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业秸秆资源化利用现状与评价
链接：www.china-nengyuan.com/tech/198229.html 
来源：生态经济

农业秸秆资源化利用现状与评价

文春波，钱发军，刘鹏

（河南省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河南郑州450052）

 摘要：以河南省某市为对象，采用样方统计与调查统计方法，开展农作物秸秆利用状况研究。结果表明，秸秆肥料
化、饲料化、能源化、原料化和基料化利用分别占秸秆可收集量的54.67％、13.05％、4.53％、3.44％、0.91％；小麦
、玉米、豆类、花生、红薯秸秆的利用率分别为78.10％、70.46％、87.77％、87.53％、81.64％。制约秸秆利用的主要
因素为：农业生产组织模式制约，秸秆收储运体系不完善，秸秆利用配套体系缺失，高效且成熟、适用的秸秆利用技
术缺乏，秸秆利用支持政策不完善。秸秆资源化利用的推进策略为：发展秸秆的科学规范还田，推广由企业、农业合
作社、农民经纪人主导的秸秆收储运模式，推进秸秆利用产业化发展，建立秸秆利用技术服务体系，发展秸秆利用装
备生产，实施支持秸秆资源化利用的政策。

 1引言

 农业秸秆含有氮、磷、钾、钙、镁等矿物质和蛋白质、纤维素等有机质，是自然界中数量极大且具有多用途的可再
生生物资源。加强秸秆资源化利用，形成秸秆资源的良性循环，对彻底解决秸秆焚烧和污染问题，增加农民收入，具
有现实意义。多年来，国家有关部门采取秸秆禁烧措施，推广多种秸秆利用方式，切实提高了秸秆利用规模。但受到
秸秆产生时间集中、分布较分散等特点影响和利用技术的制约，依然存在秸秆焚烧、弃置乱堆的现象，而且秸秆利用
普遍层次低、经济效益差，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人力成本的提升，出现了秸秆可用但不用的现象[1]。现有统计体系也
没有把秸秆列入统计范围中，秸秆产生和利用情况不明确也为系统推进秸秆资源管理带来困难。

 以河南省某农业大市为研究对象，调查秸秆产生和利用的实际情况，解析秸秆资源化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深入推进
秸秆资源化利用的策略。

 2调查区概况

 该市属黄淮平原，地势自然坡降为1/5000～1/7000，海拔高度为35.5～64.3米，总面积10721平方千米。全市耕地面积
为1281万亩（1亩=1/15公顷），为国家粮食战略工程核心区和大型商品粮生产基地，是河南省耕地面积最大的市和第
一产粮大市，全市常年粮食产量超过800万吨。该市为典型的欠发达传统农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2015年，该
市三次产业结构为21.8：46.3：31.9，农民人均纯收入为6630元，城镇化率仅为40％。该市是农作物秸秆资源大市，秸
秆资源类型较多，以小麦、玉米、豆类、花生、红薯秸秆为主。

 3秸秆产生和利用情况

 3.1技术方法

 秸秆资源种类多、产生分散，且产生时间集中且消散快，准确调查出秸秆产生量、利用量的难度较大。调查区境内
全部为平原，作为农业高产区，其农作物和秸秆的亩均产量较高，且近年来大量种植矮化小麦、玉米，使秸秆产生系
数下降。因此，采用样方统计与调查统计相结合的方法，得出该市的主要农作物小麦、玉米、豆类、花生、红薯秸秆
的产生和利用情况[2]。

 3.1.1样方统计

 秸秆系数采用样方统计法计算得到。样方布设反映不同农作物特征，每个样地须保证有重复样方，样方布设时间为
2015年5类农作物各自的收获时间。样方布设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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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调查统计

 通过问卷调查、重点访谈的方式调查了该市秸秆的利用量、利用方式和经济效益[3-5]。

 （1）问卷调查。采取调查员直接入户问卷调查的方式，在下辖9个县（市、区）各随机选取10个村民小组，每个村
民小组随机选取5户种植调查作物的农户户主进行问卷调查，重点调查户主个体特征、生产经营方式、秸秆处理状况
、秸秆利用的意愿、秸秆处理的经济性等。共发放问卷450份，收回有效问卷450份。

 （2）重点访谈。对20名村干部、10家秸秆利用企业、10家秸秆收储运站点、20家种粮大户、20家农业合作社进行
到访问卷和会议座谈，共发放问卷80份，收回有效问卷80份。重点访谈秸秆处理状况、秸秆利用的意愿、秸秆处理的
经济性等。

 3.1.3计算方法

 （1）产生量计算。采用样方统计方法得出秸秆理论产生量与农作物产量的比值，即秸秆产生系数，进一步得出秸
秆可收集系数。按照秸秆系数，计算秸秆理论产生量；按照秸秆可收集系数，计算秸秆可收集量[3-5]。计算公式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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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数据来源

 2015年农作物产量来源于该市统计年鉴。

 3.2结果分析

 根据样方统计、调查统计和计算，得出该市2015年5类秸秆的产生和利用情况，见表2、表3。

                                                  页面 3 / 7



农业秸秆资源化利用现状与评价
链接：www.china-nengyuan.com/tech/198229.html 
来源：生态经济

                                                  页面 4 / 7



农业秸秆资源化利用现状与评价
链接：www.china-nengyuan.com/tech/198229.html 
来源：生态经济

 3.2.1秸杆产生方面

 2015年，该市农作物秸秆理论产生总量为909.78万t，其中小麦和玉米秸秆理论产生量分别为556.14万t、274.99万t，
合计占全市秸秆理论产生总量的91.35％；小麦、玉米秸秆的可收集量分别为456.03万t、219.99万t，合计占全市秸秆可
收集量的90.78％。

 3.2.2秸秆利用方面

 调查区农业秸秆的利用方式为肥料化、饲料化、能源化、原料化和基料化利用。

 （1）利用方式分析。①肥料化利用。秸秆肥料化是指将收获后的农作物秸秆覆盖在大田作物上让其自然腐烂，或
者将秸秆粉碎后进行堆肥和生产商品有机肥，主要包括机械直接还田和制有机肥2种方式。肥料化利用占秸秆可收集
量的54.67％，是目前秸秆的主要利用方式。其中，机械直接还田利用量为407.09万t，占秸秆肥料化利用量的95.23％，
已开展多年的机械直接还田仍然是目前秸秆利用的最普遍方式。而秸秆生产商品有机肥和堆肥后还田仅占可收集量的
2.61％，可见这种可改良土壤结构和具有较好经济效益的方式远没有得到普及。②饲料化利用。秸秆饲料化能增加秸
秆饲料的营养价值，提高秸秆转化率，是发展节粮型畜牧业的有效途径[6]，主要包括青贮氨化、商品饲料、直接喂
饲3种方式。饲料化利用占秸秆可收集量的13.05％。其中，青贮氨化利用量为39-35万t，占秸秆可收集量的5.28％；商
品饲料利用秸秆仅占秸秆可收集量的0.77％，在秸秆饲料化利用中占比很小，可见这种秸秆营养转化效果好、经济效
益好的利用方式普及率很低。③能源化利用。秸秆能源化利用主要包括直燃发电、成型燃料、秸秆沼气3种方式。能
源化利用占秸秆可收集量的4.53％。其中，直燃发电占能源化利用规模的86.06％，为主要能源化利用方式。秸秆成型
燃料和秸秆沼气利用分别占秸秆可收集量的0.57％、0.07％，利用规模很小。可见，具有诸多优点的秸秆成型燃料在
农村地区的接受程度很低；而秸秆沼气受技术、投资和效益制约，推广应用的限制因素较多。④原料化利用。秸秆原
料化利用主要包括板材加工、造纸和制化工醇等方式。原料化利用占秸秆可收集量的3.44％。其中，板材加工、造纸
利用的秸秆量合计占原料化利用规模的98.55％，是主要的原料化利用方式。秸秆板材为近年来新兴的新型建材，可
在一些方面替代传统的木材，具有较大利用前景和较好环境效益，是今后大力推广的方式。秸秆造纸为传统工业化利
用方式，近年来受到环保要求和成本上涨因素制约，处于萎缩趋势。⑤基料化利用。秸秆基料化包括用作食用菌基料
、育苗和草坪基料等方式。基料化利用占秸秆可收集量的0.91％。考虑到食用菌、花卉苗木产业发展前景较好，会带
动秸秆基料化利用规模不断增长。

 （2）秸秆种类利用分析。①小麦秸秆。小麦秸秆综合利用率为78.10％，其中肥料化利用率为63.48％，是主要利用
方式。肥料化利用中机械直接还田占比为95.31％，占肥料化利用的绝对多数；饲料化、能源化、原料化利用率分别
为5.50％、4.00％、4.10％，是小麦秸秆利用方式的有益补充。②玉米秸秆。玉米秸秆综合利用率为70.46％，其中肥料
化利用率为52.37％，是主要利用方式，而肥料化利用中机械直接还田占比为72.11％；饲料化利用率为8.16％，也是玉
米秸秆的重要利用方式；能源化、原料化利用率分别为6.52％、2.52％，是玉米秸秆利用方式的有益补充。玉米秸秆
利用率整体明显低于小麦秸秆，主要是机械直接还田率比小麦秸秆低11.11个百分点，说明开发和推广经济适用的玉
米秸秆还田技术十分迫切。③豆类秸秆。豆类秸秆综合利用率为87.77％，其中主要利用方式为饲料化利用，占豆类
秸秆总利用规模的88.01％，但均为直接喂饲牲畜。说明豆类秸秆作为营养丰富的可饲秸秆，在农村地区有较好的利
用途径，但以传统直接喂饲为主，利用方式和经济效益有改进的空间。④花生秸秆。花生秸秆综合利用率为87.53％
，其中主要利用方式为饲料化利用，占花生秸秆总利用规模的96.09％，其中直接喂饲、商品饲料分别占饲料化利用
规模的92.27％、7.73％。说明花生秸秆在农村地区有较好的消纳途径，以直接喂饲为主；少部分用于生产商品饲料，
生产商品饲料是今后提高花生秸秆利用效益的重要途径。⑤红薯秸秆。红薯秸秆综合利用率为81.64％，其中主要利
用方式为饲料化利用，占红薯秸秆总利用规模的93.52％，均为直接喂饲牲畜。说明红薯秸秆在农村地区有较好的消
纳途径，目前主要为直接喂饲，效益和潜力没有体现。

 4秸秆利用制约因素分析

 4.1农业组织模式方面

 突出表现在：一家一户的农业组织模式比重依然较大，制约了秸秆的规模化利用。对于单个农户，秸秆出售带来的
收益很少，如：调查区1亩小麦秸秆出售给秸秆电厂的平均受益为98.4元，若由收储点入田收集打捆，则大多象征性
给予农户10～15元补偿，或者免费收走，在缺少明显经济利益吸引下，农户更愿意以简单方式处理秸秆，而不愿意费
力费时的出售或利用秸秆[7]；以小地块为主的田地作业，缺乏大型秸秆收储设备，且难以开展作业，玉米秸秆利用
率偏低与此因素关联较大；秸秆规模化利用有赖于农业产业化的拉动，由于秸秆利用附加值偏低，秸秆生产分散又导
致秸秆收集运输过程烦琐，企业的秸秆原料供应难以稳定保障，目前社会资本投资秸秆利用的积极性不高，秸秆利用
的龙头企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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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秸秆收储运方面

 调查区收储运网点的收储量仅占秸秆可收集总量的8_3％，成为制约秸秆产业化利用的重要因素。秸秆收储运存在
的问题突出表现在：从事秸秆收储运生产的市场主体少，收储运体系严重不足，存翟‘收集难、贮存难、运输难、成
本高”的问题。针对单个农户的秸秆收集，与农户的谈判和协商过程烦琐，且易造成秸秆价格年际波动大；缺乏安全
和经济的秸秆贮存场地；秸秆运输成本、人力成本和秸秆收储机械的购置成本不断增加；收储运以个体经营为主，规
模化、标准化程度不高，且存在利用效率低的问题。

 4.3配套体系方面

 突出表现在：秸秆利用配套设备不足，缺乏小麦秸秆打捆机、玉米一体化收割机等设备；秸秆利用的服务体系尚未
建立，秸秆收集、装车、运输、技术服务、后管理等各个环节均依赖农户和企业自身解决，降低了从事秸秆利用产业
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4.4秸秆利用技术方面

 突出表现在：很多秸秆利用的高效技术、设备尚处于市场实践之中，如：微生物快速腐熟技术、经济可行的秸秆气
化技术、秸秆高效生产饲料技术和经济适用的秸秆打捆机械等；技术服务体系不健全，技术骨干少，技术推广应用效
果的吸引力不足。

 4.5支持政策方面

 突出表现在：直接支持秸秆利用的激励政策不足，如秸秆综合利用的直接补贴少，用电、用地、运输过路费、税费
等方面的扶持政策缺失，缺乏秸秆利用的长效激励机制，难以调动农民和生产企业积极性。

 5秸秆资源化利用策略

 推进秸秆资源化利用，要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协同推进秸秆直接还田、收储运、产业化利用、配套体系“四个环节
”共同发力。

 5.1直接还田环节

 重点是实现秸秆的科学规范还田，一是推广规范的秸秆机械化粉碎还田技术，提高秸秆的粉碎度，同时采用深耕深
松和快速腐熟技术，配套实施植保措施。二是加大对秸秆直接还田的补贴，针对秸秆直接还田的农户、种粮大户和专
业合作社等，进行资金奖励和补助。三是尽快完善农机配套，可按500亩耕地配备一台大中型秸秆还田机作业机械，
或者每200亩耕地配备一台小型秸秆还田机作业机械标准，全面普及秸秆粉碎、深耕深松机械，支持种粮大户、专业
合作社自购机械。对没有切碎还田装置的全喂入联合收割机进行改造，加装秸秆切碎匀抛装置。对玉米秸秆采用拖拉
机牵引秸秆粉碎机将其粉碎，用大中型拖拉机翻耕或旋耕，将秸秆翻入耕层。

 5.2收储运环节

 可以推广两种互为补充的秸秆收储运模式，一是由秸秆利用企业或专业秸秆收储企业组织的秸秆收储运模式，核心
是建设秸秆收储中心，收储中心辐射周边半径10～15千米左右范围，建设秸秆堆场，开展秸秆捡拾打捆、收集、预加
工、储存、运输作业。二是由农业合作社或农民经纪人组织的秸秆收储运模式，建设秸秆收购站点，辐射周边3～5千
米范围，收购站点为秸秆收储中心、秸秆利用企业提供秸秆资源。

 5.3产业化利用环节

 一是推进秸秆肥料商品化，建设秸秆有机肥生产线，大规模利用秸秆生产有机肥。二是扩大饲料化利用规模，采用
新技术发展秸秆青贮氨化、微贮，发展第三方秸秆青贮、黄贮专业户；推进秸秆饲料商品化，培育秸秆饲料加工企业
，推进秸秆饲料深加工和高效利用。三是因地制宜推进秸秆能源化，稳步推进秸秆发电，积极发展秸秆成型燃料，加
强秸秆沼气关键技术的开发、引进与应用，扩大秸秆在沼气原料中的比重。四是大力推进秸秆原料化利用，出台支持
政策，引导以秸秆为原料的人造板材、工艺品餐具、纺织工业用纤维等产品生产。五是积极发展秸秆基料化，创新秸
秆培育食用菌技术，提高食用菌袋料中秸秆比例，并将食用菌产后菌糠作为优质有机肥或牛羊养殖饲料，提高秸秆基
料化利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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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配套体系环节

 一是开展秸秆利用技术推广服务，利用乡镇立的农技服务中心开展秸秆利用技术指导、技术推广、技术培训和技术
咨询服务。二是建立秸秆信息平台，及时发布秸秆收集、打捆、存储、运输、销售、利用等信息，建立秸秆微信群等
交流平台。三是支持秸秆利用装备产业发展，不断开发经济适用的秸秆机械化收获、粉碎、打捆、转移等田间处理设
备，以及秸秆捡拾压捆机、秸秆压块机、秸秆制粒机、秸秆粉碎机、青贮裹包机、氨化机等秸秆加工机械。四是实施
政策支持，对开展秸秆资源化利用的个人、企业进行资金奖励和补助，降低秸秆收储运和加工环节的用电价格，实施
秸秆收获和利用机械购置补贴政策，实施秸秆利用税收优惠政策。

 6结论

 调查地区中小麦、玉米、豆类、花生、红薯5类秸秆的综合利用率为76.60％，其各自利用率分别为78.10％、70.46％
、87.77％、87.53％、81.64％。肥料化、饲料化、能源化、原料化、基料化利用规模分别占秸秆可收集量的54.67％、1
3.05％、4.53％、3.44％、0.91％。其中机械直接还田是主要的肥料化利用方式，青贮氨化和直接喂饲是主要的饲料化
利用方式，直燃发电是主要能源化利用方式，板材加工和造纸为主要的原料化利用方式。

 制约秸秆利用的因素主要为：农业组织模式制约秸秆规模化利用；秸秆收储运体系缺失，制约秸秆产业化利用；秸
秆利用配套体系不完善；高效且成熟、适用的秸秆利用技术缺乏；秸秆利用支持政策不匹配。

 秸秆资源化利用策略：协同推进秸秆直接还田、收储运、产业化利用、配套体系“四个环节”共同发力。在直接还
田环节，推广秸秆的科学规范还田；在收储运环节，灵活发展由秸秆利用企业、专业秸秆收储企业、农业合作社、农
民经纪人组织的秸秆收储运模式；在产业化利用环节，实现秸秆利用上规模、上层次；在配套体系环节，建立秸秆利
用技术服务体系、信息平台，发展秸秆利用装备产业，实施一系列支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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