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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通过文献查阅和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对黑龙江省农作物秸秆的产量和利用现状进行估算。黑龙江省农作物
秸秆资源产量巨大，但存在秸秆焚烧现象严重，综合利用效益低等问题，并且成为新的农业面源污染源。本文提出制
定农作物秸秆焚烧排污权，秸秆的收购中引入农业保险等政策，以促进黑龙江省农作物秸秆资源的合理利用。

 一、黑龙江省农作物秸秆资源概况及利用现状

 （一）农作物秸秆资源概况

 由于农作物秸秆产量未被列入国家相关部门的统计范围内，因此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秸秆产量（2011—2015年）可
以根据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产量和草谷比系数[3-5]。（草谷比=农作物秸秆产量／农作物产量）计算得到：

 从表3可以得出，2011到2015年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秸秆产量呈现逐年上涨的趋势，20]5年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秸秆
产量为7376.2万吨，折合标准煤3688.1万吨，如果农作物秸秆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将一定程度上缓解我国能源紧张的
局面。

 （二）农作物秸秆利用现状

 黑龙江省农作物秸秆资源70％被用作肥料、饲料、能源及家庭燃料，有30％份额的秸杆被焚烧。秸秆焚烧不仅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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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大量资源，而且对环境的破坏程度巨大。

 1.农作物秸秆肥料化应用。201.5年黑龙江省农作物秸秆还田面积达到311万公顷，还田量为1100多万吨。农作物秸秆
肥料化应用可以采用两种方式，其一：农户利用收割机将秸秆在田间粉碎，再进行旋耕，将粉碎的秸秆与土壤混合，
增强土壤肥力。其二：农户可以将粉碎后的秸秆与家禽粪料混合，添加农作物所需要的微量元素，经过烘干制成绿色
的有机肥料进行还田，增加土壤中有机质的含量。

 2.农作物秸秆饲料化应用。农作物秸秆可以采用青贮、氨化、膨化、压块、生物发酵等方法制成饲料。青贮和氨化
可以将消化率低的秸秆转化为易吸收、营养价值高、适口性好的饲料，青贮的原料为玉米秸秆、红薯块等，氨化的原
料为麦秸。农作物秸秆饲料化应用有利于畜牧业的发展，随着生育政策的放开，我国将迎来婴儿出生率的增长，增加
了对饲料化的需求，将推动黑龙江省乳制品加工业的发展，因而加大了黑龙江省对秸秆饲料的需求量。

 3.农作物秸秆能源化应用。农作物秸秆含有丰富的热值，近几年黑龙江省农作物秸秆年产量约为7000万吨。农作物
秸秆作为发电项目在黑龙江省发展迅速，尤其哈尔滨市2015年在宾县、通河、松北、双城、依兰建设年产2万吨和5万
吨的秸秆固化燃料加工项目15个。人们还能利用秸秆产生沼气，秸秆经过热解和还原反应后生成可燃性气体，通过管
网输送到农户家中。

 二、农作物秸秆利用中存在的问题

 （一）农作物秸秆焚烧现象严重

 黑龙江省农作物秸秆产量巨大，约有3％的秸秆在田地中被烧掉，2015年黑龙江省被焚烧的农作物秸秆数量为2200
多万吨，相当于1100多万吨标准煤的热值。秸秆焚烧不仅污染大气环境，使天气雾霾现象加重，而且对土壤环境造成
严重影响[1]，导致土壤中的有机质含量降低，土壤肥力下降。秸秆焚烧所产生的废料和废气等，造成河岸、湖泊、
大气等生态系统的污染，已经成为黑龙江省新的农业面源污染源。

 （二）农作物秸秆弃置乱放

 农作物收获后，如果不处理田间的秸秆，将影响农作物的播种，部分农户将秸秆堆放在田间地头、路面或者村子里
。弃置乱放的秸秆导致农村的环境变差，不利于建设干净、整洁的新农村。由于黑龙江省纬度高、气温低，闲置在土
地中的秸秆不易腐烂，闲置在路边的秸秆因为体积大，容易堵塞道路，给当地交通带来很多不便。

 （三）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效益低

 农作物秸秆产业发展处于初级阶段，投入产出比低，经济效益低。由于黑龙江省冬季较长，沼气开发较为困难，秸
秆能源利用率低。秸秆综合利用产业链条没有形成，秸秆应用周期长，且效益的回报率低，导致企业利用秸秆的积极
性不高。秸秆利用的技术推广力度不够，关键技术问题尚未解决。秸秆能源化利用规模小，应用技术性不强，缺少大
型企业的带动，转化率低。

 三、农作物秸秆利用中出现问题的原因

 （一）农作物秸秆利用中缺乏秸秆焚烧排污权

 在环境治理的过程中，排污权交易与污染物总量控制密切相关，对从源头治理污染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农作物秸秆
利用的过程中，由于缺乏秸秆焚烧排污权的政策，所以导致秸秆焚烧的行为大量存在。秸秆焚烧排污权可以像其他商
品一样被自由买卖，对于焚烧秸秆的农户而言，他们可以在购买秸秆焚烧排污权、治理秸秆焚烧所造成的污染和出售
秸秆焚烧排污权之间进行选择。秸秆焚烧排污权被建立以后，政府根据不同的方式（如有偿分配、拍卖），以污染许
可证的形式进行秸秆焚烧排污权的初始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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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图1所示，横轴代表秸秆焚烧的污染排放量或排污权，纵轴代表秸秆焚烧排污权的价格或边际收益，污染排放量
随着价格的上升而下降，所以其需求曲线D向右下方倾斜。在环境排放总量的目标控制和排污权非盈利的目的下，秸
秆焚烧排污权的总供给量不会随着价格的变动而变化，其供给曲线S是一条垂直于横轴的直线。MSC代表边际社会成
本，秸秆焚烧污染排放量每增加一个单位，所导致的社会污染成本和治污成本的增加量，因此其曲线向右上方倾斜。
MR以下的面积是社会总收益，MSC以下的面积是社会总成本，当秸秆焚烧的污染排放量为Q时，社会总收益与社会
总成本之羞最大，即社会纯收益最大，为△P3EO的面积。因此，在追求社会纯收益最大化的目标下，秸秆焚烧的最
优排污权数量按照MR=MSC的原则确定，即E点所决定的产量Q。

 如果政府提供的秸秆焚烧排污权数量很少，位于S1，价格P1很高，农户可能购买不起秸秆焚烧排污权，可能导致农
户违反这项政策而强制性地焚烧秸秆；如果政府提供的秸秆焚烧排污权数量很多，位于S2，价格P2很低，很多农户都
购买秸秆焚烧排污权，导致秸秆焚烧的现象得不到有效解决。因此政府需要根据MR=MSC的原则制定秸秆焚烧的最
优排污权价格P和数量Q。

 （二）农作物秸秆利用中缺乏农业保险的激励政策

 在农作物秸秆的综合利用过程中，企业获得的收益存在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导致企业利用秸秆的积极性小。在秸秆
的收购过程中，由于缺乏农业保险的激励政策，导致企业因为担心亏损而不愿涉足秸秆的收购。相关部门对农业保险
的宣传、财政补贴力度不够，对农业保险缺乏相应的挟持政策。

 （三）农作物秸秆利用的技术和装备水平低

 农作物秸秆工业化利用率低，技术不配套，结构不合理，规模化生产薄弱，产业发展不明显。尤其秸秆能源化利用
技术研究晚，研发能力不足。从事秸秆能源化利用的企业多为民营中小型企业，大多数企业使用的设备落后，导致企
业生产的产品成本高，效益低，不利于秸秆资源的综合利用。

 （四）民众对农作物秸秆利用的意识薄弱

 农户和企业缺少对农作物秸秆利用的经济和环境效益意识。农户出售农作物秸秆的效益低，对秸秆焚烧所造成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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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浪费和对环境的危害认识不足，对秸秆作为一种资源的意识薄弱。由于收购秸秆面临运费高和市场行情不稳定、信
息不足等因素，导致收购秸秆的企业数量少，积极l生不高，并且收购秸秆的市场比较零散，缺乏统一有效的管理。

 四、建议

 （一）制定农作物秸秆焚烧排污权

 农作物秸秆焚烧现象在每年的农作物收获季节都大量存在，建立农作物秸秆焚烧排污权交易市场，可以有效减少秸
秆焚烧的现象。秸秆焚烧所产生的二氧化硫、二氧化碳等污染物的总量难以准确测算，因此秸秆焚烧排污权建立在以
土地面积为基准，例如以亩或者公顷为单位制定排污价格。

 政府通过出售秸秆焚烧排污权征得的税收奖励给积极收购秸秆，产生正外部效应的企业。根据当地经济的发展状况
制定秸秆焚烧排污权的价格，按照能够引导排污控制达到环境质量标准的程度，规定排污费，发布单个排污许可证。
所有许可证在分配以后可以随时转让，人们在转让秸秆焚烧排污权许可证的过程中，及时到环保局登记转让的时间和
相关信息，秸秆焚烧排污权的环境法规制定以后，政府部门应采取相应的监督和执法措施。

 （二）农作物秸秆的收购中引入农业保险

 政府在农作物秸秆收购的过程中引入农业保险政策，具体的保险业务先由国有保险公司经营，然后向其他私营保险
公司推广。收购秸秆的企业从保险公司购买农业保险，企业在秸秆的收购中可能因信息不对称、天气状况等原因发生
亏损，亏损的部分由保险公司给予补偿。企业购买保险交纳的保险金由政府进行相应的补贴，政府对经营秸秆收购保
险业务的公司给予一定的税收减免优惠政策。

 （三）加大对农作物秸秆利用的资金投入

 鼓励利用农作物秸秆的企业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引进先进的秸秆处理技术，对利用秸秆的企业，政府补贴企业购买
生产设备所需要的部分资金。对积极收购秸秆的企业给予税收减免和补贴的优惠政策，帮助投资者降低成本、降低市
场风险。企业收购秸秆困难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秸秆的运费高，秸秆的运费由企业和政府共同承担，根据每个县的经济
发展和财政收支状况制定双方承担的比例额度。政府加强对田地中运输秸秆所经道路的修整力度，减少农户和企业运
输秸秆的成本。

 （四）提高民众对农作物秸秆利用价值的认识

 提高农户、村干部和企业对农作物秸秆作为一种宝贵资源的认识，在秸秆的收购过程中，需要政府加强对农户和企
业利用秸秆优点和不利用秸秆缺点的宣传。农作物收获季节时，村干部在村里召开秸秆循环利用I讲座。政府农业部
门组织农户到秸秆利用效益好的种植大户或者企业进行参观、学习，帮助民众转变对秸秆的利用观念，推广秸秆综合
利用的实用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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