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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规模化养殖业污染及其治理困境
———基于巢湖流域贝镇生猪养殖的田野调查

耿言虎
（安徽大学 社会与政治学院，安徽　合肥２３０６０１）

摘　要：近年来我国规模化养 殖 业 发 展 迅 速，但 是 规 模 化 养 殖 业 污 染 却 愈 发 严 峻，成 为 严 重 的 社 会 问 题。

农村养殖业污染具有三重背景：规模化养殖业引致的环境风险积聚、循环断裂和粪便处理“失范”、城乡二元结构

下的农村环境治理薄弱。以巢湖流域贝镇为例，通过田野调查发现规模化养殖业污染情况较为严重。规模化养

殖业的治理困境在于：企业主的短期经济理性、政府管理部门的“失灵”、污染企业深度嵌入地方社会以及居民的

“污染无意识”。在此基础上，对规模化养殖业污染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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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村养殖业面源污染

中国是畜禽养殖大国。随着城市化、市场化的

推进以及居民肉禽类消费的增长，中国养殖业总体

规模处于上升势头，肉猪年出栏头数从１９９７年的

４．６５亿头增加到２０１２年的６．９７亿头。２０１５年猪

肉产量为５４８７万吨，猪肉产量居世界第一，约占世

界猪肉产量 的 一 半①。与 畜 禽 养 殖 业 蓬 勃 发 展 的

形势 相 比，养 殖 业 的 污 染 问 题 却 日 益 严 峻。据

２０１０年由国家 环 保 部、农 业 部 和 统 计 局 联 合 公 布

的《全国第一次污染源普查公报》显示，在２８９９６３８
个农业源普查对象中，畜禽业为１９６３６２６个。畜禽

养 殖 业 主 要 水 污 染 物 排 放 量 包 括：化 学 需 氧 量

１２６８．２６万 吨，总 氮１０２．４８万 吨，总 磷１６．０４万

吨，铜２３９７．２３吨，锌４７５６．９４吨。畜 禽 养 殖 业 粪

便产生量２．４３亿吨，尿液产生量１．６３亿吨。农业

面源污染物主要来自种植业、畜禽养殖和水产养殖

３个 部 门。农 业 面 源 污 染 中 有９５．７８％的 ＣＯＤ、

３７．８９％的总氮和５６．３４％的总磷来源于畜禽养殖

中流失的畜禽粪尿。

巢湖 是 中 国 五 大 淡 水 湖 之 一。２０世 纪８０年

代以来，随着周边城市工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

快，大量工业和生活污水排入，巢湖成为全国污染

最严重的湖泊之一，被列为“九五”后国家重点治理

的“三河三湖”之一。近年来，随着巢湖流域工业污

染治理力度的加大，点源污染占污染总比重不断降

低，总体水生态已经得到改善。但农村面源污染比

重不断上升，畜禽养殖业、集约种植业、生活污水等

污染使得农村面源污染超越工业污染成为巢湖污

染的“罪魁祸首”［１］。畜禽养殖污染是主要的污染

源之一。王雪蕾等综合ＤＰｅＲＳ模型对溶解态和吸

附态氮磷面源污染模拟结果显示，畜禽养殖对巢湖

流域ＴＮ污染中约占６％（见图１），ＴＰ污染中约占

１１％（见图２）［２］，可以看出畜禽养殖业污染是仅次

于城市、农村生活污染和农田径流污染外的主要污

染源。

畜禽养殖污染造成了严重的经济、社会和环境

影响，迫切需要学界关注。笔者以“畜禽养殖污染”
为关键词在百度中搜索到２４５万条相关结果（搜索

时间２０１６年３月２３日），可见畜禽养殖污染已成

为媒体和公众关注的重要内容。因对水质、空气的

污染造成周边居民健康损害，重金属含量超标等土

壤污染造成农田荒废，水污染造成农作物减产，湖

泊以及河流富营养化等都是畜禽养殖污染的环境

危害。同时，畜禽养殖污染也造成了严重的环境不

公问题，即环境危害的不成比例危害性。美国学者



图１　巢湖流域ＴＮ污染源比例

图２　巢湖流域ＴＰ污染源比例

研究发现，养殖业污染的受害者多以黑人、低收入

者居多［３］。在我国，畜禽养殖污染的受损群体也多

是农村地区处于弱势地位，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

群。持续存在的畜禽养殖污染成为影响社会和谐

的不稳定因素，随着居民环境意识的觉醒，围绕畜

禽养殖污染的环境抗争和环境维权行为时有发生。
目前国内对农村地区的畜禽养殖污染研究多从自

然科学 领 域 入 手，分 析 污 染 物 的 组 成［４］、环 境 风

险［５］、技术处理方法［６］等。社会科学视角的研究多

从法律、经济手段、政策层面入手［７］，而基于田野调

查，分析农村地区畜禽养殖污染的成因及治理困境

的研究不足。因此，从社会学视角对畜禽养殖污染

展开经验研究尤为必要。

二、家庭散养的衰落与规模养殖的兴起

（一）家庭养殖业的衰落

在人类 历 史 上，自 从 驯 化 动 物 以 来，人 类 便

开始了畜禽养殖 的 历 史。养 殖 数 量 较 大 的 有 猪、
牛、羊、马、鸡、狗 等 传 统“六 畜”。在 我 国 以 种 植

业为主的 农 耕 区，粮 食 生 产 是 核 心，畜 禽 养 殖 业

是副业，畜 禽 养 殖 为 粮 食 生 产 提 供 了 必 要 的 补

充。种养结 合 模 式 较 为 普 遍。明 代《沈 氏 农 书》
指出“种田地，肥 壅 最 为 要 紧……古 人 云‘种 田 不

养猪，秀才 不 读 书，必 无 成 功’”。畜 禽 养 殖 是 农

民生活 不 可 缺 少 的 一 部 分。畜 禽 养 殖 业 为 家 庭

提供肉类、蛋 类，这 是 对 以 素 食 为 主 的 中 国 人 饮

食的重要补充；粪 便 为 农 业 生 产 提 供 了 必 不 可 少

的肥料。由 于 中 国 汉 区 农 业 很 早 就 放 弃 了 休 耕

的耕作方 式，为 了 维 持 土 壤 肥 力，需 要 积 极 使 用

农家肥。此外，家庭 的 剩 菜 剩 饭、麦 麸、米 糠 等 也

被牲畜 所 食 用。家 庭 畜 禽 养 殖 的 传 统 模 式 在 历

史上一直是主要的养殖方式。
畜 禽 分 散 养 殖 模 式 与 小 农 经 济 密 不 可 分，中

国传统小农经济 以 家 庭 为 单 位，畜 禽 养 殖 是 家 庭

内部的 生 产 活 动。畜 禽 分 散 养 殖 有 以 下 四 个 特

点：第一，小型 规 模。一 般 家 庭 畜 禽 养 殖 主 要 以

满足家庭的肉类 需 求 为 主，养 殖 量 较 小。统 计 资

料显示，民 国 时 期 赣 南、闽 西 等 地 的 养 殖 户 户 均

规模在１．３头左右［８］。２０世 纪８０年 代 我 国 户 均

养猪规模 约 为３～５头。第 二，自 给 自 足。家 庭

畜禽分散养殖主 要 有 两 个 目 标：一 是 为 种 植 业 提

供肥料；二 是 满 足 家 庭 的 肉 食 需 求，养 殖 产 品 很

少对外出售。第 三，粗 放 养 殖。由 于 不 追 求 养 殖

效益的最大化，分 散 养 殖 方 式 与 规 模 养 殖 的 精 细

高效养殖相比显 得 较 为 粗 放。第 四，与 小 农 经 济

相兼容。畜 禽 分 散 养 殖 是 小 农 经 济 的 重 要 组 成

部分，是传统 的 副 业。农 户 以 农 业 生 产 为 主，利

用闲散 时 间 管 理 牲 畜。畜 禽 养 殖 规 模 与 农 户 土

地面积 相 配 套，畜 禽 粪 便 绝 大 部 分 用 于 农 田 施

肥。改革开放以后 特 别 是 近 年 来，特 别 是 随 着 大

规模的打 工 潮 兴 起，农 村 人 口 大 量 外 流，以 家 庭

为主体的分散养殖模式迅速衰落。
（二）养殖业的规模化趋势

畜禽规模化养殖是现代社会规模经济理念的

产物。农业规模经济是指伴随着农业经营规模扩

大而单位农产品平均成本不断降低的一种生产关

系［９］。畜禽养殖的规模化趋势就是传统家 庭 分 散

养殖数量逐渐减少，单个养殖户（场）养殖规模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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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的进程。规模养殖模式与分散模式有很多特

征差异。规模养殖的主要特征是：其一，较大的养

殖数量。规模养殖中“规模”是一个动态概念，但究

竟养殖数量多少可以界定为规模养殖并没有定论。
以生猪养殖为例，农业部重点扶持的标准化规模养

殖场的 养 殖 数 量 是 生 猪 年 出 栏０．５万～５万 头。
有研究指出生猪养殖年出栏３００头以上就可界定

为规模养殖［１０］，本 文 倾 向 于 认 为 规 模 养 殖 数 量 是

５０头以上，因为大于５０头的养殖模式就与分散养

殖模式 表 现 出 明 显 不 同 的 特 征。其 二，盈 利 性 养

殖。与家庭分散养殖的自给自足目标不同，规模养

殖场以盈利为主要目标，“成本—收益”是规模养殖

考虑的主要因素。因此，养殖户在能力允许的条件

下都会扩大经营规模。其三，精细化养殖。与家庭

分散养殖模式的粗放管理不同，规模养殖为了追求

收益的最大化，采取各种措施提高畜禽产出，减少

畜禽的疾病死亡率。规模养殖是技术密集型的养

殖方式，对养殖技术有较高的要求。第四，专业化

养殖。传统 家 庭 分 散 养 殖 是 副 业，是 种 植 业 的 补

充。规模养殖的从业主体是养殖专业户，养殖收入

是养殖户收入的主要来源。
畜禽养殖规模化是农业生产专业化发展的必

然结果。发达国家已实现畜禽规模养殖对分散养

殖的替 代，且 这 一 进 程 较 中 国 要 早 几 十 年。在 美

国，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开始，养猪场数量逐渐

变少，单个养殖场养殖数量开始攀升。美国的养猪

场数量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１００万个下降到９０年

代中期的２０万个，单个养殖场养殖量则从５０余头

上升到３００余头［１１］。中国畜禽养殖的规模化近年

来也 在 加 速。２００８年 中 国 全 年 生 猪、肉 牛、奶 牛、
肉鸡和蛋鸡的规模化养殖量的比例已经分别达到

５６．２％、３８．０％、３６．１％、８１．６％和７６．９％，规模化

养殖企 业 已 成 为 目 前 中 国 畜 禽 养 殖 的 主 要 生 产

主体［１２］。
以生猪养殖为例，近年来规模养殖企业数量迅

速增加。统计显示，２００２年我国生猪养殖 规 模５０
头以下 的 出 栏 头 数 从４．４４亿 下 降 到２０１０年 的

３．３１亿，而出栏５０～９９头规模养殖出栏数从５３６４
万头增加到１．１９亿，出栏１００～４９９头规模养殖出

栏数从５１６５万增加到１．６亿，出栏５００～２９９９头

规模养 殖 出 栏 数 从２９３６万 增 加 到１．７９亿，出 栏

３０００～９９９９头 规 模 养 殖 出 栏 数 从１６４３万 增 加 到

８１９１万，出栏１００００～４９９９９头规模养殖出栏数从

１２８４万增加到５２７０万，出栏５００００头规模养殖出

栏数从２０６万增加到９２７万。

图３　２００２和２０１０年我国各生猪养殖规模年出栏生猪对照图

数据来源：《中国畜牧业统计年鉴２００３》，《中国畜牧业统计年鉴２０１１》。

　　近年来，由于城市化进程加速，人口大量流入

城市，家庭畜禽分散养殖在养殖业的总体份额中所

占比例越来越小。但由于市场对肉、奶、蛋类产品

的大量需求，养殖业被认为具有较好的市场前景和

收入预期。为了追求高额利润，逐利属性的资本大

量投资于养殖业。大型企业“跨行”投资养殖业的

案例屡见不鲜。武钢２０１２年投资３９０亿元用于养

猪、种菜，建万头规模养猪场①。万达集团２０１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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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投资１０亿 元 建 设 总 规 模３０万 头 的 养 猪 场①。
普甜食品２０１４年投资１０亿元建立５０万头黑猪养

殖、屠宰、加工为一体的产业基地②。无一例外，这

些资本巨鳄投资的养殖企业都是规模化、集约化的

养殖场。规模化养殖受到政府的鼓励，发展标准化

规模养殖是国家农业政策的主导方向。２００７年以

来共投入中央资金２００亿元，累计支持超过６万个

规模养殖场进行标准化改扩建。２０１３年 出 栏５００
头以上的养殖场超过２５．５万个。未来家庭农场和

大型规模化养殖场将成为养猪业的主力。与此同

时，传统养殖农户正加速退出养殖业市场。
（三）规模养殖业的优势

规模养殖比分散养殖具有明显的优势，这是其

迅速替代分散养殖的重要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１．价格优势

由于规模养殖的规模经济效应以及其成本的

精确控制，与分散养殖相比，规模养殖具有较低的

成本，较高的利润。从表１的对比可以 发 现，２００８
年至２０１２年５年中生猪分散养殖的成本要比规模

养殖每头高几十元，利润低几十元，分散养殖产品

在市场中与规模养殖相比没有竞争优势。因此，市
场更倾向于选择规模养殖的产品。

表１　生猪规模养殖与分散养殖成本

利润比较（２００８－２０１２）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年

主产品产量

（公斤／头）

规模养殖 １０９　 １１０　 １１０　 １１２．２７　１１４．４９

分散养殖 １１２．１０　１１２．９８　１１１．５６　１１２．６９　１１４．７４

产值合计

（元／头）

规模养殖 １５６８　 １２４８　 １３１０　 １９４０．７０　１７３３．４２

分散养殖 １５５１．００　１２６７．６９　１３４１．０１　１９５３．８０　１７４５．８０

总成本

（元／头）

规模养殖 １２６４　 １１１９　 １１７０　 １５２３．２９　１６８３．０４

分散养殖 １３１６．１０　１１８０．８２　１２５０．２０　１５７６．３０　１７７８．１０

净利润

（元／头）

规模养殖 ３０４　 １２９　 １４０　 ４１７．４１　 ５０．３８

分散养殖 ２３４．８６　 ８６．８７　 ９０．８１　 ３７７．５７ －３２．３５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２．资金与技术优势

畜禽养殖市场由于价格波动大，养殖市场风险

较大。规模养殖场具有较为雄厚的资金，较强的风

险承受能力，可以应对市场风险。但是畜禽散养面

对市场风险则很难应付。规模养殖场疾病防控和

管理技术较为先进，有较为严格的防疫措施，较一

般散养户畜禽得病率低。而家庭散养方式较为粗

放，畜禽有较高的疾病感染风险。畜禽死亡则会导

致血本无归。调查发现很多散养户放弃养殖与畜

禽疾病高发有很大关系。

３．政策优势

国家养殖业政策倾向于“扶大不扶小”，重点扶

持规模较大的养殖场，从而实现保障市场畜禽产品

供给，稳定市场畜禽产品物价的目标。以生猪养殖

为例，规模养猪场可以 享 受 的 待 遇 如 下：（１）资 金

补助。国家 对 大 型 养 殖 企 业 有 一 定 的 资 金 补 贴。
例如，巢湖流域Ｘ养猪场作为国家生猪活体储备基

地可以获得每只４０元的补助，而一般的小型养猪场

和散户很难获得。（２）项目补助。例如，２０１０年国

家为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小区）建设项目共投入

２５亿元，按 照 分 年 出 栏５００～９９９头、１０００～１９９９
头、２０００～２９９９头 和３０００～１００００头 四 个 档 次 予

以补助，每个标准化养殖小区可以获得２０万～８０
万不等的补助。（３）环 保 设 施 补 助。规 模 化 养 猪

场可以申请沼气发电设施建设，政府会有一定额度

的资金补贴。

三、农村养殖业污染的三重背景

（一）养殖规模化与环境风险集聚

养殖业污染呈现大点源污染和区域面源污染

的特征［１３］。养殖 业 污 染 物 的 排 放 总 量 惊 人，一 头

猪的排泄量相当于３～６个人的排泄量，中国每年

产 生 猪 粪６亿 多 吨。一 头 生 猪 平 均 年 排 泄 粪 约

３９６千克，尿５２２千 克，一 个５００头 生 猪 养 殖 量 的

养殖场年产粪达到１９８吨，尿液２６１吨。

表２　畜禽污染物年排泄系数 （千克／年）［１４］

污染物 生猪 蛋禽 肉禽 牛

粪 ３９６　 ２７．３７５　 ８．２５　 １０９５０

尿 ５２２ － － ６５７０

ＢＯＤ５ ３６．５４　 ２．４６　 ０．７４　 ２９３．８３

ＣＯＤｃｒ ４７．８８　 １．６４　 ０．５０　 ４０１．５０

氨氮 ６．７５　 ０．３３　 ０．１０　 ４．３８

规模养殖 的 污 染 体 现 在“量”和“质”两 方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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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量”上看，畜禽养殖的集中化、规模化使得

单个养殖场产生巨量的污染物，因而隐含了较大的

环境风险。规模养殖场的集聚，养殖场污染物的增

加打破了局部地区的环境承载力。家庭散养模式

逐渐被规模养殖场取代后，传统种养结合的资源化

利用途径被打断，分散的污染物聚集起来，如果处

理不当，会造成严重的环境后果。养猪场污染涉及

水污染、土壤污染、空气污染和地下水污染。其次，
从“质”上看，由于规模化养殖场的科学化养殖，高

效的饲料和相关的消毒、兽药等技术手段被大量运

用，使得规模养殖的污染物成分复杂，如重金属污

染、抗生素污染等，加剧了养殖业污染的影响程度

和处理难度。
（二）循环断裂与粪便处理“失范”
马克思在欧洲资本主义兴起时期就发现农村

人口大规模流入城市，导致城市产生的巨量粪便难

以处理造成污染。而在农业领域，大量本属于农村

的肥料被带走，为了追求农业产出，大量使用化学

肥料剥夺土壤肥力。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的生态批判被诠释为“代谢断裂”（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Ｒｉｆｔ）
理论［１５］。在化学 肥 料 没 有 普 及 之 前，畜 禽 粪 便 被

视为一种稀缺资源，是非常好的肥料。传统的农户

经济模式是以“畜－肥－土地－粮”为物质循环的

生产方式，牲畜的粪便可以变废为宝，作为农田的

肥料加以利用。传统农村是“有垃圾无废物”［１６］的

社会。人与自然在互动关系中，人更多地遵循自然

规律，适应自然，农业生产方式也较为符合生态规

律。传统的家庭养殖模式没有生态之名，却有生态

之实。畜禽散养的粪便在家庭内部就实现物质循

环。在中国农书中，有大量关于珍惜利用人畜粪便

的记载。元代王祯《农书》中记载“夫扫除之秽，腐

朽之 物，人 视 而 轻 忽，田 得 之 而 膏 泽，唯 务 本 者 知

之，所谓 惜 粪 如 惜 金 也。故 能 变 恶 为 美，种 少 收

多”。“惜粪如惜金”体现了传统农业社会粪便的重

要性以及农民对粪便的态度。
但是，现阶段养殖业废弃物还田却遭遇越来越

大的障碍。几千年以来的种养结合的物质循环模

式在短时间内面临断裂的危机。由于农村劳动力

大量外出，耗时耗力的农家肥利用逐渐难以为继，
猪粪逐渐从“香饽饽”变成烫手的“山芋”。在农业

经营方面，随着种田农民逐渐老龄化和妇女化，农

村土地种植规模化以及农民的经济理性化等情况

逐渐使化肥替代了农家肥。涂尔干用“社会失范”
解释在社会剧变时期传统价值观念和规范失去作

用，而新的规范没有建立起来这一现象。畜禽粪便

处理“失范”的现象与此类似，传统有效的畜禽粪便

处理方式在短时间内失效，新的处理方式和途径还

没有建立起来。
（三）城乡二元环境治理与养殖业污染

改革开放以来，化肥、农药的过度使用，农村城

镇垃圾、污水等造成我国农村环境状况迅速恶化。
中国政府承担了环境治理的主要责任，中国的环境

治理也被称 为 自 上 而 下 的“政 府 直 控 型”治 理［１７］。
但是，我国城乡二元的社会格局决定了国家环境治

理的重心在 城 市 以 及 大 型 工 矿 企 业，重 城 市 轻 农

村，而对点多面广的面源污染在环境治理上的投入

极为有限［１８］。中国迄今没有建立起关于农业和农

村污染的检测、管控和保护体系。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
财政投入的专项资金不超过６００亿元，只相当于全

国环境污染治 理 投 资 的１．５％和 城 市 环 境 基 础 设

施建设投资的２．７％［１９］。
近年来，各地实施的农村环境整治项目对缓解

农村环境 问 题 起 到 了 一 定 的 作 用①。垃 圾 收 集—
运输—处置体系开始建设，显性的白色垃圾污染得

到一定程度的治理。通过环境整治，农村环境有一

定程度的改善。但是，农村环境的总体好转仍然任

重道远。在一些农村地区，县一级的垃圾处理场仍

然没有建设，收集的垃圾无法有效处置。对大部分

农村地区来说，更加耗费财力的污水收集、处理设

施也并未建设。部分农村地区污水处理目前尚处

于空白状态，农村环境历史“欠账”太多。城乡二元

结构加剧并且再生产了农村面源污染。大量的养

殖场所都集中于农村地区或城乡结合部。养殖业

污染治理的疏忽可以说是整个农村环境治理薄弱

的一个体现。

四、贝镇的规模养殖污染

本研究选取 巢 湖 流 域 的 养 猪 之 乡 贝 镇②为 调

查地。贝镇位于县级巢湖市南端。年平均降水量

在１０００毫米左右。贝镇的水系发达，三河、兆河汇

入巢湖。贝镇由于处于半山区，历史上有在坡地上

种植山芋、玉米的传统，具有悠久的养猪历史。另

外，由于附近有一个大型监狱，对肉类的消费需求

支撑了当地的养猪业发展。近年来，贝镇成为巢湖

市最大的生猪养殖基地，年出栏生猪两万多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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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治理、绿化改造提升等“四治理一提升”。

依据学术规范，镇名已做相关技术处理。



品主要销往合肥、南京、杭州等城市。
（一）养猪场的主要类型

贝镇有Ｘ和 Ｗ 两 家 规 模 较 大 的 养 猪 场。Ｘ
养猪场每年出产生猪５０００到１００００头，Ｗ 养猪场

出产２０００到３０００头。两家养猪场 占 贝 镇 养 猪 总

量一半左右。还有年出栏量百头以上的养猪场１０
余家。家庭散养的情况也存在，养殖规模较小，多

则数十头，少则几头。表３为调查的养猪场以及废

弃物处理情况。

表３　贝镇部分养猪场简况表

年出栏量（头） 沼气安装情况 废弃物处理（固态和液态）

Ｘ生态养殖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已安装大型沼气设备。
猪粪在厂房堆放，供附近村民使用。猪尿部分进沼气池。

沼液供应附近茶园、苗圃等，有沼渣车一辆。

Ｗ生态养殖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３０００
准备安装 中 型 沼 气 设 备，申 请 国

家项目。
猪粪堆放；猪尿排放到附近的农田和池塘。

Ｔ养猪场
１０００

有小型家庭沼气，基本不使用。
猪粪库房不够放，现荒地露天堆放，面积约２亩；猪尿排

放到附近的池塘。

Ｌ养猪场 ４００ 有小型家庭沼气，在用。
猪粪早期供应菜农种植蔬菜。现在部分供应附近村民沼

气。猪尿排放到农田边沟渠。

Ｚ养殖户 ３０ 有小型家庭沼气，在用。 猪粪、猪尿基本上得到利用。用作沼气，农田、菜地肥料。

（二）养殖场规模与面源污染

实地调查发现不同规模养猪场污染情况存在

差别。家庭散养户的猪粪利用程度较好，延续了传

统时期农家肥的利用方式。散养户基本上都以种

植业为主业，以养殖为副业，经营一定数量的农田。
例如，Ｚ养殖户种了２０余亩的水田。由于猪粪总

体量小，农业生产中就可以消耗掉。Ｚ养猪户表示

“没有大粪臭，哪有五谷香”，猪粪扔了是“浪费”，猪
粪基本上都还田了。近年来，政府推广了小型家庭

沼气设备，猪粪入沼气池发酵，沼液用于农田，猪尿

也收集用于浇菜，造成污染的比例极小。
然而调查发现，规模化养猪场的废弃物处理率

较低，造成的环境问题较为严重。规模养殖一般都

采取种养分离的方式。由于养猪数量大，养殖场没

有足够的土地消耗产生的大量粪便。同时，猪粪被

附近 村 民 利 用 的 情 况 越 来 越 少。２０１０年 之 前，Ｗ
养猪场老板会把猪粪免费给１００余公里的外县蔬

菜基地的菜农，但是由于运费高昂，菜农后来不再

过来。附近农民早期一直利用养猪场的粪便，２００５
年以后，利用 的 情 况 越 来 越 少。Ｗ 养 猪 场 原 来 有

一间库房专门用来堆放猪粪。这几年猪粪都堆满

了，源源不断的新猪粪只能堆在养猪场外面２亩左

右的荒地上。露天堆放的猪粪混同雨水流向河流，
最终汇入巢湖。

Ｘ养殖场建于１９９５年，是 国 家 定 点 生 猪 活 体

储备基地，年产生猪最高可达１万头，是巢湖市规

模最大的养猪场。Ｘ养殖场也是农业部标准 化 养

殖小区。养殖场占地２４０亩。Ｘ养 猪 场 新 建 了 大

型沼气池，申请国家财政扶持。随着沼气设备的安

装，以往猪尿直排的状态得到改善。猪场配备了沼

气车，将沼气、沼渣免费送给附近的大农户和茶园。
但是沼气设施处理量较小，不能实现粪便的完全沼

气化 处 理。按 照 养 殖 量 计 算，Ｘ养 殖 场 需 要１０００
立方米的处理量，但是现在只有４００立方米，只能

满足４０％的处 理 量。养 猪 场 附 近 的 村 民 表 示，养

猪场把猪尿蓄积在猪场附近的池塘中。一旦下雨

量较大，猪尿就会溢出。调查的几个养猪场附近的

水源污染较为严重，猪尿以及洗刷猪舍的水大量外

流，还有刺鼻的气味。虽然以“生态养殖场”命名，
当询问“生态养殖”和普通养殖有何区别时，老板说

也就是挂个名，目前还做不到。
课题组对Ｘ、Ｗ 和Ｌ养猪场周 围 水 域 采 集 水

样７个进 行 检 测。检 测 结 果 见 表４。以 氨 氮 检 测

为例，７个检测点水质全部为劣五类；ＣＯＤ检测，５
个点为劣五类，最高值达到劣五类ＣＯＤ含量的４０
余倍；总磷检测，４个检测点达到劣五类，２个四类，

１个三类。总体检测结果表明，规模养殖场周边水

质污染情况非常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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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不同类型的养猪场附近的水质检测情况

水样采集点 氨氮指标（ｍｇ／Ｌ） 总磷指标（ｍｇ／Ｌ） ＣＯＤ指标（ｍｇ／Ｌ） 采样时间

Ｘ养猪场正门北１０米水渠 ２５．２５　 ５．８０５　 ８６９．９　 ２０１３－１１－３０　１５∶１２

Ｘ养猪场正门北３００米水渠 １６．２６８　 ７．５１５　 ５５２．３　 ２０１３－１１－３０　１５∶００

Ｘ养猪场正门北５００米水渠 １８．１２５　 ２．２９３　 ３５９．７　 ２０１３－１１－３０　１５∶０３

Ｗ养猪场边东１０米池塘 １７．１　 ０．３７　 ４２．１４　 ２０１３－１２－１　９∶１０

Ｗ养猪场边东８０米池塘 ４３．３７５　 ０．３７２　 ４０．６３　 ２０１３－１１－３０　１４∶００

Ｌ养猪场西５０米溪流 ２．２２９　 ０．２６２　 １３．５４　 ２０１３－１１－３０　１２∶００

Ｌ养猪场门口溪流 ４．２８６　 ０．４２１　 １０．５３　 ２０１３－１１－３０　１２∶１０

　　注：按照我国水质标准，氨氮指标大于２．０ｍｇ／Ｌ为劣五类；ＣＯＤ指标大于４０ｍｇ／Ｌ为劣五类；总磷大于０．４ｍｇ／Ｌ为劣五类，０．３～０．４

ｍｇ／Ｌ为四类，０．２～０３ｍｇ／Ｌ为三类。

数据来源：课题组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３０日现场采取水样，通过比色法快速水质检测仪检测所得。

五、农村规模化养殖业污染治理困境

规模化养殖业污染作为一个社会事实长期存

在于农村地区。为何难以治理，治理困境体现在何

处呢？

（一）企业主的简单经济理性与低环保投入

环保设施建设以及运营需要较多的 资 金。作

为理性经济人，企业主追求短期经济利益最大化，

如果没有外在制度约束和相应惩罚措施，必然将环

境成本外部化。在这种时空界面未考虑长时段和

社区整体利 益 的 简 单 经 济 理 性［２０］指 导 下，很 多 养

殖场基本上是零环保投入。以养猪场为例，受市场

供需关系影响，猪价格波动比较大。养猪场具有较

高的经营风险。Ｔ养殖场老板表示，养猪业最大的

困境是猪价的较大波动性。涨价就可以赚钱，跌价

要赔本。对于规模较小的养殖场，在经营效益不好

的 时 候，养 殖 场 老 板 就 压 缩 养 猪 规 模 甚 至 停 业。

２０１２年 调 查 期 间，Ｔ养 殖 场 还 在 饲 养 生 猪，但 是

２０１３年底再次调查时，由于猪价低迷，养殖场老板

当年已 放 弃 养 殖。因 此，除 了 部 分 特 大 型 养 猪 场

外，中小规模养猪场都很难满足安装沼气处理设施

的要求。调查地大部分养殖场厂房都非常简陋、陈
旧，养殖场主并没有长远的经营预期。

养猪场的污染物处理设施建设成本较高，仅靠

企业自身难以负担，中央和地方都有一定的资金扶

持，但是地方财政这资金不到位现象较为严重。贝

镇大型养猪场环保设施投入不理想。农业部批复

可研的２００９年大中型沼气工程项目 显 示，Ｘ养 殖

场建设６００立 方 米 厌 氧 发 酵 池 土 建 工 程 合 计２００
万元，Ｘ养殖场自筹１００万 元，中 央 投 资７０万 元，

地方配套３０万元。由于地方配套资金，不到位，Ｘ
养殖场自筹资金不足，Ｘ养殖场上马的沼气处理设

施目前处理能力日均只有４００立方米，还有６００立

方米的差距才能满足处理需求。对其他小型养猪

场而言，按照环保和畜牧等部门的要求，安装沼气

设备有严格的考核要求，如养殖场圈舍、公路等设

施，一般小型养猪场很难满足需求。小型养殖场不

愿意在环保设施上投入资金。在废弃物的处理上，

特别是液态废弃物基本上都是排放到附近的沟渠

中，环境处理成本外部化，可以说农村养殖业污染

是“公地悲剧”型环境问题的典型代表。
（二）政府和环境管理部门失灵

在农村地区的养殖业面源污染中，政府和相关

部门对养猪场污染治理的职责缺位现象非常严重。

政府失灵之一：镇政府。作为我国政治权力结

构中的最基层政府，镇政府应该在环境治理中发挥

积极的作用。但是贝镇政府对养猪场污染并未采

取有效措施。一位镇领导表示，对于养殖业污染，

承认事实，但是没有办法。首先，镇里有很多其他

重点工作要去做。其次，大部分养猪场是历史形成

的“既成事实”，很难按照现在的法律要求。镇领导

表示，在镇政府大院２００米左右就有一个养猪场，

夏天刮东南风时刺鼻气味迫使镇政府办公室都要

门窗紧闭，但是政府却无可奈何。

从深层次来说，镇政府的这种失灵行为某种程

度上是一种政经同盟的表现。Ｎｏｖｅｋ通过对 加 拿

大西部养殖业迅速增长的研究指出，大规模养殖场

是“跨国生产跑步机”（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ｅａｄｍｉｌｌ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的一种表现形式。政府部门为了扩大

养殖产业规模，解决就业，增进税收，客观上有意放

松了对养殖企业的监管措施，从而导致了环境污染

的产生和加剧［２１］。Ｘ养猪场老板因为乡镇企业在

就业、税收方面的成绩，曾在贝镇当过兼职党委副

书记。而贝镇是农业镇，镇内工业企业数量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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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养殖企业是当地的重要产业，对地方经济和财

政收入贡献颇大。只要没有造成大的环境危害事

件，镇里也不愿采取严格的环境监管措施。可以设

想 “政经 一 体 化”［２２］格 局 使 得 养 猪 场 污 染 处 理 难

上加难。
政府失灵 之 二：环 保 部 门。２００１年 国 家 环 保

总局颁布的《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管理办法》，明确规

定规模化养殖场严禁污染水体以及环保部门有监

管职责。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文本”与“实践”规

范不一，环保部门严重缺位。中国环境问题呈现爆

炸性和压缩性，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处理急迫的事

项，就需要有所取舍。“重城市轻农村，重工业轻农

业”导致环境治理存在明显的城乡二元格局，环保

部门优先治理城市环境以及工业污染，人力、物力

等制约了其职责范围。环保部门只在县一级单位

才设置，镇里没有相关环保部门。县域内养猪场点

多面广，很多较为偏僻，且污染由于短期内并不会

导致严重的环境风险和健康危害，很难成为民众和

环保部门关注的焦点。“污染天堂”理论认为污染

密集产业会 倾 向 于 选 择 环 境 标 准 较 低 的 地 区［２３］，
而偏远的农村往往成为养猪场聚集的场所以及污

染的重灾区。
（三）污染企业深度嵌入于地方社会

规模化养殖场猪粪、猪尿外流，异味等 情 况 比

较突出。村庄附近养猪场的环境问题严重影响了

村民的日常生活。例如，Ｘ养猪场距离周边最近的

村子仅３００米左右，周边的村民表示一刮风就会闻

到臭味，还有很多苍蝇。但是多年来养猪场与村民

却大体“相安无事”，很少有严重的冲突。养猪业污

染嵌入于农村社会关系中，这是目前农村养猪业污

染的治理难点。首先，关系嵌入。传统的乡村是基

于地缘和血缘结合起来的。通过人情、面子等的作

用，乡土社会维持一种和谐的社会关系。村里基本

上都沾亲带故，或是亲戚或是熟人，关系嵌入限制

了村民的行动可能性。已有研究发现，在一个小型

社区范围内，熟人社会的关系网络不利于环境抗争

行为的产生［２４］。养 殖 场 周 边 村 民 表 示，因 为 都 是

熟人，并没有因为环境污染而和养殖场起严重的冲

突。只有在污染导致严重的损失时，村民才会去找

养猪场。过去几年，Ｘ养殖场因为废水流入周边的

农田，造成了附近居民水田秧苗被烧死的事件发生

好几次。受损害村民找到村干部，由村干部和养殖

场进行协调，养殖场对村民进行了部分补偿。补偿

标准按照一亩农田水稻产量的７０％。而平时有少

量污染造成的秧苗烧死，村民表示“低头不见抬头

见，也不好意思去找，至于养猪场造成的苍蝇、臭味

等，只有忍着，慢慢习惯了”。
其次，受益圈与受害圈重叠。贝镇规模化养猪

场始于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在猪粪“炙手可热”的
年代，很多村民都是养猪场猪粪的受益者，并且现

在部分村民还在继续受益。例如，Ｙ村安装沼气之

后，由于没有足够的农家肥和人粪便供应沼气池，
有些村民就从附近的 Ｗ 养猪场挑猪粪。这些猪粪

是免费供应的，养猪场老板表示，因为是“熟人”，所
以免费。此外，当地的规模化养猪场大部分都成立

了“养猪专业合作社”，以养猪场为中心，辐射四周，
社员以附近的养猪户为主。养猪场为养猪户提供

养猪技术、疾病防疫等的指导，以及种猪、人工受精

等服务。“养猪场—养殖户”的互惠网络套加在熟

人关系网络之上。“受益圈”与“受害圈”高度重叠

制 约 了 本 就 微 弱 的 村 民 环 境 抗 争 行 动 的 可 能

性［２５］。具体如图４所示。

图４　养猪场的受害·受益圈分析

（四）污染的“无意识”
流失的猪粪、猪尿是污染物，但是并不 是 每 个

人都清楚知道污染物的危害性以及造成的环境后

果。汉尼根将环境问题的建构分为三个主要任务：
集成、表达和竞争。其中，“发现问题”是环境问题

集成的第一步，没有发现问题的“眼睛”就没有后续

环 境 行 动。而 发 现 问 题 的 核 心 载 体 则 是 “科

学”［２６］。养猪场 废 弃 物 被 建 构 为 关 涉 水 体 富 营 养

化的严重“污染问题”，需要涉及污染的一整套的现

代科学知识。由于社会生活的急剧转型，传统社会

的认知与现实存在明显的“文化堕距”，即物质层面

变化很快，但观念层面变化很慢。对农村面源污染

来说，需要的是新的知识与认知体系。但是村民对

污染、风险等的认知来自于传统时期的日常生活经

验，缺乏专业知识。特别是在农村精英外流的条件

下，村民的整体文化水平偏低。所以，作为 “受害

者”的村民处于受害无意识状态。已有研究发现养

猪户的环境风险感知整体偏低，特别是对水体和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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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安全污染 的 认 知 程 度 较 低［２７］。本 研 究 发 现，养

猪场周边的村民的环境污染认知也是较低的。村

民判断污染依据的是日常经验。例如，一位村民表

示，“养猪场的猪粪、猪尿与化工厂污水不同，不会

对人有什么大的健康伤害，无非是有点臭”。另一

个村民表示，“养猪场附近的池塘里面鱼虾都可以

活，说明水没问题”。村民知道养猪场猪粪气味、烧
死庄稼以外，但对养猪场污染与水体富营养化、蓝

藻、土壤污染、居民健康的关系仍然不知晓。人们

很难将养猪场污染与“遥远”的巢湖蓝藻建立起联

系，大部分居民因此成为“沉默的大多数”。

六、结　论

农村地区的规模化养殖业污染属于典型的“隐
形环境问题”［２８］的范畴，具备以下四个特征：① 从

分布地区上看，基本上分布于乡村地区或城乡结合

部；② 从参与主体上看，以中小型养猪场为主，受

影响者主要是普通村民，无第三方力量介入；③ 从

社会结构上看，属于典型的熟人社会圈；④ 从环境

影响上看，无重大环境后果和人员伤害。养殖业面

源污染的成因和治理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巢湖贝

镇案例”在我国农村地区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由于

养殖业污染的影响越来越明显，养殖业发展必须走

出一条生态现代化［２９］的道路。养殖业污染的有效

治理方式不是末端治理，而需要实现源头预防，寻

求养殖场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可采取如下措施：
第一，在市场经济环境下，需要借助市场的力量治

理养殖业污染。建立有机肥工厂，发展有机农业。
在养殖场—有 机 肥 厂—有 机 农 业 种 植 户—绿 色 消

费者各方利益相关者之间找到利益平衡点，激发各

利益相关者的参与积极性，建立起常态化运作的有

机循环农业。第二，发展新型家庭农场。在农场内

部完善种养产业配套，平衡土地和养殖规模，实现

养殖业粪便的就近消化，恢复中断的物质循环。家

庭农场类似于扩大版的小农经济。通过建立适度

规模的家庭农场，克服现代市场经济中小农经济资

源规模 小、收 益 低 的 局 限。而 在 物 质 循 环 的 模 式

上，则可以继承传统农业的优良传统，重建中断的

物质循环。第三，加强养殖业污染的治理。政府的

作用体现在对畜禽养殖产业进行合理规划，制定、
执行相关的法规条例，规范养殖企业的经营行为，
为有机肥生产、种养结合等提供政策和资金支持等

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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