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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分化背景下秸秆资源化利用影响因素与对策

高志峰

 摘要：秸秆资源化利用对于促进农业绿色生产、推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农户分化背景下，农机社会化服务
是实现秸秆资源化利用的重要保障，农机服务成本、还田方式和作业质量以及农机服务的交易费用成为影响农户秸秆
资源化利用的重要因素。要通过增加农机服务有效供给、完善补贴政策、加强农机服务保障条件建设等措施促进秸秆
资源化利用。

 农作物秸秆用则利，弃则害。秸秆曾是农户重要的资源，农户的直接需求基本可以消纳产生的秸秆，随着我国经济
社会发展、农村农业改革的快速推进和粮食产量的持续提高，农户对秸秆直接需求比例快速下降，秸秆焚烧现象开始
出现并蔓延，由此造成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农业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引起广泛关注。自1999年建立秸秆禁烧制度以
来，国家和地方秸秆禁烧力度不断加大，但秸秆焚烧现象仍时有反复，据环保部发布的2017年9月20日至11月15日秸
秆焚烧卫星遥感监测数据显示，全国的秸秆焚烧火点3638个，比2016年同期增加了约73%，秸秆禁烧形势总体上仍然
严峻。2017年10月，中办、国办下发的《关于创新体制机制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意见》提出要续严格依法落实秸秆禁
烧制度，推进秸秆资源化利用，资源化利用是解决秸秆焚烧问题的根本之策。

 一、农户分化与农业生产经营的深刻变化

 与秸秆焚烧和资源化利用问题相伴随的是我国农村、农业、农民经历的深刻变化，由于农户技术水平、市场参与能
力等方面的差异导致农户的收入结构及劳动力就业结构出现较大的差异，且这种差异性通过自我积累的循环使得农户
间逐渐发生分化，[1]家庭承包制后高度同质的农户在生产目的、生产要素投入、收入结构、经营规模、生产决策等
方面越来越呈现出异质性特征，农业生产经营的专业化、资本化、社会化趋势在不断加深。

 （一）农户分化与农业生产要素投入。农户分化背景下，脱胎于同质农户的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等新
型经营主体迅速成长，据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2016年全国20743万户农业经营户中，规模经营户
达到398万户，新型经营主体在充分发挥生产功能、强化生产主体地位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也在发挥服务功能，日益
成为重要的新型农业服务主体。[2]但农业生产的小规模、细碎化经营特征仍然没有改变，小农户兼业化普遍，农业
从业人员数量和平均劳动时间不断下降，农业劳动力既面临量的短缺又面临质的弱化，农村劳动力相对土地、机械等
要素的稀缺程度和价格呈不断上升趋势，农业生产中机械投入不断上升，私人对农业机械投资的比重呈逐年上升趋势
，农户成为农机投资的基本主体，农用大中型机械数量增长较快。同样据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2016年
末全国大中型拖拉机数量比1996年末增长107.5%，大中型拖拉机配套农具比1996年末增长110.9%，联合收割机比1996
年末增长391.4%。农户分化背景下，规模经营主体与小规模、细碎化经营的小农户并存，劳动力要素逐渐成为稀缺要
素，农业生产的资本化程度在不断加深。

 （二）农户分化与农业生产分工深化。农户分化背景下，农户资源禀赋差异较大，对于资源禀赋相对较差的农户，
一方面，某种要素的稀缺可能会产生其他要素对稀缺要素的替代，另一方面，农户将自身完成成本较高或者不擅长的
生产活动交由其他主体可降低成本，促进了农业生产环节分工的深化。由于劳动力逐渐成为农业生产过程中的稀缺要
素，劳动力资源稀缺诱致农户在农业生产过程中更多使用农业机械等要素对其进行替代，但对于经营规模普遍偏小，
生产性投资能力不足的小农户来讲，机器租赁服务和农机委托作业服务等社会化服务方式是其采用机械技术的主要途
径，由此产生了农机社会化服务需求与供给。

 二、农户分化与秸秆资源化利用

 （一）秸秆资源化利用方式。2008年以来，《关于加快推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的意见》等围绕秸秆资源化利用的
相关政策措施连续推出，确立了以农为主、综合利用的原则，明确了秸秆“五料化”利用方式，即肥料化、饲料化、
燃料化、基料化、原料化。秸秆的肥料化主要是秸秆堆沤还田、混埋还田和深翻还田；秸秆的饲料化主要是对秸秆采
用微贮、青贮、氨化等方式使其成为草食家畜饲料；秸秆的燃料化是将秸秆捡拾收集后作为生活能源或燃料；秸秆的
基料化是将秸秆加工后作为养殖食用菌的基料；秸秆原料化是将秸秆作为造纸、板材、环境材料的原料。目前，秸秆
资源化的主要利用方式是肥料化和饲料化，其比重接近70%，以农用为主、其它方式为辅的利用格局已经基本形成。

 （二）秸秆资源化利用的特征。秸秆的“五料化”利用方式中，肥料化主要是秸秆不离田而直接还田，其他利用方
式的基础和前提是秸秆收集离田。以黄淮海平原小麦玉米一年两作制为例，现行秸秆直接还田完整流程包含秸秆粉碎
、抛洒、二次粉碎、旋耕、深耕等基本环节，秸秆离田包含秸秆粉碎、捡拾、打捆、运输等基本环节，由于秸秆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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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散落程度高、收集运输储存难，劳动强度大，不论是还田还是离田，上述环节需要机械的广泛参与，根据实际调
研，秸秆还田、离田环节需要投入的机械有拖拉机、带粉碎装置的联合收割机、青贮收割机、还田机、搂草机、打捆
机、抓草机、旋耕机、深松机（铧式犁）等农业机械，秸秆资源化利用环节资本化程度高，在农户分化背景下，相关
机械投入对于小农户来讲，不仅投资大而且资产的专用性很高，农机社会化服务对小农户秸秆资源化利用至关重要。

 三、农户分化背景下秸秆资源化利用影响因素分析

 有关农户秸秆资源化利用的影响因素广受学界关注，主要围绕农户个体特征、经营特征和外部环境来展开。农户年
龄、农户对秸秆还田福利认知、大户示范效应对农户秸秆还田行为具有显著影响。[3]农户经营规模越大，其出售秸
秆的可能性就会越大，对秸秆综合利用认知水平较高的农户会更多地选择出售秸秆，秸秆收购市场的便利与完善会促
进农户出售秸秆。[4]农户秸秆资源化利用的成本也受到关注，研究表明劳动力机会成本、相关机械成本、运输成本
是农户利用秸秆的主要成本。[5]相关研究对于拓展、加深农户秸秆资源化利用影响因素的认识、促进秸秆资源化利
用具有积极意义，但在农户分化、农机社会化服务对秸秆资源化利用作用凸显的现实情境下，需要更加关注农机社会
化服务相关因素对农户秸秆资源化利用的影响。基于上述分析，结合相关调研，本文认为在农户分化背景下应特别关
注以下影响农户秸秆资源化行为的因素。

 （一）农机服务使用成本。秸秆禁烧困境的症结在于农户秸秆资源化行为具有正外部性，其行为具有良好的社会效
益和生态效益，但其行为需要支付相应的成本，农户作为“理性经济人”，缺乏主动禁烧的内驱力，屡禁不止的露天
焚烧实为农业生产主体在常规处置成本过高情况下迫不得已的选择。[6]如果成本得不到补偿，就会出现秸秆焚烧现
象，成本收益比较从根本上决定着农户的行为。农户分化背景下，相较于新型经营主体，小农户经营规模小，无法获
得规模经济，本就面临较高的生产成本，秸秆资源化行为又需要借助农机社会化服务，农机社会化服务属于经营性服
务，除国家补贴耕地深松费用外，购买其他服务或租赁农机均需支付相应的费用，相对于小农户较低的农业收入而言
，相关农机服务费用支出直接影响农户秸秆资源化的意愿和行为。

 （二）秸秆还田方式和农机作业质量。2016年全国秸秆直接还田面积达到7.2亿亩，是主要的秸秆资源化利用方式，
研究表明秸秆还田具有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增肥增产的作用，但还田效果的实现有赖于科学合理的还田方式和良好
的机械作业质量。仍以黄淮海平原小麦玉米一年两作制为例，目前采用的秸秆混埋还田方式虽然相较其他还田方式有
成本上的优势，但也存在一些弊端：连续、全量还田导致秸秆还田量过大，土壤负荷增加，秸秆腐解速度较慢，旋耕
深度浅，导致大量秸秆在土壤浅层堆积，超出土壤吸纳能力，使得土壤空隙增加，容易跑风失墒，造成种子与土壤结
合不紧密，影响发芽，并容易发生冻害，机械作业环节的粉碎不够、抛洒和混埋不均匀、深耕深度不够等问题进一步
加剧了上述现象的发生；秸秆直接还田还容易造成土壤碳氮比失衡，易发生与作物幼苗争夺养分现象，进而影响幼苗
生长质量；由于秸秆在土壤浅层堆积，秸秆中病原菌、虫卵无法全部去除，秸秆直接还田还增加了病虫害发生几率和
减产的风险。翻耕、增施氮肥、撒施腐熟剂、灌溉等措施有助于上述问题的解决，但又增加了农户费用支出，从调研
来看，农户并未普遍采取上述措施，因此，秸秆还田质量也是影响农户秸秆资源化利用的重要因素。

 （三）农机服务交易费用。农户分化背景下，农机社会化服务是实现秸秆资源化利用的重要保障，农户秸秆资源化
利用产生的成本除支出的显性成本外，必须关注农户与服务主体交易所产生的交易成本，交易成本的大小影响农机服
务交易的实现，也对秸秆的资源化利用产生影响。按照交易成本发生的时间，交易成本分为交易前的信息搜寻成本，
交易中的谈判、签约成本和交易达成后的监督交易成本等。[7]从农户角度来看，农机作业服务交易中的成本包括：
（1）服务主体的搜寻成本。秸秆还田和离田环节使用多种机械，秸秆处理时间紧，服务需求比较集中，由于信息的
不对称，农户联系、确定服务主体需付出相应的成本。（2）交易双方协议成本。双方就作业价格、作业时间、作业
标准等进行协商所付出的成本。（3）交易监督成本。度量作业面积，农户监督作业过程、作业质量所付出的成本。
交易费用的大小受农机装备水平、服务主体组织化程度、农机服务信息化水平、农户经营规模、农户地块特征等因素
的影响，当前相关农机服务有效供给不足，如我国主要农作物种植面积是美国的1.5倍，但秸秆捡拾打捆机和青饲料
收获机保有量仅为美国的八分之一，农机服务主体组织化程度较低，农户交易频率高，农机管理服务信息化建设还有
待加强，利于农机作业的农田相关基础设施配套不足。总体上看，农户与服务主体的交易还面临较高的交易费用，过
高的交易费用会影响农户使用农机服务，进而影响秸秆资源化利用。

 四、农户分化背景下促进秸秆资源化利用的对策

 （一）提升农机装备水平，增加有效供给。机械化是确保秸秆直接还田的主要手段，是支撑秸秆高效离田、提高资
源化利用水平的重要保障，农机装备水平制约着农机服务的供给，为此要继续稳定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在农机装备方
面加大对与秸秆资源化利用相关的联合收割、还田、捡拾收集机械购置和更新补贴力度，推动农机服务主体在提供原
有耕、收等传统服务基础上向秸秆还田、捡拾收集、运输等服务扩展，在支持主体上重点向农机大户、农机合作社、
农机服务公司等新型服务主体倾斜，提升服务主体农机装备水平和服务能力；加大农机服务人员培训力度，提高农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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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主体的组织化程度，促进农机服务主体的联合与合作，促进家庭农场等新型生产主体向生产与服务双主体转变，
推进农机服务规模经营。

 （二）完善补贴政策，提高农户用机积极性。农户秸秆资源化利用行为具有正外部性，而农机服务成本影响农户秸
秆资源化利用的意愿和行为，降低相关农机服务使用成本是促进秸秆资源化利用的有效途径，同时对于增加农机服务
需求、提高农机服务主体经济效益、促进农机服务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国家层面现有补贴政策仅有耕地深松补贴，
可考虑进一步完善补贴政策，如设立深翻补贴，在降低农机服务使用成本的同时，提高秸秆直接还田质量，在继续对
秸秆燃料化等利用主体进行补贴的基础上，根据农户离田秸秆量发放适当补贴，地方政府根据财力再进行一定的补贴
配套，提高农户使用农机服务的积极性和自觉性。

 （三）加强农机作业保障条件建设。从降低农机服务交易费用的角度出发，应加强农机作业保障条件建设。继续推
进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加大耕地平整力度和耕地周围道路整治力度，配套好机耕路、机械进田路等基础设施，扫清农
机作业障碍；加快完善秸秆粉碎、留茬、深耕等相关农机服务作业标准、技术规范和操作规程，提高农机服务的专业
化、标准化水平，提高农机服务质量；加强农机服务信息化建设，建设面向农机管理部门、农机服务主体、农户的农
机服务平台，开展农机管理、作业调度、作业质量监控、农机服务供需对接、农机服务保障的信息化服务，提高农机
服务信息化水平。

 参考文献：

 [1]李宪宝,高强.行为逻辑、分化结果与发展前景—对1978年以来我国农户分化行为的考察[J].农业经济问题,2013(34).

 [2]杜志雄,刘文霞.家庭农场的经营和服务双重主体地位研究：农机服务视角[J].理论探讨,2017(2).

 [3]颜廷武,张童朝等.作物秸秆还田利用的农民决策行为研究—基于皖鲁等七省的调查[J].农业经济问题,2017(38).

 [4]李祥妹,刘淑怡等.农户棉花秸秆出售行为影响因素研究—以河北省邢台市威县为例[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版),2016(6).

 [5]王舒娟,蔡荣.农户秸秆资源处置行为的经济学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24).

 [6]高利红,李胤.比例原则视角下地方环境行政规制合理化研究——以农作物秸秆禁烧为切入点[J].中国人口�资源与
环境,2017(27).

 [7]Williamson O E.Transaction-cost economics:the governance of contractural relations [J].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1979,22(2).

原文地址：http://www.china-nengyuan.com/tech/170627.html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页面 3 / 3

http://www.china-nengyuan.com/tech/170627.html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