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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发展小城镇是我国城市化过程的必由之路�但小城镇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很多环境问题�本文分析了产

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并提出了环境保护的对策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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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veloping the small town is a very important way to realize our urbanization�but there are many environ-
mental problems during the fast development of small towns．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auses of these environmental prob-
lems．Then puts forward the countermeasures on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bout small tow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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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

小城镇进入快速发展时期。1998年�党的十五届
三中全会将小城镇发展提高到大战略的高度。发
展小城镇是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战略。
目前�我国小城镇建设已步入一个更具活力的新时
期。在小城镇建设过程中�如何有效解决城镇现代
化、城市化过程中的环境问题�协调好城镇社会经
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促进小城镇持续、快速、
健康、稳定的发展�避免走以往城市建设发展中出
现的“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保护”老路�提高
小城镇的环境质量�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个
重要内容�也是环境保护工作面临的一个新课题。

2　小城镇的环境保护现状及存在问题
2．1　小城镇环境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2．1．1　大气环境恶化　　小城镇的大气环境总体
质量略好于大城市�但也有很多小城镇大气中污染
物含量大于大城市�尤其是降尘污染严重。由于乡
镇企业一般集中在交通较为便捷的小城镇周边地

区�因此�局部地区乡镇工业的废气已影响到了小

城镇居民的生活和生产。主要污染源为一部分未
经改造的工业锅炉、窑炉排放的烟尘、粉尘�以及化
工企业排放的有毒、有害气体。

有研究显示�北方部分城镇二氧化硫平均浓度
达到83μg／m3。大气中硫化物、氮氧化物严重超
标�大部分地区酸雨严重�不仅破坏环境�而且加剧
建筑物、铁道、桥梁的腐蚀与破坏�给我国工农业的
发展带来巨大损失。
2．1．2　水体污染　　多数小城镇排水工程简陋�
有的甚至没有排水设施；几乎没有污水处理设施。
生活污水不经处理随意排放；工业废水处理率极
低�很难保证达标排放。污废水直接排入天然水
体�不仅污染了小城镇自身生态环境�而且造成了
河湖水体的严重污染�已成为区域性水环境的重要
污染源。
2．1．3　垃圾围城　　由于环卫设施短缺�小城镇
产生的大量生活垃圾未经处理直接堆放�导致垃圾
围城的现象十分普遍；另外�塑料包装物和大量农
膜带来的“白色污染”�在许多小城镇及周边乡村地
区无处不见。据调查辽宁省目前有一半农膜残留
在环境中�在海城、辽中、新民等地�平均每公顷农
田的农膜残留达50～60万块�不仅影响农作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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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同时也污染环境。
2．1．4　资源破坏和浪费　　小城镇在建设过程中
资源破坏和浪费现象十分严重�尤其乡镇企业对能
源、矿产和土地等自然资源的浪费。以乡镇企业土
法炼焦为例�平均每生产1t 土焦大概损失煤炭
0∙64t�煤气40m3�损失焦油40kg。在乡镇砖瓦
厂�平均每烧1亿块砖�将会毁去耕地面积达6∙67
hm2。
2．1．5　乡镇企业污染　　在产业结构调整与整治
城市环境过程中�一些大城市将一些污染严重、难

以治理的企业或部分产品的生产迁移到小城镇；另
外有些城镇为了改善经济状况而不加选择的引进

投资�使那些陈旧的设备和落后的生产工艺�甚至
国家明令禁止的“十五小”企业仍能在小城镇生存。
而且由于乡镇企业污染治理设施比较简陋�技术含
量低�缺乏人才和严格的规章制度�管理上比较薄
弱�因此乡镇企业废水、废渣和烟尘大都未经处理
直接排入自然环境中。小城镇的废水、废气、废渣
的产生量相对全国总量虽然不大�但其中污染物排
放量所占比例却非常高�见表1。

表1　乡镇企业污染物排放情况
排放种类 乡镇企业排放量 全国排放总量 比例％

工业废水 废水亿 tCOD 万 t 41∙1254∙3 194∙2704∙5 21∙236∙1

废气
工业 SO2排放量 万 t
工业烟尘 万 t
工业粉尘 万 t

463∙3436∙2687∙8
1612∙5953∙31092∙0

28∙745∙863∙0
工业固体废物 产生量 万 t

排放量 万 t 15008∙82143∙4 81607∙73183∙1 18∙467∙3
　　∗数据引自2000全国环境统计公报
　　由表1可见�乡镇企业的工业废水排放量虽然
仅占全国工业废水排放量的21∙2％�而其中的化
学需氧量（COD）含量却已占到总量的36∙1％。其
中最为突出的是工业固体废弃物的产生量为全国

总量的18∙4％�而排放量占总排放量的67∙3％。
2．2　小城镇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
2．2．1　基础设施不完善　　目前全国有2万多个
建制镇�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远远落后于城镇的发
展。表2显示的是2001年全国环境基础设施水平�
其中自来水普及率仅有70∙7％�而在我国中部和西
部地区平均每个建制镇还不到一个供水站。建制镇
的人均城建资金只有150∙9元�仅为城市的20％�而
且小城镇的道路铺装率不足50％�60％以上的地区
系雨污合流且无污水处理设施和垃圾处理设施。小
城镇基础设施落后还表现在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
设施滞后�适应不了城镇发展的需要。

表2　2001年全国环境基础设施水平
项目 城市 县城 建制镇

人均城建资金 元
污水处理率 ％

排水管网密度 km·km2
供水普及率 ％
垃圾处理率 ％

70736∙46∙0672∙358∙2

26111∙04∙275∙94∙7

150∙98∙0－70∙7－
　　数据来源2002年中国统计年鉴
2．2．2　布局不合理�缺乏前瞻性　　大部分建制

镇虽然都制定了规划�但多缺乏科学的前瞻性�缺
乏空间发展的目标和功能分区�布局不合理�发展
不平衡。主要表现在小城镇数量多�规模小�要素
凝聚能力弱。另外由于许多小城镇是由农村居民
点发展而成�用地布局不合理�有些小城镇工业污
染用地布置在居住地的上风向、水源地上游�或与
居住地混杂布置�影响了居民的生活质量和身体健
康；对外交通道路穿越小城镇内部�干扰小城镇的
正常运转和居民生活。
2．2．3　乡镇企业技术含量低�缺乏环境防治资金
　　乡镇企业污染排放有两个特点�一是排放量不
大�但污染物浓度高；二是污染物的处理率和达标
率较低�使得乡镇企业在小城镇环境问题中的贡献
率占有很大比重。其主要原因有两方面�一是乡镇
工业工艺设备总体上比较落后�主要通过对资源的
超量开采利用和大量的人力投入来实现企业规模

的扩大�对资源和环境造成巨大压力。另一方面�
乡镇企业资金多是利用农业积累进行投入�投资不
足使乡镇企业不可能有很多力量进行污染防治。
有资料显示现在多数污染企业没有污水处理设施�
直接将废水排入河沟�有处理设施的企业对废水的
处理能力也较低�设备开工率一般只有40％～
50％�而且设备质量大多不过关。
2．2．4　环保能力弱　　据统计�全国各级环保系

－ 126 －

环境保护科学　第33卷　第4期　2007年8月



统共有166774人�其中乡镇级4487人�仅占
2∙69％；环保机构共11528个�其中乡镇级1469
个�占12∙7％；环境监测站点为零。环境监测是
环境科研的基础�是环境管理的重要手段�也是
维持生态系统动态平衡的必要条件。但是以目前
乡镇环境系统的环保能力看�乡镇政府没有能力
对环境进行监管。小城镇的环境监督仅仅停留在
定性管理的阶段。即使是东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
区�乡镇一级的环境保护能力也很弱。2004年�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曾对福建、广东、安
徽、江苏等地区的小城镇环境进行调研�结果显
示除部分经济发达地区外�绝大部分乡镇没有独
立设置环保机构�乡镇一级普遍没有开展环境质
量监测工作。
2．2．5　环保意识淡薄　　目前�我国人口的整体
素质比较低�尤其是小城镇�受教育的程度比较低�
导致经济活动仅以经济利益为重�根本不考虑是否
会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不按规定程序审批项目�
边建设边污染�只污染不治理�给小城镇的发展留
下了隐患。

3　小城镇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环境问题不仅仅关系到技术问题、还涉及到社

会、经济、政策等多个方面的问题。要在经济增长
的同时更加注重小城镇整体质量的提高�实现小城
镇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的均衡发展。就需要从合理
的规划布局�改善小城镇的生态环境�建立健全环
境保护法制�加强乡镇企业管理�增加资金投入�加
强基础设施建设�增加新技术的储备和应用等多个
环节出发�探讨小城镇环境保护的对策。
3．1　合理规划布局

加强小城镇规划管理�从小城镇经济、社会及
生态环境角度出发�根据小城镇各地段不同的环境
质量分区�科学合理规划布局�使生活区选择在环
境质量优良的地段�调整小城镇工业布局�使有污
染的工业企业安排在城市主导风向的下风向�或者
将生产协作关系紧密的企业组织在一起�保护生态
环境�防止污染�提高工业效益。

推动小城镇住房建筑的标准化和实用化�协调
小城镇镇内部居住、文化娱乐、商业、交通、供水、能
源供应等基础设施的合理布局。保证小城镇建设
既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又为居民生活创造良
好的环境条件。

3．2　建设生态城镇�促进小城镇可持续发展
小城镇生态环境建设是在一个城镇的范围内�

利用生态学和工程学的方法�以现有的生态环境为
基础�对人类－生态－环境系统的多因素、多层次、
多目标进行设计和调控�使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
环境保护高效融合并保持良性循环。小城镇生态
环境建设应以循环经济和生态产业为依托�运用循
环经济理论与方法�优化生产工艺结构�提高资源
利用效率。生产工艺结构不仅应满足城镇经济的
持续发展�还需生态建设协调发展。在建设的过程
中�一切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出发点�改变过去那种
单纯追求经济目标的行为�向追求经济－生态双重
目标的转变�使人与自然共存�和谐发展。
3．3　健全环境保护法制

解决环境问题�要加强环境保护立法工作�建
立健全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体系�强化管理�抓好
重点污染地区和行业的污染防治工作；做到有法可
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3．4　加强乡镇企业的管理

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统一规划。重点加快乡镇
企业园建设�使乡镇企业向小城镇和工业园区发
展�促进乡镇企业工业布局相对集中�实施污染集
中控制。引导乡镇企业的发展方向�鼓励充分利用
当地资源、设备和技术水平较为先进的项目�限制
耗水耗能大、污染严重的企业。
3．5　增加资金投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公共设施基础和公益设施建设�是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的＂硬件＂�建制镇基础设施健全、文教设
施配套、环卫设施齐全�也是倡导文明、培育新农民
的重要手段。应多渠道筹措小城镇建设资金�鼓励
农民集资、农业银行建设小城镇专项贷款等方式�
促进小城镇建设。

当前我国小城镇建设正处在迅速发展阶段�环
境问题已成为突出的制约因素。我们只有面对现
实�认清根源问题�将小城镇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环境效益结合起来�统筹兼顾�协调发展�才能逐步
改善小城镇的环境�实现小城镇的可持续发展。
3．6　新技术的储备和应用

污染治理是改善环境的根本途径�小城镇应结
合自身的情况�建立污染治理技术数据库。为切实
可行的实施污染治理措施�应有针对性的建立污染
治理技术数据库�完善和更新技术�为工业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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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发展规律�以企业为整合对象�跨空间、地域、
行业和所有制重新配置生产要素�调整和构筑新的
资本组织�从而形成以大企业和企业集团为核心的
优势主导产业和相应的产业结构的过程。产业整
合包括横向整合和纵向整合和混合整合�产业的横
向整合是指产业链条中某一环节上多个企业的合

并与重组；产业的纵向整合是指处在产业链中�上、
中、下游环节的企业合并与重组�包括前纵向整合
和后纵向整合。产业的混合整合既包括横向整合
又包括纵向整合。新区装备制造大企业的整合�既
可以实施横向的整合�也可以实施纵向的整合�而
更多的是混合整合。

（1）产业链整合模式之一：将产品关联度高的、
产品服务对象相近的企业整合起来�形成具有规模
经济优势的�能够为国家重大技术装备项目服务
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这种整合方式
属于混合整合。

（2）产业链整合模式之二：从整合在一起的几
个企业为一个大项目配套、增强企业综合配套能力
的角度看�属于横向整合；

（3）产业链整合模式之三：从几个企业生产的
产品的关联关系看�属于产业链的上、下延伸关系�
属于纵向整合。

目前正在蕴酿按照产业关联关系�对新区装备
制造业若干大企业进行整合�形成具有规模优势的
产业链。

4　装备制造生态工业链构建
沈阳铁西新区将建成中国最大的通用机械制

造中心�延伸和做强“产业生态链”�形成内增长机

制�实现由“机械加工基地”向“装备制造基地”跨
越。装备制造业的主体产业链为：概念创意－研究
开发－工艺设计－生产制造－市场营销－物流管
理－客户服务－产品回收再利用。并根据不同的
产业集群形成了五个大的产业链条：

一是以沈阳鼓风机有限公司为核心�对沈阳汽
压机厂、沈阳水泵厂、沈阳空压机厂这三户企业进
行整合�形成为石化工业服务的产业链条；

二是以沈阳重型集团为核心�对沈阳锻压机床
厂、电工机械厂、低压开关厂、水泥机械厂等企业进
行整体重组�形成为矿山服务的重型机械产业链
条；

三是以特变电工沈阳变压器集团为核心�整合
沈阳变压器厂、衡阳变压器厂、新疆变压器厂、天津
变压器厂四户企业�形成为大型水电设施服务的装
备制造产业链条。

四是新区钢铁产业群及铸锻产业群为装备制

造业提供加工件�表面处理中心为装备制造业提供
各种专业表面处理服务的产业链条。

五是静脉产业废物链的构建�主要考虑新区装
备制造业产生的各种废金属通过冶炼、锻铸�废油、
废乳化液等进行处置再生回用于装备制造业。

5　结语
为了实现装备制造业的生态化发展�必须同时

在企业内部实施生态设计及生态化管理�从源头减
少资源消耗；以骨干企业为支撑�逐渐完善与钢铁
产业群、铸锻产业群及表面处理中心间的产品代谢
链条形成稳定的产品供应关系和产业群�扩展行业
间的横向耦合�构建稳定的产品代谢和产业链。

（上接第127页）
污染治理提供技术支持�为环境管理提供技术依
据�为政府综合决策提供全面准确的理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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