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管理与改革·

浅谈我国农村环境监测

陆泗进，何立环

(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北京 100012)

摘 要: 简述了国家对改善我国农村环境质量政策要求，介绍了全国农村环境质量例行试点监测基本情况，分析了农

村环境质量监测存在的能力不足，体系不完善，缺乏代表性等主要问题。提出农村环境监测与农村“以奖促治”结合，以及

开展农业面源污染监测的工作思路，以此推进农村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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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overview of the government's rural policy requirements for the environmental quality im-
proving，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national rural environmental monitor was introduced，and the defects such as ca-
pacity lacking，imperfect and underrepresented system were also discussed． The two work ideas about national
rural environmental monitor carried out combined with ＇to award to promote governance＇ and national rural envi-
ronmental monitor changed to agricultur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monitor were proposed in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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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的环境质量逐

步得到了改善，而农村的环境质量却不容乐观。各

种农村环境污染不仅威胁到了数亿农村人口的健

康，而且最终通过水污染、大气污染和食品污染等

渠道又会影响到城市环境［1 － 2］。同时，农村环境是

农村经济乃至城市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因此，保

护农村环境具有重要意义［3］。
农村环境污染问题一直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

高度重视，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稳步推进。各地

结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积极探索农村环境保护

路子，农村环境监管工作逐步展开。连续 5 年开展

的“整治违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环保专项

行动，在农村地区关停了一大批“十五小”企业，在

许多地区开展了生态环境监察试点; 生态示范创建

成效显著，各地开展了生态县、环境优美乡镇、生态

村等创建活动，使农村环境保护融入基层的经济社

会发展全局; 关于农村环保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文件

也相继出台，2008 年中央财政安排农村环保专项

资金 5 亿元用于“以奖促治、以奖代补”，惠及全国

692 个行政村。2009 年 3 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环

境保护部、财政部、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实行

“以奖促治”加快解决突出的农村环境问题实施方

案的通知》。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地域广阔，农村环

境质量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开展农

村环境质量监测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措施，

能够为农村环境监管和保护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技术服务和技术监督。

1 已开展的农村环境监测工作

1． 1 菜篮子种植和有机食品基地环境质量调查
2001 年起，国家环境监测总站组织全国 26 个

省( 自治区、直辖市) 和 42 个重点城市环境监测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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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国 57 个“菜篮子种植基地”、15 个污灌区土壤

环境质量开展了调查，内容涉及土壤、灌溉水、环境

空气和农产品等，基本掌握了蔬菜和有机食品种植

基地主要污染物情况。
1． 2 全国土壤环境监测工作

2005 年，在沈阳、南京、广州 3 市组织开展了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试点工作。2006 年—2010 年，

环境保护部组织开展了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专

项工作，全国环境监测系统作为骨干力量参加从布

点、采样、样品处理、分析检测、数据整理、省级土壤

污染调查报告编写等工作，首次获得了较为完整的

全国土壤环境质量状况资料，建立了全国土壤样品

库和数据库，基本摸清了我国土壤环境状况及污染

情况。在此基础上，自 2011 年开始进行全国土壤

环境质量例行监测试点工作; 2011 年—2013 年，分

别针对工矿企业周边土壤、农田区和蔬菜种植基地

开展了国家土壤环境质量例行监测试点工作，初步

建立全国土壤环境质量例行监测制度。
1． 3 全国农村环境质量试点监测工作

在环境保护部的指导下，自 2009 年开始，中国

环境监测总站组织全国各省级环境监测站开展农

村环境质量试点监测工作，涉及空气、地表水、饮用

水源地和土壤等环境要素，开拓了全国范围的农村

环境质量监测工作领域。2009 年每个省份监测 3
个村庄( 主要针对“以奖促治”村庄) ，此后试点村

庄范围不断扩大。2012 年每个省份至少监测 12
个环境问题突出、群众反映强烈的村庄，实际监测

的不 同 类 型 村 庄 数 量 达 到 了 798 个，2009 年—
2012 年全国累计监测试点村庄 1 510 村次。

2013 年，全国每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 将至少

选择 10 个村庄开展农村环境质量试点监测，同时

在典型区域范围内选择一定数量的代表性村庄开

展环境质量监测。目前这项工作正按相关要求稳

步进行。
农村环境质量试点监测工作的持续推进，不仅

摸清了试点村庄环境质量状况，掌握了部分农村环

境质量的基本状况，同时总结出存在于我国农村的

一些突出环境问题，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以

奖促治”政策下农村连片综合整治的成效。
此外，随着国家对农村环保工作的重视，全国

部分省( 市、区) 自行组织开展了农村环境质量监

测。如浙江省环境监测中心从 2000 年开始就开展

了有机食品认证、有机食品基地建设技术研究等工

作，并在国内较早地完成了全省有机食品产业发展

规划，编制了《浙江省农产品产地环境质量安全

标准》。

2 农村环境监测工作存在的问题

虽然全国农村环境试点监测工作已经开展了

5 年，但农村环境监测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如监测

能力不足、监测技术体系不完善、业务化运行缺乏

必要性的保障等［4 － 8］。目前农村环境监测最大的

问题是监测村庄数量不足及缺乏代表性。
由于我国农村地区地域分布广，各地自然地理

条件、经济情况和生产生活特征等各个方面均存在

明显差异，虽然每年农村试点监测都在扩大监测村

庄的数量，如 2012 年监测村庄数量已经达到 798
个，但相较于我国 60 多万个行政村，依然存在覆盖

面过窄，代表性不强，无法全面、系统地反映我国农

村环境质量状况的问题。同时，农村环境监测工作

涉及空气、饮用水、地表水和土壤等多要素、多项目

的采样、分析、综合评价等工作，目前主要由各省级

和地市级环境监测站承担，任务繁重，经费十分

缺乏。
2010 年全国共安排农村试点监测补助经费

38． 4 万元，完成了 274 个试点村庄的环境质量监

测工作，平均每个村 2 000 元。2011 年试点村监测

补助经费增加到 192 万元，但每个省份监测试点村

庄数量增加到 9 个，平均每个村庄监测经费不足

7 000元。
近期，在试点监测的基础上，中国环境监测总

站提出了今后农村环境质量监测以县域( 指去除

县城以外的区域) 为基本单元，包括县域和村庄 2
个层面开展监测的工作思路。对村庄监测，从县域

范围内选择一定比例、不同类型的代表性村庄，开

展村庄环境空气质量、饮用水源地水质和土壤环境

质量监测与评价。结合村庄的基本情况、自身特点

和主要污染来源等，对比各类型村庄环境状况，分

析和总结不同类型村庄面临的环境问题。对县域

监测，以整个县域为对象，开展地表水水质和生态

质量监测与评价。
综合县域监测和村庄监测与评价结果，从点到

面评价县域农村环境质量。该方案在工作量不做

太多增加的条件下，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每年监测农

村数量和代表性的问题。目前，中国环境监测总站

已经完成了该监测方案讨论稿的编制，将广泛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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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并计划在东、中、西部地区各选择 2 个省份

按照上述思路进行试点研究，最终形成可供推广的

农村环境质量监测方案和技术体系。

3 农村环境监测工作的思考

全国有 60 万个行政村，就当前环境监测系统

的能力，仅通过监测少量农村环境质量状况而达到

反映全国农村环境质量状况的目的是非常困难的。
而且当前开展的各环境监测要素，如大气、水、土壤

等的监测，实际上已经涉及了部分农村地区，而随

着各环境监测要素的发展，对农村地区的覆盖也会

越来越多。因此，如果今后农村环境监测还针对所

有农村分别进行大气、水、土壤等要素的监测，将可

能与单环境要素的监测工作重复。
2008 年 7 月 24 日，国务院召开全国农村环境

保护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作出“以奖促治”重大决

策。2009 年 2 月 27 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环境

保护部、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关于实行“以奖促

治”加快解决突出的农村环境问题的实施方案》，

明确了“以奖促治”政策的工作目标: 到 2015 年，

环境问题突出、严重危害群众健康的村镇基本得到

治理，环境监管能力明显加强，环境意识明显增强。
“以奖促治”是我国加强农村环境保护的创新之

举，也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对于统筹城

乡发展、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据环境保护部测算，通过实施“以奖促治”政策，中

央财政资金带动地方投入超过 50 亿元，支持了全

国 2 165 个村庄开展环境综合整治和生态示范创

建，农村直接受益人口超过 1 300 万人。
因此，能否将农村环境监测与农村“以奖促

治”结合起来，这样，农村环境监测对象就是实施

“以奖促治”项目的村庄，对项目实施可能导致的

大气、水和土壤等的农村环境质量变化情况进行监

测。通过监测来评价农村环境质量是否得到了改

善，财政部根据监测结果，对环境明显改善或恶化

的农村通过增加或减少转移支付资金等方式予以

奖惩。也就是将农村环境监测转变成一种类似于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考核的成

效监测。通过环境监测结果反映“以奖促治”政策

的实施效果，带动农村环境保护工作水平的整体提

升，从而发挥以点带面的作用。这样可以回避每年

监测村庄数量和代表性问题，也能解决监测经费不

足的问题，关键还能让农村环境监测真正的落地。

另外，农村环境与城市环境明显的区别在于农

村环境的面源污染严重，《全国第一次污染源普查

公报》显示，农业面源污染对水环境的影响较大，

其化学需氧量为 1 324． 09 万 t，占排放总量的 43．
7%。总氮和总磷排放分别占排放总量的 57． 2%
和 67． 4%。因此，农村环境监测还有一种思路就

是针对农业面源开展监测。通过农村环境监测来

掌握农业源的污染状况、污染类型、产生量、排放量

及其去向。其监测对象包括种植业污染源、畜禽养

殖业污染源、农村生活污染源，也就是针对农业面

源污染产生、迁移转化和入水体环节，开展农业投

入品、水体、土壤等的监测。通过确定布点方案、采
样方法、监测频次，分析方法和质控措施，构建农业

面源污染监测技术规范，最终建立以面源污染负荷

核算为目的，为环境管理服务的农村面源监测体

系。从而有效的反映农业面源污染现状，监管农业

污染源的污染排放，减少其危害，为环境管理提供

依据。我国农业面源污染监测目前处于空白阶段，

尚没有完善的监测技术规则和评价体系，开展农业

源监测和研究也是十分必要。
总之，我国农村环境监测工作刚刚起步，农村

环境质量监测体系尚未完全建立。农村环境状况

底子不清、情况不明仍然是客观事实，不能满足农

村环境保护和管理决策需求。因此，应该针对我国

农村实际情况，开阔思路，制定切实可行的农村环

境监测方案，加强农村环境监测，以掌握我国农村

环境的真实状况，推进农村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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