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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运行管理水平是决定已建设施能否稳定发挥作用，农村生态环境能否持续改善的重
要因素。为量化不同地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的运行管理质量，提升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的治理效果，中国市政
工程协会于 2023年 6月发布了团体标准《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运行管理质量评价标准》（T/CMEA 40—2023）。该
标准是首个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运行管理质量评价的团体标准，规定了评价方法和等级划分，适用于运营单位开展
自我评价或第二、三方评价。该标准明确了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运行管理的标尺，能够促进运行管理质量持续提
升，为打好农村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有力支持。从标准制订的需求出发，阐述了运行管理质量评价的依据、原则、基
本条件、程序、指标体系，并通过案例分析为理解、落实和推广标准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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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是党中央确定的污染防治攻坚战的七大标志性战役之一[1]，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是污
染防治攻坚战的重要任务，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重要内容。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统筹乡村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布局，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为深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指明方向。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作为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重要内容，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是新时期深入开展农业农村污染治理的关
键所在[2]。自 2008年中央财政设立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专项资金，支持开展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在内的环境综合
整治以来，从国家层面推动实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已经跨越 3个“五年”。《“十四五”土壤、地下水和农村生
态环境保护规划》提出预计到 2025年，农村环境整治村庄数量新增 8×104 个，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由
25.5% 提升至 40%，东部地区和城市近郊区等有基础、有条件地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 55% 左右。

截至 2022年底，全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约为 31%，但仍有近 30% 省份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的正
常运行率低于 60%[3]。近年来，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这一细分领域依然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4]，在治理规模不
断扩大的同时，也存在污水收集、管网设计、工艺技术、监管标准等方面的问题[5,6]，最终在运营端体现为欠
缺长效保障机制导致设施稳定性低[7]、缺乏系统性考量导致运维成本高、居民投诉意见多。与日本、美国等
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村污水处理系统总体运营质量尚有一定的提升空间[8]，可以预见，当前及今后一段时
间内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仍将是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工作的重中之重[3]。为量化不同地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
运营质量，亟需制定相关标准规范，有力保障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的治理效果。

因此，中国市政工程协会于 2022年 4月正式立项团体标准《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运行管理质量评价
标准》（T/CMEA 40—2023），由中国市政工程协会生态市政建设专业委员会组织制定，以中建生态环境集
团有限公司为主要起草单位，于 2023年 6月 21日发布，并于 2023年 11月 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主要规
定了可量化的运营技术性指标和管理性指标，适用于开展自我评价或第二方（即主导部门对运营单位直接开
展评价）、第三方评价。《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运行管理质量评价标准》（T/CMEA 40—2023）的制订有
效充实和完善了我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标准体系，对于改善当前我国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重建设、轻运营
的现状，提高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运行管理和绩效水平具有指导意义，并为后续行业标准以及国家标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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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提供参考。 

1    制定的原则与方法
 

1.1    标准编制的依据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运行管理质量评价标准》以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建设理念为指导，以《“十四
五”土壤、地下水和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方案（2021—2025年）》、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导则》（GB/T 37071—2018）、《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技术标准》（GB/T
51347—2019）、《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效果评价技术要求》（GB/T 40201—2021）、《浙江省农村生
活污水处理设施标准化运维评价导则》、《南京市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与运营管理技术导则》以及
31省市颁布的最新版地方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等国家和地方有关文件为依据。 

1.2    标准编制的目标、基本原则

该标准的编制目标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目标紧密结合，旨在完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标准体系，指导农
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运营管理单位开展自我评价，也为管理部门或第三方机构评估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运
行管理质量提供了重要的方法依据。

该标准编制的基本原则为：与国家和地方相关环境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相协调，本着评价适度从严的
原则建立科学、客观的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可量化的运营技术指标和管理指标，增强各地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系统运营质量的可比性，提高标准的可操作性。 

1.3    评价基本条件

本标准适用于处理设施单体规模在 500 m3·d−1 及以下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的运行管理质量评价，进
行评价的处理系统应满足如下 2个基本要求：1）污水处理系统通过环保验收且运行满一年，以保证处理系
统运行数据的准确性和有效性；2）评价周期内污水处理系统未发生较大以上的安全生产责任事故（《生产安
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条规定：较大事故，是指造成 3人以上 10人以下死亡，或者 10人以上
50人以下重伤，或者 1 000×104 元以上 5 000×104 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未发生负有直接责任的环
境污染事故。

规定评价周期为一个自然年度，以消除一年
中不同季节等因素造成的水质、水量变化导致运行
质量产生波动；评价结果的有效期为自完成评价之
日起的 1个自然年度。 

2    主要内容

为对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进行有效的定量
化评价，本标准的主要内容包括标准化评价程序、
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等内容。 

2.1    评价程序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运行管理质量评价程
序包括成立评价小组、资料收集、资料核查、现场
抽检和等级评定 5个步骤，如图 1所示。要求组
成不少于 3人的评价小组，按照标准要求收集评
价周期内的资料和数据。各类档案资料应真实可
靠，计量器具应定期进行检定校准；设计数据应来
自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初步设计批复、环境影响
评价报告批复和环保验收报告等；水质检测数据的
监测方法应符合《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
准》（GB18918—2002）的要求，水质采样应符合
《水质 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HJ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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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运行管理质量评价流程图

Fig. 1    Diagram of rural sewage treatment system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quality evaluatio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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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的要求；电量计量数据可采用电费缴纳凭据。根据资料及现场抽查结果按标准附录 B评分并记录事实
情况，给出最终的评价等级。 

2.2    评价指标体系

运行管理质量评价涵盖了质量管理体系、日常运行基础管理、收集系统运行维护、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维
护、水质管理和公众服务效果 6个要素、30个指标，评价满分为 100分，各要素所占权重如表 1所示。污
水处理设施作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主要的耗能单元，运营中投入最大，是本评价标准的重点；当前，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均已发布地方的农村污水排放标准，提供了标尺与依据[1,9]，水质达标情况作为最直
观的治理成效评价要素，应占据最高权重；收集系统是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的关键环节，其重要性不容忽
视[10]，若无法有效收集污水，不仅会持续污染环境，还会造成处理设施处理能力的浪费[11]。综上，经专家组
评议，上述 3个要素的权重值并列最高，同取为 25%。日常运行基础管理涵盖制度、人员、物资、安全、档
案等诸多方面，包含 6个指标，故该要素的权重达到 15%。结合农村生活污水“民心工程”的特性，增加公众
服务效果评价要素，侧面反映治理成效，与质量管理体系的权重值同为 5%。
 
 

表 1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运行管理质量评价要素和权重值

Table 1  Evaluation factors and weight value of rural sewage treatment system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quality

评价要素 质量管理体系 日常运行基础管理 收集系统运行维护 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维护 水质管理 公众服务效果

得分Fi F1 F2 F3 F4 F5 F6

权重值ki 5% 15% 25% 25% 25% 5%
 

1）质量管理体系。质量管理体系能够反映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运行管理人员的职业素质和管理规范
化程度，包含质量管理体系建设、质量管理持续改进 2个二级指标。管理体系建设主要考察质量管理体系文
件、质量管理体系职能分配、管理评审、内部审核等，质量管理持续改进情况主要考察年度管理方案以及对
发生的不符合及潜在的不符合事项采取的纠正措施。通过对管理体系进行系统的评价，提出并确定工作改进
的机会和变更的需要，进而确保质量管理体系持续的适宜性、充分性、有效性，探索建立农村人居环境基础
设施运行管护社会化服务体系。

2）日常运行基础管理。日常运行基础管理从“人、机、料、法、环”全方位反映标准化水平，包含管理制
度建设、组织与人员管理、物资设备管理、安全管理、报表管理、室内外环境管理 6个二级指标。主要评价
内容包括规章制度建设，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巡检人员、维修人员的配备、职责分工及持证上岗情况，生
产物资和安全应急物资的配备，物资设备的进出库管理，各类运行报表的记录与数据分析，标识标牌及现场
各类安全措施，以及异常情况下的应急反应机制等。

3）收集系统运行维护。收集系统涵盖出户管、接户管、化粪池、隔油池、管网、检查井、泵站等收集
农村生活污水的设备设施，收集系统运行维护是本评价标准的要点，在整个评价体系中所占权重相对较大，
包含收集系统巡检、接户管道养护、化粪池与隔油池养护、管网与检查井养护、泵站养护 5个二级指标。由
于“重站点、轻管网”问题的存在，要实现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正常，管网污水输送正常是最根本的保
障。需要定期巡查管网污水输送情况、检查井状况，发现井盖、井圈、井口的破损、倾斜、沉降、塌陷情况
应及时维修并记录。

4）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维护。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维护在很大程度上能反映出运营管理水平，同时也是反
映运营规范化和精细化程度的重要内容，包含运行负荷、运行能耗、节能管理、处理设施维护、附属设施维
护、污泥与废弃物处置、信息化管理、污水再生回用、固废资源化利用 9个二级指标。运行负荷可以反映处
理设施有效运行的程度，避免其长期处于低效率或超负荷运行状态。能耗在处理设施运营成本中的占比最
高，以单位污水处理电耗与推荐能耗值的比值计算能耗水平，其中推荐能耗值根据处理工艺及出水水质等级
进行划分；同时设置节能管理指标，计算电耗的同比降低率，促进开展节能降耗等运行优化措施。

本标准除设置了常规的处理设施维护评价指标外，还设置了污水再生回用、固废资源化利用等指标，鼓
励资源的循环利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战略决策[12]，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是改善农村人
居环境的重要内容，应符合低碳、循环、生态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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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水质管理。出水水质达标是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营的主要目标，直接反映设施的治污效果，故

水质管理是本评价标准的重点，在整个评价体系中所占权重并列最大。水质管理包含水质检测能力、抽检出

水水质达标情况、自检出水水质达标情况、水质数据信息管理、化验物品与废液管理 5个二级指标，指标从

严设置，规定全部水质检测指标达标的样品为达标样品。要求运营单位具备指标检测能力，定期开展水质自

检，并对检测结果中的异常数据进行原因分析，及时调整工艺运行参数，确保处理设施出水水质达标。

6）公众服务效果。公众服务效果能直接反映村民对农村人居环境基础设施的满意程度，包含公众投诉

情况、投诉处理情况、公众服务满意度 3个二级指标。以评价周期内总投诉次数与服务总户数的比值计算投

诉率，要求投诉率不得超过 0.4%，投诉处理率不得低于 60%。设置该指标，可以侧面反映处理系统的运行

效果，是否对周边环境改善提升，同时充分尊重村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提升主人翁意识，让村民

监督推动污水治理取得实效。 

2.3    评价方法

本标准给出了运行负荷、运行能耗、节能管理、污水再生回用、抽检出水水质达标情况、自检出水水质

达标情况、公众投诉情况、投诉处理情况共 8项二级指标的计算公式，并对其他二级指标均给出了可量化的

评价标准。各项指标的数据来源与评价方式详见表 2。要求收集系统现场抽查的设施数量、管网长度不小于

总量的 1%，处理设施抽查比例满足表 3的要求。 

 

表 2  评价方式与数据来源

Table 2  Evaluation methods and data source

评价指标 数据来源 评价方式

质量管理体系建设F11 质量管理手册、法律法规清单、受控文件清单、内审记录 资料核查

质量管理持续改进F12 不符合项整改记录 资料核查

管理制度建设F21

人员管理制度、内部考核管理制度、岗位责任制度、设施巡检制度、设备维护保养维修制

度、岗位安全操作规程、作业指导书、化验制度、库房管理制度、药剂管理制度、档案资料

管理制度、车辆管理制度、排班制度、应急预案、异常情况信息上报制度

资料核查

组织与人员管理F22 组织架构、岗位职责、人员花名册、培训记录、应持证岗位人员证书 资料核查

物资设备管理F23
设备台账、药剂和备品备件的采购计划及出入库台账、巡检记录、设备维护保养计划及记

录、维修记录
资料核查

安全管理F24

安全生产领导小组组建文件、安全管理人员证书、安全生产会议纪要、相关方安全管理协

议、危险源辨识及评价清单、安全检查及隐患排查记录、隐患整改记录、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及演练记录

资料核查

污水处理系统现场安全管理情况 现场抽查

报表管理F25 运行报表及其汇总分析资料，向主管部门上报的报表资料 资料核查

室内外环境管理F26 室内外环境管理情况 现场抽查

收集系统巡检F31 收集系统巡检计划、巡检记录 资料核查

接户管道养护 F32 接户管道情况 现场抽查

化粪池与隔油池养护F33 化粪池与隔油池情况 现场抽查

管网与检查井养护F34
管网疏捞养护计划、管网维修记录 资料核查

管道、井盖、井室情况 现场抽查

泵站养护F35 泵站设备运行情况 现场抽查

运行负荷F41 设计日污水处理量、实际日污水处理量统计表 公式计算

运行能耗F42 设计出水水质标准限值、污水处理规模、实际日污水处理量统计表、耗电量统计表 公式计算

节能管理F43 本次评价周期及上一评价周期的耗电量统计表 公式计算

处理设施维护F44 处理设施情况 现场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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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评价规则

评价总得分 F为质量管理体系、日常运行基
础管理、收集系统运行维护、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维
护、水质管理和公众服务效果 6个要素得分的加
权之和，各要素对应权重值参见表 1。农村生活污
水处理系统运行管理质量评价等级分为“优秀”“良
好”“合格”“不合格”4个等级，对应的分数区间为

F≥90、75≤F<90、60≤F<75、F<60。 

3    案例分析

按照《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运行管理质量评价标准》（T/CMEA 40—2023）附录 B表 B.1至表 B.6要
求，收集 A、B2个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 2022年 7月 1日—2023 年 6月 30日的运行数据，项目基本信息
详见表 4，项目处理设施抽检情况详见表 5。根据标准内公式计算得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运行管理质量
评价等级，如表 6所示。项目 A在运行能耗、资源再生回用等方面还具有较大改进空间，项目 B执行的排
放标准较严格，在水质达标情况方面仍需进一步提升。两项目均位于江苏省经济发达的苏南地区，当地政府
充分吸取治理经验，鼓励开展农村生活污水建设和运营一体化模式[11]，政府主导部门保障运行经费、明确责
任、强化考核，故项目整体运行质量较好。 

续表 2

评价指标 数据来源 评价方式

附属设施维护F45 附属设施情况 现场抽查

污泥与废弃物处置F46 污泥外运处置协议、污泥处置四联单 资料核查

信息化管理F47 信息化建设情况 现场查看

污水再生回用F48 污水再生回用记录 公式计算

固废资源化利用F49 剩余污泥、湿地收割植物等固废的资源化利用的记录 资料核查

水质检测能力F51 水质采样、分析记录 资料核查

抽检出水水质达标情F52 抽查污水处理设施对出水进行取样化验 现场抽查

自检出水水质达标情F53 自检出水水质分析记录 公式计算

水质数据信息管理F54 进出水水质记录台账、检测结果分析与评价记录、化验室内部质量控制试验 资料核查

化验物品与废液管理F55

样品收发台账、仪器设备操作说明、校验检定和维护记录、精密仪器档案、药剂进出库及领

用记录、废液处置委托合同及处置记录
资料核查

化验室仪器配置、药剂存储、废液存放等情况 现场查看

公众投诉情况F61 公众投诉记录 公式计算

投诉处理情况F62 投诉处理记录 公式计算

公众服务满意度F63 服务满意度调查问卷 问卷调查

 

表 3  不同规模处理设施的抽查比例

Table 3  Sampling ratio of different facilities

处理设施规模 处理设施现场抽查比例

20 m3·d−1及以下 ≥1%

20 m3·d−1以上、100 m3·d−1及以下 ≥10%

100 m3·d−1以上 ≥20%

 

表 4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运行管理质量评价基本信息表

Table 4  Basic information for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quality evaluation of rural sewage treatment system

项目 设计规模/(m3·d−1) 处理设施数量/座 服务户数 处理工艺 排放标准

A 8 216 465 27 704 生物接触氧化 DB32/3462—2020一级标准

B 14 178 453 97 000 A2O GB 18918—2002一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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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评述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的运行管理质量评价
为首次提出，针对现有标准聚焦于设施的运行效
果[13] 的现状，补充完善各管理要素，构建了可量
化的指标体系，并基于管理成熟度的思路开展评
价。各要素权重值对评价结果影响较大，因此由标
准评审专家集体讨论最终确定。

标准后续可完善的内容包括如下 2点：1）现
阶段能耗相关的数据积累尚不充分，对于少数工艺
未能给出其明确对应的推荐能耗值，仅明确了所属
的技术大类，具有一定的局限性。2）本标准设置

了污水再生回用、固废资源化利用评价指标，以期推动农村污水处理与低碳、循环、生态要求[14-15] 相融合，
但由于尚在起步阶段，资源回用的计量尚不完善，仍需结合实际工作明确计算方法，建立科学严谨的可量化
指标。 

5    结语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运行管理质量评价标准》（T/CMEA 40—2023）作为首部农污运行管理质量评
价团体标准，对规范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运行管理质量评价、提高运行管理和绩效水平具有指导意义，拥
有广阔的应用前景。今后，将继续关注行业发展，可依据评价标准进一步开展标杆比选，通过树立标杆、交
流学习，促进行业的高质量发展；亦可通过标杆比选积累行业数据，进一步调研解析，修正评价参数，更加
科学地优化评价权重和赋分规则，为标准化运行提供数据标尺，提升标准的区分度，充分发挥标准的规范和
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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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处理设施抽检情况表

Table 5  Facilities sampling case

项目 处理规模 数量 抽检数量 抽检率/%

A

≤20 m3·d−1 374 7 1.9

20~100 m3·d−1 88 14 15.9

＞100 m3·d−1 3 2 66.7

B

≤20 m3·d−1 214 11 5.1

20~100 m3·d−1 229 26 11.4

＞100 m3·d−1 10 4 40

 

表 6  运行管理质量评价等级计算表

Table 6  Results of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quality evaluation grade

项目
质量管理

体系分数F1

日常运行基础

管理分数F2

收集系统运行

维护分数F3

污水处理设施运行

维护分数F4

水质管理

分数F5

公众服务效果

分数F6

运行管理质量

评价总分数F
评价等级

A 85 95 94 80.25 85 80 87.31 良好

B 85 97 96 83.5 66 80 84.18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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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rural  sewage  treatment  facilities  are  important  for  the
improvement  of  r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maintenance  of  in-use  facilities  in  the  long-run.  To
quantify  th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rural  sewage  treatment  systems  in  different  regions,  as  well  as  to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rural  sewage  treatment  systems,  China  Municipal  Engineering  Association
published a group standard in June 2023, named as “Standard for evaluation of th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quality of rural sewage treatment system” (T/CMEA 40—2023). That is the first group standard for evaluating
th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quality  of  rural  sewage  treatment  systems,  which  stipulates  the  evaluation  and
classification  methods,  and  also  facilitates  self-evaluation  and  the  second-  and  third-party  evaluation.  This
standard  clarified  the  criterion  for  the  quantification  of  rural  sewage  treatment  systems’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which can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improvement of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and provide strong
support to win the fight against rural pollution in China. Considering the demand of building that standard, this
study  interpretates  the  basis,  principles,  basic  requirements,  procedures  and  the  index  system  of  operation
management quality evaluation, and also provides case studies to guide the understanding and wide application
of the standard.
Keywords    rural sewage treatment system;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quality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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