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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采用系统动学模型构建包括秸秆回收和加工企业在内的企业收入模拟模型，分析企业收入的变化规律和
补贴的作用效果。首先，文章分析了企业在秸秆回收和加工时面临的主要问题及政府补贴的作用。其次，结合我国农
村发展的各种平均指标，设置了秸秆回收和加工企业收入变化模拟的假设前提和主要变量初值。最后，在各影响因素
关系分析的基础上，给出秸秆回收主要参与企业收入的系统动力学模型，讨论补贴条件下企业的收入变化情况，提出
鼓励企业增加秸秆回收和加工的政策建议。

 随着我国污染治理的不断深入，从行政命令禁止秸秆大量焚烧开始转向用市场机制鼓励企业参与秸秆资源的再利用
，疏导政府、农户和秸秆处理过程中的其他参与主体的关系。因为秸秆的燃烧值、出油量甚至所含的营养成分有限，
收购价格较低，常常使参与收购的企业面临运费比秸秆本身成本高的情况，企业参与大面积秸秆运送和物流体系的积
极性较低，只能在一定的收购半径内收集和加工秸秆。

 为了减少农户大量焚烧农作物的秸秆，使秸秆除了污染环境的回补土壤之外，补充新的循环渠道，运用市场机制发
挥资源的作用，协调农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在秸秆循环的过程中，政府的补贴成为很多地区鼓励企业参与秸秆
回收的动力来源，使参与的企业能够在初期即能盈利甚至发展壮大。另外，对农户的秸秆处理方面的补贴在农作物种
植面积较大的地区比较普遍，但是在执行环节存在较多问题，不能起到鼓励农户参与秸秆循环利用的作用，所以对企
业的补贴可以作为市场机制解决秸秆大量焚烧的途径之一。

 以往的文献多关注秸秆回收的经济学效应，在补贴等政策的讨论方面则多集中在促进秸秆物流体系的构建，对企业
收入等方面的模拟模型构建和量化分析还比较少。本文在相关秸秆回收和政府环保补贴的研究基础上，分析了影响企
业收入的主要变量，及其在秸秆循环体系中的作用，采用系统动力学方法构建了相关企业收入的模拟模型，以我国农
村的平均发展水平的各种指标作为模型变量赋值的依据，讨论一般村均秸秆物流和企业资金流的变化情况。

 一、模拟模型的设置

 本文根据我国农村地区的平均发展水平、收入水平等基本指标，构建秸秆回收体系中企业收入系统动力学模型的基
础情景，为了更好的反映企业收入变化和补贴的灵敏度分析，通过模型假设对研究边界进一步明确。模型中主要讨论
秸秆回收和加工企业的收入，形成了从加工企业到回收企业再到农户的资金流，以及从农户到回收企业和加工企业的
秸秆物流，作为模型的基本模拟路径。

 1.模型假设

 模型的假设明确了参与企业的收入来源、成本类型、秸秆使用途径等，详细的假设内容如下：假设I，收购企业能
够收购范围内的秸秆都被企业收购；假设2，政府通过补贴企业鼓励秸秆回收再利用，但不直接补贴农民；假设3，秸
秆收购企业和燃气生产企业的厂房设备同时建成，只考虑秸秆初始采购资金投入；假设4，在核算过程中只考虑秸秆
收购价格支出，不考虑收购过程中的运输、人力等成本；假设5，燃气企业收购秸秆只生产燃气，生产能力充足，不
会产生下期秸秆库存；假设6，燃气价格低于天然气，企业生产的燃气全部被农户消费。

 2.模型设置的实际数据

 在企业收入系统动力学模型中，存量和各种辅助变量的初值根据我国农村的平均发展水平设置，用以分析一股隋况
下，秸秆回收和加工企业的收入变化情况。

 近年来，我国农村的农户数量有所变化，村平均户数在300-450户左右，平均村耕种面积150公顷，秸秆每年的资源
量约2000吨，实际秸秆回收再利用达到900吨左右。农村的沼气池使用很普遍，通常每吨秸秆产生沼气的体积为300-35
0立方米；农户每人每天使用燃气约0.3立方米，平均户人数3-4人不等，因为沼气和天然气的燃烧值不同，即如果农户
都使用沼气作为燃气来源，那么日产量400立方米沼气能满足300户居民的燃气需求。在秸秆的收购方面，各地的收购
价格差异较大，收购企业正常收购价格为每吨150-200元左右，如果竞争激烈则可能达到每吨300元以上；企业销售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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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的合理价格应该在25元左右；有些地区会对秸秆回收企业提供补贴，鼓励减少碳排放的市场行为，补贴一般在每吨
在260元以下。

 二、与秸秆加工企业收入相关的系统动力学模型构建

 秸秆回收和加工企业收入的模型主要研究秸秆从农户到回收企业再到加工企业的物流过程中发生的资金转移，用企
业的收支和资金积累过程量化分析整个秸秆循环体系对能源使用的补充和政府补贴的作用。

 1.模型和变量说明

 系统动力学模型主要包括了收购企业和加工企业两个主要的存量，以及与两个企业有关的收入和支出的流量，运算
中以收购企业作为收购的物流主体，在收购企业支付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加工企业也会参与收购。模型中变量“收购
数量”和“农户直收秸秆量”分别表示收购企业和加工企业收购的秸秆数量，“可直收秸秆量”是指加工企业在收购
企业收购秸秆的基础上，现有资金有能力收购的秸秆数量。也就是说如果企业资金都非常充足，则收购半径内的秸秆
都会被收购企业收购，加工企业的“可直收秸秆量”比“农户直收秸秆量”大时，加工企业才能把市场中需要循环使
用的秸秆都收购加工。

 收购价格是在市场中统一使用的均衡价格，收购企业和加工企业向农户收购时价格相同，但加工企业向收购企业购
买时，则要想收购企业支付5%的提成，使收购企业获得利润。因为模型未将运输和人力成本作为独立变量进行分析
，而是与秸秆资源本身的成本统一计算，简化了企业的成本分析和收购半径内收购路径选择的部分。沼气的生产量不
足以供应所有农户的燃气需求，企业降低沼气销售价格，使生产的沼气全部被农户消费，减少的收入则从政府补贴中
获得，政府的补贴选择的是比较低的补贴水平，起到推动企业收购秸秆的作用，不代替企业销售沼气得到收入的主营
业务发展路径，具体的企业收入模拟模型如图1所示。

 根据我国农村秸秆循环使用的情况，模型中“收购企业收入”和“加工企业收入”的初值设为5万元和10万元，作
为启动资金，同年开始收购和加工秸秆，收购价格和补贴分别设为每吨200元和80元，燃气的销售价格为05元。在模
型模拟时时间间隔设置为1年，模拟期限为20年，“收购半径内秸秆量”设为2000吨。

 2.模拟结果分析

 （1）无补贴模型模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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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没有补贴的情况下，加工企业的需要将价格定在每立方米0.7元以上的水平才能够盈利，才能支持加工企业长期
购买收购企业的秸秆。沼气的销售价格在！元左右，当然在农村很多地方自有沼气满足燃气需求的条件下，加工企业
的沼气定价可以进一步降低，抵消沼气燃烧值相比天然气较低的劣势，吸引更多农民使用。另外，定价0.7元的基本
盈利水平不能鼓励企业更多的收购秸秆，模型中未收购秸秆达到1300吨以上，企业需要提高定价才能既使企业盈利，
又能使收购半径内的秸秆资源尽早得到利用。本文考虑的补贴，根据企业使用的秸秆原料数量进行补贴，各地的补贴
水平不同，和当地环境污染程度有关，当补贴标准较高时，企业收购秸秆加工的积极性会显著提高，焚烧秸秆的情况
会减少。

 （2)政府补贴条件下的企业收入模拟结果

 在模型中，政府的补贴设置为100元，即加工企业每收购加工一吨秸秆就可以得到政府100元的补贴，作为企业销售
沼气收入的补充。加工企业的收购成本和销售收入都在逐年提升，随着企业资产积累的快速增长，能够收购和加工的
秸秆数量也逐年提高，直到模拟期第6年时销售燃气的收入不再增长，保持46万元的水平，第7年收购秸秆成本的支出
为403163元，从第7年开始支出的增长率明显下降，之后历年基本稳定在41万元以下。加工企业资产积累在前6年也呈
指数型曲线趋势提升，在第7年之后收入和支出基本呈线性趋势，资产水平也保持线性增长，在第20年达到133万元的
水平。收购企业没有得到政府补贴，依靠加工企业采购秸秆得到收入，收入和资产水平都增长比较缓慢，在第15年资
产达到10万元，第20年达到1273万元（见图2）。

 秸秆收购企业在凭借自有资产收购农户的秸秆之后，再销售给加工企业，最初5年，两个企业的资产有限，不能完
全收购农作物产生的秸秆，在加工企业的收入和资产迅速提高之后，未收购秸秆的数量在第6个年度下降为零。收购
企业收购秸秆的数量遵循指数曲线逐年提高，相应的农户手中未被收购的部分秸秆就直接由加工企业自行收购。因为
加工企业资金实力较强，可以收购较多秸秆，但是从收购企业那里收购可以为企业节省收购成本，因此，模型在没有
考虑运输成本的情况下，采用先运行收购企业收购秸秆数量的办法，产生了加工企业资金实力增强，直接收取秸秆的
数量却逐年减少的情况。在第20年加工企业和收购企业各收购607吨和1393吨秸秆。从基本情景模拟结果来看，收购
企业没得到补贴而未成为秸秆回收的主要企业，而是享受到补贴后的加工企业收购了市场上的大部分秸秆，秸秆回收
结果见图3。图中提到的加工企业可直收秸秆是反映加工企业有支付能力的秸秆采购需求，在第6年超过了实际收购数
量，未收购秸秆的数量也随之下降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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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促进企业参与秸秆回收和加工的政策建议

 1.适当采用补贴政策鼓励企业收购和加工秸秆

 研究结果显示，在当前秸秆加工企业经营过程中，政府补贴对企业收入的影响非常明显，补贴增加的情况下，即使
提高采购秸秆的价格和支出，加工企业仍然能提高企业的资产水平。但是补贴的标准也不易设置过高，有些地区的高
补贴引起了多家企业进入秸秆加工领域，在抢购秸秆的过程中提高了秸秆回收价格和企业生产成本。

 2.提高收购企业销售秸秆的价格

 在模型的基本情景中，收购企业只能提高5%的价格向加工企业销售秸秆，运输协调的效益较低，多年的经营只能
达到十几万的资产水平，收入来源只能依靠加工企业的秸秆采购。在提升了秸秆采购价格之后，尤其在情景3中，以
较高价格采购秸秆的情况，使收购秸秆的企业迅速提高收入和资产水平，在第14年有能力收购和运送100%的秸秆资
源，发挥了物流企业的优势，同时提高了企业的收入和资产水平。

 3.促进企业尽快提高沼气产量

 模型在模拟过程中设置了收购和加工全部当地秸秆资源的假设条件，这在实际秸秆利用中是难以实现的，通常农户
要留秸秆做饲料或其他用途，在实际再利用的秸秆占全部秸秆资源的50%左右。那么，模型中沼气产量的60万立方米
至少可以折算成30万立方米，可以供应超过500户农村居民的燃气需求，如果沼气生产企业受到补贴的鼓励，秸秆收
购价格能够吸引更多秸秆资源，那么，沼气的产量就会明显超过当地沼气的需求量，使企业有机会向外地销售。这样
，情景3中给出的高补贴情况不但可以使秸秆加工企业提高收入，还能促进沼气的实际生产，提高农村沼气的产量，
提升企业效益。

 参考文献

 [1]张崇尚，刘乐陆，岐楠等.中国秸秆能源化利用潜力与秸秆能源企业区域布局研究[]].资源科学，2017，3：473-48
1.

 [2]马放，张晓先，王立.秸秆能源化工程原料运输半径经济和环境评价[]]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15，8：48-53

                                                  页面 4 / 5



政府补贴条件下秸秆回收企业收入的系统动力学模型木
链接：www.china-nengyuan.com/tech/197474.html 
来源：农业经济

 [3]张国兴，郭菊娥，席酉民等.政府对秸秆替代煤发电的补贴策略研究[]].管理评论，2008，5：33-36

 [4]魏子钧.绿色供应链下秸秆发电企业供应商选择评价研究[D].吉林大学，2016，5

 [5]李达生，林剑峰，孙岩，发展生物质秸秆气化集中供气工程为建设辽宁新农村添彩[]].农业经济，2016，12: 19-20

原文地址：http://www.china-nengyuan.com/tech/197474.html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页面 5 / 5

http://www.china-nengyuan.com/tech/197474.html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