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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农业农村固体废物是农业面源污染的重要来源， 具有复杂性、 多样性等特点， 威胁农业生态环境安全和农产

品质量安全。 本文通过查阅文献、 实地调研等研究方法， 分析我国农业固体废物和农村生活垃圾的产生与处理情

况， 结合现实， 全国差异性较大， 在制定我国农村生活垃圾政策时要因地制宜， 而不适用于 “一刀切”。 本文结合

现行相关法律法规， 对 《固废法》 （修改草案）提出意见， 力求规范对农业固体废物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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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８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指出我国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

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

年行动方案》 以农村垃圾、 污水治理和村容村貌提升为

主攻方向， 稳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突出问题治理。 “加
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 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 是

生态文明建设要着力解决的突出环境问题。 本文通过实

地调研和查阅资料等方法， 重点研究对农业固体废物和

农村生活垃圾两个领域的现状进行研究， 通过对 《固废

法》 及其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的比较和研究， 对 《固废

法（修订草案）》 提出建议。

１　 我国农药包装废弃物和农村生活垃圾的产生

和处理情况

　 　 农村地区主要的污染源主要包括两方面， 一是农民

在生产活动中产生的废物， 即农业固体废物， 主要包括

畜禽养殖废物、 农作物秸秆、 废农用薄膜、 农药包装废

弃物等； 二是农民生活中产生的废物， 即农村生活垃

圾。 本文重点对农药包装废弃物和农村生活垃圾（以下

简称 “农业农村固废”）的处理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
１ １　 农药包装废弃物的特点与管理情况

作为农业大国， 我国农药使用量巨大， 且缺乏有效

管理措施。 据报道， 约 ３０ 亿件（个）农药包装废弃物被

随意丢弃在田间地头、 沟渠河道。 难以降解的塑料瓶、
铝箔袋等农药包装废弃物被随意丢弃后将长期存留在环

境中， 环境风险巨大， 是当前农村环 境 管 理 中 的

“盲区”。
１ １ １　 农药包装废弃物的特点

一是农药包装废弃物无残余价值。 农药包装废弃物

的污染防治， 要从产生源头抓起。 农药包装废弃物的最

大问题在于源头难以收集， 主要原因为不像其他农业固

体废物， 农药包装废弃物基本无 “残余” 价值， 且分散

散落在各农户手中， 在农药使用完后， 可能被随手随地

丢弃。 要解决这类无价值的固体废物的收集问题， 可尝

试政府激励制度。
二是农药包装废弃物材质降解难。 据统计， 农药的

种类繁多， 农药登记产品共有 ３ 万多种， 包装规格、 材

质各不相同。 按包装材质来分， 主要有塑料（塑料瓶、
塑料壶、 塑料桶、 塑料袋）、 铝箔塑料复合材（铝箔袋、
塑料袋）以及少量的玻璃。 这些农药包装材料多属于难

以降解物质， 随意丢弃在农田中的农药废弃包装物长期

存留在环境中， 会导致环境污染等， 如常使用的 ＰＥ 瓶

降解时间最长可达上百年， 长期存留在土壤中， 会在土

壤中形成阻隔层， 降低土壤质量， 影响植物根系的生长

扩展。
三是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难。 目前农户种植面积约

占 ６５％， 农户数量庞大， 使用农药量大， 至少占总农药

使用量的 ６５％以上（农户农药使用效率低）， 农药包装

废弃物交送主体多且分散， 加上农户的环保意识薄弱，
且农药包装废弃物无残余价值， 使用后随意丢弃等均导

致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难。 另外， 不同于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使用的大包装， 农户使用的农药包装均以小包装为

主， 也加大了其收集难度。 若没有合适的政策激励制

度， 农户使用后的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会非常难。
四是农药包装废弃物贮存、 运输难。 体积大、 重量

轻是农药包装废弃物一大特点。 根据经验， １ｔ 的农药包

装废弃物约有 ７ 万个包装， 甚至更多， 假设一个包装按

０ ２Ｌ 计算， 合 １４ｍ３， 即理论上 １ｔ 的农药包装废弃物贮

存时需占贮存空间 １４ｍ３， 是其他废物贮存空间的 １４
倍； 运输时， 同样的运能只能运输其他废物的 １ ／ １４。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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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包装废弃物中残留的农药流出造成二次污染， 在贮

存与运输过程中需禁止压扁农药包装废弃物。 所以相对

于其他固体废物， 农药包装废弃物贮存与运输难。 对农

药包装废弃物的包装宜使用包装桶或环保袋（要有防渗

内衬）， 分类收集不同材质的农药包 装废弃物。
农药包装废弃物的以上特点， 决定了它与其他农业

固体废物具有不同的收、 运、 处模式与管理方式。 鉴于

回收到的农药包装废弃物加工处理后再灌装农药的费用

高， 超过使用新包装的成本， 农业生产企业回收再利用

农药包装废弃物的动力不足。
１ １ ２　 农药使用者收集农药包装废弃物现状

调研发现， 以出产水果闻名的安徽砀山使用的农药

包装材质以塑料为主， 极少量的农药包装采用玻璃材质

（如氧化乐果、 硫丹等）； 包装形式以瓶、 袋为主； 单个

包装容量大小在 １００～１０００ｇ 间。 确实存在部分农药一次

使用量较大的需求， 比如目前最大包装为 １０００ｇ 的多效

唑， 一次使用量可以在 ５０００ｇ 左右， 可以采用 ５０００ｇ 的

包装， 以减少包装废物的产生。 农药包装废弃物的收集

情况复杂： 农户对使用后的袋装包装， 丢弃在田间地头

居多； 对瓶类（塑料、 玻璃）， 特别是塑料瓶包装， 使用

后收集带回居多。 砀山收回的塑料农药包装废弃物一般

作为废品， 主要有两种途径： 一是由收购生活源的塑料

废品的商贩顺道收走 ／购， 这种途径的收购价格很低；
二是积攒到一定数量送到集镇上的废品收购站， 这种途

径价格略高一点。 砀山被收走的农药包装废弃物的后续

去向不明， 最大的可能是混入其他无危害的包装废弃物

中被进一步加工成新的塑料制品， 这种处理方式存在较

大环境健康风险隐患。
调研张家港某镇， 其农药包装废弃物以塑料瓶、 塑

料袋为主， 占总量的 ９９％以上； 只有极少数的玻璃瓶，
不足 １％。 在实践中形成了两级回收体系， 以行政村为

单位的一级回收， 由行政村安排专人回收使用者交送的

农药包装废弃物， 根据实际需要， 全镇共有 ６ 个一级回

收点； 镇上设置 １ 个回收集中贮存点， 容积约 ７５ｍ３，
收集存放来自行政村的农药包装废弃物。 由浦江农资定

期负责运送到持证处置单位无害化处置。 在回收过程中

未按照材质进行分类， 而是混在一起收集、 转运、 贮

存。 在运输处置过程采取补贴制度； 补贴资金来源于市

财政、 区财政等； 回收过程由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管理。
值得注意的是， 在回收过程中， 政府变成了回收主体：
从使用者到行政村， 是行政村派专人回收； 从行政村到

乡镇， 由镇农业服务中心提供集中贮存场所与管理； 然

后由区农委的下属单位运送至处置单位。
调研浙江某县，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该县全

年累计回收各类农药包装废弃物 ２４２ ４５ 万只， 其中塑

料袋、 塑料瓶 ２３５ ３４ 万只， 塑料壶、 桶和玻璃瓶 ７ １１
万只， 合计为 ３４ １４ｔ。 经估算全县全年农药包装废弃物

新增量为 ４０ ２５ｔ， 回收率达到 ８４ ８２％； 收集的农药包

装废弃物全部送交危险废物许可证单位进行无害化处

置。 显然该县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率高、 回收效果好，
回收到的农药包装废弃物得到有效处置。 取得以上成

果， 一是该县在 “基本农药集中采购统配送和零差价供

应” 的基础上实现了 ２５ 种基本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
该县全年在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和处置上的财政投入资

金约 １００ 万元， 主要用于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价格补

贴、 经营单位手续费、 回收装备购置、 处置费用等； 二

是形成乡—县两级回收网络， 县供销总社负责基本农药

零差价供应与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网络建设； 三是明确

了各方责任主体及职责； 四是建立台账制度， 基层农资

经营企业建立 《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台账》， 县级农资

批发企业建立 《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明细账》。
部分地区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情况并不乐观，

对农药使用者的调研结果显示， 这部分农药包装废弃物

基本未进正规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渠道， 这间接说

明在缺少激励政策时， 农药包装废弃物很难回收。
１ ２　 农村生活垃圾的产生与处理情况

１ ２ １　 农村生活垃圾的产生量

目前， 国内关于农村生活垃圾产量的官方统计数据

很少且差异较大。 很多研究人员通过实地调研的方法获

取数据来估算全国农村垃圾年产量， 但其数据来源大都

是依据一定规模的抽样问卷调查或者示范工程收集点上

的资料进行总结而成， 如李颖报道的 ２０００ 年 １ ４ 亿 ｔ、
Ｙｅ＆Ｑｉｎ 报道的 ２００５ 年 １ ８ 亿 ｔ、 黄开兴报道的 ２０１０ 年

２ ３ 亿 ｔ， 可以看出农村生活垃圾总产量在总体上呈现

上升趋势。
根据文献调研我国不同地区（省、 市）农村生活垃

圾人均日产量的数据显示， 不同地区农村生活垃圾人均

日产量差异很大， 范围在 ０ ２３ ～ ２ ０１ｋｇ ／ （人·日）， 大

部分数据分布在 ０ ３ ～ ０ ８ｋｇ ／ （人·日）。 考虑到不同文

献研究对象、 研究时间等差异， 可能导致调研结果的随

机性， 去掉 １０％的大值和 １０％的小值， 留下中间 ８０％的

数据作为参照依据， 得出平均值为 ０ ６９ｋｇ ／ （人·日）。
根据 《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１７》 中统计的我国 ２０１６ 年

乡村人口数量为 ５８９７３ 万人， 结合上述文献调研农村人

均生活垃圾产生量 ０ ６９ｋｇ ／ （人·日）， 计算得出我国农

村生活垃圾 ２０１６ 年产生量为 １ ４９ 亿 ｔ。 复合增长率按

照 ２％计算， ２０１８ 年我国农村生活垃圾产生量为 １ ５５ 亿

ｔ。
１ ２ ２　 农村生活垃圾的组成特征

我国农村生活垃圾产生时组成上大致为有机垃圾

（食品废物、 蔬菜果皮等）、 草木灰、 木竹、 煤渣砖石灰

土、 废纸、 废塑料及制品、 玻璃、 金属、 织物布匹类和

危险废物等。 我国农村生活垃圾成分复杂， 具有一定的

季节性， 地域性强， 北方以无机垃圾、 有机垃圾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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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以有机垃圾、 无机垃圾为主； 大多数地区农户已基

本自觉完成有价值垃圾分类； 部分经济发达地区由于垃

圾收运处体系较完善， 在政府推动下， 在自觉分类的基

础上， 进一步实现了有机可堆肥 ／沼气垃圾的分离。

表 １　 农村生活垃圾产生情况表

垃圾类别 主要组分 价值 产生频率 可能流向

塑

料

类

厚塑料 塑料桶、 塑料瓶、 塑料膜等塑料材料物品 有 低 回收利用

薄小塑料 塑料包装袋、 小薄塑料薄膜、 一次性塑料容器等 无 中高 收运处系统

金属类 铁钉、 铁丝、 其他废铜烂铁等 有 低 回收利用

纸类

小薄纸类 废餐巾纸、 小包装纸盒、 一次性杯子、 打包盒等 无 低 收运处系统

厚纸类 纸箱、 纸板、 书籍报刊等 有 低 回收利用

惰性

类

陶瓷砖瓦

石块渣土类
破碎的碗碟、 砖瓦、 碎玻璃、 渣土、 石子等 无 低 收运处系统

玻璃类 各类酒瓶、 醋瓶等 有 中高 回收利用

草木灰 灰分 有 中 施加入田地

有

机

类

易腐有机类

瓜果蔬菜的皮、 瓤、 茎、 叶； 果核； 草； 各类饭

菜残余物等
低无 高

喂养动物； 多余

进收运处系统

大量季节性烂水果 无 季节性 收运处系统

难腐有机类 骨头、 鸡鸭毛等 无 中低 收运处系统

织物类 废旧的衣物、 破布等 有 低 回收利用 ／ 收运处系统

有害类 药品包装物、 废电池、 荧光灯管等 无 低 收运处系统

　 　 农村生活垃圾产生时成分复杂， 主要可以分成 ９
类： 塑料类、 金属类、 纸类、 玻璃类、 惰性类、 草木灰

类、 有机类、 织物类和有害类等。 依据对农户是否有经

济价值可分成有价值和无价值两大类， 大部分有利用价

值的废物（草木灰、 金属以及部分塑料、 纸、 织物等）已
被农户自觉地收集并出售， 即农户对其产生的生活垃圾

已经按照有无价值自觉进行初次分类。 鉴于易腐有机类

生活垃圾可以通过腐熟后生产农家肥， 既可以实现垃圾

减量化， 又可实现其价值， 因此， 最具有现实意义的分

类就是进一步把易腐有机类生活垃圾分出来， 可以作为

我国经济欠发达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的目标。 这一步分类

较难， 需要宣传和一定的刺激促进分类。
１ ２ ３　 农村生活垃圾的处理率

数据显示， 我国镇、 乡的平均生活垃圾处理率分别

为 ８６ ０３％、 ７０ ３７％， 镇的生活垃圾处理率高于乡处理

率。 整体上华东地区各省的镇、 乡平均生活垃圾处理情

况领先， 东北地区各省的镇、 乡平均生活垃圾处理率最

低。 除了西藏自治区没有统计外， 镇平均生活垃圾处理

率最低的 黑 龙 江 省 仅 为 ２ ８２％， 最 高 的 山 东 省 为

９９ ８７％， 镇平均生活垃圾处理率最高地区是最低地区

的 ３５ ４ 倍， 地区间差距极大。
鉴于生活垃圾处理包括无害化处理和简易处理， 简

易处理产生的污染不容小觑， 所以无害化处理率更能反

映各地农村生活垃圾的处理情况。 整体上看， 全国镇、
乡平均无害化处理率为 ４６ ９４％、 １７ ０３％， 均未超过

５０％， 且乡无害化处理率很低； 无害化处理率为华东各

省市最高， 西北各省最低； 乡平均无害化处理率最低的

青海省仅 ０ ０９％（部分省缺失统计数据）， 最高的上海

为 １００％， 地区间差距巨大。 镇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在

６０％以上有 ５ 个省份， 仅占 １７％， 分别为山东、 江苏、
上海、 浙江、 福建； 乡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在 ６０％以上有

３ 个省份， 仅占 １０％， 分别为上海、 山东、 江苏。 镇垃

圾无害化处理率在 ３０％以下有 １７ 个省份， 达 ５７％； 乡

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在 ３０％以下有 ２１ 个省份， 多达 ７０％。
显然， 我国大多数地区垃圾无害化处理状况不容乐观。

表 ２　 我国镇乡垃圾处理率

镇垃圾处理情况

指标 省市 处理率 ／ ％

乡垃圾处理情况

指标 省市 处理率 ／ ％

平均 全国 ８６ ０３ 平均 全国 ７０ ３７

最高 山东 ９９ ８７ 最高 上海 １００

最低 黑龙江 ２ ８２ 最低 黑龙江 ０ ９３

结论

镇垃圾处理率好于乡； 华东各省市最高， 东北各

省份最低； 地区差异极大； 大部分地区农村垃圾

的处理水平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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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我国镇乡垃圾无害化处理情况

镇垃圾无害化处理

指标 省市 处理率 ／ ％
乡垃圾无害化处理

指标 省市 处理率 ／ ％
平均 全国 ４６ ９４ 平均 全国 １７ ０３
最高 山东 ９２ ５ 最高 上海 １００
最低 山西 ２ ５１ 最低 青海 ０ ０９

高低比 ３６ ９ 倍 高低比 ３８ ２ 倍

无害化率
≥６０％ ５ 个省市

无害化率
≥６０％ ３ 个省市

无害化率
≤６０％ １７ 个省市

无害化率
≤３０％ ２１ 个省市

结论

镇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好于乡； 华东区各省市最高，
东北各省份最低； 地区差异巨大； 大部分地区农

村垃圾未得到无害化处理

１ ２ ４　 农村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方式

我国农村生活垃圾相关基础设施、 处理情况千差万

别， 大部分地区处理程度取决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
人口密度以及领导层意识、 重视程度等［１］ 。

根据我国目前农村欠发达地区农民生活的实际情

况， 给出了 “两层三分法” 对生活垃圾进行源头分类。
该源头分类方法的优点很明显： 简单、 易行、 成本低，
适用于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

“两层四分法” 的源头分类模式成本高， 但环保效

果好， 多数农村生活垃圾研究者通常把生活垃圾分成四

类。 建议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生活垃圾按照 “两层四分

法” 进行分类。

图 １　 基于源头分类的农村生活垃圾模式： “两层三分法”

图 ２　 基于源头分类的农村生活垃圾模式： “两层四分法”

　 　 通过实地调查， 影响农村生活垃圾源头分类收集持

续实施的三个最主要的因素是： 缺乏分类意识， 垃圾分

类收集复杂、 麻烦以及缺乏完善的分类收集与处理设

施。 它们可能使得农村生活垃圾源头分类收集推广难度

加大， 因此， 基层政府在今后推广垃圾源头分类收集时

要着重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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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分析

一直以来， 农村生活垃圾和农业固体废物都是固体

废物领域的难题， 解决方法少， 管理难度大， 法律规定

也较少， 缺乏专门针对农药包装废弃物和农村生活垃圾

的法律规定。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修订草案）》 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 《固废法（修订草

案）》）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其适用范围主要包括工

业固体废物、 生活垃圾、 危险废物、 农业固体废物和污

泥等， 其中， 工业固体废物和生活垃圾各有一节规定，
危险废物则有一章规定， 而农业固体废物和污泥则各有

一条规定， 并未对农村生活垃圾和农药包装废弃物有单

独规定。
２ １　 与农村生活垃圾监管相关的法律法规

现行 《固废法》 是我国固体废物污染防治的基本

法。 该法第 ３８ 条规定城乡生活垃圾收运处的设施由县

级以上政府统筹安排建设等， 该条款提到了农村生活垃

圾的相关管理规定， 但属于原则性规定， 在实践中缺乏

可操作性。
《固废法》 第 ４９ 条规定 “农村生活垃圾污染环境

防治的具体办法， 由地方性法规规定”。 地方性立法需

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 将中央立法具体化， 制定实施细

则或变通规定， 使其在本地区有效推行、 便于操作。 但

是部分地方性法规、 规章过多地重复上位法的体例结构

和内容， 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不足， 不接地气。 只有少

部分的地方性法规根据本地区的情况重新规定了其调整

主体的规模标准［２］ 。
《固废法（修订草案）》 中明显加大了对农村生活垃

圾的管理力度， 生活垃圾污染环境防治章节中十四个条

文进生活垃圾的管理与治理进行了规定， 其中明确农村

生活垃圾的条文有四个（４４ 条、 ４５ 条、 ４７ 条、 ４８ 条），
从以下方面进行规定： 乡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等基础设施

规划应与城市统筹规划， 地方环卫部门负责组织农村生

活垃圾的收运处等工作， 农户应在指定点投放垃圾， 收

运处农村生活垃圾时应防止污染环境等。
其中值得推崇的是 ４９ 条的垃圾分类制度。 我国近

年来逐步推行垃圾分类。 实行垃圾分类制度有诸多好

处， 垃圾中的有价值组分实现了从 “废” 到 “宝” 的

转变， 有机易腐垃圾变成有机肥料； 同时减少了需无害

化处理的垃圾量， 降低了垃圾的治理成本等。 本次修订

不仅提出了垃圾分类制度， 更重要的是把垃圾分类理念

贯穿了垃圾治理的全过程， 将解决目前垃圾治理中存在

的源头分类后， 收运过程中被再次混合的尴尬局面。 只

有真正做到 “分类投放、 分类收集、 分类运输、 分类处

理”， 才能实现 “物尽其用、 害被严控” 的循环经济理

念， 才能彻底改变垃圾分类流于形式的现实。

２ ２　 与农业农药包装废弃物相关的法律法规

目前， 我国关于农药包装废弃物污染防治的现行法

律法规很少， 接近空白。 现行 《固废法》 对固体废物污

染防治作了比较全面的规定， 属于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方

面的综合性法律。 农药包装废弃物作为固体废物的一大

类， 属于固废法的调整范围， 显然农药包装废弃物应遵

守固废法中关于固体废物以及危险废物的相关规定（一
般性规定）， 但是该法缺少农药包装废弃物污染防治的

专门性规定， 故在修订时作为专门章节添加。
《固废法（修订草案）》 中提出的一些固体废物管理

思路值得肯定： 一是污染者依法负责的原则， 强调固体

废物产生者是固体废物治理的首要责任人， 谁污染谁负

责， 谁产废谁治理； 二是生产者责任延伸制， 增加关于

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的规定， 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管理

经验吸纳与固化， 鼓励生产者开展生态设计、 建立回收

体系， 促进资源回收利用； 三是明确相关部门污染防治

责任， 按照管发展必须管环保、 管生产必须管环保、 管

行业必须管环保的原则， 明确相关部门应担负的固体废

物污染环境防治主体责任。
另外， 第 ２３ 条第 ４ 款对农业固体废物进行规定。

这里的农业固体废物是否包括农药包装废弃物并不明

确； 即使该款认为农业固体废物已纳入农业固体废物的

范畴， 鉴于农药包装废物基本无价值、 且危害性大于其

他农业固体废物， 外加 《农药管理条例》 中对其有一定

的规定， 且与本法 ２３ 条第 ４ 款的管理思路不同， 也需

要专门管理。

３　 关于 《固废法（修改草案）》 相关补充建议

与意见

　 　 基于法律的稳定性与连续性， 《固废法》 修改时要

考虑与现行法律法规衔接， 可行者保留、 援引， 不合理

或者难执行的摒弃； 基于法律的滞后性， 修订 《固废

法》 时应具有前瞻性， 宜适当超前。 《固废法》 属于狭

义的法律， 位阶高， 规定一般为原则性规定。 对 《固废

法（修订草案）》 就农村生活垃圾管理、 农业农药包装

废弃物监管规定提出以下补充建议与意见：
一是增加原则性规定。 在第三章、 第三节 “生活垃

圾污染环境的防治” 规定中， 提出农村生活垃圾管理遵

循政府主导、 因地制宜的原则， 选择适合当地实情的垃

圾治理模式； 在第三章、 第三节 “生活垃圾污染环境的

防治” 规定中增加开展农村中小学中环境卫生知识教育

有关内容， 鼓励中学生作为环境卫生志愿者从事生活垃

圾分类宣传示范。
二是增加农村农业废物分类、 处理的相关规定。 在

第三章、 第三节 “生活垃圾污染环境的防治” 中规定，
农户进行垃圾分类投放， 以规范生活垃圾分类投放、 资

金承担等方面农户的义务； 在第 ５２ 条 “从生活垃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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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的物质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的用途或者标准使用， 不

得用于生产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产品。 从生活垃圾中分

类出的有害垃圾， 必须以环境无害化方式进行管理， 防

止污染环境” 之后增加一款， 规定从生活垃圾中分类出

的易腐垃圾， 可以就地就近处理； 在第 ４５ 条 “地方各

级人民政府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对城乡生活

垃圾进行清扫、 收集、 运输和处置” 后增加一款， 规定

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开展生

活垃圾进行清扫、 收集、 运输和处理工作。
三是增加农村农业废物回收的相关规定。 明确受益

者担责原则与有偿回收制度。 农药经营者（零售商）提

供场所、 人力， 搭建回收暂存体系； 农药生产企业、 农

药经营者（批发商）以及未纳入回收体系的零售商出资

金， 共同履行农药包装废弃物的回收义务、 承担处置费

用。 采用有偿回收方式， 鼓励农药使用者收集并及时交

送农药包装废弃物。 无正当理由， 农药经营者不得拒绝

接收农药包装废弃物； 鼓励农药生产者使用易回收、 易

处置或在环境中易降解的包装物， 淘汰铝箔包装物， 鼓

励农药企业针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使用大容量包装物。
农药使用者分散产生的农药包装废弃物在集中贮存前地

收集、 回收、 暂存、 转运活动， 不按照危险废物管理；
建立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基金， 用于农药包装废弃

物回收处置。 农药生产者、 进口者以及农药经营者（批
发商）等应当按照规定履行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基

金的缴纳义务。
四是对农药包装废弃物单独规定。 鉴于农药包装废

弃物（有毒害性且基本无利用价值）不同于农业固体废

物（大多数有利用价值）， 处置与利用方式不同， 过程管

理也有诸多不同， 建议农业农药包装废弃物宜单独规

定， 而不是笼统地归入其他农业固体废弃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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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简介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原 《环境科学动态》， ２００６ 年更名）于 １９７６ 年创刊， 是由生态环境部主管和生态

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办的国家级期刊。 我刊列入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学术期刊名单（新出报

刊司 〔２０１７〕 １９６ 号）， 并加入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全文收录期刊”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ＣＪＦＤ）全文收

录期刊” “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全文收录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ＣＡＪＣＥＤ）统计源期刊”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版）收录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评价数据库（ＲＣＣＳＥ）”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

刊数据库” 及 “超星期刊域出版平台” 等， 获得 ＣＳＳＣＩ 来源期刊（２００４－２００６）证书和第五届 “ＲＣＣＳＥ 中国核心

学术期刊”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证书。
我刊依据从环境保护的视角报道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践的办刊宗旨， 围绕着国内外重大事件和形势进行选

题组稿。 运用提前发布和集中选题形式， 以重点课题（项目）为基础开展组稿工作， 充分发挥学术期刊优势， 办

刊水平显著提高。 本刊底蕴深厚， 尤其近几年学术影响力显著提高。 期待各界人士能予以关注并不吝赐稿， 同

时欢迎相关单位及课题组协办专栏或者专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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