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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农村“厕所革命”存在的问题和对策建议 

李承政 

农村“厕所革命”是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和提升农民生活品质的一项重要内

容，在美丽乡村建设中具有标志性。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农村“厕所革命”，

他曾多次在农村调研中强调：“要在农村来一场‘厕所革命’，努力补齐影响农

民群众生活品质的短板”。国内外诸多研究表明，无害化卫生厕所对于改善农村

居民的健康水平意义重大，它能够减少粪便相关疾病的传播渠道和传播源头（水

源、手部接触、食物、土地和苍蝇），从而有效降低传播性疾病的发病率（比如

腹泻、血吸虫病、蛔虫病、肠道传染病和媒介传染病等）。于此同时，无害化卫

生厕所对于提升农民群众生活品质，缩小城乡之间卫生水平差距，改善农村人

居环境，提升农村居民个人尊严等方面意义非凡。 

一、广东农村厕所现状和问题 

为了全面把握广东农村现状，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千村调查项目组

从 2018 年开始对广东各地区农村家庭实施了进村入户调查，并于 2019 年进行

了追踪和扩样工作。通过村问卷和户问卷的形式对广东农村地区村庄公共厕所

和户用厕所进行了全面调查。 

（一）广东农村户用厕所现状 

拥有无害化卫生厕所是农村居民生活品质提升的重要体现，它对于改善农

村居民健康意义重大。广东千村调查已经完成了 2018 年和 2019 年两年追踪调

查，根据追踪调查的约 2600 户样本的比较分析显示，过去两年以来广东农村“厕

所革命”继续向前推进，户用厕所普及率从 2018 年的 87.21%上升至 2019 年的

92.60%，无害化卫生户厕普及率为 90.75%，距离 2020 年农村无害化卫生户厕

覆盖率 100%的目标还差 9.25%左右。 

（二）广东农村公共厕所现状 

广东千村调查村级层面问卷对村庄公共卫生厕所基本情况进行了调查。对

比 2018 年和 2019 年农村公共厕所普及率变化情况发现（追踪调查了 99 个行政

村），农村公共厕所普及率实现快速增长，从 2018 年的 55.56%上升至 2019 年



 

 

的 71.72%，无害化卫生公共厕所普及率为 66.39%，距离 2020 年全省所有村庄

公共卫生厕所全覆盖的建设目标还差 33.61%。 

（三）广东农村“厕所革命”存在的问题 

1、无厕家庭主要依赖村庄公厕，但农村公厕普及率和建设水平仍需提升 

广东农村仍有将近 8%的无厕农村家庭（没有室内厕所），他们只能采取其

他形式的如厕模式。从受访无厕家庭反映的情况看，37.50%的该类家庭选择使

用村庄公共厕所进行如厕，占比最高。18.87%的该类家庭使用自家搭建的室外

厕所（含旱厕/临时厕所/简易厕坑等），22%左右的该类家庭选择了使用别人家

的厕所（室外占比约 16%，室内占比约 6%），最后还有 18%左右的无厕家庭选

择了既不环保又不卫生的野外如厕的方式，这一模式可能对周围环境及附近村

民健康造成显著的负面影响。比如，一些国外学者基于印度的研究发现，野外

排便导致印度农村儿童蛔虫病、腹泻病高发，营养不良和儿童夭折率居高不下。

农村无厕家庭对村庄公共厕所高度依赖，但农村公共厕所普及率仍然偏低。行

政村公共厕所普及率为 70%左右，自然村公共厕所普及率仅为 30%左右（2018

年）。此外，农村公共厕所建设水平参差不齐，有些村庄公厕建设水平较低。比

如，我们走访的河源龙川县某村的公共厕所，仅有两个坑位（男女各一间），公

厕没有配备洗手池和冲水设备，平时少有人使用。还有一些村庄，公共厕所仍

是传统的旱厕，气味难闻，蚊蝇横行，厕所粪污并没有进行无害化处理，无法

满足“厕所革命”中的无害化和卫生的基本要求。 

2、农村厕所内部设施待改善，公厕管护工作需要及时改进 

厕所内部设施和居民卫生习惯同样对于降低厕所相关的肠道传染病和媒介

疾病至关重要。调查显示，农村户用卫生厕所内设有洗手池的比例整体不高

（44.8%）。其中，珠三角地区农村户用厕所设有洗手池的比例相对较高

（60.56%），西翼和山区则明显较低，分别仅为 36.29%和 42.84%。厕所内是否

设有洗手池与居民便后是否洗手的习惯高度相关。比如，珠三角地区农村户厕

设有洗手池的比例最高，该地区居民便后每次都洗手的比例最高（94.74%），山

区和西翼地区农村户厕设有洗手池的比例很低，受访户便后每次都洗手的比例

也相对较低（87.07%和 89.47%）。农村公共厕所如果要长期持续发挥作用，科

学合理的日常管护不必可少。然而，调查发现仍有大约 23%的村庄没有聘用保

洁人员定期或者不定期地对村庄公厕进行保洁。全省分区域看，西翼地区农村



 

 

公共厕所的管护有待提升，该地区将近 32%的村庄报告没有安排专人对村庄公

厕进行保洁。 

3、农村厕所粪污无害化处理率有待进一步提高，农村水环境存在隐患 

“厕所革命”不仅要关注厕所的地上看得见的部分，更重要的是关注厕所

地下看不见的部分。无害化卫生厕所的核心优势在于对粪便进行了无害化处理，

从而极大地降低了粪-口疾病传播的风险。2019 年广东千村调查的结果显示，87%

以上的农村家庭的厕所粪污获得了无害化处理（三格化粪池/下水道/粪尿分离等

无害化形式）。其中，家庭厕所粪便通过（三格）化粪池进行处理的比例最高

（72.43%）。尽管农村室内水冲厕所的普及率较高，但仍有 12%左右的农村家

庭的厕所粪污并没有获得无害化处理，厕所粪污要么滞留粪坑，要么直接流向

沟渠。村庄人畜粪便等处理方面的调查结果显示，仍有将近 22%的村庄的人畜

粪便未经无害化处理，直接排放至附近的河流小溪等水域。 

4、农村改厕和生活污水处理并未实现有效衔接，人居环境改善仍任重道远 

    农村改厕必须与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有效衔接，方能在节约治理成本的前提

下实现农村人居环境改善的目标。目前，广东农村地区在改厕和生活污水治理

有效衔接方面仍有待改进。2019 年调查的行政村铺设了排水排污管道的比例不

足 50%，农村居民生活污水、厕所产生的污液等直接排放至附近沟渠、池塘、

空地的比例仍非常高（超过 60%）。村庄拥有污水净化池的比例不足 40%，通

过排污管道将污水送至污水处理厂处理的比例不足 20%，家庭生活污水直排的

现象目前仍比较严重。不少地区农村家庭户用厕所和村庄公共厕所并未连通下

水道系统，厕所产生的粪液粪渣需要定时清运，化粪桶需要更新维护，化粪池

本身及三个粪格之间需要做到防渗防漏。以上任何环节出现问题，卫生厕所的

效果将大打折扣。根据实地调研的情况，部分农村厕所已经出现了粪污渗漏和

厕所粪污未能及其清运的问题。 

二、对策建议 

广东省应继续深入推进农村“厕所革命”，首要解决部分无厕农村家庭的卫

生厕所建设问题，由于绝大部分无厕家庭属于贫困农户，建议主管部门对该类

家庭修建卫生户厕给予一定的补贴。近两年广东农村地区在实施“三清三拆”

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拆除一些破旧的泥砖房，其中不少泥砖房是农村贫困家庭



 

 

的旱厕或临时简易厕所。因此，如何妥善补偿和改建卫生厕所是地方执行部门

需要考虑的重点。建议主管部门设置专项资金，在拆旧建新过程中做到权衡折

中，拆除旧旱厕的同时修建新的无害化卫生厕所，避免出现部分农村居民无厕

可用的局面。 

鉴于广东农村公共厕所普及率仍不高，而无厕农村居民又高度依赖公共厕

所的现实，应加快制定农村公厕建设指引，鼓励村委会或党群服务中心等公共

服务场所建设便民实用卫生公厕，早日实现农村公共卫生厕所自然村全覆盖的

目标。进一步完善公共厕所的管理和维护，建议将乡村公厕保洁工作与精准扶

贫有机结合起来，通过职业培训并安排村内贫困户从事村庄公共卫生厕所保洁

工作，既解决了贫困户就业问题，也实现了贫困户脱贫的目标。 

推进“厕所革命”要结合地区基础条件和发展水平，确保做到因地制宜。

对于用水比较方便，已经配备或有条件配备排污管道和污水处理系统的村庄，

应大力推广完整下水道水冲式厕所。对于缺乏村级污水处理系统的村庄，应当

着重推广三格化粪池厕所，同时严格规范厕所粪污清运，确保化粪池防渗防漏，

使粪污实现有效处理和资源化利用。最后，对于少数用水困难且基础条件较差

的地区，推广通风改良式厕所或引入商业资本捐助试点引进新型无下水道系统

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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