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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农村工业化与环境质量

侯伟丽

　　摘要 : 改革开放后中国工业化的主要特点是市场主导的农村工业迅速发展 ,但这种以中小型企业为

主的分散的工业化产生了较严重的环境污染。粗放型增长方式、布局分散和污染转移是造成农村工业污

染严重的原因。要解决这一问题 ,简单地强调环境管理是不够的 ,还应从推进农村城镇化、调整农村工业

产业结构、进行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等方面寻找解决问题的综合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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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现工业化的途径有多种选择模式 ,如以重工业优先还

是以轻工业优先、以外向型为主还是以内向型为主、以政府

为主导还是以市场为主导等等。事实上 ,除了这些重要选择

之外 ,工业的布局是聚集在城市还是分散在农村也是一个不

容忽视的问题 ,而且这一问题的解决将会对工业生产的环境

后果产生巨大的影响。

一、农村工业化的基本情况

中国的农村工业化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前华北、江南等地的农村就存在工业的基础 ,如纺

纱、织布、缫丝、印染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传统计划

经济体制下发展起来的社队企业在当时“大跃进”、“大办钢

铁”、加速工业化方针的引导下 ,办起了大批的小炼铁、小矿

山、小煤窑、小水泥、小农机修造、小食品加工等企业。1971

年 ,社办工业产值已达到 7719 亿元 ,1971 - 1978 年社队工业

的年增长率在 20 %～35 %左右 ,1978 年工业产值达到 38513

亿元 ,形成了一定的生产规模。而以浙江温州为代表的散布

在各地农村的家庭手工作坊则是农村工业的另一种存在形

式。实行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后 ,农村的剩余明显增加 ,加

上政策的松动 ,社队工业和家庭手工业加上珠江三角洲兴起

的“三来一补”加工业以乡镇工业的面貌出现并获得加速发

展。伴随乡镇企业的崛起 ,中国开始了新一轮的农村工业

化。到 1996 年乡镇工业的产值已达到 35 538176 亿元 ,占全

国工业产值的一半以上。“九五”期间 ,国民经济年均增长的

818 %中 ,乡镇企业就贡献了 313 个百分点 ,乡镇工业创造了

全国工业增加值的一半。因此 ,如果说改革开放前中国工业

化的特点是国家主导的重工业化 ,那么改革开放后工业化的

主要特点则应是市场主导的农村工业的迅速发展。

乡镇工业的发展在推动传统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转换、

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促进就业、增加农民收入、支持农业发

展、转变城乡经济联系、发展市场经济等方面做出了巨大的

贡献。许多学者高度评价农村工业的发展 ,有人认为这种在

传统农业和现代工业夹缝中生存的乡镇企业是中国工业化

的新生长点 ,有人认为这是国家工业化的继起。①有的学者则

认为乡镇工业的发展使中国的经济结构不同于拉 - 费二元

经济模型 ,并构建了由农业部门、农村工业部门和城市部门

组成的“三元模型”,认为中国城市吸收农村劳动力的能力较

低而农村工业部门在促进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方面起

着决定性的作用 ,要实现三元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变 ,关键

在于农村工业的现代化。②

二、农村工业化的环境后果

中国农村工业化的典型特征是大量的工业生产分布在

农村地区 ,以中小型企业为主 ,“村村点火 ,户户冒烟”;企业

的职工多来自当地 ,“离土不离乡 ,进厂不进城”。这种形式

的工业化存在许多缺陷和问题 ,容易造成较严重的环境污染

是其中重要的一个。

从污染物排放量上看 ,国家环保总局曾分别以 1984、

1989 和 1995 年为基准年对乡镇企业的污染状况进行了调

查 ,发现这一时期内乡镇工业污染物排放量迅速增长 (见表 1

和表 2) 。1984 年全国乡镇工业有污染源 18116 万个 ,到 1989

年增加到 57115 万个 ,1995 年更进一步增加到 12116 万个 ,增

长了近 6 倍。1989 年有污染的乡镇工业企业的产值为 1 004

亿元 ,到了 1995 年就增长为 19 260 亿元。1995 年有污染的乡

镇工业企业个数及其产值分别占当年乡镇工业企业总数和

总产值的 1619 %和 3716 %。在乡镇工业污染源“三废”排放

中 ,废水排放量为59. 1亿吨 ,化学需氧量③ (COD) 排放量为

61113万吨 ,分别占全国工业废水排放量和 COD 排放量的

21 %和 4413 %。同 1989 年乡镇工业污染源调查相比 ,乡镇工

业废水排放量增加 12015 % ,COD 排放量增加了 24516 %。废

气中二氧化硫、烟尘和工业粉尘排放量分别为 44111 万吨、

84915 万吨和1 32513万吨 ,分别占全国工业排放量的2319 %、

5013 %、6715 % ,较 1989 年增加 2216 %、5615 %和 182 %。1995

年乡镇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和排放量分别为 318 亿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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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亿吨 ,分别占全国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和排放量的

3713 %和8817 %。同 1989 年乡镇工业污染源调查结果相比 ,

产生量增加 396 % ,排放量增加 552 %。从 1985 年到 1995 年

乡镇工业排放的主要污染物占全国工业污染物排放量的份

额不断增长 ,其中工业粉尘的份额由 316 %上升到 6715 % ,增

加了6319个百分点 ;COD 的份额由 1210 %上升到 4413 % ,增

加了3213个百分点 ; 固体废弃物的份额由 1410 %上升到

3713 % ,增加了 2313 %个百分点 ;废水的份额由 815 %上升到

2110 % ,上升了 1215 个百分点。1995 年之后 ,国家对乡镇工

业的环境管理加强了力度 ,“关停并转”了一大批污染严重的

乡镇工业企业 ,加上这一时期出口下降、经济增长速度放慢 ,

一批乡镇企业破产或减产 ,使乡镇工业的污染物排放量有了

较大幅度的下降 ,其占全国工业污染物的份额也随之下降。

例如从 1995 年到 1999 年 ,废水排放量的份额由 2110 %下降

到 1815 % ,下降了 3 个百分点 ;COD 排放量的份额由 4413 %

下降到 3617 % ,下降了 716 个百分点 ;工业粉尘排放量的份

额由 6715 %下降到 4116 % ,下降了 2519 个百分点。

表 1 　　全国乡镇工业主要污染物排放量
1995 年
排放量

占全部工业排
放量的比重 ( %)

1989 年
排放量

1995 年比
1989 年增加 ( %)

工业废水(亿吨) 5911 2110 2618 12015
COD(万吨) 61113 4413 17619 24516
挥发酚(吨) 11 95815 6514 5 74219 10812
氰化物(吨) 48313 1419 1 11619 - 6018
石油类(吨) 10 00319 1315 - -
悬浮物(万吨) 74915 4719 12012 52410
砷(吨) 1 87513 6313 - -
重金属(吨) 1 32114 4214 - -
二氧化硫(万吨) 44111 2319 35917 2216
烟尘(万吨) 84915 5013 54310 5615
工业粉尘(万吨) 1 32513 6715 47010 182
氟化物(万吨) 2114 - - -
工业固体废弃物
(亿吨) 1. 8 8817 1116 552

　　资料来源 :全国乡镇工业污染调查公报 ,见 http :/ / www. zhb. gov.
cn/ 649372679761035264/ 1035094. shtml。

表 2 　　全国乡镇企业环境污染变化情况
1984 1989 1995

有污染的企业 (万个) 18116 57115 121160
占乡镇企业总数的份额 ( %) 11100 3110 5150
占乡镇工业企业的份额 ( %) 20120 7180 16190
污染企业工业总产值 (亿元) - 　 1 004100 19 260100
占乡镇工业总产值的份额 ( %) - 　 35. 50 37. 60

　　资料来源 :李周 等 :《乡镇企业与环境污染》,载《中国农村观
察》,1999 (3) 。

从污染强度上来看 ,现有的统计数字表明 ,除工业粉尘

外 ,乡镇工业的相对污染强度④并不大 (见图 1) 。以乡镇工

业污染最严重的 1995 年为例 ,当年乡镇工业的产值占全国

工业总产值的 5518 % ,同时排放的污染物占全国工业污染物

排放量的比重分别是 :工业废水 2110 % ,COD4413 % ,二氧化

硫 2319 % ,工业粉尘 6715 % ,工业烟尘 5013 % ,工业固体废弃

物 8817 %。相对污染强度分别为 46159、79139、42183、120161、

90114、158196。可见除了工业粉尘和工业固体废弃物的比重

较大外 ,其他主要污染物的比重都低于同期的产值比重 ,乡

镇工业与城市工业相比 ,污染强度并不特别大 ,可以认为造

成乡镇工业污染排放量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生产规模的

迅速扩大。但是由于乡镇工业布局分散 ,所受到的环境监管

很弱 ,1995 年前基本上处于无管理的局面。排放量的统计十

分困难 ,多数是靠企业自报 ,排放量很可能被大大低估了 ,乡

镇工业的污染强度应该比统计数字显示要高。乡镇工业的

污染强度应比城市工业的更高而不是相反。

从环境监管力度来看 ,乡镇工业受到的环境监管力度明

显弱于城市工业。例如有关调查表明乡镇工业交纳的排污

费约占全国排污费征收总额的 1/ 10 ,低于它的污染份额 ,乡

镇企业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执行率仅为 2217 % ,“三同时”制

度⑤执行率为 1415 % ,与城市大中型企业 100 %的执行率形

成明显对照。⑥由于乡镇工业在解决当地人口就业和增收问

题上具有特殊重要性 ,乡镇工业多受到地方政府的保护 ,环

境管理部门难以对其进行有效的监管。1996 年后 ,国家加强

对“十五小”企业的管理力度后 ,也仍有许多污染严重的乡镇

工业的关停只是应付检查 ,检查过后仍然开工生产 ,使得乡

镇工业的污染防治力度低于城市工业。如在 1995 年的调查

中 ,受调查的乡镇工业企业中 ,废水处理量占废水排放量的

4011 % ,燃料燃烧废气消烟除尘率为 2610 % ,生产工艺废气

净化处理率为 2719 % , 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为

3019 % ,而同期县及县以上工业企业的相应指标为 7618 %、

8917 %、7018 %和 4219 % ,两者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资料来源 : 1995 年数据根据全国乡镇工业污染源调查公报
(1997)计算 ,见 http :/ / www1zhb1gov1cn/ 649372679761035264/ 20021114/
10350941shtml ,其余根据李周等 :《中国环境问题》,43 页 ,郑州 ,河南
人民出版社 ,2000 ,有关数据绘制。

图 1 　乡镇工业的相对污染程度

乡镇工业企业产生的污染在农村地区造成许多环境公

害 ,严重威胁所在地居民的健康和安全。“一个厂污染一条

河、一个烟囱污染一片天”的现象在很多地方都存在。例如

乡镇工业发达的江浙地区 ,许多河流湖泊“70 年代淘米洗菜 ,

80 年代水质变坏 ,90 年代成为灾害”,使农业生产和人民生

活环境受到严重影响。

三、农村工业污染严重的原因分析

造成农村工业较严重环境污染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

中最重要的有以下几种 :

11 农村工业的粗放型增长方式

农村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大大解放了农业生产力 ,使农

民在得到温饱之后还有剩余。农业生产受到需求和土地的

制约 ,进一步依靠农业增加收入、吸收就业面临巨大困难 ,转

向非农业寻找出路成为农民们的必然选择。从 20 世纪 7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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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开始 ,政府逐渐放松了对农民的就业管制 ,农民获得了经

营非农业的权利。在农民获得经营非农业权利的过程中 ,自

然资源低价甚至无价现象十分普遍。拥有资源开采和加工

权者可以藉此获得丰厚的租金。随着人民公社制的解体 ,农

村中可参与资源分配的主体数量迅速增长。在迅速致富的

动机推动下 ,这些主体办起了大量的资源开发型工矿业。这

些企业普遍规模小、技术落后 ,在造成自然资源浪费的同时

也造成了严重的污染。有资料显示 ,全国平均生产 10 亿吨

原煤需消耗储量 40 多亿吨 ,资源的平均回收率为 25 %左右 ;

而乡镇小煤矿开采 1 吨煤要丢掉 819 吨矿渣 ,资源平均回收

率仅为 10 %⑦。

许多乡镇企业承担为当地的农业剩余寻找出路、支持当

地公共设施建设等社会任务 ,它们的发展利用了自身的血缘

地缘关系和当地政府的扶持。由于有承包地作为职工的就

业保障和社会保障 ,乡镇企业的生产不以获取平均利润为标

准 ,而是类似于农户生产 ,即只计物质投入成本不计劳动成

本 ,而且物质投入成本中厂房、用地、资金等有很大一部分也

是无偿使用的。在这样的条件下 ,农村工业以低成本、低门

槛进入市场 ,靠低效率的粗放型增长得到迅速扩张。从历年

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 ,乡镇工业与城市工业在行业结构上具

有很大的同构性。农村工业体系包括 40 个大行业、几百个

小行业 ,据测算 ,20 世纪 80 年代末乡镇工业与国有工业的相

似系数达到 017539 ,其中制造业为 018767 ,轻工业为 019160 ,

纺织、食品、机械三大行业的相似系数高达 019851⑧。1999

年 ,乡镇工业产值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为 60185 % ,

而乡镇工业增加值占全国工业总增加值的比重为 49114 %。

乡镇工业在工业增加值中所占比重低于在工业总产值中所

占比重 ,这表明与城市工业相比 ,结构高度一致的农村工业

的生产率较低 ,资源消耗量相对城市工业高。

在欧洲工业化阶段中有一个从以农业为主的社会转变

为以工业为主的社会的过渡时期。在英国 ,这个时期是

1780 - 1910 年 ,其结果是城市工业和农业生产效率同时提

高 ,并没有出现一个与城市工业相比相对落后的农村工业大

发展时期。在发达国家中 ,日本的农村工业比重相对较大 ,

但日本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已于 20 世纪 60 年代初之前成功转

移到城市。农村工业企业与城市工业企业处于同一技术水

平上 ,其与城市工业是分工合作而不是竞争的性质 ,这些都

与中国农村工业的发展情况十分不同。不论是与城市工业

相比 ,还是与发达国家的农村工业相比 ,中国农村工业的粗

放型增长方式特别明显。这种粗放型的增长方式是造成乡

镇企业污染严重的重要原因。

21 布局分散

中国农村工业的典型特征是大量的工业生产分布在广

大农村地区 ,曾有人统计在 1992 年 ,中国乡镇工业有 80 %布

局在村 ,12 %布局在集镇 ,7 %在建制镇 ,只有 1 %分布在县城

以上的城市⑨。这种分散化的布局一直没有大的变化。分散

化的布局使企业污染治理无法发挥规模效应 ,也使环境监管

难以进行。以苏南乡镇企业发达的地区为例 ,一个县的乡镇

企业总数通常达到五位数 ,分布在农村各个角落 ,而环保工

作人员不过十几人 ,要进行有效的监管显然是不可能的。实

际上在 1996 年以前 ,乡镇工业的污染防治几乎是一个空白。

农村工业作为一种“草根工业”,在发展的初期分散化布

局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门德尔斯 (Franklin Mendels) 等人研

究了工业革命发生前西欧农村社会经济的变化 ,发现其在工

业化前有一个农村原始工业化的阶段 ,这是一种以传统方式

组织又面向市场的 ,以农村为主的快速工业增长阶段。⑩中国

农村现阶段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城市中也存在巨大的就

业压力 ,仅靠城市工业是不可能完成工业化的任务的 ,在农

村剩余劳动力完成非农化转移前 ,一种类似西欧原始工业化

阶段的农村工业化阶段是必要的。只是这种工业化发展到

一定程度后 ,工业生产应逐渐向城镇集聚。由于生产集中到

城镇可以产生集聚效应 ,城镇化是工业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

各国工业发展的必然趋势都是向城市集中。这并不意味着

农村中只留下农业 ,发达国家的农村经济中也存在非农业的

部分 ,但是其中的工业生产多为两种形式 ,一是农副产品的

加工业 ,二是为城市大工业企业加工零部件。只有中国的情

况有些例外 ,农村工业占全国工业生产的一半以上而且与城

镇工业具有极大的同构性 ,同时这些工业生产向城镇集中存

在很大的困难。中国农村工业化表现出无城市化的非农化

和农村病的特点。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有以下几

点 :

(1)农村工业向城镇集聚的“门槛条件”相对较高。城镇

建设的好处很多 ,例如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 ,有利于环境保

护 ,节约耕地等 ,但这些收益的很大部分具有公共物品的性

质 ,企业无法直接得到好处。从企业的角度看 ,搬迁到城镇

意味着既得利益的失去和成本的加大。现有的区域经济中

心是已经设市的各级城市 ,工业向这类经济中心集中是合理

的 ,但中国城乡分治的局面仍然存在 ,企业迁入城市既要负

担一次性搬迁成本 ,又要缴纳城镇中的各项管理费 ,将大大

增加自身的成本 ,员工也无法从农村户口转成城市户口。乡

镇工业除非发展到一定的规模 ,否则无法在现有城市体系中

找到立足点。而在农村 ,乡镇工业的创办和发展可以得到社

区政府的支持和保护 ,乡镇工业在农村社会环境中可以享受

到多种优惠 ,如无偿或低价的土地、廉价的劳动力、社会关

系、社区政府的庇护等。据有关方面测算 ,农村土地的市场

价格约为 5125 万元/ 公顷 ,而对一些农村工业用地情况的调

查结果表明 ,每个企业创办时平均占地 1166 公顷 ,支付的地

价仅为 3 882 元/ 公顷 ,连市价的 1/ 10 都不到�λϖ 。作为农村工

业的骨干 ,农村集体企业享受的优惠和保护更多。农村集体

所有制的企业产权不明晰 ,实际上多为社区政府所有 ,属于

基层政府和基层组织办企业 ,这些企业是本地政府的重要收

入来源。基层政府除了税收和管理费外 ,还能从企业经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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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利润和分红 ,而如果企业陷入困境 ,基层政府则会背上

财政包袱 ,因此基层政府对这些集体企业的保护倾向更大。

在很多时候 ,基层政府不仅不协助环境管理部门加强对自己

企业的管理 ,反而有意保护企业的“偷排”行为 ,逃避环境管

理部门的监管。以浙江省为例 ,1996 年浙江省各级环保部门

根据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加强了对农村

工业企业的环境管理力度 ,全省共取缔、关停农村工业企业

1 333家 , 其中村以下个体企业关停 1 020 家 , 占总数的

75192 % ,乡村两级的集体企业受到的影响不大�λω。一旦企业

离开原有社区 ,这些保护和优惠将无法享用 ,还要支付大笔

的迁移费用 ,用地、用厂房、管理费用等都将大幅上升 ,成为

农村工业跨区域流动难以跨越的门槛。

(2)农村工业向城镇聚集的组织成本相对较高。农村社

区内具有建立在地缘和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关系网络”,这是

农村工业发展的重要社会资本。通过它农村工业企业不仅

可以获取资源和信息 ,而且还能够使企业员工形成内部凝聚

力和向心力 ,降低企业内部组织成本 ,弥补农村工业管理水

平不高的缺陷。而企业一旦离开了原有社区 ,这种社会资本

将不复存在 ,经营风险和企业内部的组织成本将急剧上升 ,

这种组织成本成为农村工业向城镇集聚的障碍。

(3)来自社区居民和企业职工的阻力较大。中国乡村存

在严重的封闭性 ,社区间缺乏横向经济联系 ,经济要素在农

村社区间缺乏流动性。以就业市场为例 ,居民在本社区就业

时享有比社区外劳动力更多的就业优先权和保障权 ,更稳

定、更高的工资收入 ,更体面、更有声望的职业 ,有更多的职

务晋升的可能性和向上流动的途径。而企业迁入城镇 ,社区

居民很可能就会失去这些特权。另外许多地区的乡镇企业

职工属于兼业农民 ,他们在取得工资性收入之外还兼顾农业

生产和家庭庭院经营 ,一旦企业迁入城镇会增大兼业的困

难。因此社区居民和企业职工往往希望企业布局在本社区 ,

阻止本社区的企业向城镇集聚。

(4)来自所属社区政府的阻力大。由于市场发育不完

善 ,乡镇企业往往通过割让一部分产权为代价换得社区政府

为企业提供各种有形、无形服务和资源。其结果是乡镇企业

的产权模糊不清 ,社区政府一般都介入企业决策 �λξ。从社区

政府的角度看 ,将乡镇企业保留在本社区可以更好地进行控

制 ,继续方便地得到收入 ,有利于解决本地居民的就业问题 ,

还可以体现官员的政绩。因此社区政府不但不愿本社区的

企业迁出 ,还千方百计吸引资金到自己的地域投资建厂。以

散布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三来一补”农村工业为例 ,这种农

村工业发展模式的特点在于农村利用本地的区位优势 ,建设

厂房等基础设施吸引港台等外来企业入住 ,地方社区则赚取

租金和管理费。为了获得这种土地农转非的增值收益 ,当地

农村社区政府纷纷在本区内各自规划工业区 ,出台优惠政

策 ,吸引外来资金进入。与企业向城镇集中相比 ,社区政府

更希望自己管辖的地区变得像城市一样 ,以至于出现了“村

村像城镇 ,镇镇像农村”的局面。这种缺乏区域经济中心的、

各自为政的城镇化实际上加深了农村工业的分散布局。

(5)土地的集体所有制使分散布局的集体工业企业源源

不断地产生出来。土地的集体所有制使农村出现大量不可

分割的共同资产 ,这些共同资产是乡村集体企业产生的基

础 ,也是各类农村工业企业可以低价甚至免费使用农村土

地、厂房等资源的基础。有土地的集体所有制作基础 ,乡镇

集体企业的政企难以真正分开 ,乡镇集体企业和乡镇政府及

居民间的相互依赖关系难以改变 ,使得这类企业难以在社区

间流动 ,也难以向城镇集中。

(6)一些小城镇是由政府出面建设的 ,它们规模过小、基

础设施不配套 ,不能成为当地的经济中心 ,无法对乡镇企业

形成吸引力也是妨碍乡镇工业企业向城镇集中的一个原因。

为了促进乡镇企业的集聚 ,在地方政府的参与下各地建立了

许多小城镇和工业小区 ,到 1999 年底 ,各地累计建成和在建

的乡镇工业小区达 10 398 个。建小城镇和工业小区有利于

将污染物集中处理 ,但在应对乡镇企业环境管理问题时 ,小

城镇的作用也有限。原因在于能进入小城镇和工业小区的

只是乡镇企业中规模较大较先进的骨干企业 ,村及村以下的

企业通常不能进入 ,而后者在乡镇企业中占大多数。即使进

入工业小区的企业 ,也不能保证污染得到有效的控制。这是

因为在多数情况下控制污染意味着加大成本 ,在激烈的竞争

面前 ,工业小区的管理者 (社区政府) 往往会选择放松环境监

管 ,保护辖区内的企业。例如 2000 年 ,山东省腾州市政府为

了给外来企业创造宽松的经济环境 ,给一家公司“成立 5 年

内前 2 年免征排污费 ,后 3 年减半征收”的优惠 ,而这样的优

惠是不符合环境管理规定的。�λψ

31 污染转移

农村工业发展的过程伴随着环境问题的转移 ,一方面是

来自城市的污染转移 ,另一方面是来自国外的污染转移。为

了争取项目 ,解决当地就业压力 ,地方政府对外来投资和项

目往往倾力照顾 ,在环境管理方面放松要求。

近十年来一些城市的 COD 排放量降低了近一半 ,其中

一个重要因素是大城市强行关停搬迁了一些严重污染的企

业。据国家环保局统计 ,1995 年全国搬迁严重污染企业 739

个 ,搬迁严重污染车间 270 个 ,而这些关停搬迁厂家的产品

生产有不少被转移到乡镇企业。实际上 ,全国的工业城市基

本都实行过这项政策。另外 ,与城市工业相比 ,乡镇企业表

现出规模小、技术落后、生产率较低、资源消耗量较大的特

点。因此 ,城乡间的污染转移不仅包括污染行业的转移还包

括污染生产方式的转移。有人认为与其说乡镇工业是中国

农民的伟大创造 ,不如说是对过去集中的工业化政策和城乡

分治导致的贻误城市化后果的反弹产物 ,是这些违背经济规

律的政策所压抑着的经济潜能的一次喷发。中国遍地开花

的农村工业是低技术生产的大规模扩张 ,也是传统落后工业

生产方式的一次大扩散。乡镇工业的发展伴随着污染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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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 乡转移 �λζ 。有的研究更认为“污染下乡”的后果是社会生

产的外部环境成本转嫁到农村居民头上 ,从而为城市节省了

一笔支出。农村不仅是城市的政治殖民地、经济殖民地 ,还

是城市的环境殖民地。这是落后的代价 ,在某种意义上说 ,

城市的先进是农村落后的原因 �λ{ 。

另一种转移是国外的污染行业向国内农村地区的转移 ,

一些农村地区急于解决收入增长、就业问题 ,不惜以环境破

坏为代价换取外资 ,有意放松环境管理 ,吸引外资污染企业

的进入。例如在福建、广东等沿海省份许多农村地区从事洋

垃圾的处理 ,在处理过程中有毒物质弥漫在空气中 ,渗透到

河流和地下水 ,给当地农业生产和居民健康造成严重威胁。

四、促进农村工业化模式转变的政策建议

要解决农村工业的环境污染问题 ,简单地强调环境管理

是不够的 ,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同时入手 ,寻找解决问题的综

合方案 :

11 加强对农村工业的环境规划和管理。1995 年前中国

农村工业的污染排放处于无管理的状态 ,1996 年以来 ,随着

国家经济结构调整和“关闭十五小”政策的实行 ,农村工业污

染严重的局面得到了一定的缓解 ,为了保持污染减少的趋

势 ,加强对农村工业的环境规划和管理是必要的。

21 降低门槛 ,消除城乡分治 ,推进农村城镇化的进展。

从局部利益上看 ,农村工业布局在本社区对企业、社区政府、

职工、社区居民都有好处 ,但是从社会全局着眼 ,农村工业的

分散布局对环境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为了解决这一问

题应大力消除各种障碍 ,推进农村工业向城镇聚集。通过深

化改革消除分割市场的制度性壁垒 ,从小城镇开始逐步取消

城乡分治的政策 ,使劳动力要素实现自由流动。

31 调整农村工业产业结构 ,改变城乡工业高度同构的局

面。中国城乡工业在产业结构上有高度趋同现象 ,农村工业

中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发展不足 ,农村工业对农业的带

动不强。以农副业产品为原料的企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

比例不足 20 % ,而发达国家前者要达到后者的数倍。农村工

业在相同的产业上与城市工业争夺市场不占有优势 ,应鼓励

农村工业产业结构向农副产品加工业、农业生产的产前、产

中、产后服务业方向转变。

41 弱化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权 ,实现政企分开 ,进行乡

镇企业产权制度创新 ,明晰乡镇企业的产权。土地是农村的

基本生产资料 ,土地的集体所有权实际掌握在乡村政府手

中 ,它使农村社区产生了大块不可分割的资产 ,而这些资产

是集体企业产生的基础 ,也是造成政企不分的基础。为了促

进乡镇企业改制 ,需要强化农民的土地承包权 ,弱化集体的

土地所有权。现有的乡镇企业则需要进行产权制度的改革 ,

实现政企分开。从实践来看 ,对小规模的乡镇企业实行股份

合作制是一种可行的选择。通过这种改革 ,可以帮助乡镇企

业蜕去社区属性 ,突破所有制发展模式的束缚 ,在更广阔范

围内动员社会闲散生产要素 ,聚合成新的生产能力 ,促使乡

镇企业布局结构的合理调整�λ| 。

51 积极开发适合中小企业清洁生产的工艺技术 ,对中小

企业的经营管理者进行环境知识的培训。由于制约农村工

业企业环境改善的因素无法立刻消除 ,在未来很长一段时

期 ,农村工业分散化布局的状况仍将存在。政府即使可以加

强环境管理 ,但环境管理需要进行监测、数据分析 ,有时还要

动用警力 ,是一种耗费巨大的行为。通过建立激励机制鼓励

企业自觉防治污染代价要小得多 ,可以通过大力支持开发适

合中小企业的清洁生产工艺和分散治理污染的技术支持乡

镇企业进行技术更新改造 ,改末端治理为源头治理 ,这对解

决农村工业的污染问题将有很大的帮助。

61 鼓励村民乡民自治 ,增强农村居民的组织性。农民直

接受到分散布局的农村工业污染的危害 ,村民自治将大大增

强农村的组织性 ,增强居民对企业的影响力 ,监督企业的排

污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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