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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我国是秸秆生产大国，提高秸秆利用率实质上等于提高了农业资源的产出率。必须把秸秆当作农产品一样看
待，在收储运等产业链环节上下功夫，把秸秆产业做大做强。我国目前尚未得到利用的秸秆如果能被充分利用，相当
于增加了21％一27％的农业资源。我国地域辽阔，秸秆利用模式不能千篇一律，即使是同一地方也要多样化。要借鉴
国外秸秆综合利用的政策和措施，重视技术集成创新，建立有效的秸秆收储运体系，制定并落实秸秆综合利用的扶持
政策，全面开展秸秆资源量调查，编制秸秆综合利用规划，注重政策法规的落实，有效利用国际碳基金，并将秸秆利
用纳入新农村建设环境评估奖励体系。

 我国既是粮食生产大国，也是秸秆生产大国。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只注重农作物果实而忽视农作物的秸秆。我国每
年有3亿多吨秸秆白白腐烂和焚烧，这其实是白白浪费了生产3亿多吨秸秆的耕地、淡水和其他农业投入品等资源。因
此，大力发展秸秆产业，提高秸秆利用率，实质上等于提高了耕地、淡水等资源的产出率。

 秸秆产业是一个新兴产业，它以秸秆为纽带，将秸秆收集与生态种养（秸秆肥料化、饲料化、基料化）、秸秆能源
化（沼气、直燃发电）和秸秆材料化（作为工业原料）有机衔接，加固了农业循环经济的链条，拓展了农业产业的发
展空间，增加了农民收入和农业发展的可持续性。鼓励和引导秸秆产业的发展，对于提高我国农业资源综合利用水平
，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农业循环经济和低碳农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现代农业条件下，我们必须树立大农产品观念
，把农作物秸秆当作农产品一样看待，在收储运、循环利用以及市场服务等产业链环节上下功夫，把秸秆产业做大做
强。

 1我国农作物秸秆发生量及综合利用情况

 农业部2009年首次全国性秸秆资源调查与统计（迄今尚无新的调查与统计）显示，2009年中国作物秸秆理论资源量
为8.20亿吨（风干，含水量为15％）（MOA，2010）。其中稻草约为2.05亿吨，占理论资源量的25％；麦秸为1.50亿吨
，占18.3％；玉米秸为2.65亿吨，占32.3％；棉秆为2584万吨，占3.2％；油料作物秸秆（主要为油菜和花生）为3737万
吨，占4.6％；豆类秸秆为2726万吨，占3.3％；薯类秸秆为2243万吨，占2.7％。

 农业部全国性秸秆资源调查与统计还显示，2009年中国作物秸秆可收集资源量为6.87亿吨，其中作为肥料使用量约
为1.02亿吨（不含根茬还田，根茬还田量约1.33亿吨），占可收集资源量的14.78％；作为饲料使用量约为2.11亿吨，占
30.69％；作为燃料使用量（含秸秆新型能源化利用）约为1.29亿吨，占18.72％；作为种植食用菌基料量约为1500万吨
，占2.14％；作为造纸等工业原料量约为1600万吨，占2.37％；废弃及焚烧约为2.15亿吨，占31.31％。

 由此可见，我国秸秆废弃与露天焚烧问题仍然相当突出。目前焚烧的作物秸秆主要是小麦、水稻和玉米秸秆三大类
。秸秆焚烧的区域主要集中在粮食主产区、经济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郊区。大面积露天焚烧秸秆危害很大，滚滚浓烟
不仅增加了碳排放，还对大气环境产生巨大的污染和危害；此外，烟雾弥漫亦导致航空交通经常受阻、交通事故增多
和火灾事故频繁发生等诸多社会问题，造成了人民生命财产的严重损失。同时，秸秆露天焚烧不仅造成了生物资源的
浪费，还破坏了农田微生物群落，导致土壤养分循环不畅、理化性能变坏。

 2我国秸秆综合利用的效益分析

 2.1我国秸秆综合利用效益的理论评估

 目前，我国每年生产6亿多吨粮食，同时也生产了约8亿吨秸秆，其中约有3亿吨秸秆白白腐烂和焚烧，这就等于白
白浪费和消耗了生产3亿吨秸秆的耕地、淡水和其他农业投入品等资源[1]。如果这3亿吨秸秆通过农业系统内部的循
环重新经过生产过程并加以利用，就等于增加了大约3/（6+8）（约21％）的农业资源。

 一般来说，如果物质单元经过每一级生产后还能为下一级所利用的利用率为r，1个物质单元的原始资源经过级循环
利用后相当于资源量Y，那么Y的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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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如果我国目前尚未得到利用的3亿吨秸秆能被多级充分循环利用，1个单元农业资源就转变成了1/（1—21％
）=1.27单元，相当于增加了27％的耕地、淡水和其他农业投入品等资源；如果在生产结构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就等
于增加了27％的产出效益。当然，实际情况一般在21％一27％之间。例如，简单地秸秆还田只能带来21％左右的资源
增加效果，如果秸秆用来做畜禽养殖业的饲料，其带来的资源增加效果就一定会大于21％甚至接近27％。这类典型案
例已经出现在浙江、福建和江苏一带，这些地方的秸秆价格也因此被提到了每吨几百元，明显增加了农民的收益。

 可以看出，秸秆中的物质单元的循环利用可以带来价值增值，即产生了循环增值效应。物质单元的循环利用率越高
，其循环增值就愈为明显。单个循环增加输出的效果未必十分明显，但一个系统中多个子系统的多级循环带来的整体
效应就十分突出了。而且，不单是价值得以循环增值，由于秸秆资源化利用产生的替代效应，减少了化肥农药等农业
生产资料的施用，进而导致生产化肥农药等农业生产资料的原始资源的开采与加工生产也会大量减少；同时，伴随着
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农业系统内部资源的永续利用性就越大、环境污染就越小，必将有力地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2
]。

 2.2我国秸秆综合利用主要模式的效益分析

 2014年12月18日，农业部和浙江省签署了《共建现代生态循环农业试点省合作备忘录》，其中秸秆生态循环农业作
为重要工作内容。2013年本课题组在浙江省进行了秸秆资源化利用调研，本文以这次的调查资料为依据，对几个秸秆
资源化主要模式（由于调查时间的限制，有一些模式尚未调查）的效益进行量化分析。

 2.2.1秸秆还田效益

 秸秆旋耕还田一般要增加机械操作费用（包括人工费用）每吨大约80元，同时，秸秆还田后需配施秸秆腐熟剂每吨
大约40元。这样，1吨秸秆全量还田的费用大约为120元。

 秸秆还田的收益主要是秸秆还田所带来的作物增产收益，因为一般化肥施用量短期内很少变动，量化分析时可暂不
考虑替代化肥的收益。浙江省的调查数据显示，秸秆全量还田模式下水稻每亩增产大约30千克，小麦每亩增产大约15
千克，按平均谷草比和2013年市场价格估算，1吨秸秆直接还田带来的作物增收大约为110元。

 综上所述，1吨秸秆全量还田模式下成本费用比增产收益高出10元。可以看出，仅从经济效益上看农户是不愿意实
施秸秆还田的，这还没有包括农户自家秸秆的市场折价费用成本。但考虑到秸秆全量直接还田是提高耕地质量的有效
模式，尤其在常年积温较高的地区，因此政府应出台扶持政策激励农户秸秆全量直接还田。

 2.2.2秸秆饲料效益

 这次调查以秸秆氨化饲料养牛为案例。秸秆氨化饲料可采用氢氧化铵处理，利用碱和氨与秸秆发生碱解和氨解反应
，破坏连接与多糖木质之间的酯键，如纤维素，半纤维素经过化学反应被破坏分解，并增加了氮元素，能够促进反刍
畜瘤胃内微生物的大量繁殖，从而提高了秸秆的可消化性。

 据调查，1吨秸秆收储运费用（包括秸秆收购费用）大约为200元、粉碎及储存费用大约为16元、人工及设备费用大
约17元、氨化所需尿素费用为80元。因此，1吨秸秆在制氨化饲料过程中的费用大约为313元。同时，调查数据显示，
1吨秸秆通过氨化处理替代饲料可收益大约1030元。

 综上所述，1吨秸秆通过氨化饲料所带来的效益大约为717元。

 2.2.3秸秆沼气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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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沼气集中供气是未来的发展方向，因此这次浙江省的调查选择集中供气的秸秆沼气项目为对象。调查显示，1
吨秸秆收储运费用（包括秸秆收购费用）大约为200元、投料发酵前粉碎及搅拌处理费用大约为17元、腐熟添加剂大
约为12元、人工费用大约为16元。这样，1吨秸秆在制沼气的过程中大约花费245元。1吨秸秆可产气250立方米，按1.2
元/立方米收取沼气使用费，则收益为300元。同时，沼渣和沼液可用来肥田，沼液还可以杀虫，调查显示，1吨秸秆
所产生的沼渣和沼液可带来70元左右的收益。这样，1吨秸秆通过制沼气可创收370元。

 综上所述，1吨秸秆通过制沼气所带来的效益大约为125元。

 2.2.4秸秆发电效益

 秸秆直燃发电需经历秸秆收储运、秸秆粉碎、与其他材料混合、燃烧炉燃烧等过程，最终将秸秆的生物质能转化为
电能，并产生灰渣等副产物。

 调查显示，1吨秸秆的收储运费用（包括秸秆收购费用）大约为200元、机械粉碎及传输费用大约为12元、人员及设
备费用大约为95元。这样，1吨秸秆的发电费用大约为307元。秸秆发电的收益包括发电量收益和副产物（灰渣）收益
。调查得知，由于秸秆发电可享受国家优惠政策，其上网电价为0.75元/度，即1吨秸秆发电的收益大约为450元。另外
，1吨秸秆燃烧产生副产物草木灰的收益为30元。这样，1吨秸秆发电的主副产品收益大约合计为480元。

 综上所述，1吨秸秆发电所带来的效益大约为173元。

 2.2.5各种主要模式综合评价

 以上调查的结果大致反映了秸秆还田、秸秆沼气、秸秆饲料和秸秆发电的效益大小。通过比较可以看出，秸秆通过
饲料过腹还田的效益最高，因此，秸秆饲料化应该是秸秆资源化的一个高效模式。由于目前这方面的潜力还没有充分
发挥，各地还应加大政府扶持力度。调查发现，一些地方已经出台了相关政策，如秸秆青贮氨化池补助70元/立方米
，相关机械设备每台补贴在几百元不等。

 值得一提的是，秸秆膨化后作为饲料的效果会更好，应该大范围推广。所谓秸秆膨化饲料，就是秸秆通过设备膨化
后，再通过菌种进行发酵，将废弃的秸秆转化为富含营养的高品质生物饲料用于牛、羊、鹿、鹅、猪的养殖，可产生
巨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是投资小、效益高、利国利民的好项目。而且，秸秆膨化饲料营养丰富，对
膨化、发酵秸秆营养指标与干玉米秸秆营养指标对比检测显示，粗蛋白分别提高6.75％和8.77％；粗脂肪分别提高67.6
5％和1.84倍；纤维组分中的木质素分别降低了48.65％和50.09％。膨化饲料与秸秆切粉、揉丝、青贮、黄贮、氨化等
传统秸秆饲料相比，具有柔软细嫩、适口性好、营养丰富以及利用（消化）率和采食率大幅提高等特点。此外，由于
采用包膜机打包密封厌氧发酵，不仅确保秸秆发酵品质好，而且经压缩包裹后体积缩小（直径0.5米、高0.6米的圆柱
体，单体重量80千克左右），保存期可长达2年，使膨化饲料的贮存、使用和运输都十分便利。从经济上来看，秸秆
膨化饲料加工和包装费用每吨100元，收购秸秆费用每吨100元，成本合计200元，目前市场售价约为400元/吨，每吨可
获利200元左右，如果销售到发达地区，价格可达到700元以上，效益更加可观。

 秸秆能源化的两个模式中，虽然秸秆沼气比秸秆直燃发电的效益偏低一些，但以村为单位的秸秆沼气集中供气工程
不存在秸秆直燃发电所遇到的秸秆收集半径过大问题。同时，考虑到沼渣沼液是很好的肥料，沼液还有杀虫效果，如
果从农业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效益的角度，应该首选秸秆沼气项目。秸秆沼气应以集中供气工程为主，便于可持续
性维持。据调查，一般年产沼气量达40万立方米（可替代290吨标准煤），年消耗秸秆1500吨，可集中供应农户500家
的秸秆沼气集中供气工程；不过，这需建900万立方米的储气罐，投人约450万元，包括设备、管网、管理用房等的建
设，设计使用年限为30年，折算为每吨秸秆处理的设备费约用为100元。因为秸秆沼气集中供气工程以生物质可再生
能源替代煤炭，是低碳环保工程，各地政府应该大力支持。调查中发现，秸秆沼气集中供气工程基本上都由政府全额
扶持，有些地方给予80万一100万元补贴。

 秸秆全量直接还田是常年积温较高地区提高耕地质量的有效模式，因此不能仅仅认为是负的经济效益就不提倡；相
反，政府应出台扶持政策激励农户秸秆全量直接还田。调查发现，一些地方已经落实了相关政策，对新购买的大中型
秸秆还田机补贴0.15万元/台，对新购买的小型秸秆还田机补贴0.05万元/台；对农作物收割低留茬作业（留茬标准低于
10厘米，并将秸秆切碎还田，综合利用率达85％以上）的村补贴5元/（熟�亩）；对新购买的秸秆粉碎装置（与联合
收割机配套使用）补贴0.15万元/台。

 此外，应该注意的是，我国地域辽阔，每个地方的具体情况千变万化，秸秆资源化模式不能千篇一律。即使是同一
地方，模式也要多样化，要积极提倡多途径的网状复合集成模式，达到最高的总体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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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国外秸秆综合利用措施

 3.1秸秆还田

 实施秸秆还田，促进保护性耕作，是国外最常见的秸秆循环利用途径。20世纪30年代，美国发生“黑色风暴”，美
国人首先在西部地区进行了秸秆还田保护性耕作的研究和应用。20世纪30—40年代，采用秸秆覆盖法，控制了西部大
草原的风蚀。

 澳大利亚农业生产大多采用免耕、少耕等秸秆覆盖保护性耕作技术。旱作农业区田间耕作多数用翼形铲代替了铧式
犁，进行不翻动土壤的浅松作业，疏松地表5—10厘米的土壤，这样既可切断上茬作物和杂草的根系，又可疏松土壤
，利于新茬作物的生长，还降低了生产成本。秸秆还田覆盖已成为澳大利亚可持续农业生产的重要措施之一[3]。

 加拿大85％耕地位于西部的大草原地区，为了减少风蚀、水蚀，加拿大采取了少耕耕作体系和免耕耕作体系，促进
秸秆还田。1996年，23％的大草原耕地实施了少耕耕作体系，12％的耕地实施了免耕耕作体系。1996年，加拿大保护
性耕作面积达495.5万公顷，占该国耕地面积的12％[3]。

 目前日本水稻秸秆主要用于还田，约占76.2％，包括翻入土中直接还田（约占61.5％）、堆肥还田（约占10.1％）和
焚烧还田（约占4.6％）。

 政府重视是保护性耕作快速发展的保障。在示范推广之初，大部分国家都是通过项目支持或者政策扶持引导农民采
用保护性耕作技术，国家对购买保护性耕作机具的农民给予一定的补贴。美国成立“国家土壤保护局”，设立专项经
费用于研究、示范、推广保护性耕作技术，联邦立法规定高侵蚀土地必须采用保护性耕作；加拿大将保护性耕作列入
土壤保持政策；澳大利亚在推广保护性耕作初期，对农民购买免耕播种机给予50％的补贴，对改进机具、技术示范、
人员培训给予70％的补助，还在税收、农机用油等方面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巴西将保护性耕作列为国家一项农业政
策；墨西哥对购买保护性耕作机具给予20％以上的购机补贴；欧洲启动了“生命计划”，用于支持保护性耕作技术研
究与示范，这些政策的实施，使得近20年保护性耕作得到大规模的推广应用[4]。

 3.2秸秆饲料

 秸秆是草食性家畜重要的粗饲料来源。据专家测算，1吨普通秸秆的营养价值平均与0.25吨粮食的营养价值相当。
但未经处理的秸秆不仅消化率低、粗蛋白质含量低，而且适口性差，单纯饲喂这种饲料，牲畜采食量不高，难以满足
维持需要。而经过青贮、氨化等科学处理，秸秆的营养价值可以大幅度提高，是秸秆饲料化的主要技术途径。

 早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西部已大规模推广将稻草、麦秸、高粱秆等农作物秸秆进行氨化处理，制出营养价值很高
的氨化秸秆饲料新技术。其方法是将农作物秸秆铡碎后放进密闭的烘干室里，室内温度控制在75℃一80℃之间；再将
无水氨用一定压力注入烘干室，让氨和秸秆饲料在烘干室内密闭两天；当秸秆饲料把氨全部吸收后即成氨化秸秆饲料
。据测定，这种氨化秸秆饲料的蛋白质含量比没有氨化处理的秸秆饲料提高了30％，饲料可消化物达到50％，从而提
高了秸秆饲料的营养价值。

 目前日本也采用水稻秸秆作为粗饲料养牛，约占11.6％；其余水稻秸秆用来制作畜栏用草垫，约占6.5％，最后草垫
再作为有机肥料还田。

 3.3秸秆发电

 秸秆是一种很好的清洁可再生能源。国际能源机构的有关研究表明，每2吨；当秸秆的热值相当于1吨；当标准煤，
燃烧时产生的SO2和CO2量低，具有显著的能源效益和环境效益。目前秸秆发电技术的开发和利用已经引起世界各国
政府和科学家的关注。许多国家都制定了相应的计划，如日本的“阳光计划”、美国的“能源农场”、印度的“绿色
能源工厂”等，它们都将生物质秸秆发电技术作为21世纪发展可再生能源的重点工程。国际上最为著名的秸秆发电案
例是丹麦秸秆发电[5]。

 丹麦是世界上首先使用秸秆发电的国家。丹麦BWE公司率先研发秸秆生物燃烧发电技术，迄今在这一领域仍保持
世界最高水平。在该公司的技术支持下，丹麦1988年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座秸秆生物燃烧发电厂。位于丹麦首都哥本哈
根以南的阿维多发电厂建于20世纪90年代，被誉为全球效率最高、最环保的热电联供电厂之一。

 为了鼓励秸秆发电等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丹麦政府制订了财税扶持政策。对于秸秆发电、风力发电等新型能源，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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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政府免征能源税、二氧化碳税等环境税，并且优先调用秸秆产生的电和热，由政府保证它们的最低上网价格。政府
还对各发电运营商提出明确要求，各发电公司必须有一定比例的可再生能源容量。1993年，政府与发电公司签订协议
，要求每年燃用秸秆及碎木屑140万吨。另外，丹麦从1993年开始对工业排放的CO2进行征税并将税款用来补贴节能
技术和可再生能源的研究。

 目前丹麦已建立了130多家秸秆生物发电厂，还有一部分烧木屑或垃圾的发电厂也兼烧秸秆。秸秆发电等可再生能
源占到全国能源消费量的24％以上，丹麦靠新兴替代能源由石油进口国一跃成为石油出口国。丹麦的秸秆发电技术现
已走向世界，并被联合国列为重点推广项目。根据丹麦最新能源计划，到2030年，即使那时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枯竭，
丹麦也能够保持其在能源方面的自足。届时，其能源构成的目标是：风能50％，太阳能15％，生物能和其他可再生能
源35％。其中生物能主要指的是秸秆发电。

 4秸秆产业发展对策建议

 秸秆产业的效益可概括为：提高了2个安全性、产生了2个正外部性。提高了2个安全性是指：（1）增加了粮食作物
秸秆的附加值，增加了农民的收入，进一步带动了农户的种粮积极性，提高了我国的粮食安全性；（2）增加了资源
及能源供给，提高了我国的资源及能源安全性。产生了2个正外部性可表述为：（1）减少了农业废弃物的污染，尤其
是秸秆燃烧造成的污染，同时增加了有机肥，逐渐会减少化肥施用造成的面源污染，将产生减污的正外部性；（2）
增加了清洁能源和资源的供给，替代了化石资源的使用，产生了节能减排的正外部性。同时，秸秆产业为农民带来了
新的价值增长点、增加了新的就业机会，繁荣了农业与农村经济。因此，建议政府尽快完善政策体系，加大推动力度
。

 4.1重视技术集成创新，积极开展示范工程建设

 优先安排资金，重点支持秸秆收集储运和综合利用技术与设备的集成创新开发项目；建立秸秆综合利用科技示范基
地，通过技术培训、宣传咨询，有组织、有计划地加大示范应用力度，提高秸秆资源化的可操作性。要提高技术设备
的劳动生产率以减少人工费用，降低技术设备的生产成本以降低购买价格，从而提高农户和企业参与秸秆资源化的积
极性。

 4.2建立有效的秸秆收集与储运体系，消除秸秆产业化瓶颈

 由于秸秆资源相对比较分散，体积质量小且容易腐烂，秸秆的收集、运输和储存较为困难，加上从事秸秆收集与储
运的个人和组织行为都不够规范，使得秸秆原材料的质量、数量和价格等方面得不到稳定的保障，从而导致收集与储
运的原材料物流环节成为制约秸秆资源化利用的瓶颈。基层政府应尽快引导农民以专业合作组织的形式参与秸秆的物
流环节，像对待常规农产品一样，建立秸秆的收集与储运规范体系，为实现农民和企业的利益双赢创造良好的社会环
境。

 4.3制定并落实秸秆综合利用的扶持政策，建立激励补偿机制

 加大秸秆还田补贴、秸秆青贮补贴、秸秆沼气菌种费补贴、秸秆反应堆技术补贴等方面的实施力度；将秸秆资源化
利用的新型机械设备如秸秆膨化饲料机械设备纳入农业机械购置补贴范围，并加大对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的补贴力度
；对秸秆资源综合利用企业按照秸秆利用量进行补贴，以增加秸秆收购价的提升空间，进一步调动农户供应秸秆的积
极性。对相关企业给予信贷支持，采取退（免）税等优惠措施；实施秸秆加工用电价格补贴优惠政策，用电应按照农
业用电收费，即减少一半。

 4.4全面开展秸秆资源量调查

 长期以来，由于对秸秆利用的重视程度不够等原因，尽管有关部门和专家开展了一些调查和分析工作，但仍存在着
秸秆资源不清、利用现状不明等问题。应在农业部2009年首次全国性秸秆资源调查与统计的基础上再次全面开展秸秆
资源调查，进一步摸清秸秆资源潜力和利用现状。

 4.5编制秸秆综合利用规划，提高秸秆资源化的可持续性在秸秆资源调查基础上，根据资源分布情况，合理确定适
宜本地区的秸秆综合利用方式（饲料、肥料、能源、食用菌基料和工业原料等）、数量和布局，设定发展目标。秸秆
综合利用规划要提出相应的保障措施和支持政策，要体现加强秸秆转化利用技术的研发与集成，加快成果转化和推广
等具体的科技支撑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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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注重政策法规的落实，扩大宣传教育

 鉴于目前我国秸秆露天焚烧的现象还占一定比例，建议相关部门严抓政策法规的落实。不仅要对露天焚烧秸秆的当
事人进行处罚，还要对责任领导干部进行追究，因为露天焚烧秸秆严重的地区一般都是秸秆利用途径不畅的地方，这
与领导干部的组织管理直接相关。政府的引导具有关键作用，应通过各种途径提高全民，尤其是省、自治区、直辖市
级政府官员和企业家的环境意识，要把秸秆真正作为资源来看待，增强其参与秸秆产业的能力和投资热情。各方形成
合力，使市场的开发潜力形成真正的、有效的市场。同时，各级政府要把秸秆综合利用作为推进节能减排、发展循环
经济、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工作内容，纳入政府目标管理责任制，制定、落实政策[6]。

 4.7有效利用国际碳基金，充分融入国际资金流

 秸秆的资源化利用可以减少露天焚烧，直接降低碳排放；秸秆的能源化利用可以替代化石能源，肥料化利用可以替
代化肥，这些都会产生间接降低碳排放的效果；秸秆直接还田和间接还田（如通过饲料过腹还田、通过食用菌基料分
解、通过沼渣沼液还田等），是增加土壤碳汇的有效手段。因此，有关部门要为秸秆综合利用项目如何申请利用国际
碳基金提供支持和方便，尤其是促使其能够尽快得到补贴反馈，增加资金流量，提高企业扩大再生产的积极性。

 4.8对接垃圾处理政策，将秸秆资源化利用纳入新农村建设环境评估奖励体系

 秸秆废弃物造成环境污染，秸秆资源化利用大大促进了农田和农村环境的改善，建议参照城市垃圾处理的补贴方式
对秸秆资源化利用进行额外补贴；在新农村建设中建立环境评估奖励制度，并依此对秸秆资源化利用村落进行奖励[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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