扶植

、

合理规划
、

正确引导
、

加强管理
,

促其健康发展
;
º 坚持经济

建设
、

城乡建设
、

环境建设要同步规划
、

同步设

计
、

同步实施
;
» 坚持经济效益

、

社 介效流
、

于不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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