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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中国对于农村发展尤其是农村环境治理的重视程度不断加大。农作物秸秆
是农村面源污染的源头，秸秆在田间焚烧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烟雾，对农村及城市环境产生较大影响，中国作为秸秆
资源大国，无论是农民私自焚烧还是遗弃秸秆，都会对农村环境造成极大的污染。近年来中国秸秆治理产业链规模虽
然不断扩大，但秸秆过剩问题仍较为严重，由于很多农村地区已经不再需要将秸秆当成主要燃料，为了抢收作物，经
常将多余秸秆直接焚烧，既造成了资源浪费，又对生态环境产生了较多负面影响。在分析中国秸秆综合利用现状的基
础上，剖析了当前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秸秆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促进中国秸秆资源治理有序发展的对策。最
后，对未来中国农作物秸秆利用前景和发展方向进行了展望。

 我国盛产粮食作物，同时也盛产秸秆。近年来，我国粮食产量持续增加，秸秆产量也开始激增。然而随着农村经济
的发展，我国农村的能源结构也发生了改变。农户不再通过传统的燃烧秸秆方式获取能源，而是广泛使用各类替代的
新能源。另外，由于秸秆的特殊性，其分布在农村各地，且秸秆的体积较大、收集运输成本较高，使得目前我国农村
秸秆的综合利用率较低，导致农作物秸秆出现大量过剩，严重污染了环境。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构建环境友好型农村
社会，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号召的响应，也是建设美丽乡村、促进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为此，我国提出了秸秆综合利
用补贴政策响应秸秆治理。

 1中国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概况

 1.1秸秆综合利用政策提出

 2008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的意见》（国办发[2008]105号），各个地区、部
门积极响应，并采取了相应的有效措施，使秸秆的综合利用和严禁秸秆露天焚烧工作取得了显著效果。2015年11月16
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快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和燃烧的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
完善秸秆收储体系，促进秸秆转化利用；加强秸秆焚烧禁令，加大地方政府责任落实，显著提高秸秆焚烧禁令的力度
和监管水平，促进农民收入、环境改善和农业可持续发展[1]。

 1.2秸秆综合利用政策目标

 秸秆综合利用补贴政策的目标是为了减少农户秸秆遗弃野外或露天焚烧秸秆污染环境，促进我国秸秆产业链发展，
争取到2020年使我国秸秆资源综合利用率达到85%以上。另外，秸秆综合利用补贴政策希望能显著改善农田秸秆露天
焚烧点的数量或焚烧秸秆的过火面积，与2016年相比控制减少农田秸秆露天焚烧点的数量或焚烧秸秆的过火面积5%
以上。与此同时，消除在我国人口密集区域、机场周边、主要交通沿线和地方政府规定的区域露天焚烧秸秆的现象[2
]。

 1.3秸秆综合利用的实践

 由于玉米、小麦等作物在我国大量种植，因而秸秆资源量大、种类繁多、分布地区广阔，秸秆资源也是农民生活和
农业发展的珍贵资源。改革开放至今，在我国惠农政策的大力扶持之下，农作物连年丰收，秸秆产量日益增多（图1
）。然而近年来农村新能源的普及导致秸秆需求量减少，我国农产品及加工副产物、剩余物逐年增多。初步统计，我
国每年秸秆产量有9亿t，加工副产物有5.8亿t，这些加工副产物综合利用率平均不到40%，60%以上的副产物被随意堆
放、丢弃或用作肥料还田以及生活燃料，相当于白白损失了0.47亿h㎡土地的投入产出和6000亿元的收入[3]。秸秆供
大于求，又没有科学、合理的使用技术，农民只能随意抛弃或者焚烧，从而产生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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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秸秆综合利用的科技研发工作，农业农村部专门设立了野作物秸秆还田技术冶等公益性行业
科研项目，并在农业现代产业技术体系中专门设置了秸秆利用岗位科学家，对秸秆还田、离田等新问题、新需求进行
技术研发和改造提升。科技部、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将农作物秸秆破碎、分选等预处理技术进一步纳入了《国家重
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2016）》，加大对我国科研科技型企业的政策扶持力度。全国各省都开展了与秸秆有关的工
程，如四川省组织实施了野秸秆还田关键技术与经济型种植新模式集成示范冶野秸秆处理技术与机具研发冶等七大工
程，带动全省秸秆产业发展；河南省在秸秆乙醇、秸秆制生物燃料等方面开展技术攻关，为秸秆高附加值利用展现了
良好前景。

 2中国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存在的问题与制约因素

 2.1源头问题未解决

 目前，我国主要采取秸秆禁烧政策，在引导农户利用秸秆方面尚缺乏有效举措。我国秸秆利用率较为低下，而新型
秸秆利用技术应用性较差，相关配套支持力度不够，新技术未能在市场和农村地区有效推广。相较其他木制品或者塑
料制品，秸秆制造的产品市场认可度低、竞争力差，没有价格优势，是当前面临的首要问题，导致秸秆制品的市场需
求较弱。秸秆市场在我国的产业链中尚未完全打通[4]。

 2.2农户处理秸秆成本无法转嫁

 对于农户而言，秸秆如果不就地焚烧，则处理秸秆成本较高，成本无法转嫁。对于政府而言，如果放任农户焚烧秸
秆则会影响政府形象，所以只得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成本实施禁烧。同时，禁烧在某些压力情境下容易造成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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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因此，单一的秸秆禁烧措施并不是今后政策的出路。疏导农户利用秸秆并且让农户得到实惠才
是今后我国政策的发展道路。因此禁烧秸秆必须考虑农户秸秆的出路。

 2.3秸秆综合利用农机装备薄弱

 由于秸秆资源种类较为复杂，作为粮食种植的副产品，散落程度高，无论是收集还是运输储存都较为困难。农户想
要利用秸秆资源所需劳动强度较大，且个人效率低下，而且秸秆资源本身价值较低，加工秸秆资源利润薄弱，加之农
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外出务工成为常态，农业生产人工成本逐渐增高，因而农户对秸秆资源化利用的积极性较弱。因
此，具有人力成本低、加工细致优势的机械化利用成为秸秆综合利用的主要实现手段，但我国农村农机装备普遍较为
薄弱，尚远未发展到发达国家标准[5]。

 3推进农作物秸秆资源化利用的对策

 3.1重禁不如重疏

 解决我国秸秆的源头问题，彻底杜绝秸秆焚烧现象，政府须引导市场，同时加大对科技研发的支持力度，走政府引
导、市场消化和科技支撑相互配合、配套运行的路子，积极着手解决秸秆的出路问题，改善当前秸秆禁烧工作中重禁
轻疏的局面。要大力发展秸秆综合利用产业，从市场的角度让秸秆综合利用有利可图，让农户处理秸秆成本可以转嫁
。依托政府与科技，构建全方位的秸秆资源综合利用产业链条[6]。

 3.2集中补贴资金

 秸秆综合利用补贴资金形式较为分散，若补贴资金集中使用能发挥更好的作用；单独补贴的效果较差，作用发挥薄
弱。建议在我国秸秆资源集中区域将各类补贴资金集中化管理，集中补贴利用秸秆资源化企业，降低管理成本。同时
，吸引社会资本投资融资，让农户从根本上获利，靠市场产业化将秸秆资源分配到再生产当中。

 3.3提升农机装备质量和自动化

 我国秸秆综合利用农机装备的质量水平和自动化水平较弱，较发达国家还有明显的差距。在农业生产人力成本逐步
增高的时代背景下，要进一步利用秸秆资源，加大国产农机设备的研发和生产方面的投入；建议组建农业、环保、装
备等联合科研团队；设立秸秆农机专项资金，大力研发国产高品质、高性价比农机，全面提升国内秸秆综合利用类农
机装备的自动化、智能化水平。

 4未来中国农作物秸秆利用前景和发展方向

 4.1秸秆还田

 秸秆中富含农作物所需的各种微量元素和有机质。秸秆还田是直接将残留在土地上的秸秆作物翻入土壤掩埋，使之
与土壤混合后逐渐腐烂，从而达到改善土壤肥力和质量的目的，但我国某些地区存在秸秆自行腐烂较慢的难点。因此
，未来秸秆利用方面的研究主要应集中在秸秆直接还田时增大秸秆破碎率上[7]。

 4.2秸秆饲料

 我国秸秆产量大，王亚静等研究发现我国秸秆产量中适宜作为牲畜喂养饲料的秸秆占85.67%[8]。但是由于秸秆饲
料存在口感差、质地硬、不易消化等特点，韩鲁佳等发现我国用于牲畜饲料喂养的秸秆量不超过总量的20%[9]。未来
高质量秸秆饲料化方法研究将是对秸秆回收利用的重要方向。

 4.3能源利用

 秸秆能直接通过燃烧、气化、液化和碳化的方式转化为能源。但是秸秆燃烧存在分散收集成本较高、燃烧热值较低
的问题；沼气池对秸秆气化的处理数量有限，秸秆液化和碳化的成本较高。未来对秸秆的能源化利用主要应放在降低
秸秆液化和碳化成本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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