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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的能源需求呈快速增长趋势，能源、环境和经济三者之间的矛
盾也将更加突出，农作物秸秆资源作为一种新型的绿色能源，它的有效综合利用及提高其利用效率问题也备受关注。
本文通过分析目前存在的问题及其综合利用途径，结合实际，总结出提高秸秆资源的综合利用率可行性建议。

 据有关数据统计，中国每年都能生成7亿多吨的秸秆。农作物秸秆作为低碳环保的清洁能源，提高其利用率正是顺
应能源发展的趋势，也响应了我党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中提出的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的号召。提高我国农作物秸秆资源的
利用效率可促进我国农村社会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1提高农作物秸秆资源综合利用效率的研究背景及意义

 1.1研究背景。在过去，60％左右的农作物秸秆会作为农民生火做饭的燃料和牲口的饲料被消耗掉。在当前我国农
业生产逐步机械的影响下，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不断提高，人们的用能结构也发生很大改变。过去的以农作物秸秆为
生火做饭的主要燃料，变成今天的煤、油、电、气的普遍应用。造成大部分秸秆成了用处不大，又必须要处理掉的废
弃物，常常直接在田间焚烧或随处堆放，成为农村污染的新源头。

 1.2研究意义。从能源生产和消费来看，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能源生产国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大量生
产和使用化石能源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已经十分严重。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的能源需求呈快速
增长趋势，能源、环境和经济三者之间的矛盾也将更加突出，因此，必须加大能源结构调整力度，加快可再生能源发
展。

 2提高农作物秸秆资源综合利用效率的多种方式

 2.1秸秆还田。全国人大代表于会怀在2016年全国两会中提出，要加快推广秸秆粉碎深翻还田技术，把秸秆资源变“
废”为“宝”，并降低机械化秸秆还田的生产成本，还利于民。农作物秸秆还田是一项普遍受到重视的增产措施，秸
秆还田能够改变土壤的团粒结构，能有效缓解因使用化肥过多造成的土壤板结问题。合理采用秸秆还田措施能达到减
少焚烧秸秆带来的环境污染，还能让土地增肥增产的良好效果。

 2.2秸秆饲料。利用农作物秸秆作为饲料可以直接喂养牲畜，为了提高秸秆的价值，人们还对秸秆采用多种加工方
式。秸秆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纤维素并还有很多钙、磷等矿物质成分，据专家测算，lt普通秸秆的营养价值相当于0
.2t粮食的营养价值。如果将生产的秸秆全部用作饲料，折算后相当于1.5亿t粮食，从数值来看是相当可观的。

 2.3农村新型能源利用制取沼气。利用农作物秸秆制取沼气，是一个革命性的创举，摒弃了传统的资源消耗式的能
源使用方式，从理论上讲，实现了几乎零资源消耗的能源供给模式；从民生上来说，完全可以让农民变废为宝、自给
自足。利用秸秆制取沼气既能给农民带来较大的经济效益，也能减少焚烧秸秆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

 2.4秸秆作为生物质发电燃料。我国农作物秸秆资源的利用于焚烧发电方面不仅能够减轻我国目前所面临的能源问
题，还会产生很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及生态效益。为了解决因焚烧秸秆所带来的一系列环境问题，积极响应国家
提倡的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的号召，提高农作物秸秆的资源利用率，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3农作物秸秆资源综合利用存在的问题

 3.1对秸秆综合利用的认识不足。农民对于焚烧秸秆存在的危害以及如何更加科学、合理的利用这些秸秆方面知识
浅薄，导致大部分的农民对秸秆资源综合利用的必要性及其重要性了解很少，保护坏境的意识，对于收入不高的农民
来说，无疑是会被忽略的。

 3.2科技、资金投入不足。处理秸秆的关键技术不足、农机设备不完善，对于秸秆资源综合利用的系统性研究不是
很到位，能在短时间内消耗大量秸秆的方式还较少。资金、科技的投入不足，导致在降低利用成本的科研项目上得不
到实质性的进展，都是一些实际意义不大的表面文章，是导致秸秆综合利用的效率降低的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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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小农经营模式，不利于建立完善“收储运”体系。我国大部分的农村地区还是以小农经营模式存在，还有些山
区土地面积小不集中，土地较为零散凌乱，机械的使用受到限制，减低了农作物秸秆的回收效率，增加了农作物秸秆
的回收成本，不利于进行大规模的生产。

 4提高农作物秸秆资源综合利用效率的对策建议

 4.1做好宣传。一是发放宣传小册子，加强农民对秸秆资源化的认知，提高农民对环境重要性的认知程度，二是组
织相关技术人员对农民现场讲解如何科学、合理利用秸秆资源的知识，解决农民的科学与环保知识的缺乏问题，并可
以通过实验让农民们能亲眼见到秸秆综合利用的优势及所能产生经济价值。三是充分发挥媒体的作用，通过报纸，电
视公益广告等多种途径，加深农民对秸秆综合利用的认知。

 4.2加大政策扶持与科技投入，拓宽利用渠道。一是政府应当加大科技人才、资金的投入，集中农科院、农业高校
等高端人才进行农作物秸秆资源综合利用的科研调查及研究，整合资源，建立科技创新机制。二是增加秸秆回收补贴
，鼓励农民积极回收秸秆，三是建立秸秆收储体系，拓展秸秆能源化利用项目，发展以秸秆为原料的沼气集中供气工
程；推广秸秆基料化利用技术等拓宽秸秆资源综合利用的渠道。四是支持秸秆还田、收集、打包等方面的农机研发与
生产，完善农机装备，对于偏远山区大型农机不方便作业的地区，研制出小型、轻巧便于在半径较小的土地上进行作
业的农机设备。

 4.3秸秆利用产业化。加快推进城镇化建设，让农民从现有的自然村居住变为集体集中居住，也可以鼓励土地大户
进行承包，这样有利于原有的零散土地进行大面积整合，土地大面积整合后更加有利于现代农业的机械化耕种，便于
农作物秸秆的集中处理。支持有关秸秆回收企业合理介入，以利益的方式打开企业与农民之间的市场，形成良好健康
的秸秆回收模式。

 4.4企业与农民之间可以利用“事前投资，事后收益”的策略。针对现有的包产到户政策，需要利用秸秆生产的企
业可以利用“事前投资，事后收益”策略，从而提高秸秆资源的利用率，也可为其能获得稳定的秸秆资源来提高经济
收益。企业通过改变以往的事后收购为事前预定，企业可以为农民支付农作物的种子费用作为秸秆收购的预付款并且
与农民签订一年或者几年的合同，这样一来就降低了农民的种植成本，农民在事前就能看到实实在在的利益了，也就
会有利于合同谈判与合同管理。当然，如果秸秆焚烧发电企业能够支付农作物收割的全部或者部分费用的话，合同的
谈判、管理、执行就会更加顺利，从而使得协议双方的利益实现最大化，如果说遇到干旱、洪涝、冰雹、病虫害的侵
入等自然灾害，农作物减产或不产，农民可以减少损失。从企业这个角度来看，这些自然灾害对他们所需要的秸秆影
响是不大的。因此，实行这一举措可以实现农民与企业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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