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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goal and path of rural living environment upgrade under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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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nder the national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e rural living environment has gradually attracted great attention from society.
Although China′ s rural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has been greatly improved in recent years, there are still uneven and inadequate
remediations, and the phenomenon of being dirty and messy in some areas is still relatively common. Based on the connotation of rural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and its existing research and work practice, this paper deeply analyzes the outstanding problems of rural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management in system planning and design, technical policy, system coordination, management
mechanisms, and systems. It puts forward the target design ideas and realization paths of rural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management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actual needs of rural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renovation, aiming at broadening the ideas of rural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renovation and help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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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人居环境整治逐渐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尽管近年来我国乡村人居环境取得较大改善，但

仍存在整治不均衡、不充分的情况，部分地区脏乱差现象较为普遍。本文基于乡村人居环境内涵及其现有研究与工作实践，深入

剖析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在系统规划设计、技术政策、系统协调性、管理机制体制等方面的突出问题，并结合乡村人居环境整治的

实际需求，提出乡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实现路径，旨在拓宽乡村人居环境整治思路，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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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

问题，全面现代化离不开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全面

建设生态文明，也离不开农村生态文明和乡村人居环

境的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

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并就解决农村发展和乡村人居环

境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改善乡村人居环境，

建设美丽宜居乡村，已成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

重要任务。然而，长期以来我国乡村面临着凋敝和衰

落的客观事实，脏乱差现象普遍，环境破坏与污染加

剧，已成为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制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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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人居环境问题涉及乡村环境规划、乡村生态景

观、乡村环境监测评价、生活污水处理、生活垃圾处置

以及农村改厕等诸多方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

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必须要在准确把握乡村人居环境

整治存在的问题和目标的基础上，明确乡村人居环境

整治的实现路径。

1 乡村人居环境的概念和问题的提出

学术界一直未有统一的“乡村人居环境”的概念，

普遍是结合乡村人居环境的特点以及自身理解进行

解释。人居环境学科起源于希腊，是以人类聚居（包

括乡村、集镇、城市等）为研究对象，探讨人与环境之

间相互关系的科学[1]。胡伟等[2]阐述的乡村人居环境

的内涵为：人类在乡村系统背景下，在利用自然、改造

自然过程中所创造出的环境，包括人类的居住、耕作、

交通、文化、教育、卫生、娱乐等活动。李伯华等[3]将

乡村人居环境定义为农村人文环境、地理空间环境和

自然生态环境间的逻辑关联。吴良镛[4]认为人居环

境是人类聚居生活的地方，是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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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是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主要场所。此外，也有

专家学者分别从建筑规划学、生态环境学、风水伦理

学以及形态学角度等对乡村人居环境进行了定义。

从乡村人居环境的概念中可以看出，乡村人居环境是

人居环境在农村区域的延伸，其应该是社会、地理、生

态的综合体现[3]，三者之间遵循一定的逻辑关系，共

同构成乡村人居环境的内容（图 1），而特殊的地理空

间、人文环境、自然生态和区位特征又决定了乡村人

居环境涉及面广、影响因素多、脆弱性强等特点。

在乡村人居环境整治运行模式方面，欧洲国家更

强调社区居民的参与，乡村绿色开放空间的营造以及

乡村生态环境和特色风貌的兼顾[5-6]，日本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强调中心村及其附属设施建设，主要从生态

保护、组织机构、文化建设、产业政策等方面开展[7]。

近年来，在我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人居环境

整治已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和重视[8]，其主要集

中在以下几方面：乡村人居环境理论体系[2，9-10]，乡村

可持续发展、乡村聚落[11-12]，乡村人居环境整治规划

与人居生态环境景观规划[13]，人居环境质量评价方

法、效应及影响因素[14-18]，乡村人居环境的社会学意

义，乡村人居环境整治政策、措施及路径[19-22]。而社

会各界对乡村人居环境的真正重视是在党的十九大

之后。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开展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行动；201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则进

一步对乡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出了要求，并提出了推动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开展厕所粪污治理、梯次推进农

村生活污水处理、提升村容村貌等 6项重点任务。其

中的“梯次推进，不搞一刀切”，将乡村人居环境作为

一个系统工程，以建设美丽宜居村庄为导向，统筹农

村垃圾、污水治理和村容村貌等内容都具有很强的实

践意义和开创性，受到了社会各界对乡村人居环境整

治的广泛关注，相关政策和研究也不断增多。

2 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人居环境整治面临的

挑战

从站在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化解新时代社会主要

矛盾的高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角

度来看，我国乡村人居环境面临的整体形势依然严

峻，据《2014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测算结果显示，全国

每年产生的农村生活垃圾约 2.8亿 t，生活污水 90多

亿 t，乡村居民粪尿产生量 2.6亿 t。此外，全国还有近

1/4的农村生活垃圾没有得到收集和处理，80%的村

庄生活污水没有得到处理，约 1/3的行政村村内道路

没有实现硬化，行路难、如厕难、环境脏、村容村貌差、

基本公共服务落后等问题还比较突出。乡村人居环

境整治的重点任务中涉及村容村貌提升、农村生活垃

圾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农村厕所革命、农村废弃

物资源化利用、村庄规划以及建设和管护等 7个方面

的重要内容，如图 2所示。在乡村振兴战略下，要真

正破解乡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难题，就必须要准确把握

图1 乡村人居环境构成要素

Figure 1 Elements of rural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 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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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乡村人居环境整治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

2.1 缺乏有效的乡村人居环境系统设计和规划

乡村振兴，规划先行，乡村人居环境规划对于乡

村振兴和乡村人居环境管理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为了改善乡村人居环境，提高村民的生活质

量水平，我国各地进行了大量的新农村规划、镇区规

划、美丽乡村建设规划、村庄建设规划等一些专业性

规划，为推动乡村振兴和乡村人居环境整治起到了重

要作用。然而总体来看，对比城市环境规划，我国绝

大多数乡村人居环境缺乏系统设计和总体规划：一方

面，我国现行的乡村规划或乡村人居环境规划基本上

是按照城市或城镇规划进行设计和要求的，乡村环境

规划缺乏相关的技术导则和技术标准，导致在编制乡

村人居环境规划时直接套用城市环境规划的相关方

法与标准。部分村庄人居环境规划只是对村庄人居

环境、村民住宅进行表面设计和整治，缺乏对乡村生

产、生活、生态一体化的设计和考虑；另一方面，各地

在进行村庄人居环境规划时，为追求成效，盲目拔高

规划目标，提出不适合乡村人居实际情况的设计要

求，甚至搞“形象工程”建设，造成资源的大量浪费。

此外，还存在着乡村人居环境发展规划制定中村民参

与意愿不足、村民意志与规划目标冲突[23]的问题，甚

至很多地方在乡村环境规划时批量编制，规划设计师

只是在文稿编制上下功夫，没有针对乡村人居环境整

治的要求进行实地调研和深入研究，导致乡村人居环

境规划千篇一律，难以体现乡村人居的特色。

2.2 乡村人居环境整治的技术政策不完善

乡村人居环境整治技术政策包括乡村人居环境

综合整治技术政策、技术评价政策、技术支持政策以

及相应的资金投入、基础建设等扶持政策等，其作用

主要是为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和人居环境整治提出技

术路径，指导乡村人居环境治理各项技术的选择，最

大程度地发挥环境投资效益，规范环保技术市场[24]。

与城市和工业企业环境技术管理政策相比，乡村人居

环境整治技术政策涉及面仍然偏小且不成体系。我

国乡村人居环境整治技术政策存在的具体问题包括：

未充分考虑不同区域农村人居环境状况、环境污染程

度以及环境保护能力建设等方面的差异，导致技术政

策制定的针对性不足；缺乏严格的技术评价和审查制

度导致农村人居环境技术政策中相关技术的应用示

范及推广过程存在较大的盲目性；未考虑农村经济发

展水平及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对乡村人居环境需求的

不断改善，制定的乡村人居环境技术政策缺乏前瞻

性；乡村人居环境整治技术政策与乡村生态系统的协

调性不足；技术服务市场不健全、示范推广体系不完

善等。这些问题使得乡村人居环境整治缺乏技术依

据，降低了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制度实施的有效性。

2.3 乡村人居环境整治的系统协调性不足

乡村人居环境整治是一项涉及面广、社会性强的

复杂系统工程，不仅要考虑与农村相关的自然生态系

统、城乡生态系统之间的联系，还要考虑乡村独特的

自然背景条件，不同区域农村资源禀赋、环境承载能

力、生活水平、生活习惯等的差异以及乡村生产生活

生态协调的实际需求。但是，我国现有乡村人居环境

整治的系统协调性不足，没有将乡村人居环境作为一

个系统整体考虑，缺乏顶层设计和统筹考虑，割裂了

农村生产、生活、生态的内部关联，例如：从城市环境

管理的角度出发，偏重于对单项技术、单个工程的运

行管理，农村很多环境工程设施缺乏建、管、运、维的

全链条设计，导致很多农村环保工程竣工之日就是废

弃之时；套用城市工业点源污染治理的思路进行乡村

畜禽粪污治理和农村生活污水处置，没有将畜禽粪

污、农村生活污水作为资源进行无害化处置后就地在

农田进行消纳和利用。

图2 乡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重点任务

Figure 2 Key task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rural living environments
—— 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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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乡村人居环境整治体制机制不健全

乡村人居环境整治涉及环保、农业农村、乡村振

兴、住建、林业、国土资源等多个部门，虽然这些部门

对乡村人居环境整治的职权范围一般都是全县行政

区域，但实际工作中却很少能真正落到村落，导致乡

村人居环境整治存在机构设置薄弱、管理能力不强、

职能交叉、职责不明、调控机制不顺畅、执行力弱等问

题，严重制约了对乡村人居环境的有效监管。如目前

我国大部分的环境管理机构或涉及乡村人居环境管

理的相关机构最低设置在县一级，乡镇一级管理机构

缺失，村落一级更是没有相应的机构，由于经济条件

限制，大部分地区尤其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县级环境管

理机构建设较为薄弱，人员素质不高、管理能力不强，

更无法全面有效管理乡村人居环境。此外，由于乡村

人居环境整治涉及乡村环境规划、生活污水处理、垃

圾处置、村容村貌、文化传承等各个方面的内容，乡村

人居环境整治的主体部分和分管部门没有明确的法

律法规条文和界限规定，也缺乏相应的统筹协调机

制，从而导致在乡村人居环境整治中，出现多部门职

能重叠、利益关系错综复杂、执行机制不力的现象，导

致出现“只有美好政策，无法贯彻落实”的窘况，不能

满足乡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需要。

3 乡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实现路径分析

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必须尊重乡村社会发展的客

观规律，必须要结合各地乡村的现实情况。党的十九

大明确要求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2018 年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

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并明确提出

2020、2035年和 2050年乡村人居环境要达到的目标，

如图 3所示。围绕乡村振兴战略，《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三年行动方案》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

动方案（2021—2025年）》中对乡村人居环境整治的

总体要求、基本原则、重点任务、近期目标、中期目标

和远期目标等都提出了明确要求，陆续颁布的乡村人

居环境的相关政策文件也对乡村人居环境整治进行

了顶层设计，基本确定了乡村人居环境整治的目标和

路径两方面的内容，从而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和农业

强、农村美、农民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基于我国当前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人居环境整

治的实际需求，立足乡村生产、生活、生态一体化系统

设计，应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把握乡村人居环境整治

的实现路径。

3.1 系统梳理乡村人居环境问题，研判乡村人居环境

整治实施的路径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必须尊重乡

村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必须要结合各地乡村的现实

情况。切实梳理当前各地存在的乡村人居环境的实

际问题。例如：生搬硬套照搬城市或者其他地区农

村环境管理的经验和模式，不考虑当地农村问题的

前提条件和实际问题；管理体制僵化，长期依靠政

府，村民自主管理和参与乡村环境管理的意识和意

愿不强；过度强调重视基础建设和面子工程，后期运

行、管护机制不健全、不完善等。因此，乡村人居环

境管理要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结合国家乡村振兴

的目标和相关政策，进行顶层设计，确定乡村振兴实

现的目标和路径，制定适合我国乡村人居环境整治

实际的技术政策。

3.2 做好乡村人居环境规划，筑牢乡村振兴的基础

乡村人居环境规划是乡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基础。

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应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加快推进农

业农村现代化，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

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

图3 乡村振兴战略时间表及目标

Figure 3 Time table and goals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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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因而须依据乡

村的主体功能定位，统筹城乡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优

化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对乡村国土空间的开

发、保护和整治进行全面安排和总体布局，推进“多规

合一”。同时聚焦乡村人居环境及其规划技术方法、

环境保障、产业发展等方面，找准乡村人居环境建设

的重点，突出村民对乡村人居环境整治中最关心、最

直接、最亟需解决的热点和难点，创新乡村人居环境

规划的研究手段，优化乡村环境建设发展布局，把乡

村打造成集约高效生产空间，营造宜居适度生活空

间，保护山清水秀生态空间，延续人与自然有机融合

的乡村空间关系，推动乡村人居环境规划更好地支撑

乡村建设和农业农村经济社会持续发展。

3.3 强化乡村人居环境整治的技术政策支持，推动乡

村人居环境技术创新与集成应用

人居环境治理需要多部门的统筹和多领域技术

集成配套，打捆应用于乡村居民生产生活中，从源头

预防到末端治理全面推进。针对当前乡村人居环境

整治技术政策不完善、相关技术政策缺位等问题，综

合考虑我国不同地域乡村发展水平的实际情况，农

办、农业农村、乡村振兴、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住房和

城乡建设等相关管理部门应统筹相关的政策支持，完

善人居环境整治的各级地方政府投入体系，加大金融

支持力度，调动社会各方力量积极参与乡村人居环境

整治工作。此外，基于我国不同地区的乡村生活习

惯、资源环境禀赋、经济条件、产业消纳能力，组织高

等院校、科研单位、企业等开展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关

键技术、工艺和装备研发，优先支持乡村人居环境保

护技术创新，开展全局性、战略性、基础性问题研究，加

强农村人居环境规划与生产生活一体化景观建造关

键技术模式、农村垃圾与有机废弃物处理关键技术与

模式、农村黑臭水体成套治理技术装备、农村厕所粪污

资源化利用关键技术与装备等关键实用性技术模式

的研发，建立人居环境系统提升的技术体系，为从根本

上解决乡村人居环境问题提供技术政策支撑。

3.4 从农业农村一体化发展出发，系统设计和整体统

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推进

乡村振兴战略和乡村人居环境建设的全面实施，

需要破解乡村发展面临的瓶颈制约，需要在广阔的乡

村找到乡村发展的新支点、新平台和新引擎。乡村振

兴战略实施的基础是农业，没有农业的大力发展和农

业产业的兴旺，无法调动广大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

极性和创造性，难以形成现代化的农业产业体系，乡

村人居环境整治就是无源之水，乡村振兴也就无从谈

起。因此，乡村振兴必须要统筹农业农村的一体化协

调发展：一方面，乡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基础是农业，要

从强化农业基础的角度出发，不断提高农业发展质量

效益和竞争力，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

境友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乡村农业绿色发展和

生态农业建设；另一方面，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地点

主要在乡村，宜居的乡村人居环境是推动乡村振兴战

略实施的关键环节。此外，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中

也必须要不断加强农村资源环境保护和乡村环境建

设，统筹山水林田湖草保护建设，保护好绿水青山和

清新清净的田园风光，解决生态破坏严重、生态灾害

频繁、生态压力巨大等问题。因此，要将农业发展和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系统考虑，要从

农业农村一体化发展的角度出发，在强化农业发展的

基础上，遵循农村发展规律和市场经济规律，围绕农

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绿，支持有条件的乡村加强

基础设施、产业支撑、公共服务、环境风貌建设，打造

集循环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于一体，以空间创新

带动产业优化、链条延伸的“田园综合体”，实现乡村

一二三产业“三产”融合和乡村生产生活生态“三生”

一体化推进的格局，达到统筹发展，实现乡村生产、生

活、生态一体化推进的目标。

3.5 创新乡村人居环境整治的体制机制，推动乡村人

居环境整治提质升级

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往往是在各级政府的主导下

开展的，乡村人居环境整治不仅涉及到地方政府、归

口管理部门及多个协作部门，还需要有较强的经费支

持、组织能力、监管能力，也要充分吸纳村民的相关诉

求[25-27]。围绕乡村人居环境整治管理制度执行缺位

或不到位、职责不清、职能交叉、调控机制不顺畅、执

行力弱等突出问题，要强化乡村人居环境整治的体制

机制创新。首先要完善体制，健全县乡机构，基层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的管理机构是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提质的主导力量，应按照统筹管理，填平补齐的原

则，强化乡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管理机构的建设；其

次要优化机制，强化监督协调，现阶段农业农村和乡

村振兴部门是乡村人居环境工作的主要牵头部门，在

具体推进中应进一步统筹职能，优化乡村人居环境整

治的决策、协调、执行与监督机制，确保乡村人居环境

整治的决策科学、协调统一、执行顺畅、监督有力，切

实提高行政效率和行政效果。此外，要突出整体系统

控制，乡村人居环境整治涉及农村改厕、农村生活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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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农村垃圾等诸多任务和环节，要突出整体系统优

化，强化全过程监管，标本兼治，全面提升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的效果。

4 结论

（1）当前我国乡村人居环境整治的整体形势依然

严峻，绝大多数乡村缺乏系统设计和总体规划，整治

技术政策不完善，整治的系统协调性不足，且存在乡

村人居环境管理机构设置薄弱、调控机制不顺畅等问

题，阻碍乡村人居环境整治目标的落实。

（2）实现乡村人居环境整治的总体目标，应在梳

理各地乡村人居环境整治现实问题的基础上，充分发

挥农民在乡村人居环境整治中的主体作用，做好乡村

人居环境规划，厘清乡村人居环境整治的核心内容和

主次顺序，构建乡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适宜技术体系，

同时强化农业基础、加大乡村环境保护，实现乡村生

产、生活、生态一体化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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