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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实现乡村振兴需要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生态振兴是构建乡村振兴的环境基

础。残留在田间地头、沟渠河道的农药包装废弃物是农村固废污染、土壤污

染、面源污染的重要来源和治理难点，对生态环境、食品安全和公众健康都存

在危害。如何有效开展农药包装废物回收处置工作是减少污染、保障生态安

全，建设宜居宜业美好乡村的关键问题。本文介绍了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做好农

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的重要性，对比了国内外回收处理工作的概况，分析了

目前在回收处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难点，并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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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宜居乡村，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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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2020 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三农”工作从脱贫攻坚

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促进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1］。我国农业长

期受到病虫害的影响，使用农药是控制病虫害和减少农作物损失的重要方法。

但如果使用农药后产生的农药包装废弃物处理不当，会对人畜生命安全、乡村

环境和生态造成危害。此外，农药残留可能通过土壤和水系等途径，危害农业

生态系统的质量和稳定性，这不符合乡村振兴背景下建设宜居、宜业美好乡村

的目标［1］。

生态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环境基础，有效开展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工作

是减少污染、改善生态和建设美丽乡村宜居环境的重要保障。2020 年 10 月 1 日

起施行的《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管理办法》（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令

2020 年第 6 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明确了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工

作中各方的责任与义务，为回收处理、监督管理等工作提供了指导方向。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也强调了“建立健全秸秆、农膜、农药包装废弃物、畜禽粪污

等农业废弃物收集利用处理体系”。近几年我国的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率、处

理率有所提高，乱丢乱弃的现象相对减少，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成效，但我国农

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率整体上还不够高，尤其是在中西部一些不发达地区，农药

包装废弃物污染还没有得到有效遏制，需要社会给予更多关注。笔者对近几年

的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情况进行了调研，进行了问题总结与建议，以便为

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提供参考。

2  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现状

2.1  农药包装废弃物的产生与危害

农药包装废弃物指农药使用后被废弃的与农药直接接触或含有农药残余物的

包装物，包括瓶、罐、桶、袋等。我国是农业大国，农药使用量大，产生的包装

废弃物多。据 2019 年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和中国农药工业协等单位的联

合调查统计，农药产品主要为瓶装和袋装，袋子约占 38%，瓶子约占 62%［1］。

我国每年农药使用量 100 万吨左右（制剂），经折算，每年产生的农药包装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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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物数量（含瓶和袋）在 35 亿至 40 亿之间，重量约 10 万吨左右，农药包装

废弃物内农药残存量平均为 0.7g/ 个，农药包装废弃物中残存农药年累积量约为 

2，600 吨，这些残存农药随着农药包装废弃物丢弃在田间和沟渠对农业生产安全、

农村生态环境及人畜安全都存在潜在危害［2］。

长期以来，我国的农药包装废弃物对环境的污染一直存在。农药包装废弃

物散落在田野中，其中残留的农药在土壤表面会造成土壤污染，这些有害物质

经过渗入后，可能会被农作物吸收，不仅会威胁到农作物的生长，也会危害人

类健康。如果农药渗入到湖泊、河流或地表水中，则可能会对环境和公共安全

造成重大威胁。此外，由于农药包装材料具有稳定的化学性质，难以降解，所

以容易导致“白色污染”，直接焚烧可能会产生二噁英等有毒气体，对农村居

民的生产生活造成影响，也不利于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农药包装废弃物对农产

品质量和产量也会带来危害。农药包装所使用的材料稳定性极强，大多不可降解，

被覆盖或埋藏在土壤中会影响土壤的通透性和通气性，阻碍农作物吸收土壤养

分和水分，导致根系异常生长，造成作物减产与品质下降；同时，农药包装废

弃物也会影响农业机械耕作土壤的作业质量和效率［3］。

2.2  国际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管理概况

目前全球已有 61 个国家实施了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项目，不同国家根

据其本地农药使用情况和法规制度采用不同的处理方式。一些国家如匈牙利、

巴西等通过立法强制执行处理农药包装废弃物，美国、加拿大等采用行业倡导

的方式管理农药包装废弃物，德国、法国等国家将国家监管和行业倡导相结合，

澳大利亚直接回收塑料包装材料进行再利用，而美洲、西欧等其他国家普遍推

行种植者清洗彻底后分类回收，以便进行再次利用［4］。

总体来看，对于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国外较为普遍的做法是由政府引导，

在全国设置收集点，一些地方的收集点建立在经销商的基础上。农民把充分清

洗后的农药包装物定期交至收集点，之后由第三方机构负责运输处置，执行再

利用、焚烧处理等操作。部分国家会将充分清洗的农药包装物进行再利用，例

如使用于制造灌溉水管、垃圾箱等；而对于无法清洗或清洗不彻底的农药包装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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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采用焚烧产生热能的方式进行处理［5］。

2.3  国内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情况

随着新《农药管理条例》和《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管理办法》的实施

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开展，各级政府也在积极探索适应本地区的农药包装废

弃物回收机制和配套政策。《上海市农药经营使用管理规定》第三十一条规定∶

本市对盛装农药的容器和包装物实行有偿回收和集中处置。具体回收和处置办

法，由市农业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市财政等有关部门制定。北京各区结合本地特点，

尝试了多种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模式，如现金回收、以物换物、山区承包和平

原承包等，7 个区县已建立数十个回收点，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开创了新的

控制农田面源污染方式。吉林省桦甸市在 9 个乡镇和 1 个街道建立了由农业站

负责的集中回收站，以每袋 0.1 元、每瓶 0.2 元的价格予以回收，并进行无害化

处理［4］。浙江余杭则采用有偿回收，按照每只 0.1 元和 0.2 元的价格对农药包

装袋分别进行回收；淳安县政府与回收网点签订协议，确保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

设置 135 个回收网点并统一购置回收箱，通过 10 个农药包装袋换一包抽纸或 15

个换一块奥妙肥皂的方式回收农药包装废弃物，并由专业处理机构进行处理。

然而，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有些网络回收点存在数据弄虚作假来冒领公共财

政资金的情况［6］。

总结来看，针对各地实际情况，国内采取的回收模式包括依托农资代售网点、

供销社农资公司网点、指定回收网点和边配送边回收等。当地政府承担回收过

程中的资金，农户回收农药包装废弃物后会得到一定的物资或资金补贴。回收

后的废弃物主要通过焚烧或者填埋处置，还有一些新型处理方式也在逐渐普及。

例如，生化处理技术、微生物处理技术等，这些技术能够将农药废弃物变废为

宝，转化为生产有机肥料等资源，既能保护环境，又能降低废弃物处理成本。

总的来说，各地区在农药废弃物回收方面采取的模式和措施不断丰富和创新，

通过政府和社会各方的共同努力，农药废弃物回收处理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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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问题分析

3.1  回收主体的义务不明确、责任落实难

在农药包装废弃物的整个回收过程中，涉及的部门多、范围广、主体多，由

于现存法律对参与农药包装回收有关各方所承担的责任和所履行的义务没有详细

规定，导致农药包装废弃物的回收缺乏有序性，难以形成规模性回收处理系统［3］。

《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管理办法》第十条规定：农药生产者、经营者应当按照 

“谁生产、经营，谁回收”的原则，履行相应的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义务。农药

生产者、经营者可以协商确定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义务的具体履行方式。第十一

条规定：农药使用者应当及时收集农药包装废弃物并交回农药经营者或农药包装

废弃物回收站（点），不得随意丢弃［7］。但在具体执行层面却很难厘清回收责任

主体，对参与回收工作各环节主体的义务也缺少进一步的规定，对于回收率、回

收量也没有明确要求，因此各地方在落实回收工作上的效果差异较大。

3.2  农户环境保护意识淡薄，参与积极性不高

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难，关键难在散户。我国常年使用农药的农民超 2 亿

人，需要治理的虫害、草害成千上万，对应的农药种类也是种类繁多，其中绝

大多数以小规格包装满足家庭使用需求。据调查显示，农药产品的 100 mL（g）

以下包装规格占比超过 60%，而 500 mL（g）以上的大规格包装则不到 15%。

这些小包装的农药在生产中使用后会产生大量的包装废弃物［1］。由于传统观

念和生活习惯的影响，人们往往更加重视粮食产量而忽略环境效益。施用农药

后，人们习惯性地将农药废弃物扔进地里，缺乏对回收农药包装废弃物的意识

和主动性［3］。同时，由于农药包装废弃物缺少经济价值，即使政府进行宣传教

育强调其对环境和生产生活的危害，如果没有相关鼓励政策和经济利益刺激，

农户也很难自觉地收集并交回农药包装废弃物。

3.3  经费来源途径窄小，缺乏回收处理资金

农药包装废弃物的回收工作涉及多个环节，包括收集、压缩、分类、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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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运和无害化处理等，其中，回收处置成本高是一个难点，这些成本包括回收

补贴、运输成本、人工成本和固定投资等［3］。企业在开展回收工作时，需要投

入大量资金来维持回收系统的正常运转，这将加重企业的负担并降低企业的营

业利润。如果没有政府资金补贴，大多数企业不愿意花费昂贵的回收成本去回

收利用废旧的农药包装。《管理办法》规定，农药生产者、经营者和使用者应

履行回收义务，相关处理费用由生产者和经营者承担。对于生产者和经营者不

明确的情况，处理费用由政府财政列支。然而，绝大多数村集体无经济收入来

源，农药生产企业又分布全国各地，如果没有有效的回收数据支撑，征收其回

收处置费用在操作上存在困难，在没有政府财政支持的情况下无法长期支撑农

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工作。因此，目前各地的回收处理经费主要由各级财政承担，

没有明确规定农药生产者和经营者应承担的相应费用。但各地财政支持有限，

难以满足回收处理工作的需求［1］。

3.4  回收各环节存在难点，市场化机制尚未建立

普通基层回收点通常设在农资零售店，接收农户送来的农药包装废弃物，并

将其集中运往区级回收点。但是，国家和地方对于临时储存点有一定条件限制，

这对回收点的场地和规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增加了农资企业或经营点的成本。

此外，农药生产企业分布在全国各地，产品在省份间流动性强，难以在省级层面

约束生产企业履行回收义务。由于缺乏明确的费用分担机制，农民很少主动交回

农药门店，电商和直销方式等也让门店难以实现全量回收［8］。因此，政府推动组

织实施成为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主要的方式，但大部分地区资金缺口较大，

市场化自主运行机制仍需进一步探索。尤其是在资源化利用方面，相关企业较少，

处理成本高并且再生产品价格低、销路受阻，需要政府部门的支持和引导。

4  对策建议

4.1  细化管理办法，进一步厘清回收主体责任与义务

《管理办法》的发布明确了农药包装回收的总体要求、宏观政策和指导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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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但在实施过程中，各地应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农业生产现状、农

药使用和包装废弃物产生情况、资源化利用和处置企业数量分布等因素，制定

相应的地方指导意见。这些意见应明确各方的回收处理责任和实施细则，建立

完整的回收处理体系，确保农药包装废弃物的回收处理工作得到具体实施［1］。

目前一些地区已经出台了农药包装回收的配套政策：江苏省农业农村厅、生态

环境厅联合下发《关于加快推进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工作的意见》（苏农

业［2021］6 号），进一步明确相关要求；龙泉市农业农村局、龙泉市财政局联

合印发《2022 年农药肥料废弃包装物回收与处置的实施细则》，按照“市场运作、

政府扶持、属地管理、分类处置”为原则，建立以“市场主体回收、专业机构处置、

公共财政扶持”为主要模式的农药废弃包装物回收和集中处置体系。

4.2  建设信息化管理系统，构建农药包装回收网络

现今人工智能、5G 、物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高度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对农药包装废弃物的回收处理也要提出更高要求，加快构建废旧物资智

慧回收与循环利用体系，推进区域间、平台间的数据归集与整合，建立统一

的全程电子化管理系统，形成农药产品上市—流通—销售—使用—回收—处

理闭环管理［1］。农药包装废弃物的回收处理工作涉及广大农业种植者、农药经

销商、农药生产企业等，我国有 3，000 多家农药企业，30 多万家农药经营门店

和 1 亿多农户，监管任务十分繁重。目前农药包装都是一袋 / 瓶一码，二维码信

息涵盖了农药登记证、生产厂家信息、农药生产日期、销售流向等，通过扫码

回收的方式可以形成回收电子台账，不仅可以简化农户与回收网点的回收工作，

而且有利于追溯回收主体，落实回收责任［3］。通过建设信息化管理系统，构建

农药包装回收网络，以此来提高农药包装的回收率。

4.3  财政支持，合理补贴，长效激励

推进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需要资金保障，《管理办法》明确了农药包

装处理费用由相应的生产者和经营者承担，具体操作还需各地创新探索。根据

调研，农户对于无偿回收工作的积极性较低，难以像处理生活垃圾一样自发回



·19·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现状与思考2023 年 7 月

第 5 卷第 3 期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rvr	 https://doi.org/10.35534/rvr.0503002

收农药包装废弃物，这不利于回收工作的常态化发展。同时，回收设备费用和

缺乏存储空间也是回收处置面临的重要问题。目前，政府承担了全部回收处置

费用并给予资金补贴，进行有偿回收，但长此以往，处理资金恐难以维系，未

来是否持续进行有偿回收还未明确［9］。因此，建议将农药包装废弃物的回收补

贴与农民助农补贴相结合，建立良好的回收激励机制，使规范约束与经济激励

并行。可以探索多样化的回收激励机制，例如通过现金直接补贴或押金补贴的

形式来激励回收。此外，政府可主导依托农药经销商和农业服务站建立销售主

体与农户共同参与的回收体系，并制定一定的考核机制，促进各利益主体共同

致力于农药包装废弃物的回收。

4.4  做好宣传引导，社会慈善公益基金参与

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及处置工作是一场持久战，要利用各种新闻媒体，广

泛宣传培训，采取各种形式引导各种力量积极参与，高度重视农业生态环境保

护，形成全社会自觉开展清洁生产、保护环境的共识［10］。同时，还可以引入社

会慈善公益基金，由政府指导设立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专项公益基金，接纳社

会和企业捐款。如在环境生态方面，目前已经有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设立的“河

流守望者基金”、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设立的“中国生物多

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等专项基金，取得了良好的运行效果。通过专项

公益基金重点扶持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药包装回收工作，可有效改善农村生态

环境，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4.5  综合施策，纳入乡村振兴长远规划

做好农药包装回收工作还要处理好几个关系。一是回收和处理的关系。回

收是前端，但关键是处理，处理水平高，体现在资源化利用水平高，填埋和焚

烧是低水平的处理。二是农民和企业的关系。包装废弃物回收的多数主体是农

户，尽可能不要伤害农民利益，农民少承担些，企业多承担些。对农药进行全

成本核算，即农药的成本包括生产、推广、回收和处理。三是激励和处罚的关系。

在激励措施方面，如探索对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做得好的企业出台农药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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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优惠政策等。在奖励措施方面，如对回收处理工作做得好的县，给予奖补资金。

在处罚措施方面，如农业执法大队对违规行为给予一定处罚，重点支持对回收

处理的奖励措施。农药包装回收是一项艰巨任务，为贯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各县市区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将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纳入乡村振兴计划中，

采取综合措施进行统筹部署。可以借助人居环境整治、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美

丽乡村建设等项目来解决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和处置的费用问题［11］。

5  总结

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是一项系统工程，也是一项造福子孙后代的工程，

它不仅涉及农药生产企业和经营者，更与广大农村的千家万户息息相关［10］。做

好农药包装废弃物的回收处理工作，首先要充分认识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

的重要性。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工作不仅是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生态环境保护战略布局和绿色发展理念的需要，也是贯彻落实《土壤污染防治

法》《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推进依法治理的需要，

更是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建设美丽乡村的需要。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须

动员各方力量积极参与，增强农药废弃物回收处置的紧迫感，改善农村生态环境，

有效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的实现。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工作，需要从多个方面着手。首先，

需要建立健全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机制，加大对回收处理的支持力度，建

立专门的回收机构和站点，完善回收处理的流程和标准。其次，需要加大技术

研发和设备更新，研发新型的回收处理技术和设备，提高回收处理的效率和质量。

同时，需要加强宣传引导，提升农民的环保责任心和理念，建立农药包装回收

处理基金，用于支持农药包装废弃物的回收处理工作，促进农药包装废弃物的

资源化利用和环境友好处理。同时还需要建立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产业链，

实现产业链的闭合循环，促进乡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社会文明的进步。通过这

些措施，让田间地头 “流浪资源” 有家可归，更有效解决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

处理问题，为乡村振兴和绿色循环经济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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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aliz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requires effective improvement of 

rural living environment, and ecological revitalization is the environmental 

foundation for build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Pesticide packaging waste 

remaining in fields, ditches and rivers is an important source and difficult to 

control of rural solid waste pollution, soil pollution, and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posing a threat to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public health.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cycling and disposal of pesticide packaging 

waste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reducing pollution, ensuring food safety, 

and building a beautiful living environment.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significance of doing a good job in the recycling and disposal of pesticide 

packaging waste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ummarizes the overview 

of the recycling and treatment of pesticide packaging waste in various regions 

of China, analyzes the problems and difficulties in the current recycling and 

treatment work, and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Pesticide packaging 

waste; Recycl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